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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在全

球 36 个国家设有 50 家分支机

构。作为一家独立咨询机构，罗

兰贝格已成功运营于全球各主要

市场，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市

场之一。罗兰贝格进入中国市场

30 余年以来，已为众多领先中

外企业提供战略、运营以及业绩

管理方面的咨询服务。目前，罗

兰贝格在中国境内已成立包括台

北办公室在内的5家办事处，拥

有360余名咨询顾问。

刚刚过去的2015年对全球汽车
行业而言是充满波动性和不确定性
的一年。罗兰贝格发布《全球汽车
零部件供应商研究》，并在报告中预
测，全球汽车零配件市场的增长短
期之内将放缓；长期来看，产业结
构将发生根本性改变，专注于产
品、客户和区域结构的供应商可能
获得极大的收益。

尽管自2012年以来市场整体增
长放缓，但供应商的平均利润却有
所提升，利润率已经超过了其主机
厂客户。

地区、公司规模、产品重点和
商业模式的差别使供应商之间的业
绩大不相同。

就个案而言，中国供应商的利
润率仍具有领先优势，但由于竞争
激烈，其利润水平在逐渐下降。未
来几年，中国仍是汽车终端客户需
求最大的市场，中国客户对入门级
车辆的需求显著上升，这对本地主
机厂的质量和技术，以及合资、外
资主机厂的成本提出挑战。长期来
看，2-3家具有竞争力的中国一级
供应商将出现在全球前30强供应商
中。中国作为全球排名第一的汽车
生产基地，本土供应商与全球相关
领域同行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统计显示，产品重点不同的供
应商的利润率也有所不同。由于竞
争加剧，动力系统业务不断增长，
利润率却有所下降，但仍保持较高
水平。同样在与高度商品化带来的
压力作斗争的还有内饰供应商。近
年来，受益于人们对汽车轻量化和
主动安全技术的关注，外饰供应商
和底盘供应商的业务正在不断增
长。轮胎供应商则因其强大的售后
业务受益匪浅。

从利润率的角度衡量，以产品
创新为主的商业模式正在超越以加
工技术为主的商业模式。在以加工
技术为驱动力的领域中，碎片化程
度更高，使得价格竞争更加激烈。
而创新产品的差异性潜力更高，主
机厂的支付意愿也就更强烈。但
是，在很多以创新为驱动力的领域
中，由于知识产权的存在，其进入
壁垒更高，而且竞争结构更加牢固。

报告指出，纵观不同水平的零

部件供应商，其收入增长和利润率
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但一些业
绩更佳的供应商业务增长速度和利
润都远远高于业内平均水平。

这些供应商业绩优异的五大关
键因素分别为：

1.努力保持与增加专利数量及
技术差异性

2.注重增长率和利润率潜力高
于平均水平的产品线

3.反周期的提高效率的工作内
容

4.在日本、东南亚、北美和西
欧（Triad地区）以外的市场实现生
产和设计的强力增长

5.在全球化的机构设置中，完
善流程和结构组织

全球汽车零部件市场在过去几
年蓬勃发展，始终维持着较高的利
润率水平。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全
球息税前利润率在2014年达到了历
史最高水平 7.5%。罗兰贝格预测，
由于全球汽车市场的不确定性持续
上升，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行业过去5
年盈利屡创新高的局面将结束，下
行的风险大于机遇。尽管如此，其
利润率仍将保持较高水平。

从消费者需求的角度来看，全
球轻型汽车的产量在2016年会继续
上升，但增速会大幅下降。其中，
欧洲将维持较低水平的增长量，日
本的增长量则会有所下降，北美自
由 贸 易 区 将 温 和 增 长 。 渡 过 了
2011-2014 年这段困难时期的巴
西、印度和俄罗斯市场开始显现出
增长潜力，但中国仍是唯一的主要
增长动力。

此外，压力越来越大的主机厂
开始削减额外成本，以更激进的谈
判方式向供应商施加压力，这加剧
了主机厂和供应商之间的摩擦。汽
车市场已经开始由卖方市场逐渐转
变为买方市场，主机厂想要像以前
那样维持终端的定价愈发困难，欧
洲和中国市场甚至打起了价格战；
更先进的产品、更全的产品线，以
及更短的更迭周期导致成本增加；
日益增多的大批量召回也增加了保
修成本。这些因素都让主机厂的利
润压力不断升高。

罗兰贝格认为，汽车零部件供
应商行业正处在一个持续变革的时
期——客户需求、主机厂的生产和
采购策略、技术变革与进步、更严
格的法律，以及新的竞争者等因素
都在推动这种变革。在未来几年
内，这些因素对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产生影响的程度将是前所未有的。

受终端客户需求继续向亚洲转
移，原材料供应商向下游扩张，动
力系统、驾驶辅助和互联技术的改
革与进步，以及货币与资本市场波
动等因素的进一步影响，未来汽车
零部件供应商面临的不确定性增
强。同时，由于一些技术路线图的
内容和系统还不明晰，在新的全球
项目的竞争中，一些以前较为稳定
的主机厂与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关系
可能将出现变化。

这种变化将产生更多的机遇和
风险，那些专注于产品、客户和区
域结构的供应商可能从产量的整体
增长、更高的附加值及创新技术边
际增长的潜力中获得极大的收益。
反之，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错误
决策就可能使情况恶化。那些无法
在竞争中跟进的供应商将因战略、
管理或财务等方面的疏漏而被淘汰。

报告建议，供应商应在不限制
其灵活性的情况下抓住下一波提高
效率的机会，以快速适应更具不确
定性和波动性的市场发展。与此同
时，供应商应做好准备，从产业转移
中获益，并缓解中长期的相关风险。
短期行动：提高智能效率；在生
产、研发和采购等环节提高或保持
整个价值链的灵活性；激发关键资
源的主动性，保证其可随时加入可
能的工作组；严格管理投资决策和
一次性费用；谨慎监控市场发展和
市场可能下滑的信号。
长期行动：维护或完善独特的销售
主张，突出明确的技术或工艺差
异；专注于增长率高于平均水平、
具有利润潜力的产品领域，积极利
用并购机会；既从收入角度，也从
创造价值的角度来平衡区域份额与
顾客份额；建立最佳流程和结构，
在更复杂的全球化布局中保持灵活
与高效；应用场景模拟技术，定期
回顾并调整之前制订的策略。

在Gartner评选出的2015供应链
厂商25强中，有一家汽车企业——
丰田上榜。除丰田外，另有三家汽车
领域的企业进入前50强。2015年的
全球汽车市场延续了 2014 年的增
势，但有所放缓。在Gartner提供的
汽车领域供应链排行榜中，包括了五
家OEM和一家一级供应商。

丰田在2011年地震后关闭了其
零部件制造厂 6 个月，导致产量大
跌。此后，丰田学会了更有效地处理
其全球供应链危机。2015年，丰田
宣布改变自己的经连会发展模式、与
供应商保持紧密联系，以及提升研发
机构效率，来更好地支持全球平台。

宝马已是连续第三年处于汽车行
业供应链榜单第二的位置了。同时，
其综合排位有所上升。宝马为其供应
商实施了危机过滤机制，来预防潜在
的环境、社会，以及政府等方面可能
产生的潜在危机。

德尔福是唯一一家进入榜单的零
部件企业，在库存周转率轻微下跌的
情况下提升了资产收益率。同时，其
也是一个关于准时制运作模式的极佳
案例，德尔福需要把产品运送至
23000个不同地点的客户手中，同时
还能做到99.5%的准时送达率。

福特是2014年汽车行业榜单的
状元，但2015年，其所有财务指标
出现下滑。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让福
特开始重视在北美市场的小型车制
造，但这些产品的利润却有所缩水。

大众的排位保持不变。大众很早
就开始大力地整合其汽车生产平台。
为了响应全球汽车市场的需求变化，
大众以制造、零部件和产品的本地化
来强化其在各区域市场的表现。

本田2015年的各项财政指标均
有所上升。从2013年开始，本田对
其在日本的供应商和整车装配工厂进
行运输管理，来获取更高的运输效
率，同时减少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排放。

Gartner认为，全球汽车市场在
未来5年内的体量将持续增长，但不
同国家和地区对新车的需求会发生很
大的变化。北美地区的需求量将保持
坚挺，而欧洲、中东和非洲 （EMEA）
区域的下滑将会延续下去。中国市场
的需求将会持续地、缓慢地增长。整
车企业对市场需求的预计总是不够准
确，那些制订了中期计划的整车厂将
能在变化多端的全球汽车市场需求中
优化其全球制造网络。

零部件产业面临结构变化
专注于产品、客户和区域结构的供应商可获极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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