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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我国 汽车市场将
回 归 平 稳 增 长

李 响  朱 敏

今年我 国 汽车 市场明 显降温 ，

在国内 市场激 烈 竞争的 压 力 下 ，汽

车价格不 断 下降，产品 结构进一 步

趋 于合理 ，向 海外拓展开始 迈 出 实

质性 步伐 ，汽 车 产 业正 在逐步走向

理性。从汽 车 业 自身发展规 律和国

外经 验 看 ，我国 汽 车 市场尚 有较 大

发展空间 ，但 石 油 及 钢材价格 不 断

上 涨 ，汽车 消 费 环境的制约将影响

到 汽 车 产 业的 更快发展， 汽 车 产 业

今后 将由以 往 的 超 高速发展回 归 平

稳 增长。

今年我国汽车市场明显降

温，向海外拓展步伐加快

1 .汽 车 产 销 总体上仍 然 保 持较

快 增 长 ， 但 增 速 呈 现 逐 月 放 慢 态

势。国内轿车产销两旺的 “井喷” 行

情已经持续 两年多，2 0 0 3 年全年汽

车 产 量 4 4 9 .6 5 万 辆 ， 同 比 增 长

3 3 .3 % ，其 中轿 车 增长 幅 度高达

85% ，多年抑制的消费热情得到一定

程 度的 释放。今年年初 汽 车 业 产 销

继 续延续去年的强势，3 月 当 月汽车

产 销 量 双 双 突破 5 0 万 辆的 历 史记

录。从 4 月开始 ，伴随着国 家宏观调

控政策的实施，汽车生产、消费也开

始降温，产销增幅逐 月下降，7 月全

国轿车产量比 6 月骤减 4.57 万辆。全

国 21 个生产轿车的地区中， 有 1 9 个

地区生产下降，只 有 2 个地区略 有增

长。截至 8 月 份 ，全 国共生 产 汽车

38.6 万辆，增幅比 7 月份下降了 1 .96

个 百 分点。

2 .轿车 产销明显降温 ，商 用 车

平稳回 升。轿车 市场 20 04 年出现明

显的滑坡，产销率偏低，高级 车 、中

级 车产量增长远 大于销量增长。1 至

8 月份 全国 累计生产轿车 1 5 8 .7 5 万

辆，仅比上年同期增长 25.4% ，增速

远远低于去年的 85%。从今年 3 月轿

车单月产销分别 完成 2 4 .6 7 万 辆和

22.62 万辆到 8 月单月产销降为 17 万

辆 左右，可以 说 让 我 国轿 车 市场在

这 6 个月内坐了一次心 跳加 速的 “过

山 车”。今年上半年轿车总产销率降

为 90.84 % ，新增库存 1 1 .4 万辆，占

全部汽车新增库存的 92.38% ， 而 2003

年全年库存只 有 4 .7 3 万 辆。这只 是

生产库存，如 果考虑流通领域，轿车

总库存很可能高 于 4 0 万 辆。而商用

车 市场却是 另 一番景 象。商 用 车各

车型产销率在 97 .9 % — 1 0 9 .58% 之

间，总产销率 99.34% ，新增库存量只

有 9 4 1 7 辆，商用车产量占汽车总产

量的 53 .4 5 % ， 而库存只 占汽车总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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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 7 .6%。
3 .国 内 车 市的低迷不振迫使 汽

车 企业加 快 了 海外拓展的 步伐。在

今年国内车 市持续数 月 低迷不振，

汽 车库存压 力 增大的情况 下 ，国 内

汽 车 企业加 快 了 海外拓展的 步伐，

以 求缓 解产能闲 置的 压 力。一是向

国外出口 汽车整车及零部件。1 —8 月

汽车整车（含成套散件）出 口 2 1 .8 万

辆，出 口 额 4 .3 4 亿 美元，分别增长

265 .2 % 和 8 1 .1 % ；汽车关键件出 口

7.47 亿 美元，增长 84.9% ；汽车零件、

附件出口 37.83 亿 美元，增长 61.8%。
二是采 用 配 件组装形 式在海外设 厂

直接向 当 地 市 场渗透。如 国 内四 大

汽 车 生 产 企业——长城汽 车控 股公

司、东风汽车集团、奇瑞汽车公 司和

广 州 华 南摩托 车 工 业有限公 司 签署

协议 ， 联 合在非 洲 加 纳与 当 地 大型

企业合资建立汽车生产基地 ，以 配

件组装形式生产卡车、摩托车、奇瑞

轿车、皮卡和旅行车 ，这是国内汽车

企业首次 集体在海外设 厂。
此 外， 汽 车 市 场 还 呈现 了 另 一

个 新特 点 ， 即 产 业 集 中 度 稳 步 提

高，产品 结构趋向合理。目前国内汽

车 骨干企业加 快 了 与 国 内 外汽 车 企

业的 重组 力度 ， 汽车的 市场份 额逐

步向 大企业 集 中，骨 干 企业 主导市

场特征明显。1 — 8 月，一汽、上汽、

东风、长安 和北 汽 集 团 销量都超过

了 30 万辆，总销量达 217.75 万辆，

占市场份额的 2 / 3。汽车产业结构也

逐步趋向合理 ，特别是轿车、客车、

货车三大类产品 的比例由 1 9 9 0 年的

8% 、25% 、67% 变成了今年 1 — 8 月

的 47.6% 、24% 、28.4%。轿车比重大

幅提高，在货车里，重型货车的比 重

在增加 ，载货车产品 向大吨位 、大马

力、高效 率发展，逐步与国际接轨。

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环境

1 .国 家有关 汽 车 生 产 、 消费的

政 策将不 断 完善。为 了 促 进汽 车 产

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国 家近年来颁

布 了 一 系列 产 业 政 策 来 规 范 其 生

产、销售和技术开发等环节 ，汽车产

业 政 策重点从生产 环 节向 销 售 环 节

转 变 ，以 便 更好 地发挥汽 车 产 业的

支柱作用。如 今年已经出台的《汽车

产 业发展政 策 》要求地方政 府一律

取 消不 利 于汽 车 消费的政 策；最近

出 台的 汽 车报废政 策允许给予 补贴

鼓励报废之 后 购 买 新车。根据 加 入

世界贸 易 组 织 的 承诺 ，我 国 汽车 产

品 的过渡期保 护措施 将在今年年底

到期，自 20 0 5 年 1 月 1 日起，将取

消汽 车 产品 进口 配额 管理 ，并将继

续降低 汽车进口 关税 ，直至 200 6 年

7 月 1 日 将 进 口 整 车 的 关 税 降 至

25%。去年 12 月，中国银监会先后批

准筹建三 家汽 车金融 公 司。同 时，

《二 手车 市场管理办法》即将出 台，

将使二 手 车 市场 经营主体 多元化 ，

允许个人之 间 直接 交易 ，且 私 车 交

易价格 可由 买 卖双 方 商定，并建立

二 手车 自 愿申请评估 制度 ，促进二

手车流通。国 家商务部公 布的《汽车

品 牌销 售管理 实 施 办 法（ 征 求意见

稿）》中 ，提 出 只 要 汽 车 生 产 商授

权 ， 进 口 车 可 以 和 国 产 车 同 网 销

售。近期 汽车 产 业政 策的 主要导向

还 包括：进一 步 鼓励 企业发展经济

适 用 型 的 汽 车 消 费品 以 及 代 用 燃

料；加 快发展柴油客车、轿车和微型

车，推动电动汽车、混合动力、燃料

电池汽 车 发展；支持和鼓 励 骨干企

业兼并重组其他 企业，扩大效益，提

高国 际 竞争力；进一 步鼓 励并 支持

企业 自 主开发或者利 用外国技 术开

发 具 有 自主 知 识 产 权 的 乘 用 车 产

品 ，提高自主研发能力；进一步巩 固

宏观 调控 成效 ， 加 强 和 完善准入管

理制度，禁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限

制利 用散件进行 简单组 装，特别是

引进散件进行 组装；进一 步规 范市

场秩序，促 进公 平 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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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汽车行 业投资增长过快 ，有

可能造成供 需失衡加 剧。在 20 02 年

和 200 3 年汽车市场高速增长的诱 惑

下 ， 汽车 产 业 又 出现 了 新一轮投 资

热潮，各 类投 资主体对汽 车 产 业投

资的 积极 性 大 为 高涨。这里 既 有汽

车 生产企 业本身的 大规 模投 资，也

有大 量新进入的民营资本和非 汽车

产业的国有资本，因此 ，汽车产业的

生产 能 力 大幅 度提 高。国内许 多省

市纷纷 计 划 打造汽 车城，发展汽 车

产业群。2003 年到 2007 年，各地规

划 或者设 想要投 资的汽车行 业金额

达 2000 多亿元，将新增生产能力 600

多万辆，到 20 07 年，全国汽车总的

生产能力将达到 1100—1200 万辆。然

而 ，从今年 4 月份开始 ，我国汽车市

场需求已从过去两年的 “井喷” 式增

长向 平稳增长转 变 ，增长速度 大 为

下降，市场供求矛盾加 剧。据预测，

到 2 0 0 7 年汽车 市场预 期产 销也就

7 0 0 万 辆 左右 ， 生产能 力将严 重过

剩。加入 W T O 之后，由于我国汽车

市场的快速发展和汽车 产 业政 策 尤

其是外资管理 政 策的 变 化 ，跨国 汽

车公 司也加 快 了 进 军 中国 市场的 步

伐，在投资策略 上，由过去的相对谨

慎向 积 极 扩 张 转 变 ， 在 布 局 策略

上 ， 由过去的局部布局向 全 面 布局

转变，以 期尽快抢占 市场，扩大市场

占有率，确 立竞争优 势。为 了加 快推

进这些 策略 ，同 时 又 避免受到 产 业

政 策规 定的 同 一 家外商合资生产 同

类 产 品 不得超过 两 家的限制 ，跨国

汽车公 司 已经并将继 续 采取整合资

源和资产 重组的 方 式，产 量提 升将

不 可避免 ，我 国 汽车 产 业从此 进入

了 真正 的激烈 竞争时代。

3 .原油 价格持续上 涨 ，将影响

到 消 费者的 购 车 热情。受国 际 市 场

石 油 价格持续走高和国 内需求旺 盛

的影响 ，8 月份能源供 应依 然偏 紧，

原 油 及 成品 油 价格 继 续 上涨 ，原油

出厂价格比去年同 月上涨 26.6% ，涨

幅比 7 月份提高 1 .6 个百分点，影响

工 业品 出厂 价格上涨约 0 .9 个百 分

点。成品 油中的汽油、煤油和柴油分

别上涨 12.3% 、25.2% 和 19.8%。成品

油 价格上 涨 ， 大 大加 重 了 汽车 消费

者的使 用 成本，也 影响 了 他 们的 购

车 热情。
4 .钢材价格 出现反 弹，将加 重

汽 车 企 业的 成本负担。目 前钢材等

原材料价格上 涨 对汽车企业效 益的

负面 影响 日 益显现。受 经济快速发

展和国际 市场钢材价格 大幅 上升的

拉动 ，今年初 我国钢材 市场价格 也

逐月攀升，4 月份由于国 家加 大宏观

调控 力 度 ， 尤其是严 格控 制 新投 资

项 目 上马 ，钢材价格呈现 高位 趋稳

的态势。而从 6 月底开始 ，国内钢材

市场价格又 开始 上升，8 月份，钢材

价格延续 7 月的反弹势头，黑色金属

冶 炼及 压 延加 工 业 出 厂价格 比 去年

同月上涨 17 .1% ，涨幅比 7 月份提高

0 .9 个百分点。

5 .我国 汽车 消 费的外部环 境还

有待进一步改 善。随 着汽车保 有量

的快速增加 ，道路拥挤、环境保护、

燃油供给、停车难、保险费用增加 等

一 系列问题接踵 而 来。自 1 9 9 9 年

起 ， 我 国 汽 车 保 有 量 年 均 增 长

1 1 % ， 私 人汽 车 保 有量年 均 增长

22%。到 2005 年底，汽车保有量预计

将达到 250 0 万辆，能源、环境、交

通等 方 面的 矛盾 日 益 突出。2 0 0 3

年，全国汽车耗油 30 50 万吨，占汽

油 消费总量的 5 2 % ，而我国 汽车 平

均 油 耗 水 平 高 于 欧 美 国 家 1 0 % —

15% ，高于日本 20%。大气污染和交

通的 堵塞已经成为部分 大中城 市可

持续发展的瓶 颈 ，由 于国内汽车 消

费 量较 大的城市 交通堵塞以 及 车辆

泊位短缺的 矛盾突出 ，汽车 消费增

速放缓，结构调整加 快，近期市场变

化 将呈现 出一些转型特征。再加 上

由 于银 行提 高 汽车信 贷首付 门槛，

严格信 贷手续 ，汽车 信 贷 消费也随

着降温。与去年相比，目前贷款 买车

比例已从 49% 下降到 10%。厂家频繁

进行的价格战 ，让 消费者的 观 望心

理 变得更强 ， 购 买 信 心 下降。

汽车产业将逐步

回归平稳增长

目 前我 国汽 车 消 费 正 在进入理

性 消 费阶段 ，不 可能 长期 维持超 高

增长率，今后将逐步回 落至 2 0 % 左

右的 平 稳 增 长。从 目 前 经 济走 势

看 ，今年经 济高速增长的基本格局

不 会 改 变 ， 预 计 全年经 济增长速度

可超过 9 % ，今年四 季度汽车行业产

销将有所回 升，但幅度不会太大，预

计全年汽车产量将超过 550 万辆，同

比增长 2 3 % 。但 不 同 车型情况 差别

较大，轿车产销形势严峻，多数企业

难以 完成年初 预 定的 目 标 ，即使 维

持目 前的 产 量，全国轿 车 生 产 也将

进入 负增长 区间 ，预 计 全年轿车 产

量 240 万辆，同比增长 18% ，增幅比

去年下降 6 7 个百分点。而重型载货

车将是汽车 市场的 亮点，随 着治理

超载措施 的 深入，运 力 不足 矛盾开

始显现。此 外运输价格上涨、运输收

益提 高，加 上 国 家鼓 励 公 路 运 输 企

业发展大型 载重运输 ，缓 解对铁 路

运输 的 压 力 ，重型载重车特 别是载

重 20 吨 以 上的重型载货车将迎来一

个需求高峰。总体估计，由于 2 0 0 5

年随着中国加 入 W T O ，汽车工 业 5

年保 护期将走向尽头 ，到时候 整车

的 关税将只 有 2 5 % ，进口 车的 配额

壁 垒 将被 彻 底 清除 ，加 上我 国 汽车

产 业的技术积 累 不 够 ，产品 差异化

程 度不 高 ，以 及 汽 车投 资激 增造成

的 产品 供 过 于 求，原 油 及 钢材价格

的居高不下，等等，都决定了明年的

汽 车 市场将会进一步回 归到 平稳增

长 状 态 ， 超 高 速 增 长 将 一 去 不 复

返。
（作者单位 ：天 津大学、国 家信

息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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