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利用零部件2大团体首次 

联合召开联欢会共同期盼 

今年成为业界飞跃的一年  

 

    BEST再利用业者联盟和日本汽车再利用零部件协

会（栗原裕之代表理事）25日，2团体首次联合在东京

都内的酒店召开了联欢会。到去年为止都是分别召开

的,不过由于今年2家团体召开的日期相近，参加者基

本相同等原因下，首次决定联合召开联欢会。本次会

议聚集了约200人的再利用业界有关人士，大家共同期

盼今年会成为业界飞跃的一年。 

   会议开始清水信夫实行委员长（前代表理事）指

出「再利用业界的经营环境不容乐观，但是，今年供

给方和需求方的进一步合作变得尤为重要」。并且

「在协调和竞争方面。希望大家朝着同一方向协调合

作，在竞争上绝对不是玩权力游戏，希望大家更多的

在创意和想法上多些竞争」。  

    会上回顾了这些年的回收再利用业，首先称赞了

担任会议领导的日本汽车再利用零部件协会的清水前

代表理事的功绩，并向栗原代表理事献上了花束。栗

原代表理至谢词「希望在代表理事这个位子上，能给

予业界更多支持，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并公布去

年12月重新就任新一届代表理事。「去年业界破产和

关门相继发生，深深的感到了危机感」「我们必须团

结一致，使业界存活下来。有了业界才有团体和个体

公司。我们必须努力发展回收再利用业」。  

    另外，经济产业省制造产业局汽车课汽车再利用

室的保坂明室长，和国土交通省汽车局整备课的久手

俊彦科长助理作为来宾出席了此次会议。保坂室长致

辞「加深各团体的合作交流，期待着能超越以往的框

架加深合作，久手科长助理指出「关于再利用零部件

的拆卸作业需要更加高度化技术化」。 

    在会上， BIG WAVE的服部社长亲自宣布，决定加

入再利用协会。再利用协会会在3月的理事会上接受相

关入会咨询，会场内响起了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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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产的替换零部件销售良好 
  

  三森公司（大久保弘子社长，仙台市宫城野区），

去年秋天，决定暂停拆卸部门，作为再利用零部件商

社开始开展经营。如此大的方针转变，是由去年9月15

日突然去世的守屋隆之前社长，近5年深思熟虑后得出

的结论。新体制运营有5个月了,加上再利用零部件和

翻新零部件，以及由公司职员提案独自开发的替换零

部件的销售非常顺利。今后，会把加强人员的能力培

养，以强化对顾客的应对能力为目标。 

 

■考虑近5年后的决定 

   守屋前社长，近30年担负着推进汽车再利用零部件

业的重任。本公司经营收益上再利用零部件的销售额

比率约占8成，开展着与其他公司不同的企业经营模

式。大久保社长指出「守屋前社长经常考虑的是『如

何开展不被市场行情左右的经营模式』」。 

  

    铁废料市场，去年也有下降行情，拆卸部门的暂

时停止，应该是守屋前社长深思熟虑后的决断。因此

把业务重点转向了零部件销售，并在去年8月末关闭了

有拆卸部门的扇町工厂。今后，在重开拆卸部门时会

把该部门设在总公司进行。 

  

  大久保社长，常年担任着该公司的财务职务。强忍

守屋前社长的去世的悲痛「公司全体员工会团结一

致，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感谢来自各界人士的关心

和帮助，非常感谢」。并积极建设便于公司职员工作

的工作环境，希望站在女性经营者的角度强化经营基

础。 

 

■根据顾客要求 生产零部件 

  

    该公司的特征之一，是把从报废车取出的零部件

上有损伤地方，更换成新品零部件的替换零部件业

务。现在有「替换消音器」「再生驱动轴」「再生前

照灯」等。生产替换消音器制品的契机是「来自公司

职员的提案，守屋前社长也积极支援」铃木学董事兼

统括本部长回顾到。可替换消音器，是把由于生锈等

原因损伤的地方用新品的管子或者撑条进行熔接。再

生驱动轴是，更换非分解式驱动轴之后再进行平衡压

轴。替换零部件作为低价格和高质量的产品，受到了

顾客的好评。 

  

    替换消音器和再生驱动轴「由于翻新制造厂商不

会亲自动手使其商品化，所以打算扩大这个领域的经

营」铃木董事指出。根据顾客的咨询扩充生产种类,但

是和翻新制造厂商以及再利用零部件进货货源的JARA

小组各公司的协调方针不会改变。 

 

■继承守屋社长的遗愿 使公司茁壮成长 

  

    向掌舵三森公司的两位领导，听取了今后企业的

经营方针。大久保社长指出「希望成为受员工喜爱的

公司。只有员工觉得工作愉快，公司才会变得更好。

希望培养出的社员能有要对社会做出贡献的意愿」。

铃木董事希望继承守屋社长的意愿「忠实守护守屋前

社长总强调的『要充满朝气和大家友好相处』这个基

本思想」。 

  

    另一方面，不能完全满足来自顾客的需求也成为

一大课题。为此铃木董事长指出「增加了应对客户需

要的前方服务台和营业方面的相关人员」。在新体制

中，继续增加扩大再利用零部件利用的社员。该公

司，会作为再利用零部件商社继续茁壮成长。 

再生驱动轴也在其他公司的帮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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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零部件的使用方也参加了此次会议。 

日本整备连合会的伊藤事务局长（右） 

连载-「第3次汽车再利用・首脑会议」召开 

分析了汽车再利用市场的 

现状和课题 
   

  每日汽车新闻报社3日，在东京都内的酒店召开了

「第3次汽车再利用·首脑会议」。全国的再利用相

关团体干部和行政担当约4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

议围绕汽车再利用市场的现状和课题展开讨论，关

于今后业界发展交换了意见。报废汽车(ELV)的台数

减少和废车流通途径的变化以及资源价格低迷等原

因，使得再利用业界经营环境日益严峻。去年以

来，以建立统一的业界为目标开始开展各项活动。

各相关人士跨越了拆卸、流通小组的界限汇聚一

堂。再利用·首脑会议今后会分成3次进行报告。 

 

会议开始由日本ELV再利用机构（ELV机构）的

酒井康雄代表理事，介绍汽车再利用业界的现状。

伴随着新车需求的减退和二手车出口增加，ELV的减

少，废料行情低迷，ELV进货价格高涨，零部件运费

的高涨等原因，使再利用业陷入困境。「现在的市

场动向和经营状况，看一看学习会上会员的脸色就

能明白了」日本零部件协会的早川一二会长指出。 

 

 ■市场行情也就是个行情 

 成为最大课题的是废车入库量减少。废料行情

低迷虽然也是影响相关再利用经营者收益的主要因

素之一,但是作为零部件流通团体的日本汽车再利用

零部件协会的栗原裕之代表理事指出「从过去开始

市场情况就有所变动。我们尽量不受市场影响。虽

然没有直接受到影响,但是ELV回收困难的状况却是

现在最大的课题」。 

 

另外，决定加入再利用协会的BIG WAVE的服部

厚司社长说「市场行情终究是个行情。有上下波动

是正常的。不能因为行情变动而喜忧，要以卖出去

零部件为准」，「现在的经营者都以国内零部件销

售、贸易、废料销售为三大支柱产业,但都受到了

ELV台数减少的影响」。 

 

 

 

 

 

 

 

 

 

 

 

东日本汽车拆卸处理协同组合的坪千代志理事

长也冷静的分析到「很早之前就一直在反复说市场

行情不好。此次的废料行情低迷也多少会有些影响,

但毕竟还畅销，大家没必要过度紧张」。 

 

■进货价格高涨 

 

系统自动零部件公司的土居英幸社长暗示到

「由于废料行情从过去开始就一直反复，今后的状

况也很难预料」。但是「这几年报废车的流通途径

变化很大，也有作为二手车拍卖(AA)的情况。不能

确保拆卸到所需的零部件，也就是说现在是无法经

营的状况」。 

 

零部件协会的鸠村昭二郎代表理事说「废车采

购价格，受流入二手车拍卖有关，变得价格很高。

现在是不得不通过竞争购买的状况。如果只是可以

拆卸到零部件的车辆价格高也还好，接近ELV的车辆

价格也很高就使经营越来越困难了」，再利用零部

件销售网络的针谷昌之代表指出「由于废料行情下

降，如果进货价格也能降低的话就好了,但现在的状

况是进货价格没有下降，台数却减少了。结果现在

是，竞争激化，价格暴涨的状况」。 

 

这样的环境下不只是轿车，卡车也有同样的情

况。关于卡车的二手零部件业务，日本卡车精致零

部件协会(JTP)的宫本真希代表理事指出「单看47家

会员公司的数字就可以看出这1年的实际业绩是呈上

升趋势。但是出现了ELV确保困难和地域差距的问

题。表面的数字虽好,实际上确实非常艰难的状

况」。 

 

另一方面，JARA的北岛宗尚社长强调了「合并

第3年的效果已经呈现出来了」。零部件销售使得两

个系统增长，关于车辆进货，与丰田通商的合作向

顺利的方向推进着。 

 

■目前的对策 

  

就像S·S·G公司的工藤浩司董事所说的「今后

根据保有台数的缩小和事故的减少等原因，进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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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越发严峻」。在感到前路不明的状况下各团体

目前如何开展事业是很大的课题。 

 

加入成员的地域零部件商ARN的冈田誉伯代表理

事指出「在成员交流中希望设立，让成员看到售后

市场状况的学习会。不只是再利用还有也要掌握对

翻新、新品零部件的利用」。再利用零部件网络的

针谷昌之代表指出「作为经营者怎样看到产品的附

加值是最大的课题。怎样使附加值=销售额=收益，

只有通过尝试各种办法使企业的经营状况变好」。 

 

总数汽车再利用小组的石上刚副会长「目算另

说，为了迎接下一次挑战，需要一边寻找投资一边

交换会员间的信息」，NGP日本汽车再利用事业合作

社的佐藤幸雄理事长「怎样稳定组员的经营状况是

一大课题。作为组合需要统一实施对策。因此也必

须与其他团体一边互相协调一边进步」。 

 

    另外，作为汽车再利用NPO法人的RUM联盟的近

藤典彦代表理事指出「在严峻的现状下怎样生存，

需要通过精细拆卸，取出更多的零部件，使企业能

不受市场左右的经营下去」。 

 

■使用再利用零部件的情况增加 

    在此次第3次再利用首脑会议上，使用再利用零

部件的业界团体也被邀请出席了会议。从用户方面

的意见中知道了大家要求扩大使用再利用零部件的

情况，日本汽车车体整备协同组合连合会的山元康

史副会长「通过改订汽车保险的费率，不使用保险

自费修理的用户增加了，利用再利用零部件的情况

也会增加」。日本汽车整备振兴会连合会的伊藤正

信事务局长也指出「维修业界也由于保险费率重新

评估，使得再利用零部件的使用量增加。另外，企

业用车辆比起可以使用很长时间的新品，使用再利

用零部件的情况增加。再利用业界需要更加加强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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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汽车再利用相关团体领导汇聚一堂    会议开始由ELV机构的酒井代表理事发言     

CO2削减数值（JARA系统） 

截止到2017年1月，据统计通过使用再利用零

部件减少CO2排放量为 

3,137t 
※一般情况下，修理包括中・大型汽车时，

使用新部件修理时CO2的排出量和使用回收

再利用零部件修理是的CO2的排出量的差就

是CO2的削减数值。 

一般社团法人汽车回收再利用零部件协议会

和早稻田大学环境综合研究中心基于对LCA

（Life・Cycle・Assessment）的想法共同开

发了「Green Point System」。 

认真听取代表讲话的 

ARN冈田代表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