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汽车·家电 2020年3月25日
编辑 张 洁 邮箱 583614394@qq.com

我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汽车产销国，也是全球
最重要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和供应基地之一，但是仍
有大量的汽车零部件、材料、装备等需要从国外进
口。可以说，国内主要汽车企业的供应链体系，早
已超出了中国的范围，具备很强的国际化特点。

我国从国外进口的汽车零部件，主要是国内不
能生产或不能满足需求的总成（系统）、零件、材
料以及基础元器件。德国、日本、韩国、美国等是
我国主要的汽车零部件来源国。根据海关统计，
2019年我国汽车零部件进口额为367.11亿美元。需
要说明是，这个统计数据不包括未明确为汽车或机
动车辆用的零部件，如果按全口径的统计，实际数
据要大大高于这个数据。

我国进口汽车零部件主要来自欧美日韩等汽车
产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目前大部分都已经是疫情高

风险国家，疫情不断恶化，这对国内所有的外资品
牌和中国品牌汽车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带来很大威
胁。据了解，主要汽车企业的供应链体系中，都有
不少国外的零部件企业。或许有的国内汽车企业一
级供应商中没有上述国家的企业，但是二级、三级
供应商甚至原材料中必定有国外零部件企业参与。
上述国家的供应商如因疫情原因停止供应，很多都
无法替代，即使替代也需要时间周期。当前，欧洲
很多零部件企业、大部分汽车企业都已宣布停产或
部分停产。另外，日韩美等生产的核心元器件、半
导体类产品也大量应用于汽车行业。一般来说，大
部分整车企业进口零部件库存都较深，如果这些国
家和地区由于疫情恶化导致零部件企业、材料企业
停产停供，国内企业在库存用完后将无法继续生
产，中国汽车和零部件生产将面临直接冲击。

当前，疫情对汽车供应链的影响，最主要的还
是影响汽车供应链体系的高效协作和零部件供应，
这既有员工返岗迟滞、国内外物流受阻、物料供应
无法保障、商务谈判和交流不便等原因，也有汽车
消费需求锐减导致产销大幅下滑的原因。疫情导致
今年一季度汽车产销量锐减，并将影响全年汽车产
销量。随着我国疫情减弱，市场大幅下滑影响汽车
企业复产正逐步成为制约汽车生产和供应链恢复的
首要因素。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发挥消费对产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出台促
消费政策，带动汽车全产业链复苏。一是精准施
策，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如延缓补贴退坡、继续
实施税收减免，完善基础设施和物流车路权等使用
环境。二是实施短期刺激政策，稳定传统汽车消
费。如利用财税手段刺激节能环保型汽车消费和鼓
励报废更新、增加限购城市号牌配额和逐步取消汽
车限购、对国六排放标准实施给予过渡期等。三是
改革制约汽车消费的体制机制，激发消费活力。如
加快改革制约二手车流通、在用乘用车改装、电动

汽车“车电分离”、皮卡进城限制等领域的不合理
体制机制。

2.以努力恢复生产、降低企业负担为主要目
标，实施“一揽子”政策组合，帮助供应链企业解
决复工复产和进口采购中的困难，帮助和支持湖北
等地区积极有序推进汽车供应链企业复产。加强跟
踪与研判，改善国际物流条件，帮助企业增加库
存，做好应对。

3.提升汽车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采取
包括产业、科技、财税、金融、贸易等综合措施，
支持产学研合作攻关，引导内资和外资企业研发、
投资国内供应链的薄弱环节和短板领域，尽快改变
相关领域国内供应不足或不能满足需求的局面。

4.支持汽车及零部件企业优化供应链管理，保
障供应链安全。主要汽车企业要建立战略性零部件
供应体系，加强与国内外零部件供应商的联盟合
作，优化供应体系布局。引导主要中国品牌企业在
共享供应链资源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据《经济日报》

中国早已是全球重要的汽车零部件生产
和供应基地，拥有全球一流的汽车供应链体
系。据统计，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超过 10
万家，规模以上企业超过 1.3万家。外商投
资汽车零部件企业早已超过1万家，国际主
要的零部件企业均已在中国设立生产和研发
基地。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湖北省是全国重要
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规模以上汽车零部
件企业有 1300多家，包括博世、德尔福、
法雷奥、李尔、霍尼韦尔等众多的跨国汽车
零部件企业工厂。

汽车生产涉及上万个零件、几千至数万
名职工、物料全球化采购，汽车的任何一个
零件供应出现异常，就影响生产；上游的个
别或部分供应商停摆，就会引发供应链的

“断链”危机。当前，汽车企业正在陆续复
产，但产能的全面恢复需要整个供应链体系
的高效运作和同步配合。由于湖北地区的零
部件企业复工复产落后于全国，已经直接影
响了众多的国内主流汽车企业甚至多个国际
汽车企业，导致部分工厂或车型不得不关闭
和暂停生产。

面对疫情影响，不少车企和零部件企业
已经采取多种自救措施，包括改变采购地、
变更运输方式、调整供应商等。我们判断，
汽车产业链很难发生大规模转移。由于供应
链受到当地汽车产销规模、劳动力供给、产
业基础、基础设施、运输物流、投资环境等
非常多因素影响，因此产业链优势一旦确立
很难在短时间改变。同时，因为汽车企业对
供应商有严格的审核体系，开发、试验验证
和制造周期长，除了标准件之外，等待原供
应商复产供货可能才是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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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汽车供应链
做好疫情应对

以努力恢复生产、降低企业负
担为主要目标，实施“一揽子”政
策组合，帮助供应链企业解决复工
复产和进口采购中的困难，帮助和
支持湖北等地区积极有序推进汽车
供应链企业复产。加强跟踪与研
判，改善国际物流条件，帮助企业
增加库存，做好应对。

汽车供应链是一个包含各类供
应商、制造商、物流商、销售商等
多个主体的复杂而又庞大的系统，
主体是零部件等物料供应体系。汽
车是长产业链、大协同、大制造的

“集成化”产业，完整而强大的汽车
供应链是汽车强国的基本特征之
一。汽车整车企业之间的竞争本质
上是体系能力和供应链之间的竞
争，建立高效协同、有竞争优势的
供应商体系，是各汽车企业良性发
展和正常经营的前提。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广泛影响，本
来就处于降速和调整期的汽车产业
也遭受巨大冲击，汽车全产业链深
受影响，供应链复工复产大范围延
迟，企业收入锐减，很多企业陷入
艰难处境。

二、全球疫情日益恶化，如主要国家汽车供应链企业
停产断供，将直接威胁中国汽车及零部件生产

三、有关的政策建议

一、疫情深度影响中
国汽车供应链，随着国内
疫情逐步得到控制，零部
件企业陆续复工复产，但
车企全面复产仍面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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