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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装器具对于汽车零部件运输、存储具有重要作用 

根据 GB/T 4122.1-2008《包装术语》的定义，包装是指为在流通过程中保护产品，方便

储运，促进销售，按一定技术方法而采用的容器、材料及辅助物等的总体名称。从产品生产

到消费的环节来划分，包装可进一步分为工业包装和商业包装，汽车零部件包装即属于工业

包装。 

 

 

 

 

 

 

 

资料来源：GB/T 4122.1-2008，弗若斯特沙利文 

汽车零部件的供应链物流中，需要包装器具（如下图所示车门料架）为产品提供支撑、

固定、保护等作用，避免零部件在运输、装卸、配送等过程中出现划伤、变形、断裂、掉落

等问题。包装器具的目的是保护零部件，包装器具的规划、设计是否科学合理，对于零部件

在供应链中的效率具有显著的影响。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弗若斯特沙利文 

汽车零部件包装方式根据包装件数、包装材料、包装程度、包装质地等，分为不同的包

装类型，如下图所示。 

商业包装 汽车零部件包装 

产品包装 

工业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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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专家访谈，弗若斯特沙利文 

除了以上几种分类方式外，汽车整车厂商还会根据零部件类型进行包装分类，一般分为

标准包装和非标准包装。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专家访谈，弗若斯特沙利文 

标准包装在汽车零部件包装中占据很大比重，约 90%左右的零部件可以采用标准包装方

式。尽管采用非标准包装的零部件数量只占 10%左右，但其占据包装总成本的比例达到了近

30%，可见非标包装器具具备更高的溢价空间。 

随着我国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汽车零部件产业也日渐繁荣，包装作为零部件运输和储

存过程中的必需部件，需求量也与日俱增。据统计，传统燃油车需要进行包装规划的零部件

超过 1200 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则需要超过 1500 种，其对包装器具服务商的规划、设计

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 

不同的零部件具有各样的尺寸和不同的应用环境。因而，零部件在运输或存储过程中也

会面临各种风险。整车厂商或零部件供应商需要与包装服务商进行合作，对每个车型的零部

件包装进行科学规划，以提升物流效率、控制风险、降低成本。 

整体来看，汽车零部件包装器具应用到汽车零部件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需要具备以下特

征：1）有效防水、防尘、防锈等，保障汽车零部件安全；2）质量过关，保障运输、储存过

程中汽车零部件的品质；3）合理规划和设计，提高汽车零部件的装载效率和空间利用率，

降低供应商成本；4）满足零部件取放的人机工程，提高产线生产效率；5）面向标准化设计，

实现器具生产的规模效应；6）实施环保理念，使用可循环、可降解的包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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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专家访谈，弗若斯特沙利文 

2. 包装器具业务模式主要包括“一体化”和“分包”两种 

完整的包装器具业务流程包括汽车零部件包装器具的规划、设计、生产制造等环节。整

车厂商与包装服务商之间的合作要有可持续性，要能对整车厂商未来包装业务的优化与升级

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弗若斯特沙利文 

⚫ 规划  

包装器具的规划环节是整个流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关系到后期包装项目的质量和效率。

整车厂商或相关服务商会基于目标车型，根据不同零部件的设计特点和尺寸规格，制定每个

零部件在包装、装卸、运输等环节的包装策略，如标准包装、非标准包装等，并形成完整的

包装方案，贯穿于整个车型的包装项目过程中。 

⚫ 设计  

包装设计是在包装方案形成之后的重要环节。根据包装方案，整车厂商或包装服务商要

详细研究零部件的规格、外形、选材、工况等信息，进行包装器具的概念设计、样架制作与

测试、图纸确定等工作。定稿的图纸会交给包装器具生产车间或其他企业，完成最终的包装

产品制造。 

⚫ 制造  

制造是整个流程的最后一个环节。相对而言，包装器具没有特别复杂的表面或结构要求，

制造工艺比较成熟，服务商对制造业务既可能采取全部自制的模式，也可能将部分或全部制

造业务外发给其他厂家。 

在包装器具生产制造完成后，整车厂商会组织进行包装器具的审核与验收，要求服务商

基于验收报告进行整改，并在一定期限内进行后续验收安排。终验收合格的产品，一般由整

车厂商安排给相关的零部件厂家，在零部件运输等过程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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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环节中，规划是最重要的环节，需要对上千种汽车零部件的包装模式进行分析与

确定，也是不同整车厂商与包装服务商之间业务模式的区别所在。基于整车厂商的内部架构

以及业务重心不同，加之品牌发展因素的影响，国内整车厂商在零部件包装器具业务上采用

了不同的项目模式，其在包装业务上面既有共通之处，也存在明显不同。 

根据包装服务商的专业性以及和整车厂商的合作深度，可将包装业务分为 4 个等级：1

级，包装服务商只承担包装器具的制造工作；2 级，包装服务商能根据整车厂商的要求，进

行包装器具的设计；3 级，包装服务商能够介入整车厂商的包装方案制定中，为整车厂商提

供系统的零部件包装方案规划咨询；4 级，在这个级别中，包装服务商可以参与到整车厂商

的同步工程中，与整车厂商基于包装规划进行零部件的开发交流。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弗若斯特沙利文 

在包装器具的服务演变过程中，满足第 3 个等级及以上要求的，通常被业内视为提供一

体化包装服务的业务模式。相对地，如果没有实现第 3 个等级及以上要求的，则被理解为包

装器具的分包业务模式。 

⚫ 一体化  

整车厂商将包装业务统筹给包装服务商，包装服务商负责整个车型的包装规划、设计以

及制造，整车厂商只负责项目的发包以及验收等工作。一体化业务模式需要包装服务商具备

较强的包装规划能力，拥有成熟的包装设计和管理经验。 

包装一体化将包装器具规划、设计、制造等进行了有机的统一，既对包装服务商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也为整车厂商在包装业务方面拓宽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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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专家访谈，弗若斯特沙利文 

⚫ 分包  

整车厂商对整个包装业务进行统一管理和规划，并将设计、制造等部分环节外发给一家

或多家包装服务商。整车厂商在分包模式中拥有主导权，包装服务商只需根据要求完成设计

或制造任务。 

3. “一体化”包装业务模式仅少数整车厂商开展应用 

为了对国内汽车厂商的包装业务模式进行分析与研究，首先对 2020 年中国市场的合资

车企和自主品牌车企的销量进行了统计。 

2020 年，合资品牌 Top10 包括德系品牌一汽大众、上汽大众、北京奔驰；日系品牌东

风日产、东风本田、广汽本田、一汽丰田、广汽丰田；美系品牌上汽通用、上汽通用五菱。

其中，一汽大众是 2020 年国内唯一销量突破 200 万辆的车企。在合资品牌中，上汽通用较

早就采用了一体化包装业务的模式。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弗若斯特沙利文 

凭借高性价比的优势，自主品牌汽车近几年发展迅速，领先品牌包括吉利汽车、长安汽

车和长城汽车，吉利汽车是 2020 年国内唯一销量突破 100 万辆的自主品牌车企。在自主品

牌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其包装业务也渐渐向国际领先水平看齐，如上汽乘用车与安吉智行面

207.1 

150.6 

146.7 

122.5 

85.0 

83.7 

80.6 

77.9 

76.5 

61.1 

0 50 100 150 200 250

一汽大众

上汽大众

上汽通用

东风日产

东风本田

上汽通用五菱

广汽本田

一汽丰田

广汽丰田

北京奔驰

2020年合资品牌车企销量前十名

万辆



 

G r o w t h  P a r t n e r s h i p  C o m p a n y  

2021-02-08 弗若斯特沙利文（北京）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Page8 Total 11 

向一体化包装方向开展尝试与探索。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弗若斯特沙利文 

基于 2020 年国内市场销量表现排名靠前的车企中，兼顾美系、日系、德系的不同，同

时考虑部分发展迅速的新能源汽车厂商，以十家企业为例，对其采用的包装业务模式进行了

分析，如下图所示。 

 

 规划 设计 制造 

上汽通用    
上汽乘用车    
捷豹路虎    
上汽大众    
吉利汽车    
长安福特    

蔚来    
特斯拉    

广汽本田    
东风本田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弗若斯特沙利文 

     左边图形代表服务商参与整车厂商包装业务相关环节的程度，由低到高 

 

在上述厂家中，上汽通用采用了完全的一体化业务模式，而上汽乘用车、捷豹路虎等厂

家，则实现了部分一体化。部分一体化是指这些厂商在部分车型或某一车型的部分零件方面，

由包装服务商负责。具体到车系方面，德系、美系以及部分造车新势力企业，对一体化接受

程度较高，而日系车企采用一体化的较少，车企自身掌控着包装规划以至包装设计过程，仅

将包装器具制造外协。 

从整车厂商目前实施包装一体化的程度，以及未来对于实施包装一体化的意愿来看，上

汽通用处于行业领先位置，造车新势力如蔚来、特斯拉等开放程度较高，未来将面向包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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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方向发展。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弗若斯特沙利文 

面对包装一体化的业务发展趋势，国内包装器具服务商如联明包装、中久科技等已经开

展了相关业务，积累了一体化包装规划、设计的经验。安吉智行也逐步通过和上汽乘用车的

合作，开展包装一体化方向的探索。 

 

服务商名称 主要客户 
包装能力 

规划 设计 制造 

安吉智行物流 上汽乘用车    
中久科技 捷豹路虎，吉利沃尔沃    
联明包装 上汽通用    
宁波喜悦 一汽大众、上汽大众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专家访谈，弗若斯特沙利文 

     左边图形代表服务商参与整车厂商包装规划、设计及制造管理等环节的

程度，由低到高 

 

上汽集团某物流专家称“决定包装服务商是否具备一体化服务能力的关键是包装规划”。

目前，中久科技和联明包装具备了延伸到包装规划环节的能力，如联明包装已为上汽通用等

知名整车厂商完成超过 120 个完整车型的整车包装规划项目。 

4. 包装一体化可解决行业痛点，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据中久科技某包装专家称“在汽车零部件包装业务中，依然有一些行业痛点亟需解决，

例如服务商经验欠缺，对汽车零部件的熟悉程度有待提升，不了解某些零部件的特定属性，

在器具维护上没有体系等”。据北汽新能源某物流规划专家称“服务商对汽车零部件的熟悉程

度有待提升，是否具备规划、设计经验及应用案例，是整车厂商考量服务商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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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专家访谈，弗若斯特沙利文 

当前，大多数整车厂商仍掌握着包装规划的主导权。从包装业务发展角度来讲，这样有

利于加强整车厂商对整体业务的把握与掌控，提高应对风险的管理能力，加强内部业务的协

同性。但随着汽车产业链结构的变化，整车厂商逐渐将非核心业务外包，以聚焦关键技术、

降低成本。长远来看，汽车零部件包装“一体化”在零部件包装业务中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空

间。 

据延锋伟世通某资深包装规划专家称“包装一体化有利于实现包装环节的标准化，便于

整车厂商批量采购、统一管理，进一步降低供应链的运输成本”。据上汽集团某物流工程专

家称“一体化有利于料架质量状态的统一，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 

通过对包装器具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分析，包装一体化主要优势包括 1）实现汽车零部件

供应链的成本优化。2）便于把控包装器具的质量来保证汽车零部件的运输、储存质量。3）

通过包装一体化，实现包装业务各个环节的统一管理。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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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优化优势  

汽车零部件具备规模效应，降本增效一直是所有整车厂商关注的重要课题。采用“一体

化”模式的整车厂商，除配备必要的项目管理人员外，无需建立庞大的包装规划、设计团队，

极大地缩小了人员规模。 

同时，包装一体化通过规划、设计、制造环节的合理调配，有助于实现提升包装器具装

载效率和空间利用率，进一步降低了远程物流运输成本以及运营管控成本。 

⚫ 统一管理优势  

与供应商的合作关系是整车厂商的另一个重要关注点。在“一体化“模式中，通过将包装

业务与少数几家、甚至一家服务商合作，服务商负责从前期规划到后期制造的整体过程，整

车厂商只需对关键项目节点进行检查，极大地提升了管理效率。 

而在分包模式中，整车厂商可能要面对多家供应商，业务流程很难做到很好的衔接。从

管理的便捷与高效方面来看，“一体化”模式将对整车厂商业务流程的畅通性起到很好的促进

作用。 

⚫ 质量保障优势  

抛开成本、管理等因素，从零部件包装的核心作用——对零部件的保护方面来看，“一

体化”模式同样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在“一体化”模式中，规划和设计由一家服务商统筹完成，

前后环节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同一家服务商在做包装规划时，就会将自身的设计理念和能力

考虑在内，因而包装规划方案与设计实际高度契合，设计理念能很好地反映包装规划要求。

通过“一体化”模式开发的零部件包装，产品质量能很好地符合规划需要。 

⚫ 零部件包装标准化优势 

以往，由于不同厂家包装标准不一，零部件厂家使用的包装材料和规格有所差别，产品

在物流过程中会进行多次换箱和运输设备调整等工作，增加了运输时间和工作量，降低了物

流效率。今后，在“一体化“模式中，通过包装服务商深度参与各整车厂商的业务流程，在满

足不同整车厂商需要的基础上，形成比较统一的零部件包装标准，建立完善的零部件包装标

准化体系，从而促进物流效率提升和物流成本降低。 

⚫ 推动包装技术不断提升 

具备包装规划能力的服务商通过协同规划、设计、制造环节，实现新技术的整体应用，

全方位服务于整车厂商的汽车零部件包装业务，实现行业技术的整体提升。 

例如，在汽车运输中，防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要求。汽车零部件以金属材料为主，如果

受到空气和水的侵袭，易对零部件造成损坏，甚至会影响整车厂商的产线运营。金属材料的

常用防锈方法有防锈油脂封存、封套防锈包装和可剥性塑料等。在不方便使用上述方法的场

景，可以采用 VCI(Volatile Corrosion Inhibitor)，即气相防锈方法，这是一种与传统方法具有较

大不同的新型防锈方法。通过采用“一体化“模式，可以更好地将新技术应用到包装实践中，

从而推动整个行业的进步。 

正如某整车厂商物流专家提到“包装器具服务商需要像整车厂商研发汽车零部件一样开

发包装器具”，对包装器具服务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体化包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整车

厂商面临的包装业务问题，将得到其青睐。 

整体来看，包装器具对汽车零部件供应链具备至关重要的作用，包装一体化模式具备实

现降低供应链成本，业务环节统一管理，质量保障，包装标准化等诸多优势，将成为未来整

车厂商包装业务的主要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