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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of China's automobile industry,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mode and the long-term and stabl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hicle manufacturers and suppliers are the key 

factors for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particular, the new energy automobile enterprises, as the shakers of the 

traditional automobile industry,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rapi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upplier theory and related theoretical literature,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model of market, main engine plants and supplier research object is constructed. And with FAW-

VOLKSWAGEN (FOSHAN) Branch and its suppli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carry out field research activities. We 

use linear regression method to further clarify the mutual promoting factors of innovation mode and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 a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terprises can promote the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 ability of the supply 

chain by predicting the market and innovating the procurement mod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 ability can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the core technolog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diver-

sification, which effectively strengthens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 manufacturers 

and suppliers and th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nergy vehicle market, so as to help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innovation mode and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 ability of China's new energy vehi-

cle enterprises from the theoretic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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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汽车产业面对日趋复杂的竞争环境，创新发展模式及整车制造商与供应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是其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这是新能源汽车企业建立早期优势的关键。本论依据浅沼万里供应商理论及相关理

论文献构建了以市场、主机厂和供应商研究对象的协同发展的作用模型。并以一汽大众佛山分公司及其供

应商为研究对象展开了实地调研活动。本论在验证阶段运用线性回归法进行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创新模式

和制造组织能力的相互促进因素。结果表明，企业可以通过适应市场及创新采购模式来促进提升供应链的

制造组织能力；且制造组织能力的提升可推动企业核心技术的创新及促进市场多元化的发展，有力于企业

核心竞争力加强。本论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中国新能源整车制造商及供应商的发展策略及新能

源汽车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进行了深入探析，从理论层面上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创新模式与制造组

织能力的协同发展。 

关键词：协同发展，创新模式，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管理 

1. 引言 

为了促进汽车产业绿色发展，推动企业转型

升级，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支持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其能源清洁和智能高效的特点也逐

渐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来，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新能

源汽车企业出现了过于依赖政策补贴，核心技术

难以突破，创新动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赵梓渝

等，2021）。传统封闭的发展模式固然对传统燃油

车的发展提供动力，但是对于新能源汽车企业来

说，容易造成组织架构固化等负面影响，一定程

度上阻碍企业的长期发展。 

致力于解决以上问题，各企业正在不断地寻

求新思路、新方法（熊勇清、秦书锋，2023）。广

东省汽车产业作为中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之一，

其创新模式和组织架构可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供应链管理提供借鉴和参考经验。2020 年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新能

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目标。《规划》指出要加强新能

源汽车核心技术攻关工程，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要深化开放合作，调动相关企业的积极性，推动

产业融合发展。 

中国作为新能源汽车消费大国，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前景良好，这有利于改善中国能源消费

结构，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熊勇清、王溪，2021）。

然而，较多企业目前难以从短暂的合作关系中积

累到长期发展的经验，无法形成较强的核心竞争

力。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借助于主机厂与

供应商之间的默契配合、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与合

作，针对销售市场变化对企业现有（生产、采购、

核心技术等）能力进行创新，对企业的长期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浅沼供应商理论将“关系的技能”

定义为企业为了满足核心企业的需求或要求而有

效率地作出反应。“制造组织能力”即为从顾客企

业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中积累到的“关系的技能”。

本研究将从“产品设计能力”“工程工序设计能力”

和“事业领域设计能力”三个方面分析新能源汽

车企业的制造组织能力，探索如何通过企业创新

构建适合的产业发展模式，从而实现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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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迎合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对推动新能

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理论和假设 

作为中国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之一，新能源

汽车产业的发展已驶入“快车道”。2015 年以来，

中国乘用车总销量处于高位，市场份额较高。随

着政策优惠和配套环境日益优化，新能源汽车销

量也稳步提升。2020 年以来，新冠疫情带来的冲

击逐渐缓和，汽车市场开始回暖。2022 年中国新

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688.7 万辆，同比增长 93.4%，

连续 8年保持全球第一。 

图 1. 2015-2022年中国汽车销售市场变化组合图（单

位：万辆）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官网

http://www.caam.org.cn/chn/4/cate_31/list_1.html（2023年

10月 14日）。 

 

随着新一轮产业发展变革的深入，新能源汽

车企业也需要针对自身发展模式探索新的发展路

径，提升其品牌竞争力(Zhang and Li, 2021)。其中，

一汽大众自 2020 年高尔夫纯电投入市场以来，凭

借其良好的技术实力、品牌信誉及稳定的售后服

务等优势，现稳居年中国新能源销量榜前十。为

了符合新能源的设计生产，一汽 VW 采用全新的

纯电动汽车平台——MEB（Make Everything Bet-

ter）平台，主要用于工艺变革及设备改造，促进

传统能源汽车逐渐向新能源汽车转型的目标的实

现。由此，本论选取一汽大众主机厂和零部件供

应商为调研对象并收集相关数据，为后续的研究

做充分的准备。 

不同于传统汽车企业，新能源汽车具有智能

化，便利化的特点，为了适应市场发展的新模式，

企业需要逐步在生产端、产品端和消费端进行创

新变革（孙薇、叶初升，2023）。随着供应链管理

理念的提出，采购模式从库存驱动逐步向订单驱

动转变，新的市场需求拉动企业进行产品创新。

例如，一汽大众的生产管理模式从预测订单生产

模式逐步转变为客户订单与预测订单相结合的模

式，增强了其市场竞争力。有学者（焦薇等，

2020）认为把握市场变化能够降低风险，提升制

造能力，驱动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创新发展。深入

思考创新模式（张静静等，2020）对新能源汽车

企业的作用关系，市场变化对新能源汽车企业产

品设计能力具有正向作用，对主机厂的协调能力

具有重要影响（索琪、李长升，2023）。基于以上，

本论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H1：市场变化对新能源汽车企业产品设计能

力具有正向作用。 

H2：新能源汽车主机厂零部件采购模式的创

新对产品设计能力具有提升作用。 

日本学者浅沼万里（1997）从生产技术的角

度，阐述了日本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制造组织能力

的演进路线。制造组织能力是企业在与供应商长

期合作关系中不断积累形成的默契配合的能力，

并在市场竞争力，供应链绩效等多个方面体现出

优势（孙川，2006）。有学者（刘国巍、邵云飞，

2020）认为上下游企业的合作有利于资源整合和

价值创造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达到技术领域

的突破。新能源汽车主机厂和供应商之间通过长

期稳定的合作逐步积累经验（王生年、赵爽，

2020），在生产过程中不断自主优化，自主创新，

最终在供应链整体上带来更大的效益(AKABANE, 

etc. 2017)。基于以上，提出假设： 

H3：新能源汽车供应商的工程设计能力对核

心技术的创新具有正向作用。 

对于新能源汽车企业来说，其目标客户的需

求变化快，产品更新迭代速度快，协同发展的创

新模式能够帮助企业快速适应环境（Ma, etc. 2023）

（陈芳、眭纪刚，2015）实现价值创造。例如，

一汽大众对于供应商的开放管理，为供应商提供

生产指导帮助其高效率生产，致力于在开放供应

链体系下与民族供应商一起成长。有学者（侯光

明等，2021）基于协同创新和产业价值链展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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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提出良好的供应商关系能够提升企业价值；

认为协同创新对新能源汽车企业长期发展有积极

作用（韩炜等，2021）。因此，研究零部件供应商

创新模式对于企业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对增强

产业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由此提出以下假

设： 

H4：新能源汽车企业制造组织能力的提升对

增强市场竞争力具有正向作用。 

协同发展作为企业创新模式的新方向，学者

们(Zhang, 2020)从组织架构和作用路径展开研究。

新能源汽车主机厂和供应商的协同创新有利于获

取外界信息，占据早期市场优势（张长令等，

2016）。从供应链管理的角度出发，如一汽大众致

力于打造全过程数字化的高质量新能源样板基地，

建立智慧工厂（周燕、潘遥.，2019）。在保证企

业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响应顾客创新需求，实现

新产品、新业务的多元化经营，从而增强综合竞

争力，为市场多元化提供动力，即企业事业领域

能力的体现。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5：新能源汽车主机厂和供应商的协同发展

对市场多元化具有正向作用。 

本研究分为市场，新能源汽车主机厂和供应

商三个主体；首先、在市场方面分为销售市场变

化、市场竞争力、市场多元化；其次、在新能源

汽车主机厂和供应商之间探究其制造组织能力

（即产品设计能力、工程工序设计能力和事业领

域设计能力），进而在企业间合作关系的基础上，

分析企业间协同发展对市场方面的综合作用。综

上所述，本研究构建的概念模型如图 2 所示。其

中，市场变化对新能源汽车主机厂的产品设计能

力有影响，同时主机厂的制造组织能力也会影响

企业核心竞争力。主机厂和供应商之间通过采购

或技术创新等因素相互影响，主机厂和供应商构

成的协同发展模式也作用于市场多元化。

 
图 2 理论模型框架 

3.研究设计 

▪3.1 问卷设计 

为了保证变量的测量效度，使其与中国新能

源汽车主机厂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情况更加契合。

研究者通过预调研，采用走访和座谈会的形式，

收集并整理当前市场情况，对量表进行完善。问

卷设计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人口统计学

变量调查，包括性别、年龄、职位等，第二部分

是企业在市场和创新方面的调查，第三部分是关

于制造组织能力的调查，包括创新情况和协同发

展情况等，第四部分则调查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为了避免选项集中趋势，本论采用 likert5 级量表

对变量进行衡量，其中 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

非常同意。 

▪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论研究对象为中国汽车主机厂及零部件供

应商，共计向相关汽车企业发放问卷 255 份。剔

除具有明显规律性的问卷及有悖于反转问题的问

卷，总计回收有效问卷 220 份，有效回收率为

86%。 

表 1 问卷调查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基本属

性 
分类 频次 百分比 

年龄 

18-25岁 15 6.82% 

26-40岁 164 74.55% 

41-50岁 37 16.82% 

51岁以上 4 1.82% 

职业类

型 

企业所有者 6 2.73% 

供应链关系主

管 
43 19.55% 

客户关系主管 14 6.36% 

生产管理主管 60 27.27% 

其他 97 44.09% 

如表 1 所示，受访者年龄分布呈正态分布，

主要集中于 26－50 岁的中层管理者。其次、在受

访者职业类型中，与本研究直接相关的管理层人

员如企业所有者、供应链关系、客户关系及生产

管理主管人数占比 55.81%、其他为企业基层管理

者如班组长以上岗位。图 3 为本研究调查问卷对

象企业的企业属性及事业领域相关信息。本次问

卷调查合资零部件供应商占比 51%、民族资本零

部件供应商占比 24%、外资零部件供应商占比

23%、整车制造商为 2%。其中，企业主营产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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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饰相关零部件的生产销售占比 49%、从事发动

机、变速箱、底盘或电池、电机、电控等零部件

生产销售的企业占比 40%，从事钣金件等相关零

部件生产销售的企业占比 8%，整车生产与销售企

业占比 3%。 

图 3. 问卷调查描述性统计分析图 

▪3.3变量选择 

当前激烈变化的市场情况下，新能源汽车主

机厂会更加注重迎合市场需求，探索新的商业模

式，降低牛鞭效应的影响。企业制造组织能力更

是高效决策和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进一步

推动主机厂和供应商之间的协同发展。综上，以

图 2 概念模型为基础，本论选择创新模式、制造

组织能力和协同发展作为研究变量。 

（1）创新模式 

创新模式可以使企业在采购、生产、销售等

环节不断变革和更新，采取更合适自身和目标市

场的发展模式，从而提升核心竞争力。已有文献

通过研发投入和专利数量来衡量企业创新，但是

由于企业创新并不是全部体现在实质性的产出，

零部件供应商的创新也很难从专利数量上体现。

因此，基于以往学者研究，本论将创新模式的衡

量分为市场预测（X1）、研发投入（X2）以及采

购创新（X3）三个方面。将产品设计能力（y1）

和工程工序设计能力（y2）分别作为因变量得到

回归模型。 

𝑦1 = 0.341 + 0.128𝑋1 + 0.524𝑋2 + 0.242𝑋3
𝑦2 = 2.601 + 0.091𝑋1 + 0.444𝑋2

（1） 

 

（2）制造组织能力 

基于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企业在追求产品

品质、成本、准时交货期的同时，在设计、开

发、生产、交货的各个阶段不断积累定向的关系

技能，从而形成制造组织能力的进阶。本论将自

变量制造组织能力分为产品设计能力（X4），工

程工序设计能力（X5）以及事业领域设计能力

（X6）三个方面来衡量。产品设计能力即企业对

于产品图纸设计方面的参与程度，例如从借出图

成长为承认图。工程工序设计能力即企业对于生

产线及设备的设计优化能力。事业领域能力即企

业针对市场多元化采取的系统化、规模化、专一

化的生产模式。以市场竞争力（y3）为因变量构

建回归模型如下。

 

𝑦3 = 0.445 + 0.083𝑋4 + 0.022𝑋5 + 0.113𝑋6
 （2） 

 

（3）协同发展 

制造组织能力的提升需要双方或多方共同推

动，能够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资源互补，促进创

新。已有学者通过企业间分工和协调机制等因素

表现协同发展。本论基于创新模式和制造组织能

力之间的联系，从企业角度出发，采用协同合作

的意愿（X7）和优势互补的程度（X8）为自变量，

市场多元化（y4）作为因变量，该回归模型如下。 

 

𝑦4 = 1.06 + 0.325𝑋7 + 0.38𝑋8 （3） 

▪3.4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息指量表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主要通过

Cronbach’s α 系数和组成信度 CR(composite relia-

bility)来检测。本论的数据处理软件为 Excel 和

SPSS Statistics 26.0。由表 1 所示，Cronbach’s α系

51%

24%

23%

2%

合资零部件供应商

民族资本零部件供应商

外资零部件供应商

整车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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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组成信度 CR 均大于 0.6，平均方差提取量

AVE 大于 0.5，且在 0.001 水平上显著，说明量表

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收敛效度。 

 

表 2. 信效度分析结果 

潜变量 观察变量 符号 标准负荷 Cronbach’s α 组成信度 CR AVE 

创新模式 

市场预测 X1 0.800 

0.714 0.8268 0.6166 研发投入 X2 0.673 

采购创新 X3 0.870 

制造组织

能力 

产品设计能力 X4 0.776 0.727 0.7512 0.6016 

工程工序设计能力 X5 0.739 0.695 0.7094 0.5525 

事业领域设计能力 X6 0.821 0.781 0.8047 0.6733 

协同发展 
协同合作的意愿 X7 0.850 

0.871 0.8229 0.6991 
优势互补的程度 X8 0.822 

4.回归分析 

▪4.1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防止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本

论选取线性回归分析法。依据理论假设和变量定

义构建回归模型，结果如下表所示，VIF值均小

于 5，说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模型

构建良好。由 F检验的结构分析可知，显著性 P

值均为 0.000***，在水平上呈现显著性。 

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B 标准误 Beta t P VIF R² 
调整

R² 
F 

H1- 

H2 

常数 0.341 0.311 - 1.098 0.273 - 

0.407 0.399 
F=49.456 

P=0.000*** 

X1 0.128 0.069 0.105 1.864 0.064* 1.162 

X2 0.524 0.064 0.481 8.123 0.000*** 1.279 

X3 0.242 0.069 0.202 3.505 0.001*** 1.215 

因变量：产品设计能力 

 常数 2.601 0.254 - 10.26 0.000*** - 

0.295 0.288 
F=45.345 

P=0.000*** H3 
X1 0.091 0.06 0.093 1.517 0.131 1.157 

X2 0.444 0.054 0.502 8.183 0.000*** 1.157 

因变量：工程设计能力 

 常数 0.445 0.276 - 1.616 0.108 - 

0.522 0.511 
F=46.81 

P=0.000*** H4 

X4 0.083 0.059 0.085 1.358 0.178 1.747 

X5 0.022 0.064 0.021 0.35 0.727 1.612 

X6 0.113 0.069 0.102 1.57 0.37 1.774 

因变量：市场竞争力 

 常数 1.06 0.26 - 4.082 0.000*** - 

0.374 0.368 
F=64.832 

P=0.000*** H5 
X7 0.325 0.089 0.307 3.636 0.000*** 2.474 

X8 0.38 0.094 0.342 4.054 0.000*** 2.474 

因变量：市场多元化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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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假设检验结果讨论 

基于表 2 及表 3 可知，本论提出的假设全部

成立，接下来将逐一进行深入分析。市场变化对

新能源汽车企业产品设计能力具有正向作用。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因素与产品设计能力之间

的回归系数值（B值）大于 0，表明预测市场的能

力与产品设计能力呈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企

业对于市场消费需求和消费趋势的把握，将有利

于制定下一步的生产计划。这种预测市场变化的

能力越强，对于产品更新改造的能力便越清晰。

并且拟合系数R方为 0.407，说明变量之间具有 40%

的解释能力。因此，验证假设 1成立。 

零部件采购模式的创新对产品设计能力具有

提升作用。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供应链的优势

逐步在企业发展中体现出来。在按照物料清单采

购零部件的传统模式上，逐步增加对于小规模零

部件的采购，以供企业满足个性化订单和产品创

新的需求。由模型结果可知，采购模式的创新与

产品设计能力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假设 2

得到验证。 

新能源汽车供应商的工程工序设计能力对核

心技术的创新具有正向作用。企业在生产的过程

中逐步生产线规模化，生产设备智能化。不仅能

够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在优化的过程中，进一步

改造生产技术，积累经验，有利于技术的创新。

由回归结果可知，回归系数值（B 值）为正，表

明企业的工程工序设计能力与企业核心技术的创

新呈正相关关系，假设 3得到验证。 

制造组织能力的提升对新能源汽车企业增强

市场竞争力具有正向作用。在上下游成员企业的

长期合作中，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制造组织能力逐

步提升。在产品的图纸设计，工程工序的优化以

及事业领域探索三个方面的表现将直接作用于市

场竞争力。从回归结果来看，回归系数（B 值）

为正，具有显著地正相关关系，并且解释程度达

到 52%，模型基本满足要求，假设 4得到验证。 

主机厂和供应商的协同发展对市场多元化具

有正向作用。根据回归结果可知，标准化系数

（B 值）达到 0.325 和 0.38，说明协同发展对于市

场多元化具有正向影响关系。具体而言，新能源

汽车主机厂和供应商在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之后，

不断扩展经营空间，通过产品创新建立新的消费

增长点，从而扩大市场占有率。因此，假设 5 得

到验证。 

5. 研究结论和启示 

为了更好地把握企业转型升级的正向推动条

件，本论采用中国汽车企业的调查数据，构建回

归模型，验证了创新模式和制造组织能力协同发

展的正向作用。从市场、供应链管理、制造组织

能力和协同发展四个维度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和启

示。 

据一汽大众官方数据显示，2023 年，一汽大

众 ID.系列车型累计销量达到 4.87万辆，获得中国

市场纯电 SUV 合资品牌销量冠军。企业在适应销

售市场的变化过程中不断调整运营策略，不断创

新优化产品图纸，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高效的

管理方法，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实

现长远的发展目标。新能源汽车转型升级以来，

市场竞争愈加激烈，一汽大众在保证质量的前提

下推出了包括 ID.3、ID.4 CROZZ、ID.6 CROZZ等

至少 20 款新能源车型。在与顾客企业的长期合作

中，逐步积累经验，提升产品设计能力，从产品

多样性的角度收获消费者的青睐，逐步向市场多

元化发展。因此，企业要立足于新的市场需求，

提高对销售市场信息的迅速感知能力和及时处理

能力。企业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与顾客企业长期

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即重视制造组织能力的进阶

（周燕、潘遥，2019）。同时，政府要继续加强保

障市场信息透明化，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步推进企业转型

升级。 

零部件采购方式的变革帮助企业完善产品设

计图纸，推动产品设计能力的提升。对于新能源

汽车来说，采购模式的创新不仅能够提高生产过

程的稳定性和效率，而且在完成个性化订单的同

时，积累到的生产经验则会转变为对产品图纸的

改进能力，体现在企业后续的产品优化设计中。

在供应链管理方面，零部件的采购是供应链中重

要的环节之一。企业在计划、采购、生产、销售

等核心环节中突破，实现精细化、规模化管理，

最大化实现降本增效，有利于建立高质量发展的

长效机制（韩炜等，2021）。因此，在政策上建议

立足于创新的发展模式，将重点逐步转向运营环

节，在供应链环节上提高效率，为企业转型升级

的路径探索作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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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造组织能力上，工程工序的系统化设计

可以帮助企业发现生产流程中产品设计的不足，

增强对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新能源汽车产业是

技术密集型产业，优良的生产线运作能够优化产

品设计，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长期

稳定的合作关系也会加持提升企业制造组织能力。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在各个环节逐步成熟，建

议政府加大创新支持力度，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

和人才保障。企业也要建立协调发展机制，在现

有的资源和优势的条件下，适时引入智能化设备

和高素质人才。通过创新模式的增持与上下游供

应商协同发展，向产品多元化和生产规模化发展，

才能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面对当前市场的新环境，多方合作共赢是企

业长期稳健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协同发展方面，

主机厂和供应商协同发展的配合程度越高，企业

对于潜在市场的拓展能力越强，市场竞争力越强。

相较于其他以短期发展为主的企业来说，具备良

好制造组织能力的企业面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和企

业竞争的加大时，能够领先一步展开行动，找到

合适的解决方法，更加迅速地在供应链上建立早

期竞争优势，实现多元化、高效率的发展模式。

随着智能化技术的推广加速，在政策上应当引导

多领域推进新能源汽车的使用，在建立数字化平

台上给予支持。例如，一汽大众在保障正常生产

的基础上为线上消费者定制化购车提供上万种搭

配选择方案，致力于打造整合的线上数字化营销

平台。既满足了新生代消费者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又提高产品及品牌的竞争力。最后，新能源汽车

企业在塑造制造组织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过程中，

也要充分评估现有的发展阶段。分类有序地推进

产业政策，合理运用资源优势，强化落实措施，

形成良性市场竞争机制。 

6.结语 

本论在新能源汽车企业制造组织能力的基础

上，验证了创新模式与其协同发展的正向影响因

素，从市场、主机厂和供应商方面进行了彼此间

协同发展的理论探索，并提出了实践建议，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空隙，为企业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供了更准确具体的战略支

持。但考虑到新能源汽车品种和供应商企业性质

的多样性，本论存在如下研究限制：企业调研的

数据均来自于一汽大众佛山工厂及其所属零部件

供应商，在数据采集的广度上有待在其后的研究

中进一步加强。其次，新能源产业作为新兴产

业，产业链尚未完全成熟，而一汽大众作为传统

燃油车转型新能源的企业，与中国造车新势力企

业存在产品设计、供应链管理及销售模式上存在

差异。因此，将本论的研究方法付诸于中国造车

新势力的研究亦是接下来的重点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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