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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赛德斯-奔驰在中国“商责并举”
的可持续发展

张闫龙、姜万军、齐菁

案例摘要：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对于当今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是至关

重要的命题。1995 年，从梅赛德斯-奔驰建立北京办公室起，就一直在探索在

中国践行企业责任、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以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开

展大熊猫栖息地的研究和保护作为起点，梅赛德斯-奔驰的公益理念从“自然

之道”发展到“人文之道”，后又提出“商责并举”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本

案例通过全景式回顾梅赛德斯-奔驰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历程，详细介绍和分

析其在不同阶段不同战略举措的形成、执行和结果，还原一个行业头部外企

在中国市场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商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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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 17 日，梅赛德斯-迈巴赫品牌的首款量

产纯电车型——全新梅赛德斯-迈巴赫 EQS 纯电 SUV 在上

海车展前夕的奔驰品牌之夜进行了全球首发。除了这项

重磅发布之外，此次车展梅赛德斯-奔驰还携旗下梅赛德

斯-奔驰、梅赛德斯-EQ、梅赛德斯-迈巴赫、梅赛德斯-AMG、

G 级越野车全品牌 27 款车型亮相，其中 5 款新车是中国

首秀。 

车展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梅赛德斯-奔驰

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康林松（Ola Källenius）表示：

“中国是梅赛德斯-迈巴赫品牌的最大市场。我们选择在

中国的车展上全球首发这款车，并不是巧合，而是我们精

心准备的。对梅赛德斯-奔驰来说，中国是真正检验汽车

行业前沿优势的市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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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对于任何汽车生产商来说，中国市场如今已经是不容忽视的必争之地。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中国汽车产量 2702.1 万辆、销量 2686.4 万辆，汽车产销

总量已经连续 14 年稳居全球第一。
2
更大的市场，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对于梅赛德

斯-奔驰而言，从 1995 年建立北京办公室开始，企业社会责任目标就与商业目标的

实现相伴而行，助力梅赛德斯-奔驰克服了外国品牌在中国市场水土不服的问题，市

场表现优秀。然而，梅赛德斯-奔驰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也经历了起起伏伏，早些年经

历了德企 BBA 品牌（奔驰、宝马、奥迪）三强鼎立的年代；而今又面临着众多中外

新势力品牌来势汹汹，群雄逐鹿的新的挑战。 

2023 年 5 月 1 日，上海车展一周之后，时任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奔驰销售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杨铭（Jan Madeja）结束了他在中国市场

近四年的任期，返回德国总部就任新职；销售首席运营官段建军接任奔驰销售公司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成为首位担任奔驰中国掌门人的本土人士。 

如今，中国是梅赛德斯-奔驰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2039 愿景”的重要市场之

一，梅赛德斯-奔驰在中国也提出了“商责并举”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面对这个全球

最大的汽车市场上激烈的竞争和不同世代的消费者，以及从燃油车时代向新能源车

时代转型的大背景，梅赛德斯-奔驰这个发明汽车的品牌还能否继续保持领先？如

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重新定义豪华？其全面电动化的转型是否足够快、且足够

好？这些都是摆在段建军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梅赛德斯-奔驰及其在中国  

来自德国的梅赛德斯-奔驰品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高档汽车品牌之一，

其过硬的技术和质量、高品质的设计、持续推陈出新的创新能力、以及三叉星徽的

品牌标志在喜爱汽车的人们心中占据重要地位。 

公司最初的创立离不开三位现代汽车工业的先驱，戈特利布·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卡尔·奔驰（Carl Benz）、威廉·迈巴赫（Wilhelm Maybach）。1886

年 1 月 29 日，卡尔·奔驰凭借“搭载汽油发动机的汽车”获得专利，这一天被公认

为世界汽车诞生日。虽然在当时，戴姆勒和奔驰各有自己的公司和品牌，且竞争激

烈。1926 年 6 月，在德意志银行的主导下，全球两家历史最悠久的汽车制造商合并，

戴姆勒-奔驰股份公司成立。在百余年的发展中，根据业务需求，公司进行过多次拆

分合并。2022 年 2 月 1 日，此前的戴姆勒股份公司正式更名为梅赛德斯-奔驰集团

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为“奔驰”），戴姆勒卡车及客车独立后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

在法兰克福证劵交易市场上市，梅赛德斯-奔驰集团则集中在乘用车和轻型商务车

领域。最新一次的拆分再次促进了梅赛德斯-奔驰集团强劲的业务表现，2022 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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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销售营业额 1500 亿欧元，同比增长 12%（见附件 1）；乘用车销量 2040719，

其中纯电动型总销量 149227，同比增长 67%；轻型商务车总销量 415344，其中电动

商务车总销量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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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 世纪，奔驰就与中国市场有过密切接触。1913 年，德国商人弗朗茨•奥

斯特（Franz Oster）首次将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带入中国。1986 年，梅赛德斯-奔

驰（中国）有限公司在香港成立。1995 年，在北京设立戴姆勒-奔驰代表处。2003

年，梅赛德斯-奔驰与北汽集团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启了梅赛德斯-奔

驰与中国本土伙伴合作的历程。2013 年，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

立，将梅赛德斯-奔驰国产车与进口车的销售和服务相关职能进行整合，实现统一管

理。 

如今，奔驰在中国市场的业务已覆盖研发、采购、生产、销售、售后和汽车金

融服务的全产业链。在研发方面，奔驰在中国拥有德国以外最全面的研发网络，并

致力于“汲中国灵感，为全球创新”，北京和上海的研发技术中心分别于 2021 年和

2022 年投入使用，聚焦工程开发和测试，以及汽车软件和数字化转型，奔驰还与腾

讯云计算合作在华研发自动驾驶系统。在生产方面，中德合资企业北京奔驰已成为

奔驰乘用车全球生产网络中最大的生产基地，预计在 2023 年将见证其第 500 万辆

整车下线。在客户体验方面，2023 年 4 月，在奥地利格拉茨之外全球首家 G 级越野

车体验中心落户浙江绍兴。在业绩表现方面，2022 年，中国仍是奔驰乘用车最主要

的销售市场，新车销量 75.39 万辆，在总销量中占比达到 37%（见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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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的汽车市场特征及发展趋势 

中国汽车产业起步晚，1956 年 7 月 13 日第一辆解放牌载重汽车下线，标志着

中国制造汽车的开始。后续诞生了一批国有车企，发展相对缓慢。改革开放后，奔

驰、丰田、通用等国外汽车企业纷纷到中国寻求合作，中外汽车企业开始进入合资

合作的阶段，民营自主品牌车企也开始起步。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汽

车产业实现井喷式发展。2009 年起，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产销大国，汽

车产业全球化趋势也在不断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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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的汽车市场呈以下特征及发展趋势： 

第一，市场规模大、发展韧性强，头部企业强势，新势力不断入场。尽管过去

三年疫情对汽车产业影响重大，但中国的汽车产销量依然连续 14 年稳居全球第一。

在购置税减半等一系列稳增长促消费政策的有效拉动下，2022 年，中国汽车市场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