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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整零关系，政府部门层面早就
认识到了调整的必要性。2017年4月，
工信部联合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出台了
《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清晰指明了我国汽车行业
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未来的发展方向也
做出了具有前瞻性的预判。其中，整零
关系的论述占据了一定的篇幅。

“三年来，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引
下，在行业的共同努力下，《规划》目标
的实现成绩显著。在关键技术、尤其
在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上，我
们取得了重大突破；出现了一批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零部件企业集团，国际
兼并重组步伐加快，两家零部件企业
集团年产值已超过千亿元，全产业链
逐步走向安全可靠；中国品牌汽车实
现了全面发展，新能源汽车产销引领
全球；智能制造在中小企业的应用比
例显著提高，汽车后市场逐步规范；国
际化步伐加快，‘一带一路’效应明显；
绿色发展理念根深蒂固，‘双积分’政
策实施效果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以下简称“中汽协”）零部件部主任
杜道锋这样告诉记者，“虽然我国新车
销量连年居全球首位，但在关键技术
的突破、零部件企业的培育以及中国
品牌的竞争力方面还与国外先进水平
存在一定差距。《规划》作为指导性文
件，对近几年汽车产业的发展起到了
积极的引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
于改善整零关系。”

关键技术、前瞻方向是政府规划
汽车产业发展的着眼点，通过政策制
定、执行普遍性地约束或调整企业行
为，从而起到发挥重塑整零关系的作
用。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
究院副研究员刘宗巍说：“过去政府对
汽车零部件的重要性虽然有所认识，
但总体上还不够。相比整车，零部件
领域分散、特点不同，想要找到有效的
政策着力点客观上确实更不容易。但
越是如此，政府就越应该重视零部件
行业的发展。近年来，《规划》及‘工业
强基专项行动’等都明确涉及汽车零
部件行业的发展，这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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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整零关系之所以动荡且
频繁出现各种矛盾，根本原因还是在
于国内整车企业的竞争格局并未形
成稳态，还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前
述产业政策研究者告诉记者。

“未来，软件在汽车产品中将越
来越重要，软硬结合才能形成竞争
力。因此，更加贴近整车企业、协助
其完成软硬结合的Tier0.5级系统供
应商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传统硬件
供应商必须谋求转型，或在原有硬件
基础上自行拓展软件，或与软件供应
商做好组合，又或者完全放弃原有领
域，向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的
新机遇点转轨。新供应商的涌入和
旧供应商的转型，将给整零关系带来
全新的内涵。”刘宗巍表示。

面向未来，在塑造适应新时代发
展特点的整零关系时，各方都要做出
角色调整。

“政府相关部门应该转变视角、
加强对零部件领域的顶层设计。我
国出台的产业政策不少，也有很多政
策提到了整零关系的内容，对于零部
件产业的发展也提出了一些规划。
但现在看来，还远远不够。我建议有
关部门更多地从全产业链的角度，认
识零部件产业和整零合作关系。比
如，可以把视线聚焦到提升中国自主
品牌之间（自主品牌整车与自主品牌
零部件）的配套关系，而非最终的汽
车产品上。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做
大做强了，才能够保汽车产业做大做
强。”师建华这样告诉记者，“对于有
些促进产业链健康发展的政策，整车
企业体量巨大反应略微迟缓，零部件
企业体量较小，敏感度较高，政策效
用会更加明显。当然，强化政策的下
沉与落实，从中央到地方做好执行和
配套实施，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未来，汽车产业涉及的核心技

术领域越来越多，即便全球顶尖车企
也无法一一顾及，必须依靠优质供应
商分担压力。由此，专业分工会更
加精细、深化，而供应商掌握核心技
术的比例会比之前更高。在竞争日
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整车企业更
能切身感受到拥有‘同甘共苦’的核
心供应商的重要性，而有实力的核
心供应商显然不能靠一味压价来获
得订单，整零双方必须相互支持、相
互体谅。制造业将向充分互联的智
能制造升级，其核心是实现大规模
的定制化生产，而提供定制化零部
件及模块的只能是供应商。总之，
汽车产业的整零关系与过去相比将
大为不同，简单的主次甚至从属关
系会不复存在，唇齿相依的战略协
同伙伴关系将真正形成。所有的整
零企业都要在产业大生态中分工协
作、共享资源、融合发展、互利共赢。”
刘宗巍这样描述整车企业与零部件
企业的角色要求。

“优秀的企业家，无论执掌的是
整车企业还是零部件企业，其认识水
平会对整零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而
深远的影响。”前述产业政策研究者
认为，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期，企业领
导者的因素也十分关键。

“目前，整车企业出于多方考虑，
对自主零部件企业的支持力度还不
够，在同步开发、技术共享方面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未来一段时间，整零
关系是构建安全可靠产业链重点要
考虑的问题，尤其在市场继续下行和
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产业链上的
企业应全面考虑上下游企业的实际
情况，抱团取暖，在技术共享、成本分
摊、交付期协调等方面改善整零关
系，并结合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政
策，重点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杜道
锋称。

“整车企业与零部件企业的博弈主
要取决于各自在产业中的角色定位和利
益分配。一直以来，整车企业占据主导
地位，话语权明显大于零部件企业，这也
是它们比零部件供应商更强势的原因所
在。然而，在产业重构和市场趋缓相互
叠加的关键时期，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刘宗巍认为，无论整车企业还是零部件
供应商都难以成为扛起建立新型整零关
系大旗的角色，而行业协会尤其是地方
性行业协会则通过不断的实践与摸索，
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在整零之间
充当“润滑剂”，另一方面则成为政府与
企业、行业与管理者之间的“桥梁”。

浙江是我国汽车产业大省，当地行
业协会在整零关系的重塑中做出了积
极贡献。去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
《浙江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2019-2022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
划》”），但外界鲜有人知道浙江省汽车
行业协会（以下简称“浙江省汽协”）在
其中所起的作用。

浙江省汽协会长兼秘书长方曦向
记者介绍道：“我们的作用就在于两个方
面，为政府分忧解难，为会员企业提供全
方面服务。”在《行动计划》出台的背后，
方曦带领浙江省汽协做了大量工作，不
断将企业的实际情况、行业的发展方向，
向主管部门进行建议。最终出台的《行
动计划》对整零协同有这样明确的表述：

“建立整零协同创新激励机制，引导和鼓
励整车企业制定实施零部件战略伙伴计
划，与省内龙头零部件企业在研发、采购
等层面开展深度合作，形成安全可控的

关键零部件配套体系。”
“根据《行动计划》的部署，经信厅

有一份清单，只要列入其中的零部件企
业都能享受省级财政的奖励津贴，整车
企业采购了清单内零部件企业的产品，
也可获得相应奖励。”方曦告诉记者，

“最初的方案是，享受这种待遇的只有
一级供应商。政府层面当时并不太了
解零部件配套体系的具体情况，所以我
们就强调了二级配套的关键性。二级
供应商的研发能力、技术水平、生产能
力直接关系零部件整体配套的发展。
经过沟通，一级、二级供应商只要进入
清单，都可以享受奖励。这极大地促进
了浙江当地汽车产业链的健康发展。”

去年，“浙江汽车产业·杭州发布”
平台启动上线。它是浙江省汽协的心
血之作，也是其下一步服务会员、协调
整零关系的重要抓手。“浙江零部件企
业之间发展不均衡，整体水平有很大提
升空间。很多中小型零部件企业还沿用
家族式管理模式，只重视两大方面，一是
生产组织，二是销售订单。它们的老板
自己冲在销售一线，工作非常辛苦；生产
由一些信得过的人帮忙打理。这样的企
业没有专门的人才储备，也没有专门的
队伍去了解需求变化情况，自然很难预
测市场发展并提前做出反应，对于企业
的发展非常不利。”方曦称，“‘浙江汽车
产业·杭州发布’成为了有效的对接机
制，去年不少整车和零部件企业通过这
个平台签约或达成合作意向。”

中汽协对行业组织所发挥作用的
理解更为深刻。“主要是提供服务、反映
诉求、规范行为。”中汽协副秘书长师
建华总结道，“近些年，我们搭建了中国
汽车零部件行业CT30、中国汽车零部
件优秀供应商推介平台并成功上线，此
外还定期对全国18个汽车零部件制造
基地给予指导或开展相关课题研究。
这些都是为了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和
纽带作用，服务于行业，帮助零部件企
业发展、帮助整车企业有足够的意愿和
机会了解自主零部件供应商。”

政府部门虽然认识到整零关系的
重要性，也希望有所推进，但实事求是
地讲，对于调整这样范围广泛、数量众
多的企业主体之间相互协作，还是显
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规划》发布3年
来，整零关系在一些特定领域实现了
长足的进步，然而二者之间的矛盾依
然突出。

“政府和政策不是万能的，不可能
解决所有问题。”一位行业政策方面的
资深研究者这样阐述政府和政策的边
界，“这不仅仅是汽车行业遇到的情况，
各经济领域中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若
是政府无所不能，恐怕中国汽车工业早
就处于世界顶尖水平了。我个人认为，
未来改善整零关系，需要依靠市场的力
量，通过市场机制从根本上解决。”

“现在整车企业和零部件供应商
都认识到供应链体系的重要性，当然
认识的深度还存在差异，毕竟它们不
像日本整零双方那样紧密地相互依
存、相互支撑。但即便如此，我国企业
对整零关系重要性的认识也不是外力
强加的，而是通过市场合作与竞争逐

步形成的。未来，双方是紧密协作，还
是相互扶持，抑或战略协同，一定是在
不断适应市场需求的过程中确立关
系。”这位研究者告诉记者，“由于汽车
行业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我认为，
决定性的推动力量还是来自市场，它
提供了基础动能；政策（含法律法规）
提出方向性或底线性要求，政府在其
中发挥引导和支持作用。”

刘宗巍表示：“当前汽车产业的整
零关系正处于深度重塑的最佳窗口
期。一方面，新车销量下行会加速车
企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大浪淘沙
后留下的零部件企业一定是更有实力
的，也一定会更受整车企业倚重。另
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驱动全
球汽车产业全面重构。受此影响，汽
车产业的边界不断扩展，很多外部力
量已深度入局，出现了新硬件、新软件
以及车辆运营、通讯、内容等全方位的
服务提供商。从这个意义上讲，以硬
件为主的传统零部件概念已不再适
用，由软件主导的全新供应链正在形
成，汽车供应链格局将被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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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汽车行业协会会长兼秘书长方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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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抓大放小”方向值得肯定

治理有边界 市场是动能

行业组织充当“桥梁”与“纽带”

■本报记者 马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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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零关系将迎全新内涵

■本报记者 马鑫

“作为地方行业组织，日常服务
工作的大部分对象还是中小型企
业。大型企业一般不开口，开口一定
会是大问题。”浙江省汽车行业协会
（以下简称“浙江省汽协”）会长兼秘
书长方曦接受《中国汽车报》记者采
访时，不时透露出几分诙谐的语气，
丝毫听不出疲惫。而连日来，浙江省
汽协已就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对杭
州、宁波、台州等多地的200多家企
业进行了细致地调研，形成了书面报
告并提交相关主管部门。

“近年来，浙江省汽车工业发展
得比较快，整体规模大致在年产值
5300亿元左右，其中零部件行业年
产值近3800亿元。我省汽车零部
件行业（在全国的排位）要优于整车
行业（在全国的排位）。”方曦向记者
介绍道，“省内零部件企业之间发展
是不平衡的。一些发展得比较顺利
的企业，从规模上已经成为大型企
业，它们的体系相对完善、健全，而
大多数中小型企业，体系就不那么
健全。”

与通常意义上的行业管理不
同，方曦在工作非常注重细节，也充
满“人文关怀”。“人家总拿我们开玩
笑，说协会是企业的‘娘家’。对于
中小型零部件企业而言，还真是如

此。”方曦表示，“中小型零部件企
业，本身体量不大、产值不高，在整
车企业面前基本就是人微言轻的存
在（除具有核心技术的部分企业
外）。而我们就成了这些企业的代
言人和传声筒。不过从全局角度来
看，协会所做的工作就是牵线搭桥，
让党和政府各部门的政策能更好传
递传导、宣贯落地，上情下达；让行业
发展的瓶颈、企业的实际情况更好被
政府了解，下情上传。”在政企之间，方
曦带领浙江省汽协没少做沟通和协
调的工作，不仅给企业代言，还当起
了政府的“高参”。在浙江省汽协的
坚持下，浙江省经信厅、商务厅进行
更密切的协作沟通，从全产业链安
全、健康的角度推动省内汽车工业的
发展。

然而，方曦也有自己的苦恼。
“我们作为行业组织，目前处境比较
尴尬，限制进一步发挥作用的是协
会的法律地位。”方曦坦言，“按照现
行的规定，目前我们作为社会团体，
登记、管理都归属民政部门，但汽车
行业的专业性、技术性比较强，覆盖
面广，这超出了它们的能力储备。
在经营层面，我们也是被束缚手脚
的。这些问题最终都指向了协会的
法律地位。所以我呼吁，国家能够
出台一部专门针对行业协会的法
规，明确我们的地位。”

随着湖北省内整车和零部
件企业陆续开工，我国汽车行业
的元气不断恢复。不过，由于新
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外部环
境的不确定性还是给汽车市场
的发展罩上一层阴影。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2月我国汽车产量同比下降
79.8% ，新 车 销 量 同 比 下 降
79.1%。疫情突袭对汽车产业
链供需两端都造成了空前的压
力。此前，零部件行业大范围推
迟复工复产，加之物流行业的运
输效率受迫下降，整车企业的生
产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在疫情
关头，产业链上下游相互扶持渡
过难关的伙伴关系，取代了一方
强势、一方弱势的不和谐，勾画
出时下业内颇显温情的一幕。

原本就酝酿着嬗变的整零
关系，因为疫情的暴发迎来加速
调整甚至重塑的契机。在产业
链深度协同发展的过程中，整零
双方无疑是主角。那么，政府和
行业组织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