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上海國際汽車零配件、維修檢測診斷設備及服務用品展展後報導 

◎邱啟棠

一、展覽概況：    

  「2013 年上海國際汽車零配件、維修檢測診斷設備及服務用品展」

（Automechanika Shanghai）於 12 月 10 日至 13 日連續四天在上海新國際

博覽中心舉行，本展每年舉辦一次，自 2004 年起已連續舉辦 9 屆，由德國法

蘭克福展覽（上海）有限公司與中國汽車工業國際合作總公司共同主辦，此

展已經成長為規模僅次於德國法蘭克福展覽，全球第二大的 Automechanika

品牌展覽會，今年展覽共有來自全球 38 個國家、4,618 家廠商參加展覽，展

覽面積超過 21 萬平方公尺，含蓋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 17 個展覽館及 7 個室

外臨時展館，與去(2012)年相比較，參展廠商成長 12.3%，中國大陸有 4,095

家廠商參展(成長 12.0%)，海外廠商有 453 家參展(成長 15.4%)，其中台灣全

部有 161 家廠商參展(成長 15.0%)，本次展覽有澳大利亞、波蘭、突尼西亞、

德國、法國、韓國、馬來西亞、美國、日本、泰國、土耳其、西班牙、新加

坡、義大利、印度、英國和台灣等 17 個國家以國家館展出，為亞洲最大的汽

車零配件展覽會。    

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零配件館 W2 展館入口處 



REGISTRATION 處等待進展的人潮 

  展覽涵蓋汽車全產業鏈，包含汽車零配件、維修與保養及汽車用品改裝

等產品，與會買家可以在各個不同的主題展示區領略最新的產品及科技，本

屆展會繼續擴大「汽車新能源和再製造」專區，另外新增「商用車零配件品

牌專區」並邀請了 30 多位優質的海外汽車零配件買家前來專區交流及採購。

  隨著展覽規模的擴大，本屆展覽國際觀眾有來自澳大利亞、波蘭、俄羅

斯、韓國、馬來西亞、泰國、土耳其、印度等國，吸引超過 80,000 名買主前

來參觀，比上屆約成長 14.3%，在展覽期間同時舉辦 40 場論壇及洽談會活

動，使展覽豐富多元，主要的活動包括：2013(第六屆)國際汽車技術年會、

2013 年汽車售後市場高峰論壇、2013 年中國高新汽車國際峰會、2013 年中

國(上海)汽車用品終端營銷發展趨勢論壇、SAE 2013 汽車電子和動力總成技

術論壇、汽車空調行業發展研討會、汽車售後業專題研討會、中國(上海)電動

汽車國際示範區-電動車試乘體驗活動和中國商用車國際售後服務研討會暨

貿易對接洽談會等。 

  開幕典禮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盛大舉行，德國法蘭克福展覽總公司董

事會成員鮑思豐先生和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徐建先生共同為此

展拉開了序幕，徐建總經理表示展望展會的未來，應該以更宏觀的角度來看

待，汽車零配件行業未來發展須跟上國家經濟結構調整的腳步以及汽車行業

管理方式的創新，以帶來更加活躍的市場，未來除了穩定的規模成長外，此



展將會邁向結構更為合理、展品更加豐富、服務更具人性化的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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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館展出情形： 

  本會今年參展廠商共有 20 家，若含其他組團單位及自行報名參展的汽車

零配件廠商，本次共有 161 家台灣廠商參展，分別位於 W2 零配件專業館、

W3 維修工具專業館、以及 E1、E2 品牌綜合館，參觀人潮熱絡，主要參展產

品包括有發電機，起動馬達、變速箱齒輪、車燈、油封、油環、襯套、墊片、

煞車零件、汽車冷卻系統、變速箱零件、氣動螺絲起子，氣動板手，氣動鑽

等維修工具及其他相關材料產品等項目，展品多元化而豐富，涵蓋各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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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展示特殊車輛 

三、結論： 

  自釣魚台事件爆發之後，日系汽車及零件廠開始將投資中心轉向東南亞

市場，歐美汽車零件業持續擴大在中國市場投資，中國汽車市場 2013 年以德

系車獲益最多，占據中國乘用車市場絕對優勢，美系車緊隨其後，且隨著日

系車漸漸佔穩腳步，在日本汽車企業重估中國市場並看好中國大陸市場的潛

力下，2014 年中國大陸汽車市場格局仍可能產生變化。 

  近年來中國汽車市場無論是進口車還是國產車，價格均在走低，部分經

銷商為了增加銷量犧牲了利潤，行業的競爭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德系無疑成

為日系市場份額下滑，最大的受益者，年終臨近的中國汽車市場，2013 年汽

車產銷將突破 2050 萬輛，實現兩位數成長已經毫無疑問，合資品牌依然是今

年車市的大贏家，反觀大陸自主品牌，自 2010 以來市場份額連年下滑，大陸

自主汽車品牌發展仍需要時間及努力。 

  大陸自主汽車品牌要突出重圍很不容易，今年的自主品牌發展，有其可

圈可點之處，雖然市場占有率總體有所下滑，但是，新產品推出速度加快，

產品品質得到市場更多認可，品牌知名度在快速提升中。 

  展望 2014 年，隨著一線、二線城市紛紛採取限購措施，各汽車企業瞄準

三線、四線城市市場紛紛出招，明年的觸角將更加深入到次級市場中，合資



企業與自主品牌的競爭將更加激烈，然而，今後五年到十年內，中國汽車產

銷量成長速度達到 8%到 10%仍然是可以預期的。 

  只是當前中國大城市的交通擁堵已經司空見慣，許多城市中心道路的時

速低於 20 公裡/小時，這種現象也開始向三線、四線城市蔓延。“治堵”成為許

多城市管理者面臨的一道難題，一旦連三線、四線城市都跟風限購，汽車業

發展會步入相對困難期。 

  中國汽車企業集團自主研發能力依舊比較薄弱，缺乏具有自主知識產權

的核心技術，部分企業甚至形成了依靠外資合作對象不斷輸入新車型以維持

競爭的局面，自主汽車品牌在引擎開發總成技術和汽車電子控制技術方面仍

處於劣勢，前瞻性的基礎技術研發尤為薄弱。隨著中國汽車市場成長，中國

零件產業形成了兩萬多家企業的規模，但由於自主開發能力缺乏，以低附加

值產品居多等原因，市場競爭力隨著對新產品品質的要求，出現了日趨落敗

的趨勢，這一點在核心技術零件尤其明顯，在中國市場，主要汽車零部件幾

乎全部被國外廠商壟斷，本土品牌所佔份額寥寥無幾。 

  汽車電子化程度不斷提升，佔整車成本比例預計將達 40%，借助汽車電

子的應用提升汽車環保和節能、主/被動安全、車載資通訊及智慧汽車也是未

來發展的趨勢，台灣在 ICT 產業發展成熟，透過在 ICT 產業發展的基礎投入

汽車電子發展已展現豐碩成果，台灣廠商拓展中國及國際市場極具競爭力。

  2013 年 1-9 月台灣汽車零件出口至中國大陸受到之前釣魚台事件影響，

金額比 2012 年同期衰退 8.35%，然而，中國大陸汽車保有量仍持續增加，

汽車保有量已超過 1.3 億輛，帶動汽車產業繁榮，以及汽車零件及保養維修

用品的需求，台灣廠商潛在商機無限。 

  上海國際汽車零配件、維修檢測診斷設備及服務用品展也隨著中國汽車

市場和售後服務市場蓬勃發展，下一屆 2014 年展覽將於 12 月 9 日至 12 日

同地點舉行。 

本會會員廠參展名單 

No 公司名稱 主要產品中文名稱 

1 志揚興業有限公司 發電機、起動馬達。 

2 馥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變速箱齒輪、心軸。 

3 元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油封、油環、襯套、迫緊、防塵套、方向機



零件、底盤零件、剎車零件、汽門油封、各

種橡塑膠零件。 

4 緯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HID 燈、LED 燈、頭燈、尾燈、閃光燈、

轉向燈、霧燈、煞車燈、車邊(輻)燈、燈總

成、輔助燈。 

5 添興企業有限公司 
保險桿支架、葉子板固定扣、車門內外把

手、邊窗開關、工具箱開關。 

6 煌裕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橫拉桿、拉桿端頭、球形接頭、三腳架、卡

鈕。 

7 嘉韡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商用卡車車身零件、保桿、面板面罩、擋泥

板、後視鏡、車燈。 

8 興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空氣壓縮機系列、離合器泵系列、剎車活門

系列、乾燥器系列、變速補助缸系列。 

9 
佳欣光電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LED 白晝燈、LED 霧燈、LED 第三煞車燈

系列、LED 車內燈、LED 光電配件系列。 

10 臺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化學保養品、潤滑油品、燈泡系列、雨刷系

列、管夾、墊片、O 型環。 

11 
宏斌氣動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氣動螺絲起子、氣動板手、氣動鑽。 

12 印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引擎大修包、汽缸床墊片、進氣岐管墊片、

排氣岐管墊片。 

13 萬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汽車空調冷凝器、蒸發器、暖氣芯體、汽機

車水箱、油冷卻器、散熱模組研發製造。 

14 
南晃交通器材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碟式煞車片、鼓式煞車片、自動變速離合器

片、煞車環。 

15 
喬勝機動車配件有限公

司 

油封、O 型環、橡膠件汽車墊片、汽門油封、

噴漆槍。 

16 今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冷卻風扇、雨刷噴水總成、輔助水箱、雨刷

連桿、噴水馬達。 



17 懋懿有限公司 
電動窗開關、警示燈、LED 警示燈、LED

工作燈、濾清器。 

18 杉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氣動工具及配件。 

19 
國全精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六角鎖、車窗升降器、引擎蓋鎖、車門活頁、

後箱鎖。 

20 均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變速箱零件、變速箱齒輪、變速箱鍵、變速

箱撥叉、齒輪。 
 

（本文作者現任本會業務處專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