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伊始，罗兰贝格提

出，在后疫情时代，“变革升

级与格局重塑”将成为“十四

五”开局之年的主基调，也预

测了汽车产业整体销量的复

苏。

尽管由于全球芯片供应短

缺，中国市场亦不可避免地受

到影响，但我们欣喜地看到新

能源、新技术的加速渗透。

2021年或将成为智能电动汽车

行业发展的里程碑式拐点。

2022年，我们期待产业颠覆性

趋势的进一步突破和全产业链

创新的全面开花。

放眼未来，汽车芯片持续

小范围的短缺将成为常态。自

疫情发生以来，全球整体供应

链并不稳定，对于汽车这一高

度依赖全球市场的复杂产品，

供应链管理与安全已成为汽车

产业的重要问题。中国汽车产

业已开始采取行动，各大整车

企业、零部件供应商等均加大

技术研发投入，以期在中国实

现一定程度的内循环，加快国

产替代。预计2022年，随着智

能化产品的不断落地与车辆智

能网联功能渗透率的不断提

升，中国汽车产业将加快向技

术驱动转型，整车企业将深化

对芯片等跨行业产品的布局，

提升供应链深度，创造新的生

态合作模式。

2021年，新能源汽车市场

呈现爆发式增长，市场渗透率

持续飙升，新能源已然成为汽

车行业的确定性趋势。更重要

的是，消费者对电动车的接受

程度不断提升，推动新能源汽

车市场从政策推动逐步向消费

拉动转型。在此过程中，智能

电动车概念与产品的落地功不

可没。

作为更适合智能化的载

体，电气化与智能化形成正向

反馈，助力消费者对智能电动

车产品的印象持续深化。预计

2022年，随着智能电动车的市

场渗透率不断提升，结合消费

者体验产品后的口碑传播，智

能电动车概念将更加深入人

心，智能电动车市场将成为企

业产品竞争的主要战场，并迎

来一轮爆发式增长。与此同

时，各车企必将使出浑身解

数，通过性价比、差异化配

置、亮点服务等一系列组合拳

争夺市场份额，开启一场硬碰

硬的智能电动车产品大战。

面 对 碳 中 和 “3060 目

标”，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

碳中和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并

非一日之功，也非仅仅依靠纯

电动汽车即可轻易实现的目

标。混动作为目前重要的过渡

性动力路线，在未来几十年中

仍然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长期以来，丰田、本田等日系

车企在混动路线上积累了举足

轻重的优势。欧美车企依靠成

熟的供应链与燃油车领域的积

累，也逐步加码混动车型的投

放。而中国自主品牌车企经历

了过去几年的持续研发，也逐

步获得可喜的成果，在混动技

术路线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甚至赢得了部分领域的领先地

位。预计2022年，随着混动技

术的发展和市场时机的成熟，

中国自主品牌车企将积极响应

国家政策引领，投放更多更有

竞争力的混动车型，以更好地

满足消费者需求，进一步巩固

中国品牌在新能源汽车，尤其

是在混动车产品上的竞争优

势。

过去几年中，共享出行行

业先后经历了行业爆发期的补

贴大战、巨头垄断期相对稳

定，以及疫情期间的短暂需求

低谷。随着政策监管的调整升

级，共享出行市场格局再掀涟

漪，预期将进入稳定增长的新

阶段。2021年，政策监管对于

国计民生和平台数据安全的关

注持续趋严，将进一步促使网

约车企业更加关注运营效率提

升及合规化运营改善。目前，

头部企业垄断地位下降，保障

司乘权益成为共识，未来的出

行市场格局将更加多元，安全

体验将更受关注，使用场景也

将更加丰富。同时，汽车产业

受智能技术持续创新的激励，

将 不 断 对 共 享 出 行 进 行 赋

能，Robotaxi的商业化之路也

将提速。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加大，逆全球化思潮仍处于上

升态势。全球本地化趋势愈发

明显，全球零部件企业纷纷探

索一定区域的特定供应链战

略。得益于中国疫情控制较为

稳定，中国市场率先反弹。结

合中国消费者对于新科技、新

产品的接受度冠绝全球，中国

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

此，全球零部件巨头越发重视

中国市场，不断加强中国市场

的研发能力，以期获得更短的

市场反应时间。与此同时，不

少跨界“玩家”也入局汽车供

应链生态，在助力汽车“新四

化”的同时，获取汽车市场的

丰厚利润。而传统零部件企业

也希望抓住机遇，实现企业做

大做强。总而言之，我们预

计，受到市场鲶鱼效应的影

响，在2022年，汽车零部件企

业将持续修炼内功，加大研发

投入，加速布局新技术，以特

定技术突破吸引更多优质客

户，稳固市场地位。

2021年，汽车后市场波澜

再起，资本的加入进一步助推

行业“头部玩家”采取更多的

动作以革新自身商业模式，促

进汽车后市场的服务标准化提

升与整体市场的进一步升级。

同时，2021年持续崛起的新能

源汽车对后市场的发展和对汽

车后市场服务格局产生重大影

响。未来能够把控电池检测诊

断能力、核心部件供应链能力

等制高点的玩家将更有机会在

新能源汽车后市场的角逐中胜

出。同时，承接中小规模新能

源汽车品牌的售后服务也将成

为后市场新的增长点。更重要

的是，新能源汽车的新零售模

式，使消费者对售后服务的理

解产生了颠覆性影响，套餐式

销售、体验式服务等一系列新

商业模式的出现，也为汽车后

市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

挑战。2021年，我们看到诸多

“头部玩家”纷纷进入加速布局

阶段。预计2022年将延续此态

势，汽车后市场将接受新能源

汽车销量爆发带来的“大考”，

使得市场格局产生更加快速和

复杂的变化。

在过去多年的发展中，商

用车车联网渗透率已达到90%

以上。然而，目前商用车车联

网发展主要以法规强制要求的

GPS监测等为主，对于司机更

好的赋能、货物全流程的跟

踪，以及取代传统人力方式的

智能规划等尚处于较低的渗透

水平，整体行业发展深度依然

不足。另外，需求端物流行业

对于效率、安全、智能的需求

不断提升，技术端AI规划、无

人驾驶等关键技术加速发展。

在未来3-5年内,商用车智能网

联将快速向新阶段进发，实现

从货主到到物流车队的链路

“全连通”、调度及路径规划

“全智能”、行业细分针对方案

“全垂直”。

受限牌影响，中国皮卡市

场长期受制于城郊搬运等工具

类用途，年销量不足50万辆。

然而，随着Z世代用户群体的

出现，他们对汽车产品的需求

不再是出行工具，而是体验式

场景化的伙伴。我们认为，中

国皮卡市场有望在未来五年迎

来翻倍增长，而其中主要的增

长板块并非原来的工具类产

品，而是乘用化、可延展、面

向户外文化的全新皮卡品类。

乘用化皮卡的发展将进一步使

车辆与生活紧密结合，并将带

动一系列改装件、场景专用

件、附件的发展，通过智能移

动互联实现 1+1>2 的用户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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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业颠覆性趋势进一步突破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

在全球在全球3636个国家设有个国家设有5050家分家分

支机构支机构。。作为一家独立咨询作为一家独立咨询

机构机构，，罗兰贝格已成功运营罗兰贝格已成功运营

于全球各主要市场于全球各主要市场，，而中国而中国

是其中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是其中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罗兰贝格进入中国市场罗兰贝格进入中国市场 3030 余余

年以来年以来，，已为众多中外企业已为众多中外企业

提供战略提供战略、、运营及业绩管理运营及业绩管理

方面的咨询服务方面的咨询服务。。目前目前，，罗罗

兰贝格已在中国成立兰贝格已在中国成立55个办事个办事

处处，，拥有拥有360360余名咨询顾问余名咨询顾问。。

“缺芯”敲响警钟，
中国汽车产业加快向
技术驱动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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