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克时艰：新冠疫情“大考”

下的中国汽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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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突发新冠疫情打断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正常运转。为帮助企业走出

困境，更好应对今后类似不可控风险，麦肯锡基于在供应链管理、全渠道

营销及工厂建设与运营等方面的经验，提出若干应对之举，希望对国内汽

车企业及供应链伙伴有所帮助，以期共克时艰。 

2022 年 3 月以来国内新冠疫情突发，给中国汽车行业带来巨大冲击，

打断了其正常运转。长春、吉林、上海及其毗邻的江浙地区，对中国汽车

产业稳健运行至关重要。以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为例，该地区整车产量约占

全国 15%~20%，零部件行业规模约占全国三成。此外，在绵密的供应链

传导下，密集布局该地区的诸多主流零部件企业，对下游整车厂商的辐射

范围远超长三角本地，遍及全国。有鉴于此，本次突发疫情造成的停工停

产，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影响很可能超过 2020 年年初的疫情。 

而且疫情影响并不仅限于生产端。在疫情突发前，市场广泛期待原定

于 2022 年 4 月举行的北京车展，因预计有多款全球及中国品牌的重磅智

能电动汽车会在本次车展集体亮相；但疫情导致本次车展被迫延期，这不

仅影响后续举办的成都、广州车展，也给车企新品牌、新车型发布及相关

营销、投产及上市策略实施带来巨大影响。 

与此同时，始于去年下半年的原材料与能源价格上涨，叠加“缺芯”

的持续影响，已经给汽车行业带来巨大经营压力（见图 1）。以新能源汽车

为代表的诸多整车厂商也因此开启了涨价潮。整体环境不确定与车价上扬

抑制了新车需求增长，而突发的停工停产更是令早已备受煎熬的汽车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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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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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下中国汽车行业困局，我们从供应端、营销端及生产端三方面

提出应对之策，这些举措不仅针对本轮“黑天鹅”，对车企今后应对其他

类似不可控事件也有借鉴意义。 

麦肯锡研究发现，对汽车供应链的突发冲击性事件虽然难以预测，但

却有规律可循（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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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规模、频次的突发事件对供应链的冲击不可精确预测，更遑论避

免；但企业并非只能“徒呼奈何”。我们认为，要实现未雨绸缪，全行业

需逐步改变传统学院式、追求成本及效率最优的供应链策略，转而以增强

供应链韧性为核心目标。面对接踵而至的各类突发事件，各级供应商及主

机厂长期奉行的 JIT 理念，可能已无法满足业务可持续性要求。在过去两年

世界其他地区疫情反复的过程中，国外部分企业已率先开展诸多供应链转

型实践，力图提高供应链韧性及可持续性（见图 3）。例如，麦肯锡全球供

应链领导者调研显示，73%的企业不满意疫情前的供应链布局，并表示将

通过提升关键物料库存水平、以及多来源采购等方式加以应对；同时，也

有 89%的企业意识到提升供应链韧性的重要性，并将持续监控供、需两端

风险以提前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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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我们认为企业可以通过三步走策略，逐渐从“救火式”应

急反应，转变为“常态化、高韧性供应链管理”（见图 4）：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0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