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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汽车后市场被誉为汽车行业的“黄金产业”，国内外资

金纷纷介入，中国汽车后市场呈爆发式增长，但同时也导致行业竞

争无序，商家实力参差不齐。

另外，在政令标准方面，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汽车

后市场，尤其是汽配件的质量、规格、性能、结构等方面的技术指标

还未制定统一的规定和执行标准，也缺乏有效的第三方质量检测

机构对汽车零配件质量进行认证。

对上述诸多问题，《中国贸易报》邀请国内外专家出谋划策，指

点迷津。这些专家包括：美国合格零件协会（以下简称：CAPA）总

裁 Jack Gillis，Intertek 天祥集团全球汽车部总裁 Tim Hubbard 以及

中国区汽车部总经理陆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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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资深媒体人杨晓方。

治理汽配件市场 不惧失败再探新路
■ 主持人 本报记者 陶海青

新闻背景：

近 10 年来，中国汽车工业高速发展，汽车后

市场也呈井喷式爆发。中国汽车汽配用品行业

联合会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汽车维修业的

产值达到 5000 亿元，并以每年 10％以上的速度递

增。专家预测，到 2020年，我国维修业产值有望超

过 1 万亿元。但我国维修企业虽有 44 万家左右，

具有二类资质以上的却不到 1/3，导致汽车后市场

发展混乱，可以说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据央视“3.15”报道，仅对东风日产、上海大

众以及奔驰的 4S 店售后维修进行体验调查，遭

遇“小病大修”的占比高达 73%。显然，对汽车

“小病大修”已很普遍。由此，汽配件市场乱象

再次引起关注，并被推向风口浪尖。

主持人：从目前的现状看，反垄断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依然没有解决汽配件的生产源头和渠

道猫腻的陈年旧事。围绕质量、价格、售保等，依

然争议不断，就是行业高手，有时也无可奈何。听

说魏秘书长早在1997年就向政府提出治理汽车后

市场的混乱现状，并引进美国的管理经验，但最终

失败了。请问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中美汽车后市

场零部件行业有何不同？

魏同伟：多年来，中国汽车维修配件市场混

乱分散，真假配件混杂现象严重，已成顽疾，规

范维修配件市场难度很大，售后市场的混乱很

大程度上源于管理的混乱和认证标准的缺乏。

1997 年提出的治理方案和管理理念太超前了，

对当时的中国同仁来说，太过陌生，不符合中国

国情，所以失败了。

杨晓方：国内汽车市场上，整车厂垄断着原

厂件、汽车配件的流通渠道，倒逼消费者只能到

4S 店进行维修和服务，独立的售后网点很难与

4S 店竞争。作为在汽车业工作了 40 多年的老

人，对当年魏同伟的做法仍然记忆犹新。当年

他们确实获得了政府支持，但生不逢时，失败是

有理由的。我所担心的是，当年相关政府部门

不作为，或者说不会作为，现在就会了吗？当年

的路没走通，现在就能走通了吗？

Jack Gillis：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CAPA 被

中国政府认可并接受，我们很高兴，美国也看好

中国汽车后市场的前景。我此次前来，就是考察

中国市场。中国汽车后市场零部件行业与美国

有很大不同，与中国现有的业务模式相比，美国

大多数配件维修不是由授权经销商（4S 店）完成，

而是由独立汽修厂完成。希望 CAPA 能帮助中国

提高汽配件质量，提高汽配件的市场声誉。

点评：虽然 10 多年过去了，中国汽车零配件

市场的仓储分销商、物流和其他供应渠道的相

关信息依然难以获取，中国汽车零部件的分销

渠道依然低效，汽车零部件假冒伪劣依然严重，

假冒产品损害了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上的信

誉和口碑。

回望来路，曲曲折折，似乎又回到原点。政

府的相关部门是不是需要反省呢？

一个利好消息是，去年政府实施维修配件

打破垄断的政策，给国内汽配生产、流通企业

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打破垄断并不意味着所

有的配件都可以涌入市场，而是应该更规范、

有序地促进汽配市场发展，这就需要引入第三

方检测认证。

兜兜转转又回到原点

新闻背景：

去年年底，天津市召开“同质配件”试点工作启动会，成为全国第一个试点。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 1.4 亿辆，私人汽车 1 亿辆，巨大的保有量带来了汽车后市场的

快速增长。在汽车后市场中，配件又是最重要的环节。本次试点工作选择配件作为突破

口，通过推广同质配件，提升维修企业的管理水平。

主持人：去年印发的《关于促进汽车维修业转型升级提升服务质量的指导意见》鼓励维修

企业发展“同质配件”，即与原厂配件质量相当的配件，消费者也享有使用“同质配件”的权

利。请问：推广实施“同质配件”，将给产业链带来哪些影响？

魏同伟：《指导意见》属于行政指导行为，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于是，我们开始重新启动 10

多年前的方案，当然，也反复思索了失败的原因，加入了许多新的设想和措施，比如启动同质

配件试点。天津市政府特别支持。万事开头难，肯定会有很多的阻力，比如有些修理厂就是

不想用新的东西。实行同质配件后，与过去相比，维修配件费用至少降低 25%，客户还能够明

明白白消费，当然，也有助于打破 4S 店的垄断。估计今年 5 月份将向全国推广。

陆建：“同质配件”并非中国首创，在欧盟法律中有“质量相当配件”具体概念。发展“同

质配件”，OEM 厂商的配件将具有可替代品，有助于降低配件的价格，增加消费者的选

择。如果售后市场出现了可替代的“同质配件”，汽车维修价格和配件的价格肯定会

下降，最终受益的是客户。要求原件生产厂商要向独立售后市场开放，推广“同质

配件”，这是今后汽配件市场发展的一个方向。天祥集团作为中国汽车维修行业

协会汽车维修配件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会员单位，目前也在为行业协会起草

“同质配件”的技术行业标准。标准目前确定分 30 个大类，工作量很大。

Jack Gillis：目前，中国独立制造商没有获取原厂零配件技术规范的途径，而

第三方检测认证的目标是通过技术手段检验副厂件与原厂件是否性能相当，即“同

质配件”。第三方认证机构可以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后市场标准，并通过引入与

质量相当的同质配件，与整车厂及原厂配套零配件制造商形成更加公平的市场。

中国台湾汽车零件产业在售后维修市场的发展相当成熟，是全球最大的非原厂外观

碰撞零件的供货商，台湾汽配件厂商已成功获取CAPA认证，他们在研发、技术能力

及质量管理上已达到一定水平，尤其是车灯件如头灯、尾灯等产品令客户放心。

我建议，中国相关部门从“同质配件”入手，引入第三方检测认证，全面整合

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各项信息，搭建一个公正、权威的国际交流平台，推动中国

汽车零部件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尽快融入全球采购体系，这是大势所趋。

点评：必须提出的是，要想真正打破汽车零配件市场垄断，发展“同质配件”，还

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制定全国统一的汽车零配件质量鉴定

标准，以国家标准取代企业自行制定标准，保证鉴定标准的公正性、权威性。

与 10 多年前相比，建立第三方质量鉴定机构或是第三方独立的认证，是在重新探索

一条新路，但显然，这条新路上布满荆棘。

“同质配件”打破4S店垄断

CAPA认证助中国汽配件走出国门
新闻背景：

大约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美国市场上陆续出现了

一些事故车的更换部件，这些部件的原产地主要是墨西

哥和意大利。在 1979 年，台湾制造的雪佛兰 C10 皮卡第

一批车身碰撞部件出口并销往美国市场。

OES(原厂维修部件)是汽车制造商生产、用于汽车

维修的零部件。在后市场碰撞部件进入市场之前，OES

是事故车修复时需要进行更换的唯一性部件。因为没

有竞争，OES 车身部件价格非常昂贵。而台湾制造的车

身碰撞部件相比之下就显得便宜很多。

记者：美国是世界上汽车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汽车维修配件流通管理水平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

国汽车维修产品准入是如何进行的？美国政府对进入

市场的产品如何管理？台湾制造的车身碰撞部件对美

国市场有何影响？

Jack Gillis：美国汽车后市场有近 100 年历史，是一

个成熟市场。美国汽车维修产品准入主要实行的是自

我验证的模式，政府对进入市场的产品实行宽进严出的

管理。在美国，非原厂汽配件的价格同样低于原厂件，

台湾制造的车身碰撞部件价格低廉，很多保险公司会在

保证非原装零件质量安全和车主知情的基础上，通过提

供不同等级的保险费率，鼓励投保车主选用非原厂零件

以及台湾汽配件。因此，美国有超过 70%的零部件销售

和汽车售后服务由非整车厂授权的独立企业完成。为

保证非原厂件的质量，合格汽车零件协会制定了严格的

CAPA 质量标准，以原厂制造程序对非原厂件的质量进

行管控，再由第三方检测机构参与质量认证以确保非原

厂件的质量符合 CAPA 标准。

Tim Hubbard：台湾厂商 从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开 始 获

取 CAPA 认 证 ，进 入 美 国 市 场 ，从 而 迅 速 打 开 北 美

市 场 。 在 权 威 第 三 方 认 证 机 构 的 帮 助 下 ，目 前 全 球

市 场 上 的 非 原 厂 外 观 碰 撞 件 市 场 中 已 经 占 据

80% ～ 90% 的 市 场份额。

记者：作为国际权威的第三方机构，天祥集团如何

帮助中国汽配件走向北美市场？

Tim Hubbard：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实验室与汽车

售后配件验资机构，Intertek 天祥集团从 1991 年开始为

CAPA 提供验证服务。目前在美国密西根州、加州以及

台湾地区组成的 100 多人的技术团队以及各大实验，严

格执行 CAPA 标准，保证 CAPA 认证零件质量。对于需

要进入北美市场的中国厂商，天祥会遵照 CAPA 的质量

与技术标准，依照 CAPA 认证程序为厂商提供验证服务，

帮助中国厂商走向北美。

记者：经过 CAPA 认证后，中国汽配件是否可以借此

融入全球汽配件采购链中？

Jack Gillis：这是肯定的。以 CAPA 认证配件为代表

的美国汽车售后市场“质量相当配件”经过多年努力形

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相对成熟的运营体系。在美国质量

认证制度中，以 CAPA 认证被美国前十大保险产业公司

所认可，其验证制度针对汽车零件维修市场产品设立了

严谨的质量标准，产品必须通过一系列测试程序，才能

取得 CAPA 认证。取得认证的零件，其质量可与 OEM

零件媲美，甚至比其质量更好，所以获得 CAPA 认证的零

件能更容易进入美国市场，尤其以车灯件、保险杠这类

非常复杂的零件有更大优势。

中国汽车售后市场“ 同质配件”还处在起步阶段。

CAPA 的目的就是帮助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厂商提升质

量管理水平，通过加强 中 美 汽 车 售 后 市 场 同 质 配 件 领

域 的 交 流 与 合 作 ，推 动 同 质 配 件 在 中 国 汽 车 售 后 市

场 的 发 展，以 更 快 地 进 入 北 美 汽 车 售 后 市 场 。 CAPA

可 以 为 中 国 制 造 商 在 美 国 以 及 全 球 市 场 开 启 大 门 ，

提升厂商的销售额。另外，经过 CAPA 认证的汽配件

仍有相当大的市场空间。

Tim Hubbard：保险公司最关心的就是价格，经过

CAPA 认证的售后零件在质量上不低于原厂件，但在价

格上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在北美市场上，CAPA 认证配件

一直是各大保险公司的第一选择。

目前仅仅在美国，碰撞维修件市场年需求已经超过

150 亿美元，但中国大陆工厂在这一领域仍是空白，所以

经过 CAPA 认证的中国大陆工厂可以融入北美市场。同

时 CAPA 认证配件目前已经在澳大利亚、英国、土耳其、

南非、韩国等国家市场广泛认可。对于中国工厂而言，

可以迅速获得全球的认可。

点评：美国既是全球汽车制造王国,也是最大的消费

国，汽车市场形成对汽车零部件的庞大需求。在美国，

汽配件产业的竞争也同样激烈，但这一行业的毛利率普

遍都能达到 40%-50%。高毛利率并不仅仅取决于零部

件利润本身，同样也取决于服务，即零部件厂不仅仅帮

助维修厂提供相关解决方案，而且依靠各自的技术优势

打造成功的服务企业。

美国汽车零部件市场自始至终都把不断提高产品

质量和客户服务摆在首位，这是值得中国借鉴的，而从

CAPA 得到的经验或许能帮助中国解决质量认证的方法

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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