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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背景下吉林省汽车整车出口西班牙
面临困境及对策研究

姚承誉　董瑛博

吉林外国语大学，中国·吉林　长春　130117

【摘　要】中欧班列是中国与欧洲之间贸易连接的重要桥梁之一，对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的持续增强，吉林省的汽车产品也逐渐走向国际市场。然

而，吉林省作为汽车工业大省，拥有三条通往欧洲的中欧班列线路，却未见吉林整车出口西班牙的身影。本文的研究目的

和思路即在于，以中欧班列为切入点，梳理近年来我国整车出口西班牙的情况，并结合“义新欧”等支线的成功案例，分

析造成吉林省“零”出口现状的原因，由此给出该省份欲实现突破的方案对策及可行性建议，从而为加强中西两地经贸合

作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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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中，中欧班列被誉为新时代的"丝

绸之路"，将亚欧大陆紧密相连，为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开启

了新的篇章。中国汽车出口贸易也在这股东风下蓬勃发展。

然而，对于吉林省这样一个以汽车产业为重要经济支柱的地

区来说，近五年却未有整车出口至西班牙，这一现象引发了

人们对该省汽车出口行业的关注。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中欧

班列的开通带来了便利的物流条件，但该省的汽车出口仍面

临着一系列挑战和困境。因此，如何应对复杂的国际市场环

境，完善技术标准，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关税壁垒和贸易壁

垒，成为吉林省汽车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些挑战，

吉林省的汽车产业迫切需要采取行之有效的策略，以实现更

广阔的市场拓展和可持续发展，尽早搭乘中欧班列这一有利

条件，将吉林汽车推向世界舞台。

1　吉林省中欧班列货运概况

中欧班列各线路的建设和开通，成为了亚欧大陆各个国

家之间的沟通的桥梁和贸易的纽带，加强了沿线国家的经

贸往来推进了“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欧班列已然逐渐

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国际路运输通道，为许多

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截至目前，已有中欧

班列82条，累计开行8.5万例，通达欧洲25个国家219个城

市。中欧班列提高了沿线国家陆路运输效率，降低了运输

成本，具有受自然环境影响小、运距短、速度快、安全性

高等特征，已然成为国际物流中陆路运输的骨干方式。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中欧班列运输货物种类达万余种，

多为汽车整车及零部件、机电机械设备、家具等。自2015

年运行以来，“长满欧”承运进出口货物超43000标箱，货

值超138亿元人民币，覆盖欧洲境内10个国家30个站点，累

计为全球近3000家企业提供服务。

截至2022年，吉林省已与“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

家有贸易往来。仅2023年1-8月，这一区域进出口值即达

到250.3亿元，同比增长0.8%，占全省出口值的29%。其

中，“长满欧”班列进出口6564个标箱，货运量6.37万

吨，同比上年分别增长27%和79%；“长珲欧”珲春-马哈林

诺铁路进出口货物122.8万吨，货值12.5亿元；珲春-扎鲁

比诺-南方港口内贸外运航线货物8168吨。经“长满欧”线

路运载多种汽车零部件，例如发动机、变速箱、转向轴、

车用挡风玻璃、刹车片、轴承等。

2　中国汽车整车出口西班牙规模

随着中国汽车企业电动化、智能化技术的进步，奇瑞、

比亚迪、上汽名爵等中国汽车品牌在西班牙市场表现突

出，中国超越法国成为西班牙第二大汽车供应国。

表2-1中国汽车整车出口西班牙汽车数量及出口总值统计表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1-2月）

出口量 
（辆）

36093 136504 15980

出口总值
（元）

5,967,832,058 24,680,268,870 2,269,795,082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由表2-1可知，2023年中国出口西班牙的汽车数量实现

了翻倍增长，2024年1-2月出口量已然超过2022年整年出口

量；2023汽车出口总值是2022年4倍，2024年（1-2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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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总值开头趋势良好，已达2022年数量一半。

吉林省作为中国东北地区的重要汽车产业基地，拥有丰

富的汽车产业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优势。中国汽车产业

的整体发展以及吉林省内一些知名汽车制造企业的积极努

力，使得该省汽车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逐渐扩大，虽然近

五年吉林省没有汽车出口至西班牙，但吉林省积极推动汽

车产业集群“上台阶”，并推出高水平开放支持政策，将

有助于吉林省开拓西班牙市场。

从省份分布来看，2022年共有14个省份出口汽车至西班

牙，其中上海市占比62.97%、河南省15.17%为主要出口省

份；2023年共有16个省份出口汽车至西班牙，其中上海市

占比76.72%、河南省占比15.76%，下表详细统计了2022至

2023年间，我国各省份整车出口西班牙的数量。

表2-22022、2023年中国出口西班牙汽车省份及出口数量统计表

2023年出口
省份

出口数量   
（辆）

2022年出口
省份

出口数量   
（辆）

上海市 104726 上海市 22727

河南省 21510 河南省 5476

福建省 2512 福建省 6

湖北省 2256 湖北省 176

安徽省 1246 安徽省 2416

重庆市 1071 重庆市 102

江苏省 1052 江苏省 34

河北省 905 河北省 3256

浙江省 692 浙江省 735

四川省 331 四川省 116

山东省 75 山东省 1041

黑龙江省 49 黑龙江省 3

广东省 45 广东省 4

江西省 25 陕西省 1

湖南省 8

海南省 1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在整车出口西班牙的贸易中，中欧班列在运输方面起

到了积极作用。其中“义新欧”是连接中国义乌和西班牙

马德里的一条重要铁路货运线路，2022年11月4日，满载新

能源汽车等商品从义乌出发驶向德国杜伊斯堡，这表明“

义新欧”开始运输汽车等高价商品，2023年10月，“义新

欧”（中豫号）从郑州出发，首次专列承运国产品牌红旗

等新能源汽车出口欧洲，“义新欧”中欧班列正在成为连

接中国与欧洲汽车贸易的重要物流通道。"义新欧"铁路货

运线路，作为一条连接中国义乌与西班牙马德里的重要纽

带，不仅在地理上缩短了两国之间的距离，更在经济和文

化层面上架起了一座桥梁。这条线路的开通，将原本需要

两个月的货物运输时间，大幅缩短至仅需21天，极大地提

高了货物流通的效率，反观吉林省的各条中欧班列线路，

却仍能将吉林省的汽车成功运往欧洲。

3　吉林省汽车整车出口西班牙面临困境

3.1汽车标准与认证差异

对于汽车进口，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技术标准和

法规要求，尤其在汽车排放方面，欧盟的排放标准更为

严格和全面，不仅包括排放限值，还考虑耐久性、实际驾

驶排放等因素，对电动汽车的刹车和轮胎排放也有一定的

标准，并且欧盟有一套完整的汽车认证体系，出口到西

班牙的汽车需要获得相应的WVTA认证。在安全标准上，欧

盟对汽车的安全性能有具体的要求，采用评估体系为Euro 

NCAP，包括对车辆结构、安全设备等方面的规定，并有完

整的安全评估体系，测试标准更为严格。但我们所采用的

C-NCAP安全标准与欧盟要求不完全相同，国际认可度相对

不高。2022年上汽集团出海欧洲的“MG”车型是西班牙当

地最受欢迎的国产汽车，上汽进军欧洲之前充分调研当地

市场，以及针对欧盟汽车标准要求做到高度灵活的技术延

展，做到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的最好成绩，而同样优秀的

吉林省车企在研发符合出海条件的汽车方面还需努力。

此外，在其他非关税壁垒方面，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实

施反补贴调查也会造成一定影响。2023年9月13日，欧盟国

情咨文上宣布对中国汽车展开反补贴调查，而欧盟对中国

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原因是当地汽车产业在贸易和工业

结构的重要地位被削弱，以及中国电动汽车凭借成本和价

格优势冲击欧盟市场。因此启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我国汽

车企业可能会遭受到惩罚性关税、加征进口关税，进入欧

盟市场的成本以及门槛会逐渐提高。

3.2吉林省汽车智能化发展相对落后

2023年，吉林省汽车产业迎来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

车的转型时代。我省汽车产业整车产业发展稳定，总体规

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然而面对国际上激烈的汽车制

造业竞争和信息化、智能化等趋势不断发展的挑战，吉林

省的汽车产业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尤其是在自主研发

能力和创新意识方面，大部分汽车企业普遍存在缺陷，过

度依赖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技术，导致企业核心竞争力

的不足。因此相关企业应努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加大新

技术开发的投入，扩大技术优势，以适应国际市场的智能

化需求。此外，吉林省人才流失相对较为严重，这也成为

吉林省汽车产业高质量路上面临的一个瓶颈，加强关键核

心技术的掌握还需要人才的培养，但如今，汽车产业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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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的科研人才和技术人才，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研发方

面面临人才短缺的问题，制约了企业自主创新的发展。在

面对未来竞争的挑战时，加强自主研发能力和培养创新意

识将是至关重要的。

3.3汽车关税壁垒较高

在进口关税方面，西班牙若从欧盟国家以外进口汽车，

则需要缴纳10%的进口税，并还有其他附加规则，比如，若

纯电动汽车总价值的45%来自欧盟或英国，那么根据电池规

则规定，电池总价值的60%必须来自西班牙本地，才能免除

缴纳进口关税，否则特定零件价值超过规定将征收10%的进

口关税。

这种关税壁垒的存在，无疑会增加汽车产品的成本，

面对这样的情况，一些中国企业已经选择在西班牙建设工

厂，在当地选择组装来降低成本，以此为规避过高关税带

来的成本增加，例如奇瑞汽车等。对于企业而言，高关税

意味着高付出，随着汽车产品的成本大幅度上升，某些汽

车品牌将会失去价格优势，会影响消费者购买进口汽车的

欲望，也使汽车生产企业的竞争力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吉

林省的汽车企业也将面对汽车出口的成本增加等问题，入

不敷出，阻碍吉林省汽车产业的出口。限制了汽车产业技

术的国际交流和资源的全球配置，这不仅影响了全球汽车

产业的发展，也制约了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

4　吉林省汽车整车出口西班牙对策建议

4.1加强标准与认证对接

吉林省汽车企业需要加强汽车生产标准，钻研技术，提

升汽车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确保产品满足安全、环保

方面的要求，并且吉林省汽车企业需要深入了解欧盟的汽

车行业标准和认证需求，遵守西班牙及欧盟的汽车标准，

进行深入的国际市场研究，了解欧盟及西班牙市场的需求

和偏好，才能顺利进军西班牙市场。同时要获取必要的认

证如E/e-Mark认证，鼓励和支持企业参与国际认证如ECE，

以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建立与西班牙当地认证机构

的合作，可以帮助企业更快的适应当地法规要求，顺利完

成认证过程。

除此之外，为了减少关税壁垒的限制，吉林省汽车及汽

车零部件企业可以选择在西班牙建立工厂组装汽车或生产

汽车零部件如原电池等，以减少关税所带来的成本增加。

4.2智能化发展及出海方式

西班牙汽车产业正在进行转型，2019-2022年由于疫

情的影响，西班牙汽车发展较为缓慢，2023年开始逐步发

展，由于绿色发展观念以及西班牙工业与旅游部发布的《

新能源汽车推广策略》使得新能源汽车受到广泛欢迎。并

且从2019年西班牙开始对电动车产业实行激励计划。因此

我省企业应该抓住机会，继续发展汽车创新能力，改进创

新技术，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和其他优秀汽车企业进行交

流学习，实现智能化发展，打开国际市场。在欧盟的法规

冲击下，优化海外发展策略，助推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方

式是实现汽车产业国际化的最优方式，正确选择进军海外

市场的方式，保留当地企业适当生存发展空间，同时与欧

盟市场建立联系，进行投资建厂。

4.3有效利用各项政策

“一主六双”政策支持吉林省六大产业集群的发展，该

政策的实施在促进发展汽车产业中的龙头企业的同时，还可

以推动其他汽车企业的进步，使整个汽车产业链共同发展。

在“一主六双”的政策下我们应该促进产业链的延伸，鼓励

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吉林省设立生产基地，促进产业链

的完善，并且开展对人才和技术进行培养和创新，从而提高

产业人才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支持汽车产业技术创新从而

鼓励吉林省汽车产业与国际汽车产业进行合作交流，提高产

业国际竞争力，促进吉林省高质量发展。

国外方面，西班牙政府自2019年开始实行电动车产业激

励计划，为购买电动车和建设充电站提供政府援助，购车

车主也将获得购车优惠，这会增加当地人们对电动车的购

买动力。并且西班牙对待外资持开放态度，同时西班牙是

欧洲复苏基金资金的第二大接受国，计划为电动车制造商

进行新的17亿欧元贷款和补贴招标，吉林省汽车企业可就

此抓住机会，拓展西班牙市场。

5　结语

吉林省汽车产业在中欧班列的有利背景下，在整车出口

西班牙的贸易中仍面临一定困难，面对汽车标准和认证的

差异，全省企业仍在不断加强环保和能效要求。同时为进

一步提升汽车产业的出口水平，需加大对产品质量和技术

水平的创新力度，发展人才，做好品牌营销等工作，选择

积极有效的方式进入西班牙市场。此外，汽车企业应最大

化利用各项政策，如“一主六双”、中欧班列、吉林省及

西班牙政府的各项补贴等。通过上述调整，吉林省汽车产

业的出口水平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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