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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长安整合”大转向，兵装集团分立汽车业务

长安汽车有望晋级独立新央企

今要闻

纵深

6月5日，多家“东风系”和“兵装系”上
市公司纷纷发布公告。其中，“东风系”上
市公司公告称，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风公司”)暂不涉及相关资产和
业务重组。“兵装系”上市公司公告表示，中
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兵器
装备集团”)收到国务院国资委通知，经国
务院批准，对兵器装备集团实施分立，其汽
车业务分立为一家独立中央企业。

长安汽车公告称，6月4日，公司接到
兵器装备集团通知，兵器装备集团收到国
务院国资委通知，经国务院批准，对兵器装
备集团实施分立。其汽车业务分立为一家
独立中央企业，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
人职责；国务院国资委按程序将分立后的
兵器装备集团股权作为出资注入中国兵器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分立后，长安汽车间接控股股东
将变更为汽车业务分立的中央企业，实际
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分立重组不会对长安
汽车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构成重大影响。

同日，东安动力、长城军工、湖南天雁、
华强科技等也发布了类似公告。

值得关注的是，此前涉及重组另一
大主角“东风系”上市公司也于同日发布
公告。

6月5日早间，东风股份、东风科技公
告称，2025年 2月 9日，公司接到间接控
股股东东风公司通知，东风公司正在与其
他国资央企集团筹划重组事项。2025年
6月4日，公司接到间接控股股东东风公
司通知，东风公司暂不涉及相关资产和业
务重组。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受
到影响。

这意味着此前业界盛传的“东风系”与
“长安系”重整并未落地。知情人士向记者
透露，此次重组更多的是明晰兵器装备集
团旗下的军工业务与汽车业务。

综合证券时报、澎湃新闻等

“东风长安整合”计划出现重大转
向。从企业规模、市场影响和技术集中
度、先进程度等方面来看，长安汽车无疑
都将成为新组建一级央企的核心主体，
堪称一次大的“跃升”。在业内人士看
来，这不但是长安汽车的历史性机遇，也
将为重庆汽车产业及中国汽车工业发展
注入新动能。

从风云激荡到尘埃落定

2024年起，国务院国资委多次强调
推动央企“战略性重组+专业化整合”，旨
在减少同质化竞争，突破核心技术。

“鉴于长安在新能源与智能化领域
表现突出，东风则在商用车及部分高端
新能源品牌上有积累。最初‘东风长安
整合’的设想，旨在通过强强联合，打造
年销量超500万辆的巨型车企。”长安汽
车业内人士宋凌（化名）告诉记者。

2025年2月9日，兵装集团、东风集
团及旗下多家上市公司（含长安、东风股
份等）同步公告筹划重组，目标是打造

“世界级汽车集团”。市场反应积极，相
关股价上涨。

3月28日，东风集团称“整合正在进
行中”。4月11日，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
荣表示重组方案“已基本完成”，并强调

“不影响长安既定战略”，此次表态被一些
业内人士解读为暗示了长安的自我诉求。

在上述阶段，市场频频出现“长安并
入东风”等不实传言，各有关方面紧急辟
谣，这也暴露出整合计划的复杂性。

直到 6月 5日，尘埃落定，战略转
向。随着一系列公告的发布，原合并方
案被搁置，转向长安独立“升级”、东风维
持现状的差异化路径。

“国资委在推动央企重组时，更注重
‘因企施策’。”资深行业分析师秦修生表
示，“对长安这样已形成较强竞争优势的
企业，赋予更大自主权，或比简单合并更
能激发活力。”

“跃升”背后的同频共振

在大部分业内人士看来，长安汽车
升级为一级央企核心主体，对企业自身
和重庆汽车产业均是历史性机遇。

“首先是资源调配能力的升级。”宋
凌说，作为一级央企的核心主体，长安能
更直接对接国家级专项基金，并高效统
筹兵装体系内发动机、涡轮增压器等核
心资源，构建闭环供应链。

其次是战略自主权的强化。未来的
长安，将能更坚定地推进SDA智能电动
平台、超级电驱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应用，
自主规划深蓝、阿维塔等新能源品牌的
全球化战略，并更灵活地深化与华为、宁
德时代等单位的合作。此外，“升级”后
的身份更有助于长安在海外市场拓展，
并更紧密地对接“一带一路”等国家项
目，利用中老铁路等降低物流成本。

“长安汽车的独立‘升级’，是国家对
其转型成绩的肯定。”秦修生认为，“这将
极大提振内部士气，使其更聚焦核心技
术和全球市场。”

对于重庆而言，长安汽车此次“升
级”，也将成为本地从“汽车重镇”向“世
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迈
进的关键一步。

秦修生分析，长安的龙头地位将吸
引更多高端核心零部件企业向重庆集
聚，推动本地供应链向电驱系统、车规级
芯片等高附加值领域转型。而在长安牵
头下，成渝汽车的“创新联合体”也将发
挥更大作用。

还有业内人士猜测，长安未来将更
有能力推动国家级实验室等一系列央企
重大项目在渝布局。无论如何，长安此
次“升级”都将提升重庆在全国汽车产业
版图中的权重。

汽车产业新范式与新未来

此次涉及多家央企的整合事件一波

三折，也为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和央企改
革提供了宝贵启示。

国内有研究人士指出，此次调整映
射出，汽车央企重组思路正从“规模化合
并”向“专业化整合与独立发展并重”转
变。对特定领域已具领先优势、市场化
运作较成熟的企业，允许其独立发展并
提升行政级别，或比简单合并，追求规模
上量更有效。

顺着这条思路推演下去，未来央企
重组或将更注重“功能分类”。即对弱势
企业进行“整合型重组”；对核心优势企
业则“升格型发展”；非主业资产则可能

“退出型剥离”，更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透过这次事件，人们似乎也捕捉
到中国汽车产业竞争格局未来演化的
方向。

“现在‘3+X’的新格局已经日渐清
晰。”秦修生表示，央企国家队（长安、东
风、一汽）、民营头部（比亚迪、吉利、奇瑞
等）及跨界科技巨头（华为、小米）将构成
主要阵营。2024年前5大车企市占率为
68%，2030年或突破85%。实力增强的
长安未来可能通过并购整合区域性品
牌，扩大规模。

此外，中国车企将在全球汽车技术
标准制定中争取更大话语权。出海模式
也将从产品输出转向“技术+品牌+服
务+生态”的系统性输出，如汽车央企与
海外电网等基建联动，以及向新兴市场
授权新能源平台技术。

中国汽车产业正进入“以技术创品
牌、以品牌赢市场”的新时期。而长安的

“升级”，正是国家在关键领域打造“特长
生”的重要信号。众多业内人士期待，长
安汽车未来能更好地发挥产品、技术和
品牌优势，推动成渝地区形成万亿级新
能源汽车产业生态圈。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白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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