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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概覽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閱讀本文件時，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覽。

本節所列資料來源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以及各類官方或公開出版物。來自弗若斯特沙利
文報告的資料反映根據各來源的資料對市場狀況的估計。我們認為本節所載資料的來源屬該等資
料的適當來源，我們在摘錄及轉載該等資料時已採取合理謹慎的態度。我們並無理由相信該等資
料屬不真實或具誤導性，亦無理由認為有任何部分資料被遺漏而致使相關資料不真實或具誤導性。
董事確認，經合理審慎考量後，彼等並不知悉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日期後市場資料有任何不利
變動而可能限制、抵觸本節所載資料或對該等資料的質素產生不利影響。

我們、獨家保薦人、[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或彼等各自的聯屬人士或顧問或參與 [編
纂 ]的任何其他人士（弗若斯特沙利文除外）並未獨立核實政府官方資料或其他第三方來源資料的
準確性，亦不就相關資料的準確性發表聲明。相關資料可能與新加坡境內或境外編製的其他資料
不一致，且可能與新加坡境內或境外編製的其他資料的準確度或完整度不同。因此，本節所載政
府官方及其他第三方資料來源可能並不準確，不應過度倚賴。

新加坡乘用車市場概覽

乘用車的定義及分類

乘用車指主要用於運載乘客的輪式公路機動車（電單車除外）。巴士及卡車等車輛界定為商用車，
而不屬於乘用車類別。從普通公眾認知角度而言，乘用車可分類為「入門及中端」、「豪華」及「超豪華」
品牌。

新加坡乘用車分銷商及經銷商簡介

在新加坡，新的乘用車全部從海外進口，而二手乘用車是從海外進口或國內買賣。根據不同的
業務模式，乘用車分銷商及經銷商可分為以下兩類：

• 授權乘用車分銷商及經銷商，該等分銷商及經銷商與特定乘用車製造商或其銷售附屬公
司簽訂經銷合約。部分授權分銷商及經銷商通常銷售單一品牌乘用車。然而，亦存在銷
售來自不同製造商乘用車的多品牌授權乘用車分銷商及經銷商。

• 獨立乘用車分銷商及經銷商（亦稱平行進口商），該等分銷商及經銷商未與製造商簽訂
經銷合約而銷售自他國進口的乘用車。獨立乘用車分銷商及經銷商不向乘用車製造商取
得授權，對自身的業務活動擁有完全控制權。

新加坡政府政策及措施的綜合影響

新加坡汽車行業深受相關政策及措施影響。近年來，擁車證配額「零增長」政策及使用獨立工
場的保修限制解除等多項政策對汽車行業的發展速度產生綜合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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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新加坡越來越富裕及其汽車保有量在20世紀70年代及80年代快速增長，維持對汽車保有量
的控制已成為新加坡政府的長期計劃，原因為新加坡的道路通行能力可能不夠，導致交通嚴重擁堵。
為實現汽車保有量以持續速度增長，新加坡於一九九零年推出車輛配額系統（「車輛配額系統」）。車
輛配額系統是控制允許登記的新車數量的關鍵方法。通過車輛配額系統，新加坡政府可通過設定汽
車保有量的允許增長率來控制新登記汽車的數量（一般而言，年度配額按上一年度撤銷註冊的汽車
數量加上基於汽車保有量的允許增長率的新增擁車證之預計數量設定）。允許增長率不時變動，由
二零零九年的1.5%下降至二零一八年的0%，即汽車保有量「零增長」政策，該政策自二零一八年二
月一日生效。允許增長率下降有效遏制交通擁堵及混亂，新加坡的汽車保有量於二零一三年至二零
一八年保持於約60萬輛的水平。汽車總量零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汽車售後服務市場的發展。然而，
新加坡老齡乘用車增加預計將抵銷汽車總量零增長的影響，原因是老齡乘用車需要更頻繁的保養及
維修服務，導致日後對汽車售後服務的需求更大。

董事認為上述「零增長」政策對本集團並無重大不利影響，原因如下：

(i)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儘管登記乘用車總數預計將從二零一八年的618,055輛輕微減
少至二零二三年的616,808輛，但乘用車保養及維修行業的市場規模預計將從二零一八年
的268.9百萬新加坡元增加至二零二三年的309.7百萬新加坡元，複合年增長率為2.9%。此
乃由於新登記乘用車總數預計將從二零一八年的80,281輛減少至二零二三年的28,516輛，
複合年增長率為 -18.7%，導致該等年度老齡乘用車比例逐漸增加。由於乘用車零部件的
磨損與行駛里程數增加有關，因此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三年的老齡乘用車保有量比例預
計增加預期將使二零二三年的乘用車保養及維修行業的市場規模擴大。

(ii) 此外，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由於預計車齡超過三年的乘用車數量將從二零一八年
的359,163輛增加至二零二三年的523,963輛，新加坡乘用車保養及維修行業的獨立服務提
供商分部的市場規模於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三年的複合年增長率預計為7.7%。此獲新加
坡競爭委員會的調查所證實，調查表明乘用車車主傾向於授權經銷商提供的初始保修期
到期後轉向於其他獨立工場接受服務。

(iii)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乘用車擁車證配額的增加淨額（根據乘用車保有量的允許增
長計算）於二零一五年二月至二零一六年一月期間為1,409本，於二零一六年二月至二零
一七年一月期間為1,504本及於二零一七年二月至二零一八年一月期間為1,496本。因此，
根據「零增長」政策減少的擁車證配額允許增長率僅佔二零一八年二月實施「零增長」政
策前三年各年新加坡註冊乘用車總數的不足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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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加坡競爭委員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公佈及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實
施的解除保修限制，允許具有廠家保修的乘用車於獨立工場接受服務，且不影響彼等的授權經銷商
的廠家保修，不論汽車保修是否包含有關服務或維修。這意味著乘用車車主可在任何信譽良好的優
質工場維修車輛。預計這一趨勢將推動獨立工場市場份額增長，並使非承保維修服務及承保維修服
務等業務部門受益。有關詳情，請參閱本節各市場分部分析。

董事認為，上述舉措將使我們的汽車售後業務，尤其是檢測、保養及非承保維修業務分部受益。
誠如新加坡法律顧問所確認，之前根據該限制，乘用車車主將其車輛送至獨立工場接受服務或維修
可能會被授權經銷商撤銷其汽車保修，無論有關服務或維修是否在汽車保修範圍內。有關限制阻礙
乘用車車主使用獨立工場，因此削弱我們與授權經銷商工場有效競爭的能力。此外，授權經銷商提
供的汽車保修通常僅包括特定零件及生產缺陷導致的故障，並不包括事故導致的損毀。因此，乘用
車車主於保修期內通常會於授權經銷商工場接受服務，而隨著上述限制的解除，在相關零件不在保
修範圍內或損壞乃由事故導致的情況下，彼等現在可於獨立工場維修車輛，而不會面臨被授權經銷
商撤銷其保修的風險。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二零一八年新加坡車齡少於三年的登記乘用車總數為約256,000輛，
相當於二零一八年登記乘用車總數約41.6%。256,000輛車中有約80%（相當於二零一八年登記乘用
車總數約30%）乃購自授權經銷商並有廠家保修。行業顧問認為，理論上，二零一八年登記乘用車總
數約30%（即車齡少於三年並有廠家保修的車輛）的車主由於不再面臨因在獨立工場維修其車輛而
遭授權經銷商撤銷其廠家保修的風險，彼等將於價格更低廉的獨立工場尋求汽車售後服務。根據弗
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於授權經銷商工場保養或維修的單次成本通常比獨立工場高30%至50%。新加
坡競爭委員會亦注意到，在若干情況下，授權經銷商工場在相若零件及服務方面的收費為獨立工場
的兩至三倍。隨著上述限制的解除，董事認為乘用車車主將尋求信譽良好且優質的獨立工場（如本
集團）以代替收費相對較高的授權經銷商工場。

董事亦認為且弗若斯特沙利文認同，保修限制解除亦將使我們的承保維修服務受益。乘用車車
主將就承保維修服務維修其車輛擁有更多選擇，原因為彼等不再面臨因在獨立工場維修車輛而被授
權經銷商撤銷其廠家保修的風險。此外，隨著上述限制的解除，保險公司可能鼓勵車主將其車輛送
至就相同零件而言，在一般報價方面價格更具競爭力的獨立工場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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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擁車證制度簡介

擁車證（「擁車證」）是授予在新加坡擁有汽車及使用有限道路空間的合法權利的配額牌照，有
效期為10年。陸路交通局要求新加坡的潛在車主在購買新車之前須取得適當汽車類別的擁車證。根
據陸路交通局的規定，車輛配額系統下新登記汽車有5個類別加以區分，即A類（最多1.6升及97千瓦
的汽車）、B類（1.6升或97千瓦以上的汽車）、C類（貨車及巴士）、D類（電單車）及E類（公開（電單
車除外），包括的士及豁免納入車輛配額系統的車輛）。在新加坡，所有乘用車，包括入門及中端品牌、
豪華品牌及超豪華品牌幾乎均歸入A類及B類。

每月擁車證配額為以下各項之總和：(i)允許年度車輛淨增額；(ii)註銷車輛的補充額；及 (iii)就
的士數量、過往超量預測、屆滿或註銷臨時擁車證等變動作出的調整。鑒於自二零一八年二月起，A、
B及D類的車輛年增長率設定為0%，及每月就的士數量變動作出的調整相對穩定，故註銷車輛的補
充額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擁車證配額的多寡。此外，由於新加坡政府可依據過往超量預測來控制擁車
證配額，故登記車輛的數量在一定程度上亦受當局影響。

擁車證價格在很大程度上受擁車證配額影響。於二零一三年二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出台新貸
款限制，大大打擊了新乘用車購買積極性，令擁車證價格大幅下跌。於二零一三年九月，由於陸路交
通局宣佈新的擁車證分類標準，使大部分高檔車型從A類車移至B類車，令擁車證價格大幅上漲。二
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八年，由於同一過往期間擁車證配額增加，擁車證價格呈下跌趨勢。

汽車類別 A類 B類 E類

二零一三年 配額 8,534 8,230 6,247
中標 8,455 8,042 5,972

二零一四年 配額 12,230 11,205 6,031
中標 12,127 11,076 5,905

二零一五年 配額 32,867 21,578 6,927
中標 32,628 21,479 6,805

二零一六年 配額 48,734 31,361 11,207
中標 48,180 31,055 10,651

二零一七年 配額 45,282 31,868 12,406
中標 44,993 31,766 12,142

二零一八年 配額 38,872 31,506 13,363
中標 38,601 31,286 13,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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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類型劃分的登記乘用車總數

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八年期間，由於新加坡政府為防止嚴重空氣污染、緩解交通擁堵及空間不
足進行控制，登記乘用車總數保持相對穩定。登記乘用車總數由二零一三年的623,688輛減少至二零
一八年的618,055輛，複合年增長率為 -0.2%。由於大量老齡乘用車達到10年使用限制並報廢，登記乘
用車總數於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期間略有下降。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共享出行需求上
升推動私人租車銷售增加，反向導致新加坡乘用車保有量縮減。

新加坡政府已宣佈「零增長」政策，據此，自二零一八年二月起，所有乘用車的增長上限將由每
年0.25%降至0%，以進一步緩解大規模的交通擁堵。於二零一五年二月至二零一八年一月，基於乘
用車保有量允許增長率的乘用車擁車證配額淨增加額為介乎每年1,409輛至1,504輛。預計汽車增長
率調整至零不會對登記乘用車總數產生重大影響，原因為該數目很大程度上由註銷乘用車數目及中
標擁車證數目釐定。於預測期間，預計登記乘用車總數將維持於約60萬輛左右。

儘管二零一三年後新加坡登記乘用車總數呈下行趨勢，但在銷量不斷增加的推動下，登記豪華
及超豪華乘用車總數由二零一三年的112,542輛迅速增長至二零一八年的153,703輛，複合年增長率為
6.4%。展望未來，預計登記豪華及超豪華乘用車總數將於未來五年進一步增加，預計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三年將由153,703輛增至189,360輛，複合年增長率為4.3%。

按類型劃分的登記乘用車總數，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二三年預測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預測 

二零二零年
預測  

二零二一年
預測

二零二二年
預測

二零二三年
預測

輛

二零一三年至
二零一八年

入門及中端乘用車

複合年增長率
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三年預測

豪華及超豪華乘用車

總計

入門及中端乘用車豪華及超豪華乘用車

-1.9% -1.6%

6.4% 4.3%

-0.2% 0.0%

623,688

112,542

619,023 604,722 603,763 614,789 618,055 617,580 616,794 615,911 616,808

511,146 499,002 476,885 467,372 468,135 464,352 457,009 449,643 427,448440,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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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陸路交通局、弗若斯特沙利文

附註： 

(1) 豪華及超豪華乘用車包括奧迪、奧斯汀、寶馬、凱迪拉克、克萊斯勒、戴姆勒、霍頓、悍馬、英菲尼迪、捷豹、
藍旗亞、路虎、名爵、梅賽德斯－奔馳、MG-F、MINI、MINI-May fair、摩根、莫里斯、Panther、路華、Singer、沃
爾沃、阿爾法 ·羅密歐、特斯拉、阿斯頓 •馬丁、賓利、法拉利、蘭博基尼、瑪莎拉蒂、邁巴赫、邁凱倫、光岡、
保時捷及勞斯萊斯等汽車品牌。

(2) 數字包括免稅及車輛配額系統下經豁免的乘用車，但不包括出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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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車齡劃分的登記乘用車總數

新加坡車齡三年以下的登記乘用車總數於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八年按複合年增長率27.2%大
幅增加，由76,998輛增加至256,289輛，而新加坡車齡三年以上的登記乘用車總數則由二零一三年的
544,347輛減少至二零一八年的359,163輛。上述變動乃主要由於大量老齡乘用車達到10年使用期限，
其次為購買新擁車證及乘用車。

未來，於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八年擁車證續新高峰期後，新登記乘用車預計於二零一八年後下
降，這意味著預測期間新加坡老齡乘用車的數量將會增加。

按車齡劃分的登記乘用車總數，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二三年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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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陸路交通局、弗若斯特沙利文

附註：數據不包括免稅車及非公路用車。

按類型劃分的新登記乘用車總數

受車齡限制及擁車證制度影響，新加坡新登記乘用車總數呈週期性變動。鑒於擁車證價格相對
較低且購買力不斷增長，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七年期間，新加坡對乘用車的高需求導致新登記乘用
車總數顯著增加。後因新加坡政府控制車輛擁有權及擁車證價格成本上升，該數量逐漸下降。二零
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期間，由於大量乘用車達到10年使用期限而須購買新乘用車及擁車證，新登記
乘用車總數急劇增加。由於市場的週期性性質及達到10年擁車證期限的乘用車數量減少，預計二零
一七年後會有一段衰退期。預計新加坡新登記乘用車總數將以 -18.7%的複合年增長率由二零一八年
的80,281輛降至二零二三年的28,516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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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類型劃分的新登記乘用車總數，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二三年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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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陸路交通局、弗若斯特沙利文

新加坡汽車售後服務概覽

行業價值鏈分析

上游供應商為生產及加工用於提供汽車售後服務所有乘用車零部件、化學產品、設備及配件的
製造商並向授權服務中心、獨立服務中心及分銷商提供產品。

分銷商指進口用於提供售後服務的分銷商品的中間商，並將商品轉售予乘用車售後服務提供商。

乘用車汽車售後服務提供商視乎其業務發展情況向最終客戶提供不同的服務。由於資金及人
才門檻，大多數服務提供商僅可向終端客戶提供一項或幾項汽車售後服務，而部分領先的服務提供
商則能夠為不同製造商及型號多種類型的乘用車提供廣泛全面的汽車售後服務。

在高度分散且複雜的汽車售後服務市場中，可確定兩種類型的服務提供商；(i)授權經銷商；及
(ii)獨立服務提供商。新加坡授權經銷商通常為其客戶提供官方廠家保修，且彼等通常擁有自身的專
用工場，從而可保證服務質素並賺取更多收入。於新加坡，車齡較短的汽車更傾向於在授權經銷商
工場接受服務。獨立服務提供商為平行進口商、保險公司、汽車租賃公司、個人及其他公司的廣泛客
戶提供保養及維修服務。儘管部分平行進口商擁有自身的工場，但由於成本控制及核心業務重點，
平行進口商越來越傾向將其售後服務職能（如保養及維修以及保修管理）外包予精心挑選的獨立服
務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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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乘用車保修簡介

從授權經銷商購買的新乘用車通常會附帶由原製造商提供支持的特定期間及特定里程數的廠
家保修。誠如我們的新加坡法律顧問所告知，一般情況下若廠家保修是購買乘用車所附帶的一部分
且不根據須支付費用的合約而獨立延期的，則該廠家保修將不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規管。廠家保修
通常涵蓋乘用車所需的所有維修或更換，以確保其性能及質量（廠家保修一般包括乘用車動力系統
（包括發動機、變速器及其他選定的動力部件）保修以及基本保修範圍，涵蓋透過定期保養即可讓車
輛保持良好狀況的所有維修，但不包括使用不當導致的故障、事故導致的損毀及使用過程中磨損的「磨
損零件」，例如更換機油、輪胎、剎車片及擋風玻璃刮水器），並防止昂貴維修單的風險。由於保證及
可靠性更高，多數客戶更傾向從授權經銷商購買新乘用車。對於平行進口商，汽車售後服務由彼等
自有的工場或獨立服務提供商提供。平行進口商提供的新乘用車保修可能涵蓋基本機械維修及全面
售後服務等多個層面，此乃由於平行進口商可全權控制其業務活動。

另一方面，根據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自二零一六年底實施的規定，之前由獨立服務提供商提供的
汽車保險必須且僅可由新加坡保險公司承保。此乃由於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認為，獨立服務提供商提
供的汽車保險屬於新加坡保險業務的範疇及應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發牌的保險公司提供。為向客戶
提供保修計劃，獨立服務提供商必須與持牌保險公司訂立服務協議。一般情況下，廠家保修與保險
公司保障的保修在保修範圍方面並無重大差異。在若干情況下，保險公司或會擴大保修範圍以提高
競爭力。一般而言，參與保修計劃的車主首先須向保險公司支付保費。當有關車輛於保修期內送修時，
獨立服務提供商獲保險公司支付屬於保修期內維修的維修費用。由於保證及可靠性更高，平行進口
商日益將彼等的保修管理外包予保修計劃下的獨立服務提供商。

除二手乘用車外，獲授權經銷商、平行經銷商及具有保修計劃的獨立服務提供商亦為車主提供
延長保修，以擴大對額外年期或里程的保障。延長保修費用需另行收費並單獨銷售。

新加坡乘用車保養及維修市場概覽

自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八年，新加坡乘用車保養及維修行業呈現了一定程度的波動，但整體保
持穩定，複合年增長率為 -0.1%。根據新加坡乘用車的車齡分佈，車齡七年以上的乘用車佔比於二零
一三年至二零一五年間由約37.4%增長至54.7%，導致該期間的保養及維修行業出現穩健增長。然而，
隨著老齡乘用車保有量回落，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八年的乘用車保養及維修行業的市場規模有所減少。

按乘用車類型劃分的新加坡乘用車保養及維修行業市場規模明細

隨著新加坡的老齡乘用車數量上升，乘用車保養及維修行業的市場規模預期由二零一八年的
268.9百萬新加坡元增加至二零二三年的309.7百萬新加坡元，複合年增長率為2.9%，其中豪華及超豪
華乘用車分部的市場規模估計於二零二三年達到122.3百萬新加坡元，複合年增長率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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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銷售價值計算之乘用車保養及維修行業市場規模，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二三年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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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按服務提供商類型劃分的新加坡乘用車保養及維修行業市場規模明細

一般而言，具有廠家保修且車齡少於三年的汽車通常傾向選擇授權經銷商工場的服務，而老齡
車往往由於價格更優及更多的定制服務而傾向選擇獨立服務工場的服務。隨著老齡乘用車數量增加，
來自獨立服務提供商的乘用車保養及維修行業的市場規模自二零一三年的216.4百萬新加坡元增加
至二零一五年的232.1百萬新加坡元。此外，根據新加坡的乘用車車齡分佈，三年以下車齡的乘用車
比例自二零一五年的17.9%增加至二零一八年的41.6%。因此，車齡較短的汽車往往由授權經銷商進
行服務；及該期間來自授權經銷商的乘用車保養及維修行業的市場份額相應增加。

於預測期內，受擁車證配額限制，新乘用車的增長率應保持在較低水平，新加坡的登記乘用車
總數預計將於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三年間維持於約600,000輛。這意味著在道路上行使時間較長的
乘用車數量會越來越多，從而導致對保養及維修服務的需求增加。因此，老齡乘用車傾向選擇獨立
工場的服務；及來自獨立服務提供商的乘用車保養及維修行業的市場規模預計將於二零二三年達到
246.8百萬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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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銷售價值計算之乘用車保養及維修行業市場規模，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二三年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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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市場驅動因素

老齡車數量不斷增加

新加坡乘用車的平均服務年期不斷增長。據陸路交通局透露，於二零一八年，10年服務期以上
的乘用車比例為17.1%，而二零一三年僅為1.7%。為保證安全及用戶體驗，隨著汽車里程的增加而磨
損的車輛零件及部件須及時進行保養及維修。隨著道路上行駛的老齡車增加，市場對保養及維修服
務的需求亦不斷增加。

主要市場趨勢

更加先進的技術及技術更高的工人

鑒於環保意識及有限的土地面積，新加坡政府已頒佈法律及法規以保護環境，如二零零八年頒
佈《新加坡環境保護和管理法》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因此，潛在乘用車車主將受鼓勵購買更環保
的汽車，如具備更節能發動機的汽車，故此需要更加先進的保養及維修技術以及技術更高的工人。

與互聯網相結合的更具個性化服務

憑藉二零一八年新加坡約84%的高互聯網滲透率，保養及維修業務將與互聯網更緊密地結合。
例如，客戶將有途徑預先取得線上提供的服務以及訂單服務。同時，客戶的選擇偏好及要求（如車型、
零部件消耗模式）將錄入數據庫系統，以便在汽車整個可使用年期內為客戶提供更具個性化的服務，
這可令服務效率及效用達到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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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提供的服務將更加優質

由於新加坡的保養及維修市場經已成熟，發揮核心競爭力佔據市場份額將是業內趨勢。例如，
服務中心將購買昂貴的汽車診斷設備以提供高檔服務。此外，彼等將投資開展營銷策略以吸引新客
戶以及招募經驗豐富的工人以提供優質的客戶體驗。

乘用車保養及維修市場面臨的機遇及風險

機遇

儘管登記乘用車總數預計將從二零一八年的618,055輛輕微減少至二零二三年的616,808輛，
但乘用車保養及維修行業的市場規模預計將從二零一八年的268.9百萬新加坡元增加至二零二三年
的309.7百萬新加坡元，複合年增長率為2.9%。此乃由於新登記乘用車總數預計將從二零一八年的
80,281輛減少至二零二三年的28,516輛，複合年增長率為 -18.7%，導致該等年度老齡乘用車比例逐漸
增加。由於乘用車零部件的磨損與行駛里程數增加有關，因此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三年的老齡乘用
車保有量比例預計增加預期將使二零二三年的乘用車保養及維修行業的市場規模擴大。

風險

新加坡乘用車保養及維修市場相當成熟。隨著二零一九年後擁車證配額減少，預計擁車證價格
將會上漲，預計新加坡乘用車總數將難以繼續增長。此外，新加坡政府正在制定公共交通系統，保養
及維修市場的增長潛力將因乘用車需求下降而有所抑制。

主要原材料價格及勞工成本

潤滑油是乘用車保養及維修行業使用的主要原材料之一。進口潤滑脂的歷史價格由二零一三
年的4,916美元╱噸下降至二零一八年的3,956美元╱噸，複合年增長率為 -4.3%。於二零一三年至二
零一七年，潤滑油價格下跌與供給過剩導致的原油價格下降密切相關。其後於二零一八年，石油輸
出國組織達成協議，縮減原油產量，提振原油及潤滑油等石油產品的市價。

勞動力是另一個必要成本部分。據新加坡統計局所發佈，製造業的平均薪酬由二零一三年的
82,930新加坡元上升至二零一八年的110,836新加坡元，複合年增長率為6.0%。薪酬上升表明新加坡
經濟持續向好。



– 61 –

行業概覽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閱讀本文件時，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覽。

進口潤滑脂的歷史價格走勢， 
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八年

人均年薪的歷史價格走勢， 
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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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加坡國際企業發展局、弗若斯特沙利文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弗若斯特沙利文

平均服務費的歷史價格走勢

於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五年，平均服務費增加乃主要由於老齡乘用車增加，原因為使用年期較
長的乘用車需要更長的服務時數並消耗更多配件，從而導致比車齡較短的汽車收取更高的服務費。
然而，車齡三年以上的乘用車佔比由二零一五年的約82.1%大幅減少至二零一八年的約58.4%。此乃
主要由於大量乘用車達到10年使用上限所致。由於老齡乘用車的維修及保養費用相對較高，故平均
服務費的減少與新加坡老齡乘用車的保有量減少一致。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三年，車齡三年以上的
乘用車比例預計將從58.4%增加至85.3%。因此，平均乘用車車齡增長推動市場對保養及維修服務的
需求不斷增加，預計平均服務費於二零二三年將達502.1新加坡元，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三年的複合
年增長率為2.9%。

平均服務費的歷史價格走勢，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二三年預測

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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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新加坡乘用車保養及維修市場的競爭格局

新加坡乘用車售後服務市場的競爭格局高度分散，乃主要由於新加坡乘用車售後服務市場競
爭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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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乘用車維修及保養市場而言，其存在中等程度市場集中情況，五大公司於二零一八年按收益
計佔總市場份額的29.6%。截至二零一八年，新加坡約有1,500間保養及維修服務中心。由於資金及人
才的門檻較低，絕大部分保養及維修服務中心專注於入門及中端乘用車品牌。因此，從事入門及中
端乘用車品牌業務的保養及維修服務提供商面臨激烈的競爭。另一方面，由於豪華乘用車及超豪華
分部的准入門檻較高，故豪華乘用車及超豪華超跑保養及維修服務市場中的保養及維修服務提供商
較少。五大公司佔豪華乘用車及超豪華超跑保養及維修服務分部總市場份額的約71.9%。此外，乘用
車保養及維修行業的市場規模按獨立服務提供商產生的收益計於二零一八年達170.4百萬新加坡元，
佔整個乘用車維修及保養市場約63.4%。與授權經銷商相比，獨立服務提供商具有以下競爭優勢：(i)
有能力為品牌及型號繁多的乘用車提供服務；(ii)就檢測、保養及維修等售後服務提供更公平的價格；
及 (iii)有能力為客戶提供更多類型的靈活定制服務。

本集團作為一站式汽車售後服務提供商，擁有三個服務中心，總部位於新加坡汽車業務領域的
中心地帶，遍佈豪華及超豪華乘用車展廳及服務中心。憑藉夯實的汽車技術知識及專有技術，本集
團覆蓋擁有大量汽車相關業務的大部分主要汽車產業帶，在新加坡擁有大批忠誠的多元化客戶基礎。
此外，我們與優質供應商的長期穩固關係確保本集團所提供產品的質量，並可降價獲取原材料。因此，
按所有服務提供商的銷售收入計，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佔保養及維修服務總市場份額的5.3%，及佔
豪華及超豪華保養及維修服務市場份額的7.9%。按所有獨立服務提供商的銷售收入計，在獨立服務
提供商中，我們於二零一八年以佔保養及維修服務市場8.4%的市場份額排名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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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附註：  於乘用車保養及維修市場的排名前五位中，本集團及公司C為獨立服務提供商，而公司A、公司B及公司D為
授權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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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按銷售收入劃分的乘用車保養及維修服務行業獨立服務提供商市場份額

新加坡於截至二零一八年有約1,400間獨立服務中心，獨立服務提供商於乘用車保養及維修市
場競爭激烈。二零一八年按銷售收入劃分的獨立服務提供商市場規模為約170.4百萬新加坡元，而五
大公司佔據30.3%的市場份額。

主要市場參與者（包括本集團、公司C、公司F及公司G）均為新加坡公司，僅公司E為跨國公司。
所有該等市場參與者均從事汽車售後服務，其中本集團、公司C、公司E及公司G專注於乘用車保養
及維修服務，公司F則提供汽車出租及汽車租賃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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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乘用車保養及維修市場的進入門檻

資金投入門檻

開展乘用車保養及維修服務業務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在所有初步投入中，主要投入包括建設
服務中心、採購特定設備、渠道管理、勞工成本及廣告支出。為保障服務質量，乘用車保養及維修服
務提供商亦應一直投入汽車診斷設備及材料以及技術人員的定期培訓，這是持續性投資，需要充足
的現金流量。

渠道門檻

新加坡競爭委員會已與主要汽車經銷商合作解除現有及新保修限制，使車主能在獨立工場，而
不是只可在授權經銷商工場維修其汽車。乘用車保養及維修市場參與者提供的服務性質相同，因此
市場競爭相當激烈，而服務價格預期將下降。為保持競爭優勢，與供應建立良好合作以及按有利價
格獲得原材料是維持盈利能力的長久及必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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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形象門檻

一般而言，只要汽車服務提供商提供優質服務，車主就會持續委聘該名提供商。因此就市場新
進入者而言，建立自身品牌形象以及吸引客戶極為重要。為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新入進者須投入
營銷活動，如線上廣告及線下宣傳，以吸引客戶及擴大其市場份額。然而，建立品牌形象及累積客戶
耗時較長，不僅需要資金投入亦需要優質服務。

新加坡乘用車租賃市場概覽

乘用車租賃服務的定義及分類

乘用車租賃服務指公司短期（通常介乎幾小時至幾個月或更長時間）租賃乘用車的運營模式。
通常，乘用車租賃服務提供商經營若干地方分支機構以允許用戶在不同地點交回乘用車，該等分支
機構主要臨近機場或市區。客戶通常可通過在線網站及電話預訂首選汽車及增值服務。

乘用車租賃服務根據客戶類型可分為企業對客戶（「B2C」）租賃及企業對企業（「B2B」）租賃，
或可根據租期分為長期租賃及短期租賃：

• B2C汽車租賃指乘用車租賃服務公司通過購買或租賃乘用車以將乘用車租賃予其個人客
戶一段特定時間的業務模式。

• B2B汽車租賃指乘用車租賃服務公司通過購買或租賃乘用車以將乘用車租賃予企業客戶
（如公司、組織等）一段特定時間的業務模式。

• 長期汽車租賃指汽車租賃公司按每月或更長時間基準與客戶簽署長期租賃合約的租賃
業務模式。在大多數情況下，180天或更長時間的租賃分類為長期汽車租賃；且其租金通
常按每日、每週或每月的費率收取。

• 短期汽車租賃指汽車租賃公司按每小時或每日基準與客戶簽署短期租賃合約的租賃業
務模式。180天期限下的汽車租賃合約均分類為短期汽車租賃，通常按小時或每日的費率
收費。

新加坡乘用車租賃行業的市場規模

在商務及休閒旅客人數增加以及當地通勤需求的驅動下，乘用車租賃行業於過往數年穩步增長，
自二零一三年的118.3百萬新加坡元增加至二零一八年的173.4百萬新加坡元，複合年增長率為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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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隨著越來越多的租賃車輛獲乘客及政策制定者視為是出租車或擁有汽車的可行替
代方案，人們將越來越多地選擇使用租賃車輛作為交通工具。此外，由於新加坡車輛擁有成本不斷
增加，人們傾向選擇長期汽車租賃而不是購買乘用車，因此乘用車租賃市場預期將持續增長。此外，
新加坡旅遊業預計將繼續蓬勃發展，而此將進一步推動乘用車租賃市場的增長。因此，預計乘用車
租賃行業於二零二三年的總收入為230.8百萬新加坡元，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三年期間的複合年增長
率為5.9%。

按銷售價值計算之乘用車租賃行業市場規模，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二三年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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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主要增長動力

旅遊業發展帶動乘用車租賃需求走高

遊客為新加坡汽車租賃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加坡遊客人數持續增加，由二零一零年的每月
90萬人次增加至二零一八年的每月150萬人次。遊客不斷增長肯定利好汽車租賃市場，原因為遊客於
新加坡各城市遊玩時必定需要租用汽車。另外，與網約車服務不同，有很多方法可以確保汽車租賃
服務的安全，如保險及GPS定位。作為一種方便安全的交通方式，汽車租賃市場將會隨著新加坡旅
遊業的發展而不斷發展。

乘用車擴張受限

在政府的控制下，在新加坡購買及使用乘用車的成本高昂。乘客車車主於購買乘用車前須擁有
擁車證，二零一八年A類擁車證費用平均超過33,000新加坡元及B類費用平均超過35,000新加坡元。
擁車證配額由新加坡政府控制，這意味著乘用車上限為預先釐定。因此，對於該等有需求使用車輛
但未能競標擁車證的人而言，汽車租賃實屬必要。此外，擁有乘用車的開支（如停車費、保險等）亦
很大，而租用乘用車則可很大程度地降低該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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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市場趨勢

長期汽車租賃需求不斷增長

由於新加坡擁車成本高昂，越來越多的居民傾向於長期租車，而不是購買車輛。為擁有一輛乘
用車，除擁車證（預期價格自二零一九年起上漲）外，車主亦必須支付保險、停車費等大量費用。此外，
由於新加坡政府限制擁車證配額，日後更少居民可購買乘用車。因此，對居民而言，長期租用乘用車
不失為一種替代選擇。

結合互聯網租用汽車更方便

互聯網的發展為乘用車租賃市場帶來方便。隨著汽車租賃的需求日漸增加，前往實體服務中心
諮詢及挑選的傳統方式將過時。互聯網提供可行方便方式滿足汽車租賃需求增長。人們可在流動應
用程式上挑選合適汽車型號並前往最近的服務中心選車。彼等可以雙程及單程甚至點對點的方式租
用乘用車。

乘用車租賃市場面臨的機遇及風險

機遇

遊客為乘用車租賃市場帶來需求。新加坡為一個旅遊國家，二零一八年吸引1,800多萬（即每月
150萬）遊客。於未來數年，旅遊產業將會於旅遊產品更新、旅遊數據庫建立及員工技能培訓等方面
投入逾7億新加坡元。旅遊產業蓬勃發展為乘用車租賃市場帶來機遇。

由於新加坡政府控制道路上的車輛總數，因此居民更難以競投擁車證及購買乘用車。故此，租
用汽車一段時間為一種替代選擇，為乘用車租賃市場帶來客戶基礎。

新加坡私人汽車租賃服務市場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並為汽車售後服務市場帶來新機遇。
根據新加坡陸路交通局的數據，私人租車的數量由二零一三年的16,396輛增加至二零一八年的66,480
輛，複合年增長率為32.3%。私人汽車租賃服務市場與傳統的汽車租賃服務市場截然不同，私人汽車
租賃服務市場的車輛通常用於私人交通及約車。預計提供汽車租賃服務的公司將發展私人汽車租賃
業務，以進一步擴大客戶基礎。

風險

於新加坡使用乘用車花費高昂。用車者須支付停車費、ERP及油費。儘管總費用遠低於購買乘
用車，但租車公司提供的套餐價格仍相當高。憑藉全球其中一個最具成本效益的交通網絡，居民及
遊客可乘坐捷運（大眾捷運）、巴士及的士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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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車租賃市場的競爭格局

儘管新加坡有約超過300間汽車租賃公司提供乘用車租賃服務，乘用車租賃市場的競爭狀況卻
較為集中於前十大公司，按二零一八年收益計佔總市場份額的30.7%。此乃主要由於資金的高要求
及牌照的嚴格規定。市場上大多數領先參與者按短期或長期基準提供B2C及B2B租賃服務。於新加坡，
於二零一八年用於租賃的乘用車車隊總規模約為7,500輛。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擁有134輛租賃乘用
車並自提供乘用車租賃服務錄得收益2.5百萬新加坡元，佔二零一八年乘用車租賃市場份額的1.4%。

按銷售收入劃分的乘用車租賃市場份額及按車隊規模劃分的乘用車租賃公司排名，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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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車租賃市場進入門檻

初始投入門檻

汽車租賃業務起步須龐大初始投入。所有初始投入中，主要投入包括服務中心及停車場建設、
車隊購買、擁車證費用、保險費、勞工成本及廣告開支。就汽車租賃公司而言，車隊須妥為維護並具
有較高週轉率以滿足客戶需求及吸引客戶，此需要持續投資及充足資本。因此，初始投入乃新進入
者的重要門檻。

資質門檻

經營汽車租賃業務須符合所有保險及監管規定。例如，汽車租賃公司的所有車隊須獲陸路交通
局轉成合法租賃汽車，並全面投保。此外，新加坡政府亦已制定環境保護與管理條例、租購法、道路
交通法等法規，規管租賃公司行為、為整個租賃市場制定標準，並成為新進入者最先必須遵守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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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形象門檻

隨著互聯網及線上社交網絡的發展，客戶傾向於線上分享旅遊體驗，並相當倚賴線上資料作出
決定。因此，新進入者須努力在其他租賃公司中脫穎而出，在線上贏得「讚」及建立良好品牌形象。

資料來源

本集團委任市場研究顧問弗若斯特沙利文編製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供本文件使用。本集團已
同意就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支付費用 [編纂 ]，該費用將於 [編纂 ]前悉數支付。本集團認為，支付該
費用並不會影響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結論之公允性。

弗若斯特沙利文於一九六一年成立，為汽車行業等各類行業提供市場研究。弗若斯特沙利文報
告載有新加坡檢測、保養及維修，改裝、調試及美容市場之資料。於編製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時，弗
若斯特沙利文已進行詳細的初步研究，其中包括與若干領先行業參與者討論行業狀況。弗若斯特沙
利文亦已進行二次研究，其中包括審閱公司報告、獨立研究報告及其自有研究數據庫內的數據。弗
若斯特沙利文已自歷史數據分析劃分宏觀經濟數據以及計及行業主要驅動因素獲取估計市場總規
模的數字。

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乃根據以下假設編製：(i)新加坡經濟於未來十年維持穩定增長；(ii)新加
坡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可能於近幾年保持穩定；及 (iii)主要行業驅動因素可能於近幾年繼續影響
市場。弗若斯特沙利文、保薦人及我們認為，編製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所採用的基礎假設，包括該等
用於作出未來預測的假設，均屬真實、正確且不存在誤導。弗若斯特沙利文已獨立分析相關資料，惟
其審閱結論的準確性極依賴所收集資料的準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