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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随着全球化竞争的日益加剧!世界

发达国家的汽车产业发生了新的变化!

汽车零部件行业也呈现出组织集团化"

技术高新化"供货系统化和经营全球化

等新特点#

近年来!世界各大汽车公司纷纷改

革供应体制!实行全球生产"全球采购!

即由向多个汽车零部件厂商采购转变

为向少数系统供应商采购$由单个汽车

零部件采购转变为模块采购$由实行国

内采购转变为全球采购#整车厂商采购

体制的变革!要求汽车零部件厂商不断

地与之相适应!不但要求汽车零部件生

产企业扩大自己实力%提高产品开发能

力!做到系统开发"系统供应!同时还要

求其缩短开发周期! 提供优质廉价产

品& 这一变革!推进了全世界汽车零部

件行业并购%重组的进程&

整车厂日渐趋于模块化和系统化

采购! 供应商之间的协作更加紧密!从

而使得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系统逐

渐向宝塔型结构演变!由一级厂商对整

条供应链负责管理!使得供应链之间的

合作更加规范&

各大汽车零部件厂商纷纷把航天%

航空和电子等技术应用于汽车零部件

和集成上!安全技术%电子技术%节能技

术和环保技术已在汽车上得以广泛应

用&尤其是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

技术! 不仅在汽车产品上得以广泛应

用!而且还延伸到开发设计%试制%生产

以及管理等各个方面$不仅仅应用于单

个汽车零部件! 而且已应用于系统集

成&

为了降低成本!占领市场!许多汽

车零部件跨国公司纷纷向国际化发展&

欧洲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纷纷向海外

投资!进行国际化生产$北美汽车零部

件厂家则纷纷投资欧洲!意欲占领迅速

扩展的东欧市场$日本汽车企业也不断

地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己的分支生产

机构&

新兴的亚洲市场是各大汽车零部

件跨国公司竞争的焦点!中国更是其必

争之地&世界排位前!"名的著名汽车零

部件公司几乎都已在北京或上海设立

办事处或投资控股机构! 例如德尔福%

天合%博世公司等&日前!德尔福公司已

在中国建立了#$家合资企业!生产制造

#%"多种汽车零部件和系统! 成为目前

中国市场实力最强的汽车零部件集团&

!宦璐"

"

本报记者 宦璐

记者#次级债风波导致的美国经济

衰退!会对中国以及美国本土的零部件

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

#次级债导致美国经济

衰退已经是不争事实!!""& 年全年美

国新车产销预计为 $%! 万辆! 这比

!%%'年整整少了 #%%万辆& 美国的零

部件供应商也深受其害&如果零部件业

的销售额再下降 '()&(的话! 那将不

堪设想&目前已经有一家生产注塑内饰

件的零部件公司破产了& 对于他们来

说!如何降低成本和增加出口是必须考

虑的事& 新一轮重组也将不可避免&

对于中国的零部件厂商来说!中国

汽车零部件总销售额的 *+是出口到美

国的!从量上看并不大!但对轮毂产业

来说! 其 &"(的产量都是销往美国!因

此会受较大冲击&

记者#

!

月
,*

日 !

-./

判决中国

对欧美零部件征收过高关税一事!您怎

么看"此事对中国零部件市场会带来怎

样的影响" 如果中国上诉!赢的可能性

有多大"

!"($%&'

#这是新兴市场经常遇

到的问题& 中国为保护自己的汽车工

业!提高了零部件的关税& 但从历史的

发展趋势来看!关税还会继续下降& 我

不是-./的专家!但我认为!中国政

府还是在尽可能的延缓降低关税&

美国最近正在大选!两党总统候选

人都提出口号' 要把工作岗位留在国

内!努力降低美国人民的失业率&另外!

中国的零部件市场已是全球第三大市

场!无疑他们会非常重视&

记者#如果中国政府降低进口零部

件关税!对于已经在中国设厂的美欧零

部件商是否会带来不利影响"

!")*+&'

#中国汽车工业是否进

口国外的零部件不是由关税来决定!尽

管各项成本(物流%服务)都在上涨!人

民币也不断升值!但外商还是会来中国

投资设厂# 在当地生产非常重要#

记者#中国汽车零部件市场面临的

最大挑战是什么"

!"#*%&'

#我们预测!中国汽车

零部件市场未来将有可能成为世界第

一大市场!会出现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零部件供应商# 但目前来看!该产业

正处于转型期#

过去 $年!汽车零部件产业享受了

中国汽车高增长的收益! 过高的关税%

较低的工人工资!使该行业一直保持着

高利润#但是未来!这一切都会改变#全

球的零部件市场都已经充分竞争!但中

国的竞争还不够充分#中国汽车市场增

长会放缓!汽车价格将不断降低!使零

部件的利润也会不断降低#

我看到的中国零部件市场有三大

特征'

首先!非常分散!集中度不高#像全

球前三大的汽车轮胎制造商占有 $$+

的市场份额# 而中国有 $%家汽车轮胎

制造商!没有一家是特别大的!而大家

都能生存下来$其次!行业整合加速$最

后!供应商的质量提升非常快# 韩国用

了不到 ,%年的时间达到全球标准!我

相信中国不会用那么长的时间#

记者#面对越南和印度更低的劳动

力成本!中国的零部件供应商的出路在

哪里"

!"#*%&''这很正常!任何一个

国家一个行业!都会不断遇到新的竞争

对手!像现在印度%越南%菲律宾%泰国

都是中国的竞争对手#中国应对与他们

区别开来!提供更高端的产品!提高技

术水平!不断提升竞争力!不断扩大规

模%降低成本#

记者#万向这样的企业已经走出去

了!开始了国际收购!您如何判断中国

零部件产业兼并重组的趋势"

!"#*%&'

#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有 &%+的零部件企业有收购% 重组意

向!并且他们大部分不缺钱!他们欠缺

的是经验# 对于并购来说!最重要的是

在并购后产生协同效应#

万向收购的是美国一些中等规模

的零部件企业!而不是那些世界一流的

大公司! 这样整合起来比较容易一些#

这是非常明智的做法!以后这样的中国

企业会越来越多#

世界汽车零部件商的新特点

,-.中国零部件企业
有收购$重组意向
———专访AlixPartner咨询公司执行总裁StefanoAver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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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距离最后的裁定还有两周不

到的时间! 但这场难以避免的诉讼意

味着 !%%&年的第一场汽车贸易大战

已经打响了#

!月 ,*日!世界贸易组织(-./)

裁定中国进口美国% 加拿大和欧盟汽

车部件的关税政策有违贸易原则!认

为中国的相关政策违背了中国 !%%,

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 这是中国首

次作为被诉方进入世贸组织争端解决

程序#

发展蓝图蒙上阴影

树欲静!而风不止#

*仅 !%%'年一年! 中国从美国进

口的汽车零部件总量增幅为 *&+& 这

一数据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根本没有不

公平地对待美国"加拿大等国&欧美发

达国家对我国关税过重的指控是不公

平的&+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

周世俭教授告诉上海证券报&

事实上! 还有很多变化是美国等

发达国家所预料不到的& 他们对中国

的这一指控!将有可能*搬起石头砸自

己的脚+&

德尔福汽车系统投资集团一名区

域经理对记者表示!*如果中国败诉!

对于外资已经设立在国内的零部件企

业的发展将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未

来进口零部件的价格势必进一步下

降! 中国本土的汽车制造商则有可能

更多地选择国外进口的产品! 毕竟国

外的技术成熟!又有价格优势&我担心

像奇瑞"吉利这样的自主品牌!他们的

规模发展速度非常惊人! 如果他们选

择进口汽车零部件! 我们的损失就很

难预计了& +

*国家此举还是为了使汽车厂商

们更多采用国内生产的汽车零部件&

中国要发展自己的汽车制造业! 而不

是汽车组装业&而且!对中高档汽车制

造商们来说!中国政府已经网开一面!

将原定 !%%0年 '月 ,日起实施的,有

关整车特征的进口价格百分比界定标

准以及有关汽车总成1系统2特征的 3"

4类关键件的区分标准- 推迟两年实

施!事实上!美国"欧盟等国家就是为

了阻挠 '月 ,日正式实施这一标准而

造声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市场贸易

委员会秘书长张伯顺这样认为&

一旦中国败诉!' 月 , 日正式实

施这一标准的计划将付诸东流! 中国

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发展蓝图将蒙上一

层阴影&

张伯顺向记者介绍!自从实施了

汽车零部件关税政策以来!中国本土

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已经越来越多地

进入了外资汽车巨头的 /56供应商

系统! 这对提高他们自身的质量"技

术水平"生产工艺都大有裨益& 而现

在如果一定要执行-./ 的裁定!则

很不利于中国政府发展自己汽车制

造业的初衷&

据张伯顺介绍!以 !%%'年乘用车

为例! 总计生产 0*& 万辆! 增幅为

!,789:!其中 ;<=组装产品的产量为

,,7&9万辆!与 !%%0年的 **7'0万辆相

比!降幅达 09789+& 越来越多的汽车

生产都是在国内进行! 这将有助于提

高中国汽车工业的制造水平!同时!这

也符合国家发展创新型汽车制造业的

思路&

*我们已经和一些中国本土的零

部件供应商签订了 ,%亿美元的全球

采购合同!这些公司将纳入大众的全

球采购体系&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总

裁兼 ;5/范安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 与此同时!大众还启动了*供应商

质量提升计划+! 在扩大本土化采购

的基础上极力促成本土供应商的质

量提升! 并计划将现有的 '""家供应

商精简为 9$"至 $""家! 同时发展其

中的 0"至 '"家进入大众的全球采购

体系&

美国厂商的意图

近年来! 欧美发达国家与中国的

贸易冲突可谓此起彼伏&

业内人士介绍! 中国与欧美的这

场*汽车大战+旷日持久&在漫长的*拉

锯战+中!中国政府付出了艰苦努力&

案件最早应追溯到 !""$年&当年中国

出台了 .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

进口管理办法/1以下简称.办法/2及相

关配套措施! 规定合资企业在中国生

产的汽车! 其进口零部件不能超过整

车价值的 0":!否则按整车征税&而整

车 !$:的税率比进口零部件税率多

,$ 个百分点! 欧美车企对此深表不

满&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发表声明称!

中国的那些规定是鼓励中国的汽车生

产商在组装汽车时使用国产零部件!

同时也刺激零部件生产商将生产基地

迁至中国! 这些政策超出了世贸组织

的规定! 造成了对美国汽车零部件的

歧视&

!""0 年!欧盟%美国及加拿先后

向世贸组织起诉!认为.办法/是对进

口汽车零部件的歧视!有违中国*开放

市场+ 的承诺& !""0年 *月和 9月!

欧%美%加分别就中国汽车零部件进口

规定向-./起诉&他们认为!中国对

等于或超过整车价值 0":的零部件征

收与整车相同的关税! 变相规定了零

部件国产化的比例& 中方则针锋相对

地指出!此举是为了防止进口商避税!

不存在歧视外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的

问题& 此间! 中国曾与欧% 美% 加在

-./总部就 *""多个问题进行了磋

商! 并向专家组提交了 '""余页的书

面陈述和书面问题答复&

这是一场经验% 智慧以及耐心的

多重较量&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问题专家程大为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 世贸组织争端仲裁机制一向

被称为公平的竞技场! 中方仍有可能

通过上诉扭转局面&

国际法专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副教授韩立余则认为! 即便输了官

司!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中国也有争取

利益的空间& 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

团 ,9日发表声明!称在最终裁决之前

对此案不予置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

授 @ABCDEFGH -IJKCLID 对记者表示'

*不管怎么说!中国必须对-./保持

开放的心态& +

@ABCDEFGH -IJKCLID 向记者解释

了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要求我国关税

价格继续下降的原因& *美国厂商对

中国市场更加在意!近年来美国汽车

市场每况愈下!而中国市场的巨大爆

发力则是最吸引他们的地方& 如果关

税进一步下降! 再加上人民币升值!

美国厂商无疑能从中获得更大收益&

另外!欧盟国家中几乎所有的零部件

生产商都已经来中国设厂 ! 因此

-./关于关税的裁定对于这些企业

来说!影响不大& +

失去世界制造中心的风险

中国的汽车零部件市场就像一块

浓香扑鼻的大蛋糕! 欧美巨头都垂涎

不已!!%%'年! 中国汽车零部件市场

的容量仅次于日本! 成为了全球第二

大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美巨头更

不能坐视中国本土零部件商的逐渐壮

大& 博弈已经暗流涌动&

在美国 3MNO@3P.Q5P 咨询公

司执行总裁 RECAISB 3TCD先生看来!中

国的汽车零部件市场有三大显著特

征'快速成长%强有力的政府支持以及

越来越大地国际采购比重&

昨天! 在上海万豪酒店! REC!

AISB 3TCD 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他认为! 新兴的亚洲市场是各大汽

车零部件跨国公司竞争的焦点! 中

国更是其必争之地& 世界排位前 !%

名的著名汽车零部件公司几乎都已

在北京或上海设立办事处或投资控

股机构! 例如德尔福% 天合% 博世

公司等& 日前! 德尔福公司已在中

国建立了 ,$ 家合资企业! 生产制

造 ,%% 多种汽车零部件和系统! 成

为目前中国市场实力最强的汽车零

部件集团&

3MNO@3P.Q5P咨询公司最新

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年中国

汽车零部件市场的净利润有望达到

07'$ 亿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率

达到 '7!(&同时!美国本土市场的汽

车零部件的税后利润率则为 ,7,(%

欧洲 079(&

令人振奋的是! 已经有越来越多

的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开始进入跨国

汽车公司全球采购的视线范围! 而且

这个趋势将在今年愈演愈烈& 在 !%%'

年! 国内机电类汽车零部件 >不含轮

胎%汽车玻璃等2出口额约为 ,'$亿美

元!较 !%%0年增长了 *!(&

与此同时! 中国的零部件市场也

存在很大的风险&

今年 ,月底! 通用汽车的几位高

层接受.汽车新闻/和国内媒体采访时

表示! 通用希望提高中国产汽车出口

量! 但要限制目前通用在华采购零部

件的型号& 而来自通用汽车首席财务

官亨德森对.底特律自由报/表示!通

用 *未来可能会将部分局部组件业务

转移到国内工厂& +

无独有偶! 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

布!将从 !%%&年春开始在芝加哥工厂

组装福特 .IUDUF和林肯 6<R两款车

上的仪表板!而在此之前!福特公司的

汽车零部件都是外包到墨西哥% 中国

等低成本国家&

更为严峻的是! 据通用汽车亚太

地区总裁尼克0莱利透露!随着中国劳

动力成本增长! 以及物流和航运费用

的增加!印度和越南将更有优势!劳动

力成本更低&同时!通用高层还透露将

在未来 *V9 年内! 向亚太地区投资

*%V9%亿美元! 公司正考虑将印度尼

西亚打造成亚太区生产基地&

失去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 是中

国汽车零部件% 包括中国汽车工业能

够承受的风险吗1

另外! 来自国内的风险同样不可

小觑& 安邦集团一份最新分析报告表

明!对于大多数国内零部件企业来说!

!%%& 年最大的经营风险就是中国整

车销售增速放缓以及整车价格持续下

降所导致的盈利能力渐衰&对此!安邦

的建议是! 有发展眼光且实力相对较

强的国内供应商将会利用这股潮流!

必须开拓进入跨国车企全球采购体系

的渠道&

RECAISB 3TCD先生表示!为了尽快

发展壮大%规避风险!中国的零部件产

业已经出现了并购重组的趋势& *&%+

的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已有并购意

向!$%+的企业有了国际化并购的苗

头& !%%&年将是中国的零部件产业的

并购大年& +

应对外部挑战
汽车零部件业并购一触即发

与 即时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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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波下的中国汽车零部件业

失去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是中国汽车零部

件、包括中国汽车工业能够承受的风险吗？

通用汽车亚太地区总裁尼克·莱利透露，随着

中国劳动力成本增长，以及物流和航运费用的增

加，印度和越南将更有优势，劳动力成本更低，通用

正考虑将印度尼西亚打造成亚太区生产基地。

美国 ALIXPARTNER咨询公司执行总裁

StefanoAver向上海证券报表示，为了尽快发展壮

大、规避风险，中国的零部件产业已经出现了并购

重组的趋势。“80%的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已有并

购意向，50%的企业有了国际化并购的苗头。2008

年将是中国的零部件产业的并购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