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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湖北省普查的数据，对湖北全省767家汽车及配件厂家的经营及规模状况进行了定量描述，运用图、表工 

具，揭示出汽车企业的取得的成绩和现存的问题，希望对湖北汽车工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有所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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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湖北汽车工业的发展面临的重大 

问题之一是如何客观地认识湖北汽车企业的 

状况，正确地评价汽车业规模与效率、规模与 

劳动力的关系。中国汽车工业一方面充满机 

遇，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挑战。我们必须 

抓住机遇，加大对汽车工业的研究力度，研究 

规模与效率、规模与劳动状况的关系。这对湖 

北汽车工业回避潜在风险有着积极的作用。 

1 规模评价 

众所周知，汽车工业是一个规模效益十 

分显著的产业。目前，国际上公认单个车型 

的最佳经济规模为 60~100万辆 ，整家集团 

的经济规模为400—600万辆。而如今中国最 

大的汽车企业上汽集团的生产规模还远未 

达到 10o万辆，单个车型更是在20万辆以 

下，离国际标准还有着很大的差距。由此可 

见加强对我国汽车产业的规模进行研究，对 

汽车及其零部件企业进行联合与重组有着 

重要的意义。 

湖北省汽车工业企业共计767家，数量 

居全国前列。汽车是湖北省的支柱产业，湖 

北汽车工业在全国汽车工业 中有着十分重 

要的地位。湖北省有着巨大的存量资本和资 

源优势，2001年固定资产273．365亿元排列 

全国第一；人业人员达到21．8489万人排列 

全国第一；实现销售收人461．2653亿元；工 

业总产值 、增加值 、销售收人和税收均排在 

全国的前 3位。可见，汽车工业是湖北省在 

全国为不多的优势和特色领域之一。 

但湖北汽车及其零部件产业存在的问 

题依然十分严峻，主要表现在企业规模小、 

生产技术落后、劳动就业压力大、技术更新 

与改造速度慢．市场快速反应能力不足。 

其中特大型企业有东风专用汽车有限 

公司、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3家，是我国唯一拥有 3家特大型汽 

车企业的地区。 

1．1 行业规模 

就汽车法人单位数而言，湖北省是我国 

唯一超过700家的地区，其中属载重汽车制 

造业汽车厂 l2个、客车制造业 l6个、小轿 

车制造业 3个、微型汽车制造业 1个、特种 

车辆及改装汽车制造业 38个、汽车车身制 

造业 l2个 、汽车零 

部件及配件制造业 

685个。这些企业分 

别 隶属 于机 械 、交 

通、航天、航空、轻 

工 、军工 、石油等不 

同的系统。在行政上 

则分别由部、省 、市、 

县、乡镇等不同的机 

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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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l可以看到，我省汽车门类齐全 ， 

数量繁多。从汽车领域各行业来看，12家属 

载重汽车制造业的企业中，特大型有3家，大 

中型4家，小型5家，虽然数量上所占比例不 

大，但具有一定的规模。客车制造业除了2家 

大一型、1家中一型外，其余 l3家均为小型， 

中型企业数量偏少。小轿车制造业大、中、小 

各 1家，比例较为均衡，但数量偏少。微型汽 

车制造业仅有 l家小型的，这说明湖北微型 

汽车制造业非常薄弱，没有形成规模。特种车 

辆及改装汽车制造业中，中小型的企业占了 

大多数。在 12家属汽车车身制造业的企业 

中有 l1家是小型，所以湖北汽车车身制造 

业规模也不大。湖北省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 

造业的企业数量非常多，占了湖北整个汽车 

行业企业数量的绝大多数。但我们仔细观察 

一 下这些企业的规模结构就可以发现，小型 

表1 湖北汽车行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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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就多达554家，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 

造业企业总数的 80．9％，占汽车行业总单位 

数的 72．2％，数量之多居全国榜首。 

1．2 地区规模 

可通过基本单位数、从业人员营业收 

入、固定资产原值、营业收入等项指标对不 

同地区的规模进行评价。我们通过计算机对 

原始数据处理后得到如下结果，见表 2。表 2 

中的各经济指标(除综合系数和名次外)为各 

地指标与全省相应指标的平均值之比，用％ 

表示 

营业收入(Mean)，标准差(Std．Deviation)，营 

业收入合计(Sum)等相关资料。若将各类企 

业实现的营业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百 

分数与各类企业占全部企业的百分数之比称 

为效应，可以通过营业收入指标计算不同规 

模企业的效应值。表3中，可以看到不同类型 

的效应值差别很大，特大型企业效应值为 

0．393／0．004=98．25。效应值的含义为假定每 

个企业取得同样的销售收入，则各类型的效 

益值相等均为 1或者为 100％。可以看到大 

型企业的销售收入指标远大于1，相当于假 

表2 各地指标与全省相应指标的平均值比较 定平均值的98．25倍。 

地区名称 基本单位 从业人员 营业收入 固定原值 综合系数 名次 

表2中的综合系数=营业收入×0．4+固定 

资产×0-3+从业人员×0．2+基本单位×0．1，例如 

武汉的综合系数 332．14=264．3~0．4+536．61× 

0．3+183．87x0．2+286．57~0．1。其余地区综合系 

数以此类推。通过地区汽车规模评价 ，可以 

看出十堰、武汉、襄樊三地区排在前列 ，特别 

是十堰市综合系数达到704．86％，远高于其 

他地区的综合系数。 

1．3 规模评价指标一集中度分析 

按规模分类的汽车企业营业收入的平 

均值、标准差、总营业收入、效应值。 

从表3可以看到湖北汽车特大型企业 

(11)，大一型(12)，大二型(13)，中一型(21)， 

通过上述计算，可得到 

湖北省汽车行业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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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到行业营业收入 

的绝对集中度，通过分别计算 3大企业的集 

中度、10大企业的集中度及20家和35家企 

业的绝对集中度，其结果如下：CR =39-3％， 

CR J0=68．71％，CR20=75．21％，C R35=83．00％。由 

此可以看出，3大家企业营业收入集中度仍 

然较低(39_3％)，应当努力增强大企业的营 

运能力从而增加其营业收入。 

2 劳动力结构分析 

2．1 吸纳的劳动力的相关指标 

湖北汽车工业提供了21．8489万劳动岗 

位，其中为男性、女性分别提供 13．95万和 

7．9万个工作岗位。平均(Mean)每个企业提 

中二型(22)，小型(30)，企业家数(N)，平均 l供284．86个劳动岗位，其中男性181．84人， 

表3 效应值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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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103．02人 通过计算从业人员的标准差 

得到 1 730．79

偏离平均值的程度较大。 

表 4表面全部企业从业人员的中位数 

(Median)为 52个，即52人以下的企业所 占 

的百分比为 50％=四分位数(Q ，Q )分别为 

2O个和 158个 ，表明 25％的企业人数为 20 

人以下；75％的企业人数在 158个以下。众 

数(Mode)为20人，说明汽车企业中人数最 

多的是20人的企业。据原始资料还可以看 

到湖北省从业人员不超过 100名的企业数 

为 502家占65．45％；100～200人的企业数为 

104 家占 13．56％；200～500人的为 77家占 

10．04％；500～1 0o0人的为44家 占5．74％； 

超过 1 0o0人的企业数有 40家占5_21％。 

表4 767家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资料表 

I单位：千人) 

从业人员 男性 女性 

平均值Mean 

中位数Median 

众数 Mode 

最大值Maximum 

人数总计Sum 

四分数Q， 

四分数Q2 

四分数Q{ 

284．86l8 l81．84_49 103．0169 

52 35 l5 

20 l0 3 

44609 3l039 l3570 

2l8489 l39475 79014 

20 14 5 

52 35 l5 

l58 l00 63 

从上述 pareto图 1，可以看出汽车企业 

劳动力的集中地为十堰 (代码4203)、武汉 

(4201)、襄樊(4206)3地，分别占全省劳动力 

的55％、13％和 10％，3地合计达到全省的 

78％。图 2则描述了主要集中地企业个数的 

4203 4206 4213 4205 4209 4207 4212 

4201 4210 42I】 4202 42o8 4290 4228 

地区代码 

图 1 从业人员地区分布结构％ 

4201 42O6 4213 4209 4207 4208 4228 

地区代码 

图2 单位个数地区分布 



分布情况。汽车汽车工业的企业数、资本和 

人力资源 ，主要分布在十堰到武汉的一条工 

业走廊上。 

2．2 企业员工结构分析 

通过表 5资料我 们看到企业 人数在 

20～49人之间的最多，有 201家。5 000人以 

上的汽车企业有 3家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实业开发公司、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湖 

北汽车企业的小而多的现状并没有发生大 

的变化，大力培养造就专业化的大规模汽车 

企业仍有较大的余地。 

表5 企业按员工分类 

由 CR =39．3％，我们可知 3家大公司提 

供了全省汽车销售收入的 39．3％，大公司的 

核心地位十分明显。振兴湖北汽车一定要从 

大企业着手，鼓励 3家大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和研究，开发新的高端产品和具有独立知识 

产权的全新产品，这3家大公司也是湖北汽 

车的产业支柱和核心所在。扶持中型企业的 

联合重组，尤其在零部件的生产和销售方面 

做出自己的贡献。小型企业由于其机制灵活 

和吸纳劳动力的作用，仍然是湖北汽车一支 

主要力量。若用X，Y分别代表中小型和小 

型企业的家数，则可以以东风公司为核心用 

人员分类 

1．0o 2．0o 3．O04．O0 5．O06．O07．O0 8．O09．O0 10．O0 

图 3 人员分类【脚标为表 7人员分类编号) 

表6 企业按员工分类的营业收入资料 

“3+X+Y”的模式来表达湖北汽车企业的发 

展模式。有的放矢从科研和技术层面上和物 

质层面双方面尤其是知识产权上支持 3家 

大公司的发展形成湖北汽车的产业支柱；从 

政策上扶持有潜力的中型企业成长；鼓励优 

秀的小企业快速成长。 

3 面临的主要困境 

3．1 汽车工业集中度的提高进程缓慢 

一 方面，由于体制原因，优胜劣汰的市 

场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资源向优势企业 

转移受到较大阻碍，直接导致汽车工业生产 

集中度提高缓慢。另一方面，重复建设现象 

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说，重复建设带来了市 

场竞争。但过度重复建设会造成市场分割， 

资金分散，人才紧缺，企业水平上不去。我省 

汽车工业布局较为分散 ，政府在资金 、政策 

上不可能对非骨干企业集中力量扶持。特别 

是近年来，汽车消费量增长迅猛，各地小型 

汽车生产企业应运而生，组织结构进一步分 

散。如何实现集中度的提高是湖北汽车企业 

的重大任务之一。 

3．2 零部件工业发展滞后。严重阻碍了湖北 

汽车工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汽车零部件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竞争 

力弱的现象较为普遍。 

以湖北省资料为例，湖北现有的685家 

汽车零部件企业 ，协议金额在 1 000万美元 

以上的项目仅占4％，100～1 000万美元的项 

目占74％，真正达到规模要求的很少 ；从产 

出的角度看 ，一是生产集中度低 ，同一类产 

品的生产厂家数量为发达国家的 5~6倍，而 

产量只有他们的 1／10；二是生产配套率低， 

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的配套率为8％．而发 

达国家一般在 80％以上。 

国际汽车零部件企业发展很快，为提高 

产品竞争力，有效控制产品质量并大幅度降 

低成本，国际汽车行业正在广泛采用信息平 

台战略、零部件全球采购 、系统设计、模块化 

供货已成趋势。由于国内轿车产量规模小 ， 

技术来源各异，国内零部件企业发展缺乏必 

要的条件 ，很难形成规模 ，更谈不上形成创 

新开发能力。近年来，轿车车型更新速度不 

断加快，整车企业必须寻找开发能力强 、价 

格低的零部件企业，而国内零部件企业在研 

究开发上缺乏有效的投入，不具备快速反应 

能力，因此在全球采购的呼声越来越强的形 

势下，零部件企业将面临国际跨国零部件集 

团的巨大压力。 

3-3 规模与劳动就业的矛盾统一 

汽车产业既属于资金密集型也属于劳 

动密集型，汽车产业能带动钢铁 、机械、电 

子、橡胶等 156个相关产业的发展。汽车工 

业每增加1个就业岗位，上下游产业的就业 

人数是 10-15个。因此，一方面要采用高新 

技术提高汽车企业生产的集中度，另一方面 

也要加大汽车经营与售后配套服务．扩大劳 

动就业。妥善处理规模与劳动就业的关系， 

使湖北汽车产业链条不段完善和状大： 

4 结论 

湖北汽车工业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存 

在着种种困难和问题，但是湖北汽车工业的 

人才优势和技术基础依旧在全国汽车行业 

中占据有利的地位。随着对外交流与合作的 

步伐加快，国际资本的注入和行业开放度的 

提高，湖北汽车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将逐 

步增强。湖北汽车业的规模与效益；规模与 

劳动就业的关系将进一步得到协调发展。 

(责任编辑：慧 超) 

2004·1 1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