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购战略三步走，助力车企

应对供应链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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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市场环境瞬息万变，大宗商品、原材料等价格频繁遭遇“过山

车”，对于首席采购官（CPO）们而言，决策艰难程度实属罕见。有鉴于

此，采购部门亟需部署一系列跨职能抓手，力求在降本增效的同时，提升

组织韧性。 

受新冠疫情冲击、贸易政策转变、能源结构转型等宏观因素的叠加影

响，全球经济几十年来的利好形势急速扭转，复杂的国际形势也为区域乃

至全球的贸易平衡带来了冲击。在国内，疫情反复、产业升级、能源转型、

“双碳”目标等因素，亦增加了采购环境整体复杂程度。 

此外，汽车行业的转型也将引发供应链格局出现剧烈的变革。汽车行

业“新四化”将引入人工智能、通信、互联网等领域的玩家，而这些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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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巨头的入局，将使产业链上各自的角色更为动态，今天的供应商可能会

是明天的竞争者。新入局智能玩家的软硬件打包销售商业模式则会导致供

应链变得更不透明。同时，汽车的主要利润池将从硬件制造、硬件组装、

汽车金融等转移到软件开发、车联网和出行，传统供应链的成本压力会随

之提高。在合作模式上，供应商和主机厂也将不再是单一的供应关系，而

是成为开发和运营的合作伙伴，单一采购与平台锁定率将提高。 

在艰难的市场大环境以及变革的行业产业链之下，汽车行业 CPO 更应

放眼未来，从长远计，培育利器，应对挑战。 

本文将聚焦宏观环境、问题分析和解决路线三个方面，帮助行业 CPO

从容驾驭市场波澜。首先，在“宏观环境缩影”部分，我们对中国的价格

波动、疫情反复、国际博弈、供应短缺四大方面进行了简述（见图 1）。其

次，我们罗列了 CPO 在评估组织准备情况时，需针对自身运营模式和组织

架构反思的五大核心自评问题。最后，我们绘制了一份采购战略路线图，

按时间顺序击破采购在短中长期应对的严峻挑战（见图 2）。 



 

 - 4 - 

 

一、宏观环境缩影 

价格波动 

过去一两年间，由于世界主要经济体持续推出货币宽松政策，汽车行

业上游多项关键原料品类价格，总体呈通胀趋势且在区间内出现大幅价格

波动。疫情暴发以来，国内橡胶价格涨幅在达到 60%后，又距离最高点降

低~30%；同样，钢铁价格和煤炭价格在一度涨幅 70%+、100%+后，又

出现小幅回落。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中国 2022 年 1 月份的 PPI

同比涨幅 9.1%，到 2022 年 12 月份又骤降至-0.8%。通胀和价格波动大

大加剧了采购端维持低成本的压力。 

国际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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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际形势愈益复杂多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2022 年上半年

的地缘政治冲突引发世界范围内的供应链危机。同时，“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和“亚太经济架构”（IPEF）并存，地区贸易政策

走向尚不明朗。上述挑战让国内汽车企业在芯片、智能座舱、高级驾驶辅

助系统（ADAS）等关键技术和零部件的采购和成本上压力倍增。 

供应短缺 

在宏观和微观因素的夹击之下，原材料供给和物流运输遭受多重打击。

例如，以芯片为首的高科技零件出现严重的供应短缺，影响波及众多企业。

中长期来看，这一局面或将持续存在。为了提升供应链韧性，领先的汽车

企业已纷纷开始优化库存管理，并着手重新布局供应体系。 

二、五大核心自评问题 

面对变化多端的内外部环境，采购部门亟需调整自身的管理实践、能

力建设和供应链生态系统，而不是简单地复用曾经的应对招数。譬如，汽

车行业曾经一年只需更新一次采购标书便可降低 3%采购成本，这样的时代

早已一去不复返。面对市场环境的跌宕起伏，采购部门可抓住这个独一无

二的机遇期，制定更加宏伟的计划，扩大团队的职能范围，招募新人才，

打造新能力，部署新系统。我们罗列了五大核心要点问题，旨在帮助 CPO

评估组织当前的准备情况。 

三、采购战略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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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们为企业绘制了一份采购战略路线图，其中

包括三大阶段共 12 个主要行动主题（见图 2）。路线图以采购职能为核心，

旨在推动组织上下及时应对市场变化，优化公司运营模式，确保组织韧性

和效率的不断提升。 

 

第一阶段  量化风险，为跨职能举措铺路 

对任何组织而言，量化通货膨胀对支出的影响均至关重要。 

采购部门需通过打造支出透明度，按类别和地域来观测成本通胀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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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波动。组织若想获取这些洞见，需对供应链基础及其背后的经济驱动因

素进行深入了解。越来越多的领先企业正在通过指数对标和应有成本分析

确定风险领域，并基于这些数据与供应商开展讨论。 

部分企业由于主要商品类别无法轻易与指数关联，难以清晰看到投入

成本的变化，也无法利用期货进行品类管理，面临的挑战也最为严峻。针

对这些困境，企业可以借助白纸分析、内嵌式成本分析、合成指数对标以

及供应市场深度分析等工具，了解真实风险，并建立强大的数据库提供参

考。 

实现风险量化后，企业便可在指挥中心动员跨职能团队，全力保护利

润率。例如，某日本整车巨头在保护利润率和提高供应链韧性方面大胆革

新，建立采购控制塔和专项小组垂直管控，推动建立关键单一来源零件供

应商的库存标准化持有要求，或要求其通过防震设施或在另一地区建造二

级设施来保证连续生产；同时通过与一级、二级甚至三级供应商的垂直合

作，在统一协调利润分配的同时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二阶段  保供降本，应对价格波动 

为了减轻采购风险，企业可部署一系列商业、技术抓手。 

商业抓手 

寻找更多采购渠道，扩大供应商选择范围，并考虑对部分关键品类的

供应商进行重新布局。针对风险较大、断货可能性较高的品类，可另外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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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2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