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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供应链值得信赖企业研究课题组

宁波双林集团始创于1987年，以“宁海县无线电模具厂”起家，从制造业起步，历
经二十余年积累探索后于2010年8月在深交所成功上市。之后便收购全国多家汽车
部件生产公司，于2015年正式进入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行业。如今，双林集团已成
长为一家涵盖制造、教育、旅游等多个产业的大型现代企业集团，在全球拥有20多
个生产基地及5600余名员工，集团总资产超百亿。

宁波双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是双林集团旗下控股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
、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作为双林集团的核心产业，“双林智
造”分设汽车饰件、汽车机电、轮毂轴承、动力总成、新能源驱动五大业务板块，
产品涵盖汽车内外饰系统零部件、轮毂轴承、精密注塑零部件、座椅系统零部件、
变速器、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等。目前公司下设5大研发中心，建有1座院士工作
站、2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上海、宁波、襄阳、临沂、苏州、重庆、柳州、芜
湖、青岛、天津、荆州、沈阳等地设有全资、控股子公司24家，分公司6家，主要
服务客户包括大众、福特、丰田、日产、神龙、上汽、五菱、吉利、长安、长城、
东风、广汽等国内外知名汽车厂商，同时配套供应佛吉亚、博泽、奥托立夫、采埃
孚、联合电子、法雷奥、李尔、博世、麦格纳、安道拓、博格华纳等汽车零部件百
强企业。

一、发展环境分析

1.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市场正逢稳中向好发展期

2021年，适逢“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立足“十四五”开局之年，汽车行业在
全行业的共同努力下，面对芯片短缺、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等不利因素影响仍迎难
而上，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较2017年已经得到大幅提高。全年汽车产销呈现
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和发展动力。预计到2025年和2035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分别为600万辆和1750万辆。汽车零部件是构成汽车配件
整体的各个单元及用于汽车配件加工的产品，是汽车整车制造的上游行业，同时也
是汽车工业发展的基础，如今正高速发展的新能源汽车行业更加需要强大的零部件
体系作支撑。

随着我国零部件产业逐步实现结构优化和产品升级，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已增加至
2021年约1.5万家，2021年主营业务收入总计约4万亿元，行业营收年均复合增长
率为14.58%，整体行业都处于高速增长状态。国内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不断实
现关键技术的突破，部分企业无论在服务上还是技术上，都已经初步具备了与国外
厂商竞争的实力。随着汽车产业布局的不断完善，我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的竞争力不
断增强，并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抓住产业链转移与采购全球化的窗口，深入参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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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汽车产业链中去，我国已经逐步成为零部件巨头企业布局的重要地区。

为了促进我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积极健康发展，近年来我国相关部门颁布了行业相关
政策发展规划，如《中国制造2025》中要求：“继续支持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
发展，掌握汽车低碳化，信息化，智能化核心技术，提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高
效内燃机、先进变速器、轻量化材料、智能控制等核心技术的工程化和产业化能力
，形成从关键零部件到整车的完整工业体系和创新体系，推动自主品牌与新能源汽
车同国际先进水平接轨。”另外，2021年工信部发布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年)》。作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纲领性政策，该规划为未来十五年中国新
能源汽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国外的疫情为国内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提供了出口的机会。国外疫情爆发后
，部分汽车零部件企业停产，汽车零部件企业无法及时向整车企业提供配套零部件
，我国出口汽车零部件企业具备了稳定的生产能力，能有效地保障国际汽配企业的
零部件供应。国外疫情为我国的出口零部件厂商提供了产品导入的机会，国内的部
分汽车零部件企业有望从临时供应商转变为长期合作伙伴，提高市场占有率。2018
年，我国汽车零部件出口额就达到了653.02亿美元，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预计
未来国内汽车零部件生产商销量及出口量将保持稳步上升。

2.正在形成比较突出的以零部件研发及产销能力为主的核心竞争力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以自主创新、产品研发、模具开发为
基础，实现汽车零部件模块化、平台化供应的专业智造企业，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
优势。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较强的研发能力，公司先后获得2021年中国机械500
强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宁波市先进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宁波市院士科研工作
站、宁波市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省级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省重点骨干企
业等荣誉称号，并获得宁波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省内
首台（套）产品等多项省市级科技奖项。从三十年前的无线电模具厂到如今的新能
源汽车零部件行业代表性企业，宁波双林的成长离不开企业领导者的引领、强大的
研发制造能力及优质的客户资源。

——企业家的引领作用。
为了使公司有更多汽车零部件产品线，宁波双林董事长邬建斌自2011年开始相继收
购了“湖北新火炬有限公司”、“山东德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科技公司，帮助
企业真正迈入了新能源汽车行业。虽然近年来高频次的收购对公司商誉造成了严重
的减值，但借助被收购企业的产品和技术，企业很快实现了盈利。其收购的湖北新
火炬科技有限公司是生产汽车轴承、ABS传感器等汽车关键零部件的科技强企，在
被完成收购之后，使宁波双林在国内轮毂轴承行业的市场份额得到了快速提升，同
时还拓展了海外市场，出口产品远销北美、欧洲及东南亚市场，并多受好评。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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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董事长“不怕折腾”，不计较眼前得失的扩张精神，使宁波双林在汽车零配件
领域稳步前行。

——着力打造比较高位的研发平台。
在汽车行业智能化、电动化、网联化和轻量化的发展趋势之下，公司研发团队借助
省级企业研究院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研发平台，持续投入大量物力和人力。在高精
密齿轮蜗轮蜗杆产品设计制造、中大型内外饰模具和产品技术、高强度钢材和铝材
的冲辊压技术、激光和弧焊等焊接技术、高光和多色注塑模具技术等方面具备完全
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公司注重校企产教融合，是省产教融合试点企业，通过充
分依托高校资源进行技术创新，成果显著。目前已成功引进郑州大学、宁波大学两
名博士后进博士后工作站，并计划后续将继续引进，进一步加强了引才力度，提升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公司“高刚度长寿命汽车轮毂轴承单元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2019年公司新建成第三代轮毂轴承智能化、数字化工厂，新增多条智能化生
产线；境外投资新火炬科技（泰国）有限公司，新建4条高端轮毂轴承生产线，公
司汽车轴承及轿车轮毂轴承产能得到大幅提升。具有年产1600万套轮毂轴承及单元
的生产能力，是我国轮毂轴承行业的龙头企业，在中国乘用车轮毂轴承及单元这个
细分市场技术国内领先。2021年新增3条高端售后轮毂轴承生产线正在建设中，打
造专业外贸高端产品制造工厂，将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

近年来，公司专注于新能源电动汽车电驱动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包括驱动电机
、电机控制器、一体化电桥、VMS等，致力于打造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最佳解决方
案，努力成为国内中小功率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的领导者。公司新能源业务包括电
机、电桥、控制器，累计已出货25余万台套。公司就电驱动项目与五菱的合作已于
2018年初启动，目前已有多个项目正在开展，截止3月底累计出货18万余台。公司
与五菱新开发的新一代电驱动平台GSEV（即E50MCE车型）已于2022年1月量产。

——拥有稳定的优质客户资源。
在汽车内外饰系统零部件领域，公司在柳州、重庆、青岛、宁波、上海等地建立了
生产基地，主要配套上汽通用五菱、上海大众、重庆长安等整车厂。近年来，公司
与上述客户合作较为紧密，在项目类型、产品结构等方面均取得进一步发展。在汽
车精密注塑零部件领域，公司主要生产汽车安全气囊盖、油桶、点火线圈、精密齿
轮、发动机周边精密零部件、汽车冷却系统等产品。公司通过不断技术改进，使得
公司汽车精密注塑件已经得到国外众多知名一级配套商和整车厂商的认可，分别获
得多家客户核心供应商、最佳质量奖等荣誉。在变速器领域，目前首个变速器产业
6AT纵置项目江淮瑞风M4已经量产，长城某车型也即将在6月底量产，同时有意向
的客户有上汽大通、江淮、北汽制造等。在新能源汽车电机及电控研发领域，2021
年6月，公司电驱动中标长安、奇瑞等新能源汽车项目，其中，奇瑞项目已于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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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开始逐步量产；长安项目将于2022年6月量产。公司积极开拓新客户，目前
新能源电驱动业务陆续中标奇瑞、一汽奔腾、长安、山东鸿日等客户项目，预计将
于2022年6月开始陆续量产，公司目前产能充足，年产能达50万套以上。

3.可能面临的风险

——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风险。
汽车工业提升了我国经济的整体实力，起着重要的支柱作用，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
、快速、健康发展的先导型产业，也是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但汽车
行业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若未来全球经济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恶化，汽车产业发
生重大不利变化，将对公司生产经营和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原材料价格风险。
公司汽车零部件主要原材料是塑料粒子、钢材，汽车零部件行业受原材料价格波动
影响较大，给公司的制造成本控制带来了一定影响。公司应加强采购管理和供应链
管理工作，深入分析行业政策影响，持续跟踪价格走势，建立战略合作伙伴，采取
有效的金融手段，规避原材料价格波动过大对公司带来的经营风险。

——汽车零部件产品价格风险。
汽车零部件产品价格与下游整车价格关联性较大，汽车整车制造厂商处于汽车产业
链的顶端，对零部件厂商具有较强的议价地位，因此可以将降价因素传导给其下游
的汽车零部件厂商。在当前整车行业整合加剧及产业转型升级的阶段，势必会对零
部件厂商带来新的不确定影响。

4.自身存在的不足

——诉讼缠身，影响企业经营秩序。
自2017年10月至2022年3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生诉讼、仲裁事项41起，涉案
金额合计29.175亿元。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起诉方涉及的诉讼、仲裁事项合
计涉案金额为1.447亿元；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起诉方涉及的诉讼、仲裁事项合计涉
案金额27.728亿元，且相当一部分诉讼、仲裁事项尚未结案，这些诉讼、仲裁事项
无疑会消耗公司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大公司内耗。

——新能源业务占公司整体营业收
入比例不大。
宁波双林的经营模式为赊销，公司或面临营收账款和预付款的“双向挤压”。根据
2021年财报显示，新能源业务营收占公司总营收的4%，说明新能源业务尚未构成
公司重要的利润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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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弱，企业品牌优势不足。
在研发强度上，宁波双林的研发强度为4.47%，排名第12，位于赛道内企业的中上
游。在研发规模上，宁波双林2021年研发费用为1.65亿元，行业龙头潍柴集团及华
域汽车的研发费用分别为85.69亿元及63.52亿元，宁波双林与上述两家企业差距较
大。在专利持有数上，研发人员拥有的专利数仅有4件，居于赛道末尾，创新效率
低。2021年宁波双林品牌优势值为43.71，在汽车零部件赛道31家企业中位于第20
位。由于零部件赛道企业整体品牌优势值都不高，公司之间差距小，宁波双林的品
牌优势也不够突出。

——人才团队能力与同行企业差异巨大。
2021年宁波双林的硕士研究生人数为10人，在零部件赛道中排名倒数第9。与规模
相近的企业相比，浙江万里扬、富临精工、亚普汽车的硕士生人数分别为40人、24
人及83人，差距明显。同时，与行业龙头对比，潍柴集团和华域汽车的硕士生人数
分别为3086人和2228人，是宁波双林的308.6倍及222.8倍，宁波双林与行业龙头
的高学历人才差距极大。由此看出，宁波双林的高学历人才人数过于稀少，需要提
升人才待遇，吸引更多高学历人才加入。

二、“值得信赖”维度评价

1.企业规模收缩

——总资产规模上下波动。
2021年，宁波双林总资产为588.67亿元，2020、2019年总资产为550.42亿元、5
98.44亿元。2021年总资产增长率为7%，而2020年总资产较2019年降低了8%，
平均总资产减少率为1%。说明2020年宁波双林总资产缩水幅度较大，而2021年仍
未弥补至2019年同等水平。

——员工规模总体呈减少趋势。
2021年-2019年，宁波双林总员工人数分别为4484人、4372人、4513人。2020
年员工人数减少率较2019年为3%，而直至2021年，企业员工总人数仍比2019年
少29人。说明虽然2021年较2020年员工人数有所增长，但3年总体来看人数仍呈
现下降趋势。

——收入规模呈降低态势。
2021年-2019年，宁波双林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16.46亿元、12.19亿元、19.14亿
元，虽然2021年较2020年有3%的增长，但2021年年主营业务收入仍比2019年主
营业务收入低6.2亿元。

——企业价值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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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末，宁波双林市值为41.42亿元，2020年为47.57亿元，下降了13%。

2.品牌价值位居赛道中下游

——品牌优势值有待提升。
在品牌优势值方面，宁波双林在汽车零部件赛道中位于第20位（图1）。按指数计
算，2021年宁波双林品牌优势值为43.71，与宁波继峰相近。但也能够看出，汽车
零部件赛道企业整体品牌优势值都不高，最高的为潍柴集团，优势值为57.86，且
公司之间相差小，整体水平有待提升。

4.运营能力处于赛道中下游

——财务能力表现不佳。
图2反映了2021年“零部件”赛道内企业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及发展能
力的相对水平。首先，“宁波双林”2021年的偿债能力评分为3.22，排名为倒数第
7，位于赛道下游，说明宁波双林资产流动性不强。在营运能力方面，宁波双林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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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总资产周转率评分为17.62，位于第16名，处于赛道中等水平。在盈利能力方面
，宁波双林2021年评分为66.78，位于赛道偏下的位置。在发展能力方面，2021年
“宁波双林”的发展能力评分为12.35，位于第16名，处于赛道中间水平。总的来
说，宁波双林四项指标基本都位于赛道中下水平，并且偿债能力处于赛道下游，运
营能力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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