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账期游戏
汽车中小零部件企业陷入生死局

06业链产
2025 年 5 月 16 日 星期五 责编 罗文 美编 秦刚 图编 胡颖 校审 黄颖

长账期与“寄售制”

在广州某企业的汽车事业部主管
李峰看来，国内汽车主机厂通过承兑汇
票转移财务压力，而国有银行通过贴现
利息从中获利，车企普遍将供应商视为

“无息资金池”。
自主汽车企业通常在账期上有着

复杂设计。以某车企为例，其“60天账
期+180天供应链金融”模式将回款周
期拉长至8个月。该车企的供应链金
融主要表现为商业承兑汇票，只能在内
部生态流通，一旦企业资金链断裂，供
应商手中的票据将沦为废纸。

国内不少主机厂，大多采用“90天
或120天账期+180天银行承兑”的组
合账期设计，导致供应商全年资金被冻
结。曾有某车企下属企业抛出200万
元电驱壳体订单，但因账期过长、利润
微薄，李峰最终选择放弃。

另外，国内通行的“寄售制”加剧了
供应商的被动。主机厂要求供应商在
厂区周边自建仓库，货物被提上生产线
后才触发交易流程。吉利等主机厂时
常临时变更提货量，导致大量库存积压
在第三方仓库，供应商需提前1—2个
月垫付原材料和生产成本。

更严峻的是，账期计算从“车企挂
账日”开始，集中挂账、集中付款等规
则又让供应商被动让渡1个月资金使
用权。从供应商投入资金购买原材
料、生产、交货到开始挂账，其间至少
要经历2个月的时间，再加上几个月的
账期与等待承兑汇票到期，供应商的
回款周期最少也要10个月之久。在
这种情况下，若某供应商月均向车企
供货1000万元，其被占压资金将达1
亿元，这相当于中小企业的入场门槛
被抬高了10倍。

李峰指出，主机厂在规模做大后，
常常以订单要求供应商接受长账期，后
者要么接受要么退出。猎豹、华晨、力
帆等企业的倒闭事件中，已暴露出长账
期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供应商坏账蔓
延，最终拖垮整条产业链。

相较于自主车企，合资车企的整体
账期情况要好一些，基本在45天到60
天。但近几年合资车企也逐渐“中国
化”：通用汽车三年前开始推行承兑汇
票，博世等跨国巨头也将账期从60天
延长至120天。不过，合资企业仍在坚
持以取货制方式与供应商进行交易，即
派车到供应商处取货，货一出厂就算交
付，并开始计算账期天数，这中间并没
有产生拖延。

新势力车企方面，由于采购商品的
需求小且企业发展尚不稳定等原因，在
与供应商谈判时并不占据优势地位，因
此，供应商和新势力品牌做生意的付款
条件通常比较严苛。

李峰认为，若能将账期统一压缩至

60天，整个供应链的资金周转效率将
显著提升，企业可将精力聚焦于技术创
新而非金融博弈。

现金流周转不过来

王海在北方某城市经营一家中等
规模塑料企业，他的公司在汽车行业中
主要作为二级供应商，给主机厂的一级
供应商做配套生产，下游服务主机厂包
括奇瑞、吉利等。但进入汽车行业后，
王海发现生意并不好做，因为需要前期
垫付很多资金。

“主机厂账期都差不多，基本上是
90天到 120天，之后拿到商业承兑。
承兑一般是半年，更长的有一年，从我
们投入资金开始到拿到回款整个过程
接近一年时间。”王海表示，上游是这
样一个付款方式，下游也一样，甚至账
期更长。

塑料企业的上游供应商都是一些
大企业，付款条件非常严苛。王海公司
的上游供应商包括国内的中石化、中石
油，国外的巴斯夫等，它们对货款要求
大多为现付，有的甚至还需要预付款。

对上游要预付，下游回款周期又太
长，加之行业竞争激烈，夹在中间的中
小塑料企业生存压力巨大。

即便已经是行业内中等规模的企
业，王海的公司仍要为现金流发愁。因
为现金流周转不过来，为了保持企业的
正常运转，王海很多时候都要用承兑汇
票找下游大企业贴现，而半年的承兑汇
票，贴现一般需要支付2到3个点的利
息，远高于银行利息。

中等规模的企业尚且如此，小企业
的生存则更加艰难。由于要不到账而
倒闭的小企业，王海见过很多。“原来有
一家安徽的塑料企业，就是因为自己的
资金状态不好，被拖欠的货款太多，最
后倒闭了。”2024年，王海看到多个案
例，起因均为企业前期给下游放账期太
长，最后下游老板破产跑路，涉及的资
金有几个亿。在王海看来，这样的案例
如果太多，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产
生不利影响。

国务院下发的《条例》，让王海看到
了一丝希望，他呼吁政府能出台更为严
苛的法律法规，对账期问题进行管控，
给讨账的企业予以支持，对赖账企业进
行惩戒。

中外资企业账期有别

与国内充满变数的承兑规则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出口市场结算带来的确
定性更高。这也让李峰等中小企业主，
更多目光聚焦在海外市场。

即便是一些主要做外资生意的企
业，同样感受到压力，原因在于外资企
业虽然付款账期短，但数量、规模上远
不如内资企业，如果只与外资企业做
生意，就面临发展缓慢、企业规模做不
大等困境。而想要借力国内大型企业
实现快速成长，又必须解决现金流的
问题。

陈明作为华东地区某工业机器人
企业的负责人，他经常要与中外资企业
对接。他原本在某日本企业发展，
2000年之后回到国内创业，进入工业
机器人市场，服务汽车、家电、3C、医
疗、日化、食品等众多行业。

在发展早期，陈明创办的企业百分
之八九十的订单来自外资企业。对于
内资企业的订单，陈明直言账期是一个
重要问题。

陈明表示，外资企业客户的账期
都非常好，下订单的时候就

给 30%到 50%甚
至 60%

的预付款；发货时又给20%到40%的
发货款，最后剩的10%到30%的尾款，
1到2个月之内会基本结清。“回头想
想，这些企业的付款条件已经比国内企
业不知道好多少，再差的也就是4个月
结账。”陈明称，和外资企业做生意从来
不需要催账，因为它们走的是ERP（自
动化办公）系统，采购严格按照合同执
行。而国内企业是“签合同容易，付款
执行难”。

陈明做生意有着自己的原则：一是
客户挑着做；二是，对于信誉不好、账期
太长的企业，选择通过代理商间接供
货，以避免风险。

对于一些风险较大的客户，即便是
订单金额巨大，陈明也会直接放弃。“某
车企现在在采购工业机器人，它一采购
就是按亿计算。它从六七家企业那里
买了注塑机床，这些企业都是我们的合
作伙伴，正常我们一般是会跟着合作伙
伴一起进去的（进入某车企供应链），但
是它们（合作伙伴）要求货款背靠背，我
直接就拒绝了。”

在陈明看来，账期是对商业环境好
坏进行判断的一个主要依据。现在国
内的商业环境存在恶意拖欠货款、滥用
承兑汇票的乱象。对于《条例》，陈明认
为:“我们最希望的是规定能严格执行
到位，拯救恶劣的账期环境。让中小企
业有尊严地活下去，有钱能投入研发，
而且做出高端的产品，跳出一直做低端
的泥潭，真正实现中国富强梦。”

万亿级产业链存危机

长账期本质是主机厂将资金压力向
供应链转嫁的金融游戏。数据显示，
2022年国内上市车企应付账款平均周
转天数达156天，部分企业超过200天，
而德、日车企普遍控制在60天以内。

中国汽车行业畸形的账期生态正
引发多重危机：一是中小企业利润被账
期成本吞噬，无力投入研发，导致企业
技术落后，产品竞争力不足；二是一旦
主机厂出现经营危机，供应链将集体受
波及；三是商业环境恶化可能引发产业
链外迁的风险。

针对《条例》的落地，多位受访者指
出，核心在于违法成本过低。“大企业违
约后，法院执行率不足30%，且少有法
人被追责。”某法律界人士称。若要破
局，除强化执法外，更需建立供应链金
融创新机制——新加坡的“反向保理”
模式中，银行基于主机厂信用为上游放
款，或可成为借鉴方向。

在中国汽车产业持续增长的光环
下，中小企业的生存之战仍在持续。
在“做大做强”的同时，让广大中小企
业也能从中获益，这将关乎整个行业
的未来。

据经济参考报、中经网

中国汽车产业连续
14 年蝉联全球产销第
一，尤其是凭借新能源汽
车实现弯道超车，成为全
球汽车产业转型的领跑
者。然而，在这条万亿级
产业链的底层，数以万计
的中小零部件企业正深
陷一场无声的“账期战”。

今年前4个月我国汽车
产销量首次双超千万辆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公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汽车产销量历史上首次双双突破
1000万辆。

据统计，今年1至4月份，我
国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017.5
万辆和100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2.9%和10.8%。其中，新能源汽
车产销量分别完成442.9万辆和
430万辆，同比分别增长48.3%
和46.2%，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
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2.7%。

在出口方面，今年1至4月
份，汽车出口193.7万辆，同比增
长 6%。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64.2 万辆，同比增长 52.6%。

据经济日报

索赔1000万元
阿维塔起诉某汽车博主

5月12日，继阿维塔法务部
发布律师函和阿维塔直播实测风
阻系数后，此前宣称阿维塔风阻
系数造假的博主“苏黎世贝勒爷”
公开道歉，但这起事件并未到此
结束，“苏黎世贝勒爷”在道歉视
频中暗指阿维塔直播测试使用的
是原型车。

对于博主“苏黎世贝勒爷”的
再次挑衅，阿维塔法务部发布微
博表示：“自媒体‘苏黎世贝勒爷’
在其发布的所谓道歉视频中，断
章取义，偷换概念，将阿维塔风阻
直播测试的量产车说为原型车，
蓄意制造舆论混淆，进一步误导
公众对测试结果和我司产品的认
知，对我司品牌形象造成进一步
侵害。对此，我司已依法提起民
事诉讼，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权行
为，并赔偿人民币1000万元的经
济与商誉损失。”

据新重庆-上游财经

工人在离合器生产车间作业

相关

汽车零部件生产车间，工人在检查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