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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品牌运营对标分析的背景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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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资源为王时代的结束和新型互联网营销模式的双重冲击，中国汽车经销商面临了前所未有的

挑战，从粗放式运营进入有赢有亏的新时期，如何转型升级，怎样精细化管理和运营至关重要。

运营对标分析能够帮助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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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将愈发激烈

➢ 不同的发展理念和不同的国情，造就了风格迥异的5大车系。他们

在国内市场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体现出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汽

车市场的包容性和多样性

➢ “欧美日韩中”各系车型从未停止博弈，各系车型都有自身的铁

打地盘和薄弱区域。区域性的突破与企业品牌密切相关，也与当

地渠道的能力不可分割，1个点占有率的变化都极其困难

➢ 本报告所有数据均来自于”2018经销商百强集团及单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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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三个维度的数据对比，分析品牌竞争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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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表现

衡量品牌的总体盈利规模、

盈利效率情况

业务规模表现

衡量品牌的业务经营规模，包

括新车、售后、衍生等业务

风险控制表现

衡量品牌的业务运营风险，包

括新车、售后、衍生等

综合能力表现

综合盈利能力、企业规模和

风险控制来衡量品牌竞争力

注：根据品牌在相关指标上的得分表现，给予红黄绿灯示意。具体衡量相关能力的指标见随后页码



盈利能力 - 单店总体盈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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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系、日系品牌的单店总体盈利较高；韩系、中系相对较低，韩系主要受新车环节下降影响，而中系则是

售后环节盈利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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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 - 单店整车销售盈利表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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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系的单车价格及单车毛利均为最高，主要是因为欧系中的豪华品牌数量较多

⚫ 韩系的单车毛利远低于其他系别，显示其新车销售压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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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单车毛利为GP2，包含返利，但不含新车衍生毛利



盈利能力 - 单店整车销售盈利表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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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车销售板块，日系和中系的盈利能力表现相对较好，韩系表现最差

⚫ 从品牌级别看，主流合资品牌的毛利率较低，可以说是在豪华和自主品牌的夹缝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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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整车销售毛利，包含返利，但不含新车衍生毛利



盈利能力 - 单店售后服务盈利表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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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系的单车产值及单车毛利最高，中系则相对较低，显示中系的售后服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 日系的单车产值虽低于美系，但其单车毛利却略高于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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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 - 单店售后服务盈利表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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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系售后服务毛利率最高，希望能通过售后的盈利来缓解新车销售的压力

⚫ 欧系、日系的售后毛利率次之，但仍高于40%，美系、中系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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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规模 - 单店总体规模表现

数据来源:

⚫ 在营收规模上，欧系体量最大，美系和日系居中，韩系和中系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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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规模 - 单店整车销售规模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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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车销售收入规模，欧系最高，中系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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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规模 - 单店售后服务规模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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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后业务规模来看，仍是欧系最高，日系和韩系居中，中系表现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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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控制 - 单店总体风险控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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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系的非新车毛利占比最高，主要是因为新车销售受阻，新车环节的毛利偏低所致

⚫ 欧系、美系、日系的表现相当，中系占比最低，显示中系品牌的新车盈利仍占据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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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控制 - 单店整车销售风险控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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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系、日系的衍生毛利体量最大，中系相对较小

⚫ 从GP3来看，中系、日系的盈利能力最强，韩系则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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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GP3整车销售毛利率，包含返利及新车衍生业务综合毛利



风险控制 - 单店售后服务风险控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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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系的零服吸收率最高，其虽在新车销售环节受困，但其售后业务规模及盈利能力仍然较强

⚫ 美系和中系的零服吸收率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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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集团数据结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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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盈利能力榜单 - 税前利润率（豪华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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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盈利能力榜单 - 税前利润率（主流合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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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盈利能力榜单 - 税前利润率（自主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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