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纵横

我国汽车消费升温为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梁 达

在国际 金 融 危 机 冲击下，全 球

汽车产业 遭遇重创，生产、消费急剧

萎缩。与之 形成明显反 差的是，中国

汽车行业异军突起，产销均出现“井

喷”效应，作为一种高价值的耐用消

费品 ，其对经济的强大拉动力功不可

没。从 发展趋势看，我国居民自身的

消费特性 和潜力决 定了未来几 年汽

车消费将会 继续充 当经 济增长的 第

一引擎。

多种因素助推汽车销售

加速增长

首先，大多数中等收 入阶层的居

民消费水平已到购车临界点，汽车消

费已进入第三 次浪潮。中国汽车产业

过去十年出现过两次浪潮，第一次为

2002-2003 年，由 北 京、上 海、广

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居民 主导。第

二 次浪潮从 2003 年开始，由二 线省

会城市居民 主导，持续 4 年之 久，直

到 2008 年国际 金 融 危 机 来袭 才 结

束。目前，中国 汽车产业已迎 来第三

次消费浪潮，三 线城市的居民开始 买

车。2008 年 我国 人均 G D P 已 超 过

3000 美元，大 多数三 线城市的居民

已处于买车的初 始 阶段，潜力较 大。

我国三 线城市约有 3 亿人口，预 计第

三 次浪潮还将持续 5 年以 上。其次，

汽车消费政 策的拉动。今年以 来，国

家采取了燃油税改革、小排量车型购

置税 减半、汽车下乡、报废补贴、以

旧 换新等一系列鼓 励 汽车消费的政

策，刺激了汽车消费，对消费增长起

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此外，高收 入

阶层的汽车更新换代、部分城市机关

事业单位 公车改革、消费者的攀比

和从众消费行为、厂家与商家的多种

促销手段等，都有力地拉动和刺激了

汽车消费。

汽车拉动 G D P超过 10%

汽车工业 在国民 经 济中处于举

足 轻重的 地 位，是由其超长的产业

链 和在居民需求结构中的地位 所决

定的。汽车消费上 连工业 生产，下连

销售服务，产业链长，辐射面广，带

动力强，对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

击、保 持经 济平稳 较快增长具有重

要意义。

从经济学角度看，通过汽车消费

的促 进，可以 拉动汽车上下游产业链

的发展，为人们 创造更多的收 入以

拥有更强的汽车购买力，形成良性的

“生产-消费”循 环，对经 济发展起

到推动作用。从产业链分布看，在上

游原材料环 节，汽车产业和钢铁、有

色金属、橡 胶、石 化、塑料、玻璃等

产业休戚与共；在中游生产制造环

节，汽车产业与机械电子、数控机床、

自动化生产线等行业利益相关；到了

下游环 节，汽车产业 又与物流、金融、

保 险、销 售、广告 等服 务业 密 不 可

分。除 此 之 外，汽车保 有量的增长，

还将拉动 高速公 路 的投资需求，从

而 带动 水泥、建材等基建行 业的发

展。据有关资料表明，汽车业能带动

钢铁、机 械、电子、橡 胶、玻璃、石

化、建筑、服务等 156 个相关产业的

发展。我国私人汽车每增加 1 万辆，

将拉动 G D P 增长 88.82亿 元，钢产

量将增加 14.1 万吨，生铁 产 量增加

12.3 万吨，原油产量增加 2.03 万吨，

玻 璃产 量将增加 16.7 万 箱，合成橡

胶产量增加 0.1 万吨，轮胎 外胎产量

增加 13.4 万条，公 路里程增加 428.8

公里。汽车消费对服务业也有重要的

带动作用。汽车产品 需要大量的配套

服务，如 汽车快修、售后服务、旅游、

汽车旅馆、配件、汽车金融、保 险、

汽车用品 等等。据测算，汽车消费可

以 引致批 发和零售贸易、储 运、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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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业 服务、社会和个人服务等相

关服务业增加 30-80 % 的投入。汽

车作为一种价高值 大的 消费品，对

消费品市场的增长带动作用也日益凸

显。如 今年前 7个月汽车零售额对全

国限额以 上 零售额的贡献率达 30%

左右。此 外，汽车属劳动 密集型产

业，可以 创造大量的就 业机会。据测

算，汽车工 业每提供 一个就业岗位，

上下游产业的就 业人数就增加 10-
15 个。可见，汽车消费的拉动作用范

围大、层次多，与社会生产和人民 生

活 关系密切，可以 产生突破一点、收

获一片的效 果。2008 年，汽车工 业

总产值占 G D P 的比重已超过 8% ，如

果加上对上下游行业的带动，汽车工

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远远超过

10% 。

创造条件继续发挥汽车

对经济的强大拉力

当前世 界经济仍 未走出金 融危

机的阴 影，在出口 拉力明 显减弱的

情况下，依 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来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显得尤为重

要。近年来，我国消费品市场持续较

快 发 展，居 民 消费结 构逐步升 级，

2003-2008 年，每百户城市居民 汽

车拥 有量由 1.4 辆提高到 9.8 辆，汽

车消费逐 渐成为内需增长的主要 动

力。作为“保 增长、扩内需”的重要引

擎，国 家应该 积 极创造条件扩大 汽

车消费，发挥其对经济的强大拉力。

一要鼓励 汽车消费。国际上通常

用车价和人均 G D P 的关系来推测轿

车进入家庭的时期，即当轿车的价格

相当于人均 G D P 的 2-3 倍时，就是

轿车进入家庭的转折点。目前我国不

少居民的收 入水平已 经达到经 济型

轿车的平均价格，从 经济基础 上看

轿车进入家庭的时机已经成熟。为

此，要把 鼓 励 汽车消费作为一项长

期战略，以 经济发展为保障，以 改善

消费环 境为条件，继续稳定和扩大

汽车消费需求，积极培育汽车消费市

场，完善社会 保 障体 系，改革税 收

政策，加 强基础设 施建设，在养车、

规 划、交通、市场、金融制度、政 策

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出台配套措

施，力促 汽车消费的发展与成熟。

二 要加快城市规 划布局调整。目

前我国城市规 划设计明显滞后，还不

能适应汽车大量进入家庭 生活的要

求。要在大到地区城镇规划，中到道

路交通体系建设、商业中心 等功能区

布局，小到社区规 划建设等多方面体

现 适度超前的思 想，充分考虑汽车

消费的发展前景，提高城市发展的容

量，扩展城市发展的空间，为 汽车消

费的普及 提供 外部条件。在道路 交

通上，要继续加 快城市干线公 路 的

建设与改造，加 大快速路 建设 力度，

进一步推进城市交通体 系 立体 化，

解决道路交通拥堵、卡口 路段多等行

车难问题。在 配套设 施 建设 上，要

从新建项目设计和规划上下手，提 高

建设项目特别是新建住宅区的配建停

车场标 准。改 造和完善现有配套设

施，在主要商业中心 地带增建一批停

车场，改善用车环 境，方便有车一族

的出行和消费。

三要扶持二 手车市场。要积极发

展专业二手车经销企业，倡导汽车品

牌经销 商开展“以 旧 换新”、“以 旧换

旧”等二 手车置换业务，简化 二 手车

交易手续，降低 交易成本。建立二手

车市场公 共信息服务平台，加 强二手

车市场建设，规范优化 交易环境，形

成多层次梯度发展的汽车消费体 系，

满足 不同层次 购 车需求，使低 收 入

人群拥有低价二 手轿车，高收 入人

群可以 经常更换和使用新轿车，既可

以促进轿车的循环使 用，也可以 活跃

汽车消费市场。同时，加 快老旧 汽车

报废更新，鼓励 有条件的地区集中建

立报废汽车处置中心 ，支持回收拆解

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引导汽车生产企

业通过参股、并购回收拆解企业等方

式开展报废汽车回 收、拆解业务。

四 要鼓励 汽车消费信贷。鼓励金

融机构开展新车和二手车消费信贷业

务，降低 汽车消费的门槛，不断扩大

汽车信 贷消费。推动金融 机构根据

信贷原则和汽车流通企业的特点，制

定差别化 授信条件，创新担保 方式，

加 大信贷支持力度，满足 汽车流通企

业的合理信贷需求。稳步发展汽车消

费贷款保 证保 险 业务，推动保 险 机

构与汽车消费信 贷机 构进一步加 强

合作，加 大汽车消费信贷的比例。大

力扶持以 汽车金融公 司为主的汽车消

费信贷，拓宽汽车金融公 司的融资渠

道，降低 其融资成本，促 进汽车消费

市场平稳发展。通过发展消费信用，

促使居民消费模式从自我积累型向信

用支持型转变，可以 提前实现汽车等

高价值商品的消费，解决“购上不足，

购下有余”的消费断层问题。

五要启动农村汽车消费市场。在

党的一系列惠农、利农政 策推动下，

近年来农民收 入实现 较快增长，潜

力巨大的农村汽车市场将启动，尤其

是低 速汽车、微 型车、低 端客 车和

经济型轿车需求将加 速。为此，要积

极研究培育和发展农村 汽车市场的

政 策和措施，探索适合农村地区发

展的汽车经营模式，引导企业开发和

生产适合农村地区使 用的低价位 节

能型汽车，建立和完善农村地区汽

车销售服务和回 收网络，确保 汽车下

乡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严厉打击坑

农害农、虚假开具报废汽车回 收证明

等违法行为，切实把汽车下乡政策落

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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