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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陶海青

编者按：从实现配件统一编码的国际标准看，目前，全球 100 多个国家应用的

都是欧盟和美国联合掌控的 GS1 标准，GS1 是 Globe standard 1 的简称，拥有一套全

球跨行业的产品、运输单元、资产、位置和服务的标识标准体系和信息交换标准体

系，使产品在全世界都能够被扫描和识读，以确保产品质量和产品安全。

中国也是按照 GS1 国际标准为汽车零配件进行统一编码。统一编码将有助

于规范行业管理，打击配件市场的假冒伪劣行为，促进汽车后市场的电子商务发

展，提升云平台服务水平。

然而，汽配件统一编码政策虽好，但要执行到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汽配件统一编码能否接地气
三大焦点问题待解

据权威机构统计，截至 2013 年底，中国民用汽车已

达 1.37 亿辆，是 10 年前的 6.6 倍；汽车突破百万辆的城市

有 31 个；城镇家庭每百户汽车拥有量是 21 辆。汽车社

会的来临，促进了中国汽车后市场的蓬勃发展。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汽车配件市场从生产、营销、

流通以及体制标准都存在问题。交通运输部高层的一

句话“我自己的车都不知道到哪里维修安全了”，道出了

中国汽车零配件维修行业的乱象。

为重塑汽车维修市场信用体系，10 月 10 日，中国汽

车维修行业协会等主办召开了“变革、战略、发展——构

建中国汽车维修业新格局（北京）研讨会”。

会议期间，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汽车维修配件工

作委员会主任、Intertek 天祥集团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柏

学礼在接受《中国贸易报》独家采访时说：“统一编码是

打破汽车零配件价格体系垄断的有效措施，政策如何执

行到位乃是重中之重。从国外的经验看，汽车零配件统

一编码不是一个总体解决方案，而是一个局部解决方

案，不可能对所有零配件都进行统一编码。在方案实施

过程中，政府如何定位和如何发挥职能、维修及编码信

息公开、第三方检测公司介入等问题，都需明确和规范，

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焦点一：明确部门权力界限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3 年底，中国共有机动车维

修户 48 万家、从业人员近 300 万人，完成年维修量 3.3

亿辆次，年产值达 5000 亿元以上。这也意味着，中国汽

车维修业已经从单纯车辆维修保障行业发展为民生服

务业。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汽车维修配件工作委员会

秘书长魏同伟认为，政府对民生服务业非常重视，整顿

汽配件乱象，统一编码的方向是正确的。

柏学礼也认可上述观点。他说：“政府的定位应该

是打破行业垄断，倡导公平竞争，把零配件价格降下来，

服务消费者。这个 5000 亿元的市场规模，金融、保险都

要介入。另外，对于统一编码问题，交通运输部、工信

部、商务部、质检总局等相关部门都在管理，其中的利益

博弈是无法避免的，如何界定各自的权力界限需进一步

商讨，进行明确。”

在交通运输部运输司司长刘小明看来，政府要从根

本上打破汽车生产企业对于汽车后市场的人为分割和

技术壁垒，使各类维修企业均有机会获得原厂技术支

持，以夯实汽车维修行业发展的技术基础。

柏学礼坦言：政 府 不 是 万 能 的 。 目 前，汽 配 件 分

为三大类：原厂件、同质配件以及没有认证副厂件，政

府不可能控制所有汽车配件的采购。在实施统一编

码过程中，相关政府部门如何协调及分工将在某种程

度上决定着方案的执行度，一个方案，如果缺乏执行

力，如同一纸空文。

焦点二：信息清单公开

张 晖 去 年 买 了 一 辆 帕 萨 特 ，最 近 车 灯 出 了 点 问

题，他就到北京朝阳区的一家修车店去维修。老板告

诉他，听引擎声可能还有其它毛病，要做全检。于是，

修车工人开始拆装，但最后什么都没换，就加了点油，

换 了 车 灯，结 账 时 却 要 价 2500 元 。 经 过 一 番 讨 价 还

价，张晖最终支付 1000 元。他说：“ 再也不来了，简直

就是打劫。”

这并不是个案。汽车服务行业价格不透明已经很

普遍。

在柏学礼看来，这一乱象将逐步得以遏制。中国

政府将鼓励原厂配件进入独立售后市场，这意味着鼓

励 原 厂 配 件 企 业 将 自 己 的 配 件 卖 向 独 立 售 后 市 场。

过去，原厂件都控制在 OEM 整车厂商手中，他们通过

授权 4S 店，垄断零部件的流通渠道和价格。同时，政

府也鼓励发展同质配件，即与原厂配件质量相当的配

件。在国外，同质配件被定义为“ 质量相当配件”，也

就是达到零配件产品标准，满足车辆装备要求的合格

配件。同质配件要经过一定的认证和检测，证明其质

量达标，这就需要有一个衡量的公开标准。这两个鼓

励措施不仅有利于打破垄断，降低汽配件价格，而且

将促进生产同质配件的厂家参与到统一编码的试点

中来，因为能够生产同质配件的厂家往往都是有实力

的优质企业，他们愿意将维修信息公开，盼望市场公

平竞争，他们已经被假冒伪劣产品的低价格战打击得

苦不堪言。

据已经在汽车后市场工作了 44 年的魏同伟透露，中

国存在一条规模庞大的报废零部件翻新产业链，修车时

一旦被换上了假冒报废零部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

此，统一编码要求每一个零部件的出货、配发、使用、维

护过程都要清楚记录，最终向全国开放，消费者和车企

都能上网查询。

“汽车维修信息公开非常重要。此前汽车只能到

4S 店进行信息解码后才可能进行维修。如果车主去

独立售后维修市场进行车辆维修，维修企业在没有车

辆信息的情况下是无法维修的。独立售后维修市场

不掌握车辆读码规则，即使读取车辆信息编码也不知

道是什么故障，更不能修理，所以这个信息对汽车诊

断和维修非常重要，应当向独立售后市场进行公开。”

柏学礼如此解释。

中 国 汽 车 流 通 协 会 有 形 市 场 分 会 副 理 事 长 苏

晖 也 认 为 ，汽 车 生 产 企 业 要 公 开 全 部 车 型 的 汽 车 维

修 技 术 信 息 ，这 对 打 破 汽 车 售 后 市 场 的 垄 断 具 有 重

要 作 用 。 关 键 是 有 关 部 门 要 严 格 监 管 ，避 免 政 策 落

实 不 下 去。

“但同时还存在一个专利问题。像宝马等高档车，

它们的许多核心零部件都有专利，都有自己的编码。在

中国市场上，如何将高档车的核心零部件进行统一编

码？信息如何公开？公开到何种程度？通过什么渠道

公开？这些细节问题都需商讨，这是非常复杂的。”柏学

礼对此有些担忧。

焦点三：引入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

不久前，魏同伟曾公开表示，交通部提出“大力加强

行业诚信和品牌建设”，今后有望为汽车维修配件编制

统一的“身份证明”，同时要强化质量认证，每个配件一

律要拥有统一编码，并在国家指定的独立第三方机构检

测认证后，才允许进入维修市场。

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是介于企业和客户之间的一

种产品质量检测机构，它的最大特点是体现了公平公

正。它不是买方所属机构，也不是卖方所属机构，它的

主要宗旨就是采取公平的手段，客观地检测买卖双方提

供的指定产品是否达标。

柏学礼说：“独立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在国外很是

盛行，但在国内还处于观念转变阶段。国内市场缺乏相

关的政策引导，诚信体系也不健全，仅靠少数企业自律

经营，很难支撑起一个规范、有序的买卖环境，而且汽车

零配件种类繁多，检测标准又各不相同。即使是国外的

检测实验室也不可能具备对所有汽车零部件检测的能

力，因此，采用独立第三方检测已成为国外汽车厂商的

通用办法。”

柏学礼认为，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的特别意义在

于，它们既是政府监管的有效补充，又能为行业产业转

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持，为产业的发展角逐国际市场提供

强有力的服务平台。因此，呼吁开放第三方检测市场，

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魏同伟认为，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能够规范市场，

杜绝质量不合格产品，为企业带来良好的口碑和信誉，

同时也给那些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厂家敲响了警钟。

未来，政府或国有资本应该逐步从第三方检验、测试、认

证领域退出。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应该成为检测市场

主体，这样才能真正树立“中国品质”，健全汽车零配件

安全体系，进而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从目前中国市场看，合资企业对汽车零部件的测试都执行国外

厂家标准，比如，对每个安全件，外方都有详细的标准，相关零部件

都要经过可靠性、耐久性和疲劳等多项试验。

通常来说，生产厂家很容易仿造零部件的外形，但其内部强度、

材料选用、耐久性等是否符合标准，不经过测试，是得不到结果的。

国外零部件企业有很强的设计和检测能力，往往能在零部件设计和

生产中完成大量的测试。反观国内，零部件企业的产品设计开发能

力相对欠缺，产品测试也被忽视。

“汽车零部件测试标准和测试技术落后，已经在制约国内汽车

零部件产业的发展。”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汽车维修配件工作委

员会秘书长魏同伟如是感慨。

众所周知，检测检验认证与标准、计量并列，是质量基础设施

检验的三大支柱。因为检测检验认证服务业技术含量高，服务附

加值高，被视为发展潜力巨大的成长性产业。通常，50 亿元的检测

检验认证产值可能带动近千亿元的产业发展，成为许多政府机构

重点扶持的产业，如香港政府就将检测及认证服务业列入六大优

势产业之一。

Intertek 天祥集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885 年，100 多年来，该集

团逐步建立了遍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服务网络。20 多年

前，Intertek 开始在美国发展汽车零部件检测业务，并在美国建立了

测试实验室。该集团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柏学礼说：“在美国市场，汽

车后市场并不是高大上的行业，从维修地点的选择、零配件购买等，

都有一套完整多样的售后市场体系，消费者有多种选择。同时，美

国要求技术信息清单公开，例如公开电子设备维修记录、配件识别

数据等，同时还要求公开多品牌通用工具制造商的全功能性专业信

息。但美国并不要求所有汽车零配件都要统一编码和检测，车主可

以根据自己的消费能力，选择使用原厂件，或与原厂件质量相当的

零配件和其它零配件。”

根据 Intertek集团在美国的检测经验，柏学礼建议：“中国汽车零配

件在做统一编码时，要将优质的民营企业先纳入检测范畴，并作为试

点。将所有汽车零配件都统一编码和检测是不可能的，也无必要。”

半年前，国家相关部门去美国等发达国家考察，意在引入具有

国际权威的、规范的零部件认证第三方机构。“目的是扭转以前零部

件企业给点钱就能拿到认证书的状况。”引入证实企业和产品唯一

身份的全球统一配件代码，电商、物流、仓库出入都必须扫描，配件

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出了问题，就可以确定责任方。

柏学礼认为，这是大势所趋。中国是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和消费

国，汽车零部件检测被外包的需求将与日俱增。

最近，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

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将检测检验认证列

入 11 个重点关注和发展的领域。《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

第三方检测检验认证服务，鼓励不同所有制检测检验认证机构平等

参与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引导检测检验认证机构集聚发展，推

进整合业务相同或相近的检测检验认证机构；培育一批技术能力

强、服务水平高、规模效益好、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检测检验认证

集团。

据国家认监委统计，2013 年，检测检验市场规模为 1678 亿元，预

计 2014 年将达 2105 亿元，2015 年将达 2574 亿元。

种种迹象表明，检测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商机。柏学礼表示：“中

国是全球最具增长潜力的市场。检测行业不仅自身规模庞大，作为

生产性服务业，其未来发展前景可期。”

汽车零部件检测市场将现井喷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