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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吉林省汽车产业与石化产业关联度的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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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汽车产业环保性需求的日益提升，汽车产业与石化产业的关联度将越来越高。汽车产业 

和石化产业作为吉林省的两大支柱产业，提升其关联度，可以促进两大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加快区域经 

济一体化进程，带动吉林省经济快速发展。加强两大产业的关联度，应以增强汽车产业链的整体关联度 

为突破口，重点发展汽车零部件产业，激发汽车产业与石化产业的整体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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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业与石化产业存在很强的关联性，汽 

车产业对石化产业具有下游需求，石化产业可为 

汽车产业提供上游支持，中游可催生橡塑加工、车 

用油漆等大量车用化学品配套生产企业 ，形成一 

条完整的石化汽车产品供需链条。_l 随着汽车产 

业环保性需求的日益增加，以及产业技术水平的 

提升，两大产业之间的关联度越来越高。汽车产 

业与石化产业作为吉林省的两大传统支柱产业， 

总产值占吉林省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但两大 

产业长期各 自发展。汽车产业集中在长春市，石 

化产业集中在吉林市，吉林市石化产业生产的基 

础原材料产品大多销往省外，在省内的市场份额 

不到3％，而省内所需的大多数化工制品，包括汽 

车用化工产品，则从外省和国外购入。因此，应加 

强吉林省汽车与石化产业的关联度，从而加快区 

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一

、 吉林省汽车产业与石化产业的关联 

长期以来，吉林省汽车产业和石化产业分别 

以长春市、吉林市为中心，相互分离、各自发展，产 

业间缺乏有效的合作。 

就汽车产业而言，吉林省汽车产业每增值 1 

元，仅可有效带动其上下游关联产业 2．39元的增 

值，低于全国的2．46元水平，而在日本，汽车产业 

每增值 1元，仅在制造业内部，就可以有效带动上 

下游关联产业2．67元的增值。石化产业和汽车零 

部件产业都是汽车产业的上游产业，吉林省汽车产 

业每增值 1元，仅可带动上游产业 1．23元的增值， 

低于全国的 1．32元。吉林省现有规模以上汽车零 

部件企业 385户，但汽车橡胶、塑料零部件生产企 

业只有 7O户，且规模普遍偏小，尚不具备研发能 

力，主要依靠整车企业提供图纸和指定原料。况 

且，吉林省汽车整车产值与汽车零部件产值的比例 

仅为 1：0．16，低于上海市的1：0．59，远低于发达国 

家 1：1．7左右的比例，本地零部件企业不能满足汽 

车整车企业的发展需要。这使吉林省汽车产业发 

展速度明显滞后。吉林省汽车产业的核心企业“一 

汽集团”的产出规模在全国的地位也呈下降趋势， 

2004年，“一汽集团”的产出规模各项指标基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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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全国三大汽车生产企业的首位，2009年，“一汽 

集团”的产出规模已被“上汽集团”整体超越，“东 

风集团”的增加值、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和利税 

总额等指标均已超越“一汽集团”。 

就石化产业而言，吉林省石化产业每增值 1 

元，可以带动其上下游关联产业5．132元的增值， 

低于全国的 7．19元水平。其中，带动上游产业 

0．94元的增值，低于全国的 1．19元，带动下游产 

业 4．18元，低于全国的 6元，说明吉林省石化产 

业与其相关产业关联度较弱，尤其是下游产业，包 

括汽车产业。从石化产业内部结构看，化学原料 

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增加值所 占比重呈下降趋 

势，由2000年的49％下降至 2009年的35％，说 

明吉林省石化产业的发展过于倚重资源初级加工 

产业的发展，具有高技术、高收益特征，与汽车产 

业发展最密切的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却发 

展滞后。从企业层面看，基础化工原料必须经过 

深加工后，才能用于生产汽车零部件，而吉林省石 

化产业的核心企业是“吉化集团”，虽然该企业是 

大型基础化工原料生产企业，但受装置规模限制， 

很难直接提供化工专用料。目前，仅有吉林新东 

泰公司能生产聚丙烯改性材料，用于“马自达”和 

国产“奔腾”轿车保险杠面罩和仪表板。而橡塑 

零部件企业中，化工原料精细加工企业不多，特别 

是从事汽车化工专用料的企业更是寥寥无几，不 

能为汽车产业提供配套支持。 

石化产业与汽车产业之间的关联主要反映为 

汽车产业对石化产业的直接消耗，以及汽车产业 

通过带动其他产业，进而拉动石化产业的间接消 

耗。根据我国和吉林省的投入产出流量表计算， 

汽车产业对石化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吉林省汽 

车产业每增加 1万元的总产出，需要石化行业直 

接投入669元，高于全国的586元，说明吉林省汽 

车产业对石化产业的直接消耗量较大，两者之间 

的直接关联度较强。再计算完全消耗系数，发现 

吉林省汽车产业每增加 1万元的总产出，需要石 

化行业完全投入2656元，低于全国的4481元，说 

明吉林省汽车产业通过其他产业对石化产业的间 

接消耗量较小，两者与其他产业共同构成的产业 

关联度较弱。原因是汽车产业与石化产业缺乏有 

效的衔接点，汽车产业缺乏零部件，尤其是橡塑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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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的配套支持；石化产业不能提供精细化工产 

品，尤其是汽车化工专用料的有效供给。吉林省 

为加强汽车与石化产业间的配套、融合发展，已成 

立了“汽车与石化产业配套协作战略联盟”，有效 

推动了两大产业的互动发展。目前，两大产业的 

边界并未突破，连接两大产业的中间产业发展不 

充分，中间产业所需的关键性技术还有待突破，以 

化工为原料的汽车专用料企业几乎空白，汽车产 

业与化工产业衔接存在断层。 

二、提升吉林省汽车产业与石化产业关联度 

的对策 

(一)以增强汽车产业链的整体关联性为突 

破 口，提升 两大产业关联度 

提升两大产业关联度，重点应以增强汽车产 

业链的整体关联性为突破口。吉林省石化产业的 

竞争力较弱，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汽车产业与石化 

产业关联度的提升，而吉林省汽车产业竞争优势 

明显，产业关联度较强，通过发挥汽车产业与石化 

产业的关联效应，提升石化产业的竞争力，进而为 

汽车产业提供更好的产品或服务，就会促进汽车 

产业的发展。所以，针对吉林省两大产业发展的 

现状，借助汽车产业竞争力优势，以增强汽车产业 

链的整体关联性为突破 口，可加大汽车产业与石 

化产业的关联效应。 

增强汽车产业链的整体关联性，应把汽车及 

相关产业看成一个系统，正确处理系统内各要素 

之间的相互关系，全面整合汽车产业价值链 ，以促 

进汽车产业的发展。产业链的上游石化企业应以 

技术创新为突破口，不断为汽车制造业提供优质 

产品；处于产业链核心的汽车产业内部，整车企业 

应重点进行整车的平台化设计和汽车品牌培育建 

设；零部件企业及协作配套企业负责零部件的模 

块化设计和制造及系统集成供货，从而实现汽车 

生产过程的精益化、产品开发的平台化和零部件 

供应的模块化的目标；产业链的下游应高度重视 

服务、贸易、物流、金融等行业的发展。 

(二)完善汽车产业与石化产业的战略联盟 

运营机制 

2010年，吉林省汽车与石化产业配套协作战 

略联盟的成立有效推动了两大产业的互动发展， 

但目前该战略联盟组织结构较松散，缺乏组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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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深度合作。推动战略联盟内部各机构的实质 

性合作，首先要加强联盟内各机构的沟通。其中， 

政府应提供政策支持和专项资金，高校和科研机 

构参与研发，企业加大资金投入和应用开发，从而 

促进战略联盟成为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利益共 

享、风险共担的合作组织。具体看，应加大政策和 

资金的支持及监管力度，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应 

通过原始性创新和前沿技术的突破，为联盟的技 

术创新提供持续支撑和人才保证 ，联合两大产业 

的力量通过工艺和工程技术的开发加速联盟内技 

术成果向产业化的转化。其次，战略联盟各方实 

现自身利益是促使其联合的纽带，在该联盟建设 

中，必须既要明确责任，又要保障利益。明确责任 

需制定具有一定约束的联盟协议，制定明确的总 

体 目标和阶段 目标，落实成员间的任务分工，并由 

成员单位法定代表人共同签署生效。保障利益需 

建立利益保障机制，联盟研发项目产生的成果和 

知识产权应事先通过协议明确权利归属、许可使 

用和转化收益分配的办法，强化违约责任追究，保 

护联盟成员的合法权益。 

(三)通过发展汽车零部件产业，加强两大产 

业重要衔接点的建设 

汽车零部件产业是汽车产业与石化产业的重 

要衔接点，两大产业之间的关联性更多地体现在石 

化产业通过精细加工生产零部件，为汽车产业配 

套。因此，提升两大产业的关联度，应重点发展汽 

车零部件产业。一是通过成立大型零部件企业，加 

强其与石化企业的深度合作，开发新型车用零部 

件，主要是车用橡塑零部件。由于汽车零部件企业 

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模式复杂，企业整合难度较大， 

需要将市场调控和政府主导有机结合，在宏观政策 

引导下，重点扶持具有一定规模并拥有产品和技术 

优势的零部件企业，通过资产划拨、兼并、参股及控 

股等方式，形成大型零部件企业，提高零部件企业 

的规模效益和整体实力，进而加深其与石化企业的 

合作，开发出新型车用橡塑零部件。二是促使零部 

件供应体系向“宝塔形”结构演变，重点加强一级 

配套供应商与石化企业的合作。“宝塔形”零部件 

供应体系，即形成不同级别的零部件配套供应商， 
一 级配套供应商是具有产品开发能力的总成系统 

或模块供应商，下面有较多的二级、三级和更低级 

别的零部件供应商。一般而言，整车厂持有一级和 

二级供应商的部分股份，但只与一级配套供应商直 

接发生关系，且保持长期稳定的配套供应关系。这 

样，一级配套供应商既能深人了解整车厂的零部件 

产品需求，又具备产品开发的核心能力。因此，它 

是与石化企业合作的重要力量，是衔接汽车产业与 

石化产业的重要中间企业。三是尽快培育一级零 

部件供应商自主开发零部件，尤其是开发橡塑零部 

件的能力。一级零部件供应商承上启下，若具备自 

主开发产品的能力，既可参与整车厂家的同步开 

发，减少整车厂家人力和物力投入，缩短开发周期， 

又可拉动石化产业的大量需求，在这一过程中，还 

可与整车厂形成紧密依存、协同经营的伙伴关系和 

群体优势，逐步具备关键汽车零部件的系统开发能 

力。[ ] 

(四)提升产业联合创新能力 

汽车产业与石化产业提升关联度的最大障碍 

是技术瓶颈，突破两大产业关联的技术瓶颈首先 

要激发产业创新。吉林省汽车产业的核心企业是 
“

一 汽集团”，石化产业 的核心企业是“吉化集 

团”。“一汽集 团”具有合资企业的三个主要特 

点：一是引进过多，忽视消化吸收，提高 自主创新 

能力缓慢。二是过度追求完成国产化率，忽视汽 

车核心技术的开发。 三是合资企业中，外方有 

成熟的产品，中方研发人员不承担核心研发工作， 

缺少锻炼和施展能力的平台。“吉化集团”是大 

型国有企业，创新压力和动力相对较小，其产品结 

构很大程度上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整体部署安 

排，而吉林省地方石化企业大多基础薄弱，装备技 

术落后，布局分散，关联产品少，承接能力和配套 

差。因此，两大领军企业应增强企业 自身对产业 

关联的需求，改善产业关联创新环境，激发产业关 

联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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