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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汽车产业链和供应链不断完

善，产业结构不断加快调整升级。 2024 年，我国汽车出口仅用 9 个月就突

破了 400 万辆，延续 2023 年汽车出口增长的良好趋势，出口速度进一步加

快；预计 2024 年我国汽车出口有望突破 500 万辆。在出口量高速增长的同

时，我国汽车出口额也呈现高速增长趋势。 

我国汽车出口特征看，乘用车依然是汽车出口主力军，出口量提速明

显。我国新能源汽车领跑优势大，出口稳中有升。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

虽然占汽车出口总量的比重较低，但近年增速明显加快，远高于汽车出口

的平均增速。从汽车出口国外市场看，我国汽车出口市场结构有所变化；

2024 年（截至 9 月）我国汽车主要出口地为南美洲和欧洲，出口前五大国

家分别为俄罗斯、墨西哥、阿联酋、比利时和巴西。2023年和 2024年，俄

罗斯为我国汽车出口第一大市场。今年欧洲经济疲软，再叠加欧盟对国产

电动汽车加征临时关税，导致今年我国对欧洲地区汽车出口有所下降。 

我国目前已经超过日本成为汽车出口的第一大国，欧盟和美国提高进

口汽车的关税会对我国汽车产业出口带来一定影响。第一，由于美国电动

汽车渗透率低，且我国汽车出口对美国依赖度低，因此美国提高关税对我

国汽车整车出口影响不大，但可能会对汽车零部件出口带来影响。第二，

美国对墨西哥等国家加征关税也会导致我国汽车通过这些国家进入美国市

场的难度增加；车企或会考虑在其他地区增设建厂，例如东南亚或欧洲，

在其他地区重构供应链和产业链。第三，美国在2020-2024年连续成为我国

锂电池的第一大出口国，美国已经增加了对电动汽车电池的进口关税将直

接影响我国动力电池出口，未来如果欧盟或其他地区也进行相应行动，可

能也会增加我国动力电池的出口压力。第四，如果美国落地智能网联汽车

最终规则将对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及其配套软硬件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增添重

重障碍。 

在潜在的关税风险下，我国汽车产品出口或面临一定挑战。欧盟和美

国的加税也可能会促使其他国家进行同样的行为，因此我国车企也应提前

做出应对策略。第一，车企在全球布局上可以多布局其他欧洲、东南亚国

家。第二，车企可以加速在国外本地化建厂的布局。第三，车企可以先通

过技术授权进入有贸易保护的地区，进而带动产品出海。第四，在激烈的

全球竞争中站稳脚跟，车企必须加强自身的研发能力，提升产品质量，确

保技术领先。 

 

作者：张妍 

邮箱：research@fecr.com.cn 

 

 

摘 要 

 

相关研究报告： 

1. 《乘用车市场发展现状与

未来趋势》，2022.10.10 

2.《疫情影响车企 4 月产

销，关注行业后续恢复情况

——2022 年 4 月中国汽车行

业与债券月度报告》，

2022.05.17 

3.《3 月产销同比回落，关注

行业复工复产及促消费政策

落地——2022 年 3 月中国汽

车行业与债券月度报告》，

2022.04.20 

 

潜在关税风险对我国汽车行业出海的影响 



 

 

                                       2 / 11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2024 年 11 月 28 日 

远东研究·行业研究 

一、2023 年汽车出口情况简要回顾 

（一）整体分析 

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汽车产业链和供应链不断完善，产业结构不断加快调整升级。2023

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均创历史新高，实现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规模也逐渐扩大。 

 2023年，根据中汽协统计数据，我国汽车出口量达到 485.28万辆，同比增长 56.21%，出口对我国汽车销量的

总贡献达到 55.7%。近年来，我国汽车出口高速增长，2021 年汽车出口突破 100 万辆，2022 年汽车出口突破 300

万辆，2023 年突破 480 万辆，我国汽车“出海”速度加快。2023 年我国汽车出口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

汽车出口国家。2024 年 1-10 月，我国汽车出口为 485.28 万辆，同比增长 11.07%，今年我国汽车出口仅用 9 个月

就突破了 400万辆，延续 2023年汽车出口增长的良好趋势，出口速度进一步加快；预计 2024年我国汽车出口有望

突破 500 万辆。 

 

图 1：中汽协口径下月度汽车出口量及走势（截至 2024年 10月）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在出口量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汽车出口额也呈现高速增长趋势。从下图 2 可以看出，根据海关总署数据，

2023 年我国汽车（含底盘）出口金额为 1016.88 亿美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69%。出口金额的增长一方面与我国汽

车出口数量大幅增长有关，另一方面与我国出口汽车单价上升有关系。截至 2024 年 9 月，我国出口汽车均价在

1.83 万美元/辆，较 2023 年和 2022 年有所提高。 

-50

0

50

100

150

200

250

0

10

20

30

40

50

60

出口数量:汽车（万辆） 当月同比（右轴，%）



 

 

                                       3 / 11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2024 年 11 月 28 日 

远东研究·行业研究 

 

图 2：海关总署口径下月度汽车（含底盘）出口金额及走势（截至 2024年 10月）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二）汽车出口特征分析 

1.乘用车依然是汽车出口主力军 

乘用车出口仍是汽车出口的主力军，出口量提速明显。从图 3 可以看到，乘用车出口量占总汽车出口量比重

呈现上升趋势，2021 年全年，乘用车出口量占汽车出口总量的比重平均在 79.17%左右，2023 年这一指标上涨至

84.02%，到 2024 年前 10 个月，乘用车出口量占到汽车出口总量的比重上升至 85.88%，乘用车是汽车出口量的主

要贡献力量。 

 

图 3：中汽协口径下乘用车、商用车出口量比重（截至 2024年 10月）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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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能源汽车出口稳中有升 

我国新能源汽车领跑优势大，出口稳中有升。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虽然占汽车出口总量的比重较低，但近

年增速明显加快，远高于汽车出口的平均增速。根据中汽协数据，2023 年，新能源汽车出口量为 120.3 万辆，同

比增长超 77%，对汽车出口量的贡献度进一步扩大至 24.75%。2024 年 1-10 月（见表 1），新能源汽车出口量为

105.8万辆，同比增长 6.3%，同比增速虽有放缓，但出口量稳中有升。从近年的数据可以看出，新能源汽车出口保

持良好走势，2021年，新能源汽车出口仅有约 31 万辆，占汽车出口量的比重仅为 7%，但是 2023 年我国新能源汽

车出口量已经攀升为 120.3 万辆，同比增长近 4 倍。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仍保持不低的速度增长。因此，整

体看，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在近年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带动汽车出口增速增长。 

表 1：中汽协统计新能源汽车出口量（2021年至 2024年 10月） 

 出口量（万辆） 同比增长（%） 对汽车出口量贡献度（%） 

2021年 31 304.6 15.48 

2022年 67.9 120 21.83 

2023年 120.3 77.6 24.75 

2024年前 10个月 105.8 6.3 21.79 

资料来源：中汽协，远东资信整理 

我国新能源汽车对外出口量的增长主要与我国新能源汽车品牌与服务体系的建立、底层技术优势和产业链配

套能力的优势有关。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迅速，与传统燃油车相比在国际上优势明显。电池、电机、电控等

核心“三电”技术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或与国际水平同步。新能源汽车品牌的提升也助力我国新能源汽车对外出

口。我国不少车企在国外建厂，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对海外市场进行业务模式开发等，这些都将助力我国新能

源车企进一步开发海外市场，海外市场的量产和销量的提升也为我国新能源汽车在国际市场提升知名度和认可度

打下坚实的基础。 

 3.汽车出口国外市场以欧洲和亚洲为主 

 从汽车出口国外市场看，2024 年（截至 9 月，下同）我国汽车主要出口地为南美洲和欧洲，出口前五大国家

分别为俄罗斯、墨西哥、阿联酋、比利时和巴西（见下图 4）。 

近年，我国汽车出口市场结构有所变化。2022 年，汽车出口以墨西哥、智利、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为主；

2023 年汽车出口市场主力为俄罗斯、墨西哥、比利时、澳大利亚等；2024 年汽车出口市场主力仍为俄罗斯、墨西

哥、沙特等，且对沙特和阿联酋等中亚国家出口提升。 

2023 年和 2024 年，俄罗斯为我国汽车出口第一大市场。俄乌冲突使得大量外资退出俄罗斯市场，我国车企抓

住机会，大力进入俄罗斯市场，因此 2023 年以来我国对俄罗斯汽车出口较多；2024 年前 9 个月，我国对俄罗斯出

口汽车量达到 85 万辆。前两年我国对比利时、英国等一些欧洲国家出口汽车数量较多，但是今年欧洲经济疲软，

再叠加欧盟对国产电动汽车加征临时关税，导致今年我国对欧洲地区汽车出口有所下降。 

从出口金额看，我国汽车出口单价稳中有升。2022 年，我国出口汽车的平均单价为 1.8 万美元，到 2023 年和

2024 年出口汽车的平均单价上升至 2 万美元。从重点出口国的出口单价看，近三年，我国出口俄罗斯的汽车单价

均在 2.2 万美元之上，均价整体不低；对墨西哥、智利等南美国家出口单价整体偏低，分别在 1.1 万美元和 1.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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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左右。对沙特、阿联酋等中亚国家的汽车出口单价在 1.7万美元左右，均价整体不高。汽车出口单价较高的国

家是英国、比利时，在 2.5 万美元左右。 

 

图 4：2024年前 9个月汽车出口国外市场情况（单位：万辆） 

注：本图数据采用乘联会口径下汽车出口数据，与中汽协数据存在偏差。 

资料来源：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远东资信整理 

 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保持强劲增速。2024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主要出口地为欧洲和亚洲，且以欧洲为主，出口

前五大国家分别为比利时、巴西、英国、泰国、菲律宾。 

 近几年，比利时一直是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重要市场。在 2024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最大市场为比利

时，出口量累计达到 20.4 万辆（见图 5），远超其他国家，增速为 33%。2024 年，我国对比利时新能源汽车出口

量进一步增加，今年前三季度对比利时的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已超过 2023 年全年水平，增量为 0.9 万辆。新能源汽

车出口数量增速较快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南美洲，包括巴西和墨西哥，2024 年数量增速同比增长 369%和 736%。 

 从均价看，新能源汽车出口均价在 2.3 万美元左右，均价高于汽车整体均价（2 万美元）。出口比利时的新能

源汽车的均价为 2.6万美元，与前几年变化不大，整体均价处于较高价位。对欧洲国家，例如英国、德国的新能源

汽车出口均价最高，在 3.4 万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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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24年前 9个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国外市场情况（单位：万辆） 

注：本图数据采用乘联会口径下新能源汽车出口数据，与中汽协数据存在偏差。 

资料来源：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远东资信整理 

二、潜在关税风险对我国汽车产品出口有何影响？ 

 近两年，欧盟和美国不断提高在华生产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2023 年 10月，欧盟委员会针对原产于中国的电

动汽车发起了反补贴调查，2024 年 10 月 29 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最终裁决结果，将对进口电动汽车施加额外的

反补贴关税，措施将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起施行，大部分车企的反补贴税率范围被定为 17%至 35.3%。今年 8 月

起，美国对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的关税从 25%提高到 100%，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的关税从 7.5%提高到 25%。此

外，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演讲中也表示“将对墨西哥进口汽车征收高额关税”。我国目前已经超过日本成为汽车出

口的第一大国，欧盟和美国提高提高进口汽车的关税肯定会对我国汽车产业出口带来一定影响，本部分将从以下

几个方面分析潜在关税风险对我国汽车产品出口的影响。 

1.汽车出海格局 

通过前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国汽车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很低，因此美国提高对我国进口

汽车的关税，可能不会对我国汽车出口带来很大影响。美国汽车市场主要以燃油车为主，电动汽车的渗透率较低，

大致在 10%左右，而其中特斯拉占据了近一半的市场份额。而且，我国对美国出口汽车数量不多，根据盖世汽车

研究院数据，2024年 1-8月，我国出口美国汽车数量合计仅为 6.1万辆，占汽车出口数量的比重仅为 1.7%。因此，

从这一方面看，我国汽车出口整体情况受美国潜在关税风险影响较小。但是，美国的关税政策可能对我国汽车零

部件出口带来一定影响，因为我国对美国出口的汽车产品主要为汽车零部件，2024 年 1-8 月，汽车零部件出口美

国的价值达到 121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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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拿大市场看，据中新社多伦多 8月 26日消息，加拿大政府当日宣布，计划自今年 10月 1日起对所有中国

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 100%的附加税。政治因素可能是促使加拿大决定对华新能源汽车及相关行业加征关税的重要

原因。但是，加拿大政府上调对中国电动汽车及其关联行业的关税举措，对中国本土品牌车企出口的实际冲击并

不显著。根据公开数据显示，2023 年，加拿大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总值仅为约 16 亿美元。而这些进口车辆中，

主力军是美国品牌特斯拉的产品。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自 2023 年 5 月首次向北美发货以来，显著推动了加拿大进

口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数量的上升。然而，在加拿大政府去年提供给电动汽车购买者的补贴中，仅 25%流向了从

中国进口的汽车，且这部分几乎全部是特斯拉上海工厂生产的产品，直接惠及中国本土品牌电动汽车的补贴比例

更是低至 2%。因此，加拿大提高对华进口电动汽车关税对我国汽车影响有限。 

 从欧洲市场看，欧洲市场的确是我国汽车出口的主力市场。欧盟提高在华生产的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对中

国车企来说增加了很大成本。车企可能会把这些成本转移给消费者或者自身消化，但是这两种方式都会降低车企

在欧盟市场的竞争力。但是从长期看，欧盟反补贴税并不会阻挡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在欧洲市场的发展。原因之

一是欧洲作为我国电动汽车重要出口市场，其增长潜力对我国车企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因此即便面临关税风险，

我国车企仍不会放弃在欧洲市场的布局。第二，欧洲本土电动汽车制造商受限于较高的经济成本等现实条件，为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创造了进入欧洲市场的有利时机与优势。第三，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凭借技术的迅猛发展和

健全的供应链体系，已经确立了显著的先行优势。他们在创新领域的持续投入，使得电动汽车产品线不断丰富，

这不仅加深了与传统汽车品牌的差异化竞争，还进一步稳固了在市场中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最新消息，

欧盟或取消中国电动汽车关税。可能是由于特朗普政府上台或增加对欧盟车辆出口关税，这一举措对欧洲汽车制

造商影响较大，相反却促使中国与欧盟保持紧密联系。 

 2.中国车企海外建厂格局 

 特朗普演讲发言中表示如果他成为总统，将对来自墨西哥的汽车征收 100%、200%、2000%的关税。如果对墨

西哥加征关税落地，也会在一定程度会对中国车企带来挑战。 

我国有很多汽车车企和零部件企业在墨西哥建厂。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已经在墨西哥建厂的 A 股汽

车零部件公司超过 20 家。例如，奇瑞汽车宣布在墨西哥建立北美总部，并计划在墨西哥建设工厂，主要用于生产

新能源汽车；长城汽车在 2023 年成立了墨西哥子公司，并相继推出了新能源车型，并启动了本地工厂的投资项目

研究；同时上汽名爵、比亚迪、江淮汽车也计划在墨西哥建厂。此外，中国车企在墨西哥建设的工厂产能较高，

例如，比亚迪计划在墨西哥建设的工厂年产能将达到 15 万辆汽车；奇瑞计划在墨西哥建设一家年产能 40 万辆的

汽车工厂。 

我国车企和零部件企业在墨西哥建厂主要是利用其地理位置优势和贸易优惠政策。墨西哥邻近美国、加拿大

在内的北美市场，车企开拓墨西哥也是意在北美市场。墨西哥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根据《美国-墨西哥-加拿

大协定》的内容，很多产品从墨西哥出口美国、加拿大可享受较低关税甚至零关税的优惠政策。另外，墨西哥还

是太平洋联盟国的成员国，已与 50 个国家签署了 13 项自由贸易协定。因此，受益于墨西哥优惠的贸易政策，墨

西哥成为很多车企出口北美或欧洲市场的中转站，据估计每年有 68%的中国汽车通过墨西哥，出口至北美其他国

家或地区。根据最新消息，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入美国的所有产品征收 25%关税”，

这一行动可能导致我国汽车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市场的通道受到一定挑战，入美难度会增加，车企可能会考虑在

其他地区建厂，例如东南亚或欧洲，在其他地区重构供应链和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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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来看，墨西哥本身就是我国汽车出口的重要市场。墨西哥目前仍以燃油车为主，新能源汽车发展仍

处于初步阶段；车企在墨西哥建厂可以便利我国汽车产品进入墨西哥市场，抢先占据市场，实现弯道超车。根据

MarkLines 数据，墨西哥 2023 年新能源汽车销量中，江淮汽车销量 2798 辆，市场份额 17.2%，排名第三，前两名

为丰田和福特，市场份额分别为 25.4%、19.1%。我国汽车已经在墨西哥市场具有较大的市场份额。 

 3.动力电池 

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迅速，动力电池在全球具有领先优势，动力电池也是我国重要的汽车零部件出口产品。

从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CABIA）数据看（见图 6），我国动力电池出口占我国电池产品总出口量的

比重超 70%（2023 年数据），且动力电池出口呈现增长趋势，2022 年累计动力电池出口量为 68.08GWh，到 2023

年出口量已经达到 127.4GWh，同比增长 87.1%。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美国在 2020-2024 年连续成为我国锂电池的第一大出口国。2023 年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

至美国的出口总金额为 136.3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89%，占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额的 20.8%。目前，美国已经增

加了对电动汽车电池的进口关税。2023 年 12 月，美国发布《外部敏感实体指南》规定“从 2024 年起，享受税收

抵免的新能源车不得包含由外国敏感实体（FEOC）制造或组装的任何电池组件；从 2025 年起，享受税收抵免的

清洁车辆不得包含任何由 FEOC 提取、加工或回收的关键矿物”。该指南对我国动力电池的出口限制也反映在对

美锂电池出口量数据上；从数据上看，2024 年第一季度出口美国锂电池数量下降 4.4%，出口金额下降 11%。未来

如果欧盟或其他地区也进行相应行动，可能也会增加我国动力电池的出口压力。 

 

图 6：动力电池出口量（2022年 7月至 2024年 10 月） 

资料来源：CABIA，远东资信整理 

4.智能网联汽车 

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可能会推动智能网联汽车相关禁令落地，影响我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今年 9 月 23 日，

美国商务部正式宣布“将提议禁止美境内智能网联汽车使用来自中国的关键硬件和软件，并希望在 2025年 1 月 20

日前确定最终规则”，并声明“针对中国智能网联汽车软件、硬件的禁令将分别于 2027车型年、2030 车型年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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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没有车型年的汽车，禁令将于 2029 年 1 月 1 日生效”。特朗普政府上台，或继续推动智能网联汽车的最终规

则的落地。 

如果美国落地智能网联汽车最终规则将对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及其配套软硬件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增添重重障碍，

推高合规成本，同样也为中国企业进军欧美市场增加难度。从长期来看，这也将对智能汽车在数据隐私保护与合

规性方面的产品开发与设计产生较大影响，迫使中国智能汽车企业在技术创新、合规体系构建及市场战略规划上

做出全面革新与优化。 

三、展望及总结 

我国汽车行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技术水平提高、行业发展迅速，竞争优势明显；一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产业，

通过提高关税来扶持本国汽车产业发展。在潜在的关税风险下，我国汽车出口或面临一定挑战。欧盟和美国的可

能提高关税也可能会促使其他国家进行同样的行为，因此我国车企也应提前做出应对策略。 

 首先，车企在全球布局上可以多布局其他欧洲、东南亚国家。实现出口多元化。从我国汽车出口国家分布可

以看到，一些其他欧洲国家，例如澳大利亚、比利时、英国等也是重要的出口国，出口销量靠前。而且这些国家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发展水平不高，因此我国车企可以抢先在这些欧洲国家布局生产，提前形成产品影响力，形

成竞争优势。另外，汽车出海也可以多挖掘中亚、东南亚等国家，从数据看，一些国家，例如沙特、阿联酋的出

口数量在近年呈现增长趋势，需求量不低，因此这些国家的潜力也有待发掘。 

第二，车企可以加速在国外本地化建厂的布局。我国车企可以学习丰田和特斯拉的出海策略，全球化布局，

本地化建厂。例如，丰田在开始进入北美市场时，是通过与通用进行合资建厂，这种合资建厂可以更快帮助车企

了解当地需求和当地政策等。另外，在海外建厂的同时，可以带动产业集群建设。丰田在海外建厂的同时，会同

时带领旗下的零部件企业一起出海。通过将零部件转移到出口地，形成产业集群，帮助企业降低运输成本。另外，

我国车企可以加速在东南亚、巴西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或地区投资建厂；这样既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又可

以拓展车企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布，形成全球化、多元化的供应链渠道。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汽车在巴西当地设厂并生产汽车的潜在空间较大。首先，巴西电动汽车市场广阔。根据

巴西汽车经销商协会的数据，2024 年巴西纯电动以及混合动力新车销量同比大幅增加，预计全年销量将创下历史

新高；这表明巴西市场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第二，巴西的政策环境利于我国车企本地化建厂。巴

西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一直比较重视，早在 2015 年就决定对续航里程超过 80km 的纯电动汽车免征进口关税。

此外，巴西政府还规划到 2030 年电动汽车销量要占到巴西汽车总销量的 30%，并且提供了税收激励。此外，巴西

政府为应对经济增速低缓等问题，制定“再工业化”计划和新版的“经济加速增长计划”，鼓励外国投资，特别

是新能源领域的投资。第三，通过在巴西设厂并生产汽车，我国汽车企业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关税成本等，提高

产品的竞争力。 

其实，不少国内车企已经在国外建厂投产，加速“走出去”，例如上汽集团在美国硅谷、以色列特拉维夫和

英国伦敦设立三个创新研发中心，在泰国、印尼、印度建立了三个海外生产制造基地，奇瑞汽车也在欧洲、北美、

中东以及巴西等地建立了全球研发基地，长城汽车也已涵盖欧洲、亚洲、北美的全球化研发布局，并在俄罗斯、

泰国、巴西等地建立了整车制造工厂。我国汽车企业加速海外布局将不断深化我国汽车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也将

为我国汽车出海带来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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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一些车企可以通过技术授权方式进入那些具有贸易保护的市场。例如，2023 年宁德时代与美国福特汽

车宣布“双方将在美国密歇根州新建动力电池工厂合作生产磷酸铁锂电池”。这次合作宁德时代通过授权动力电

池技术打开了美国市场。因此，车企可以先通过技术授权出海，进而带动产品出海。 

第四，面对国际市场上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措施，中国车企更需要“打铁还需自身硬”。为了在激烈的全球

竞争中站稳脚跟，车企必须加强自身的研发能力，提升产品质量，确保技术领先。车企需要不断投入资金和人才，

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这不仅包括提升汽车的性能和安全性，也包括到智能网联技术的开发，确保在智能

化、电动化的大趋势中保持领先。另外，车企也应严格遵守目标市场的法律法规，包括数据隐私保护、产品安全

标准等，避免因违规而产生的罚款和市场禁入，这也能够增强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信任。 

 近年我国汽车产业出口面临不小的外部挑战，但是我国汽车产业供应链完善、新能源汽车优势及零部件优势

明显，只要在技术、研发、质量、服务等继续坚持下去，我国汽车出口在未来仍将保持良好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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