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汽车销量最高的

国家。不过，国际车企在中国的份额高达 60%。”德

国大陆集团亚洲区总裁温尼尔·库斯特勒（Werner

Koestler）这样的一段话并不是危言耸听。

相关数据显示，9 月，外资品牌在华销量同比增

长 31.4%，至 98.30 万辆，增幅是自主品牌（16.8%）的

近两倍。而 1 月至 9 月，外资品牌在华销量累计达

769.80 万辆，同比增长 15.6%。

此外，在中国车企还未染指的豪华车市场上，

捷豹路虎、英菲尼迪、凯迪拉克、讴歌等豪车品牌，

开始了新一轮耕耘。

外资品牌手握销售利器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拥有一辆汽车已经成为

消费者的“家常便饭”，而在中国市场上有着良好表

现和口碑的大众、通用、福特等车企从中获益良多。

“我比较信赖通用这个品牌，身边许多朋友都开

美国车，而且我上一辆车也是通用的，所以这次换车

我还是要选择这个品牌。”一位在北京首创森美 4S 店

看车的顾客对《中国贸易报》记者讲述了选择外资品

牌的原因，“从主观上来说，国外品牌似乎更可靠，而

且口碑很不错，品质也有保障，售后服务方面也非常

人性化。从实际方面来看，我开了几年美国车，除了

油耗高一点外，对其他地方没什么不满意的。”

北京首创森美 4S 店的销售人员王先生也对记

者说，该店每天要接待许多来看车的客户，而且每

天都能卖出几辆车。“ 现在，外资车的价格和自主

品牌汽车的价格相差不大，这使消费者更愿意选择

口碑和品质更好的外资品牌。”上述销售人员对记

者说。

外资车的火爆行情也使车企主动上调全年的

销售目标。资料显示，今年 3 月至 6 月，上海通用

连 续 调 高 销 量 目 标，第 一 次 是 从 145 万 辆 上 调 到

147 万辆，第二次是从 147 万辆上调到 150 万辆。而

由于表现良好，神龙汽车也重新制定了全年经营目

标：全年销售目标调高为 55.2 万辆，其中，东风雪铁

龙品牌的目标是 28.1 万辆，东风标致品牌的目标是

27.1 万辆。

而外资品牌今年以来的销售数据也在不断印

证其乐观预期。

目前，中国的汽车市场已经被来自德国、日本、

美国、韩国、法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的汽车“联军”

包围。而社科院竞争力调查报告则指出，洋品牌通

过合资贴上中国标签，拿走了绝大部分利润。

“外资、合资品牌对汽车的设计有着独特的一

面，而且各个车企都有自己的家族脸谱，这大大提

升了消费者对车企的辨识度。”相关业内人士对记

者说，而且国外汽车的品质、售后服务等都是自主

品牌应学习的。

外企看好中国豪车市场

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最早将

在 2016 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豪华车市场。

未来 7 年，中国豪车销量年均增速将达到 12%，超过

市场整体 7%的年均增速。

宝马中国总裁安格也表示，一段时间内，中国

豪华车市场的增长还将持续，但未来会呈现正常化

增长态势。

目前，奥迪、宝马和奔驰占据了整个豪华车市

场 70%以上的份额，这三大品牌无论产品竞争力、品

牌 影 响 力 还 是 销 售 网 络 的 完 善 度 都 远 远 超 过 对

手。不过，这些不能影响其他外资车企对中国市场

的野心。据悉，捷豹路虎、英菲尼迪、沃尔沃、凯迪

拉克、讴歌等二线豪华汽车品牌都在为谋求更高的

市场份额在华争相布局。英菲尼迪产能储备达 25

万辆，沃尔沃的产能是 20 万辆，凯迪拉克新专属工

厂的产能为 16 万辆，捷豹路虎的首期产能则达到 8

万辆。

在本土化战略的推动下，前三季度，凯迪拉克的

销量激增 51.2%，至 32238 辆；沃尔沃的销量增幅达到

41.3%；捷豹路虎累计销量达到 66505 辆，同比提升

18.3%；英菲尼迪 5 月至 9 月的销量同比增长 57%。

豪华品牌国产化的趋势日趋明显，逐渐增多的

国产豪华品牌也将打乱现有市场格局。对于未来

的市场份额，“我们要成为奥迪、宝马和奔驰的挑战

者。国产化后，我们有信心比竞争对手跑得更快，

名次也会有所提升。”一位车企老总这样彰显了自

己的野心。

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的发展貌似从未一帆风

顺过，从最初的“农村包围城市”，到“抢占高端市场”，

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在错过了一个个机会后，

自主车企又遭遇外资品牌的围追堵截，这使中国自主

品牌汽车的市场份额逐渐萎缩。对此，业内人士称，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到了“分水岭”，中国自主品牌车企

应该思定再谋动。

自主品牌大而不强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6 个月，汽

车 制 造 行 业 的 利 润 总 额 为 2327.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0.2%，处于 41 个行业中的领跑地位。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汽车行业蓬勃兴起，自主品

牌不可谓不多，但是大都陷入了大而不强的怪圈。以

2013 年世界 500 强企业为例，中国四大汽车集团之一

的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上汽）排在

103 位，营业额是 762 亿美元，利润是 32 亿美元，韩国

现代集团排在 104 位，营业额是 749 亿美元，利润是 76

亿美元，现代的利润是上汽的 1.3 倍。

对此，国家信息开发部主任徐长明认为，目前，有

3 个因素长期制约着自主品牌的发展，一是自主品牌

汽车相对成本优势不断下降，而外资品牌在采取平台

化战略后成本降低明显；二是要素价格持续上涨，诸

如原材料价格、土地、水电、人工成本等；三是汽车综

合使用费用不断提高，包括限购、拍牌、油价上涨、停

车费上涨都对低价位车不利。

业内人士称：“事实上，很多车辆制造的核心技术

仍掌握在外国车企手中，为了避免中国同行了解技

术构成，外国车企一般以整机出口的方式销售产品，

导致购置成本大幅度提升。另外，即便有些零部件

在国内组装，外国车企也会提前将机芯组装好，避免

国内车企将该技术消化再创新。所以，国内车企的

生产成本一直居高不下，而利润也只能维持在比较

低的水平。”

此外，中国车企还错失了许多占领制高点的机

遇，导致现在也遇到了发展瓶颈。面对严峻的现实，

自主品牌的出路在何方呢？

出口自救日子不好过

出口一直是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自救方案之一，

曾经创造了不俗的成绩。2012 年，中国汽车出口总量

首次突破 100 万辆，达到 101.61 万辆，创下历史新高。

不过，就目前而言，中国汽车出口再创新高的局面将

难以持续。作为“避风港”的海外市场，也不如想象中

安全了。最新数据显示，7 月，中国汽车出口为 7.99 万

辆，同比下降 11.6%，这已经是汽车出口连续 3 个月出

现同比下滑。

据长城汽车的业绩报告显示，该公司上半年出口

整 车 4.19 万 辆 ，较 2012 年 同 期 的 4.54 万 辆 下 滑 了

7.77%，其中，皮卡车、SUV 及轿车销量分别为 1.82 万

辆、1.64 万辆和 7265 辆，整车出口总额为 26 亿元，较

2012 年同期降低了 8.94%。该公司业绩报告称：“出口

业务下滑主要是因为国外经济环境相对较差。”

而奇瑞汽车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1 月至 7 月，奇

瑞在巴西的销量仅为 3237 辆，较去年同期的 1.02 万辆

大幅下挫 68.5%。为此，奇瑞不得不下调在巴西的销

量目标，将原定的 3 万辆下调至 2 万辆。“上半年的汽车

出口下降超出行业预料外，这应该引起各方关注。”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董扬说，人民币升值、出口市

场低迷和贸易壁垒是汽车出口连续下滑的重要原因。

有专家指出，对于中国自主车企而言，国内自主

品牌不应该只是把出口作为海外战略的基石，而应该

长期规划，把海外市场的本地化生产和本地化研发早

日纳入日程。

城镇化：自主车企的救命稻草

2013 年，中国城镇化的路线愈见清晰，这为中国

自主品牌车企带来了一轮新的发展机遇。

有消费者才有市场。相关数据显示，2012 年，中

国三四线城市在国内新车市场中所占的销售份额已

经从 2011 年的 26.7%上升至 30%，拥有众多消费者的

三 四 线 市 场 已 经 进 入 了 汽 车 消 费 的 第 一 高 速 增 长

期。有调研机构称，来自三四线城市的消费者占中国

未来一年内计划购车的消费者总数的 68%，且初次购

车的消费者高达 56%。

对此，广汽吉奥汽车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缪雪中表示，城镇化将是自主品牌“最后一轮机遇”。

而广汽吉奥联合咨询机构深入调研三四线市场消费

者对汽车产品的喜好，特别是针对 SUV 、皮卡、微客等

细分类型进行了消费趋势的调查，获得了业内专家的

一致好评。

”对自主品牌企业来说，特别是一些后起的自主

品牌企业，目前的机遇难得，就看谁能抓得早，抓得

实。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脱颖而出，在未来的竞争中

占据主动。否则，错失机遇的自主品牌可能就要掉

队，自主品牌新的分化就将浮出水面。”缪雪中表示。

当然，三四线的城镇不是自主车企的自留地，所

以需要自主品牌积极面对，努力迎合市场，在与外资

品牌的交锋中打一场翻身仗。

而业内人士同时表示，企业在把握城镇化发展带

来的机遇的同时，还要注意练好“内功”，通过提高产

品质量、加快技术进步、完善服务水平为自身更好地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自主品牌车企：思定 谋动
曾经的摩托车大户，现在的自主汽车品牌

新贵——力帆汽车，一直在打造自身的营销模式。

10 月，力帆汽车宣布同时上市旗下“330”、

“530”、“630”3 款新车型，开创了有史以来的新

车上市先河。

对此，力帆汽车方面表示：力帆汽车 3 款新

车集体上市，不同于以往多数汽车厂商单款新

车上市的做法，可以说是开创了行业先河。这

3 款新车是力帆汽车在研发、设计、生产等各方

面实力提升的整体体现，是力帆汽车进入一个

全新发展阶段的标志。更重要的是，力帆汽车

希望通过三强联袂上市的方式，表明向更广阔

的市场空间参与竞争的态度。

而在注重国内市场的同时，力帆汽车在海

外出口也处于领先地位。记者从力帆汽车处了

解到，力帆目前的出口区域分为 3 个版块，一是

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欧国家；二是以伊朗、伊拉

克、阿尔及利亚等为代表的中东和北非国家；三

是巴西、乌拉圭，包括智利、秘鲁等南美国家。

其中，俄罗斯和伊朗的出口量相对较多。而截

至目前，力帆汽车海外出口同比增长已经超过

两位数。

此外，在新车集中上市的之后，力帆汽车

还将组建汽车金融公司。力帆的财务公司即

将投入运营，在达到一定规模和盈利能力之

后，力帆将正式申请汽车金融公司。用力帆实

业股份公司总裁尚游的话讲：“力帆要在今后

几年内表现出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力帆。”

豪车市场再现“团战”

抓品质立口碑：外资车企的生意经

在过去一年中以低销量徘徊的日系车企终于迎

来了一次集体“爆发”。

从近期陆续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日系车企的销

售数据几乎全线飘红：本田、丰田、日产三大车企月同比

增幅都在 60%以上；而马自达、三菱等二线日系品牌也

意外迎来了一次销量高速增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以下简称中汽协）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 9 月，

日产在华销量达 11.71 万辆，同比增长 83.4%，1 月至 9

月，日产在华销量为 88.57 万辆，同比增长 0.2%；9 月份，

本田在华销量达 7.399 万辆，同比增长 118.1%，1 月至 9

月，本田在华销量为 49.7261 万辆，同比增长 5.8%；而丰

田 9 月份在华销量达 7.21 万辆，同比增长 63.5%，1 月 9

月，丰田在华销量为 63.67 万辆，同比微降 0.5%。

9 月，日系车实现了华丽转身，不过，业内人士纷

纷表示，这不能说明日系车已经走出低迷销售状态。

全国乘用车信息联席会副秘书长崔东树表示，去年 9

月份，日系车销量过低，基数过低，所以与今年 9 月份

的销量形成了巨大反差。中汽协秘书长董扬也表示，

日系品牌仅仅是在 9 月份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复苏态

势，未来，日系车也难再重拾辉煌。

“力帆模式”开创行业先河

日系车集体复苏 或难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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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王哲

编者按：

“随着中国市场基数的提高，未来 5 年，汽车增长率将有所放缓，维持在 5%至 7%的水平，各整车厂之间的

差距正在拉大。”这是全球商业咨询公司艾睿铂对未来中国汽车市场的描述。

经过 20 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建立了庞大的汽车工业，合资车企、自主品牌以及租车等相关汽车产

业的衍生品，在国内得到了蓬勃发展的机会，汽车制造业被戴上了“国内利润最高行业”的光环。但与此同

时，自主汽车品牌竞争力不强，导致国外品牌领跑市场。

本期系列报道将关注中国汽车自主品牌将何去何从？国外汽车品牌该如何耕耘市场？汽车衍生行业前

景又如何？

“汽车产业观察”系列报道之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