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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2020年以来，不少车企陆续调整策
略，或进行数字化改造，或增加备选供应商，以
增强产业链韧性。

吉利这样的龙头企业，更将供应链生态看作
企业竞争力。他们投入上百亿元打造的 CMA
架构，将一辆车切分成车身、底盘、电子系统等基
础模块。造车就像“搭积木”，不同模块自由组合
衍生多元车型，所有部件在同一平台共享调配。
每个关键部件，至少对应两家地处不同区域的供
应商，整车端一“下单”，平台就能根据距离远近、
库存数量及时调配供件。

“统筹调度和上下游密切配合下，我们一直保
持‘低库存’生产战略。”黄鑫佟说，大多时候，这一
模式行之有效，比如此前安徽芜湖因疫情封控，他
们迅速找到备选台州企业，供上了车身骨架横梁。

业内专家分析，作为精密、高效供应链体系的
代表，汽车产业一直奉行“低库存”“零库存”管理
方式。特别是欧美车企，早期在中国布局时，出于
语言和管理成本考虑，喜欢将零部件业务外包，这
也成为江浙地区民营汽配供应商的发展起点。

但近期，随着汽车供应链断裂、“运力孤岛”
问题显现，再加上国际形势不明朗，使得电池、钢
材等价格上涨、芯片交付周期不稳。增加库存，
成为更加现实的选择。

“你不想增库存，生产线也会逼着你增。”在
台州路桥区峰江街道的浙江富杰德汽车系统有
限公司，总经理王俊杰告诉记者，半年来，他几乎
每天一睁眼就在算账。富杰德的核心产品——
可变气门正时系统，用于燃油车、混动新能源车
发动机，主要作用是进排气调节。这款产品体积
不大，只有成年人一个拳头大小，却由十五六个
配件组成。“生产线一停，设备再预热需要一天，
光用电成本就没法估量。”王俊杰说。

为此，他们不得不投入千万元，采购储备常
用的零部件、半成品物料，确保封控条件下生产
线也能运转半个月。

日常支出，由此快速增加。“汽车行业有些特
殊，整车厂用一个零件结算一个。我们出货后，通
常要一年才能收到钱。”王俊杰说，现金流不充足的
企业，很难翻越建仓库、加库存导致的成本“高山”。

“吉利汽车临海基地的仓储成本，达到了亿元
级。”采访中，黄鑫佟提到，除了成本，到底哪些零件
要储备，也要谨慎抉择。有时，一些不起眼、不在意
的零部件突然不足，也会“卡”住整条生产线。他至
今记得，4月上海宝山封控后，基地的冷却风扇断
供了，总装车间被迫停下。浙沪两地政府和企业采
购部门多次协调，供应商终于同意让人打开仓库、

运 出
模具。

第一
次 派 车 ，路
况 估 计 不 足 ，
17 米长的货车无
法进入工厂前小巷。
第二次尝试，模具超出厢
车高度，再度无功而返。直到
第三次，一辆平板车顺利将模具运到
浙江。等风扇供上，已是5月中旬了。

保供就像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黄鑫佟告
诉记者，6月以来的每天上午，集团产能协调部召
集会议，预判风险，梳理库存。他们目前的策略是：
动力系统等核心部件，总部统一调配；车身、内饰等
重要部件，基地适量储备；台州和周边城市供应商
的部件，无需刻意囤货。“大家都希望能在生产效
率、供应安全、库存成本之间，尽快找到平衡点。”

这一过程中，各地政府千方百计全力保障市
场。记者注意到，近期长三角各地密集出台纾困
政策。比如，上海将年内新增非营业性客车牌照
额度增加到4万个，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
税，并对置换纯电动汽车的个人消费者给予补
贴；浙江将新能源汽车作为重点支持行业，杭州、
宁波等地对符合条件的新能源汽车给予购置补
贴，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部署新建公共充电
桩10000个、充换电站650座等。

激活市场消费潜力很受企业欢迎，从生产端
的角度来看，如果消费端失灵，库存压力将层层
传导，造成供应链波动。从上汽、吉利等代表车
企销售数据看，6 月汽车行业销量已恢复到今年
3 月的九成左右。尤其是新能源车，从“没车可
卖”到“车不够卖”，使车市和夏天气温一样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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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顿两个月后，流水线重启了。在吉利汽车临海产业园制造装备部负责人黄鑫
佟看来，这是这个夏天最好的消息。

一辆车，有多少零件？很少有人精确计算，但粗略估算下来，平均每辆车约有 1
万多个独立零件，串联起上下贯通、体系完整的汽车供应链。

2022 年上半年，受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影响，再加上国际环境动荡、芯片供应短
缺、上游原材料涨价等原因，以分工精细、运转高效著称的汽车供应链，面临重重困
局。全力打通堵点卡点，汽车业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供应链保卫战。

拥有吉利、上汽等重量级企业，以及零跑、蔚来等造车新势力的长三角，是中国汽
车工业的“心脏地带”。长三角汽车产销情况如何？面向未来，产业链韧性如何提
升？记者走访杭州、台州多地，从汽车马达声中，观察产业新动向。

在不少人感叹“行业寒冬”之时，总部位于杭
州滨江区的零跑汽车，却好消息不断——

4 月，汽车供应链普遍受疫情影响下，他们
仍完成交付 9087 台，拿下造车新势力月交付榜
首位；5 月更是逆势上扬，交付量创历史新高，达
到 10069 台；截至 6 月底，零跑汽车的累计交付
量，已超过去年全年总量。

不寻常的走势背后，有何秘诀？
“核心技术研发和关键部件制造，我们牢牢

掌握在自己手里。”零跑汽车市场公关部总监周颖
透露，2015年创立之初，他们就强调全域自主能
力，从电驱系统，到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系统，生产
线上重要环节几乎全靠自己研发、自己制造。

在零跑位于金华的工厂，记者发现，与一般
整车厂将来自天南海北的零部件拼装成车不同，
除了冲压、焊接、涂装、总装四大传统车间，还设
有专门的三电车间，年产能超过20万台车。

“凭借自研自造模式，我们减少了中间环节
和外部依赖，遇上突发事件时，产业链更加可
控。”周颖告诉记者，即使哪个零件真的缺了，因
为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反应调整也更迅速。

例如，今年3月，零跑的音响供应商，因买不
到芯片断供。由于音响是自主研发的，他们很快
找到了替代方案。加大研发投入、掌握核心技
术、布局全新产业，成为不少车企试图增强供应
链韧性的现实选择。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富杰
德就已投资千余万元，规划建设冲压车间。目
前，可变气门正时系统外罩壳实现了自主生产，
供应链安全大大提升。

“继续补充距离更近的供应商，也是增强供

应链稳定性的有效办法。”奥斯卡说，近年来亚欧
汽车制造（台州）有限公司秉持一个理念，在卖车
的地方造车。像台州工厂，以前有部分零件要从
美国到印度，再从印度到美国，最后来到台州装
配，不确定因素很多。如今，亚太地区产业链布局
变了，中国尤其是长三角地区供应商占了大头。

大数据分析也证实了这一变化，记者针对
1143 家吉利汽车供应商数据进行分析，其中长
三 角 企 业 占 比 已 达 66.9% ，浙 江 最 高 ，占 比
40.3%，上海其次，为14.1%。

“我们从去年开始实施本地化战略，花了小
半年在台州成功开发4家供应商，同步彼此的设
计理念、工艺流程、质量标准，6 月实现批量供
货。”王俊杰说，越是困难、越要携手，他希望更多
龙头企业能站出来，建立产业链命运共同体，让
上下游企业共同进步。

寻找新企业、重建供应链，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台州市经信局高端装备与新材料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上海因疫情封控后，整车企业立刻将
一些零部件和供应商名单发给他们，试图找到
替代产品，“像轴承，粗看本地有企业可以配
套，但实际拿出来的产品，在进行精度、高速、
高低温、耐久性、稳定性、可靠性等测试后，发
现很多无法匹配。”在当地，无论整车企业，还
是零部件企业，都对今年 4 月台州与比亚迪签
订的新能源刀片电池项目，以及正在规划、旨在
打造产业链全生态运行场景的“未来汽车城”，
寄予厚望。

人们期待，通过补链、强链，能够牢牢握住驶
向未来的汽车方向盘。

大力补链强链
“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近日，记者走进吉利汽车临海产
业 园 时 ，最 直 观 的 感 受 是 整 洁 、安
静。一道道流水线上，生产如夏日般
火热——

焊接车间内，上百台机器人挥舞手
臂，精准连接焊点；总装车间内，AGV搬
运机器人将零部件送到指定位置，工人
逐一安装；室外车道上，新下线车辆正进
行速度、温度、耐力性能测试。

据介绍，新款车型刚于 5 月 30 日
下 线 ，6 月 底 全 面 上 市 ，截 至 目 前 已
交付超过 1 万辆。眼下，供应链趋稳，
汽车产能还在快速攀升。

产业链复苏趋势，也能从数据分析
中得到印证。本报联合杭州允九数据科
技有限公司，对企查查、盖世汽车、百度
搜索等公开信息进行挖掘，同时基于中
国汽车流通协会、同花顺 iFind、各地统
计局和各车企官网，交叉对比1765家汽
车相关制造企业数据发现：

从汽车景气度看，苏浙皖总体波动
不大，上海在4月、5月降到今年最低点，
6 月大幅回升，达到今年新高；从长三角
汽车制造业增速看，5 月降幅逐步收窄，
6月小幅上升。

供应链逐渐复苏，黄鑫佟说，他们有
更多需要思考的问题——产业链上的薄
弱环节在哪里？再遇到类似风险怎么
办？据介绍，吉利汽车临海产业园主攻
燃油车制造，规划产能达 30 万辆。但
2019 年以来，燃油车市场需求缩水，新
能源汽车发展迅速，基地实际产量逐年
下滑。“今年初，经过多方努力，我们争取
到了雷神混动新能源汽车项目。”黄鑫佟
说，转型技改紧要关头，却遇上了疫情，

“新车晚下线一天，市场份额可能就被竞
争对手抢去一点。”

行业比拼，争分夺秒。但以龙头企
业为核心、“以点带链”修复产能的办法，
这次却不太灵光。

“链太长、太复杂了，我们的下级供
应商有几百家。”采访中，亚欧汽车制造

（台州）有限公司总经理奥斯卡说，4 月

底上海开始复工复产，但当时仅是“点”
的恢复，主机企业能生产了，但主机的零
部件配套企业供不了货，整条“链”还是
转不动。

本报联合允九数据粗略绘制的汽
车产业链图谱，能够佐证汽车供应链
的长度、上下游“唇亡齿寒”的关系以
及长三角在中国汽车工业中的重要地
位。

先看整车，上汽、吉利、奇瑞等龙头
企业汇聚，上半年疫情影响下，三大车企
销量仍位居中国品牌汽车销量榜前列；
蔚来、哪吒、零跑等造车新势力发展，也
引人瞩目。

再看零部件，长三角有拓普集团、万
丰奥威、均胜电子等重点企业，2021 年
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百强排行榜上，长
三角占了近40席；遍布各地的两万多家
中小微零部件企业，更是几乎覆盖了一
辆汽车所有生产环节。

继续往链条上游走，长三角还有杉
杉股份、中策橡胶等原材料企业，以及芯
片设计研发机构等。

对造车而言，任何一个零部件短缺，
都会影响整套系统、整条产业链。更何
况，是长三角这样的“心脏地带”受到冲
击。“此次遇到的挑战，远甚于2020年疫
情暴发之时。”这是记者采访中汽车行业
人士的共识。此前，行业面临的难题，只
是小部分或特定零件缺失，不会导致停
产，即便停产时间也不会很长，“这一次，
形势一度非常严峻。”

尽管很多问题靠一市、一省无法独
自解决，但各地采取应急策略，也一定程
度帮助企业打通了部分堵点，“抢”出生
产时间。得知亚欧工厂断链风险后，台
州立刻组建专班，市经信局长牵头逐级
梳理供应商，向江苏、上海发出协调函，
落实车辆运输通行证，并派专人跟无锡、
江阴等地沟通，把工作做到镇一级，及时
拿到控制元件、车架等关键部件。据悉，
6 月该工厂恢复 100%产能，7 月以来订
单不断，开始实施双班制赶工。

牵一发动全身
“这次遇到的挑战，远甚于2020年疫情暴发之初”

亚欧汽车制造（台州）有限公司车间

吉利汽车临海产业园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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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杰德汽车系统有限公司装配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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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下线的零跑新能源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