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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需求是发展动力

刚性需求，是指常态化市场下，依靠市场自身规律和
自身力量作用下的需求，我国汽车市场在未来相当长时
期，有着强劲的刚性需求。

目前汽车市场上60%以上的消费者属于首次购车，其
中有摩托车的升级换代，至2011年11月，全国汽车保有量首
次超过摩托车，表明中国机动车结构由摩托车为主体向汽
车为主体转变；此外还有1300万辆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同
样需要换代。

至2011年底，民用汽车保有量突破1 .04亿辆，拥有汽车
驾照人数超过1 .72亿。全国拥有驾照人数与汽车保有量之
间有着巨大的数字落差，上海私车牌照额度拍卖和北京私
车额度摇号，始终处于“僧多粥少”的供不应求局面。充分佐
证了群众对拥有汽车这一出行交通工具和享受汽车文明
的强烈欲望。

此外，我国还有大量未达和仅达国I排放标准的汽车亟
待淘汰和更新。如果套用欧美日等国经验，我国每年的汽
车更新需求，就要突破上千万辆。一个从首次购车向更新
购车与首次购车双重方向转变的汽车消费需求结构已经
向我们走来。

按国家规划，2020年我国将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城镇
化持续推进。目前城镇化率，发达国家87%，世界平均55%，我
国47 . 5%。有权威专家研究预计，城镇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
点，就有1000万人进入城市生活，就会拉动汽车新的消费。

制约因素造弹性市场

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我国汽车市场大受
影响，汽车产销跌入5 .21%和6 .70%的一位数增长。如果没有
2009年初的多项刺激政策，这一年可能跌进负增长；由于多

项刺激车市政策的效应，2009年汽车产销不仅没有负增长，
反而增长了48.30%和46.15%，突破1300万辆。刺激政策延续一
年，2010年产销又增长32.44%和32.37%，突破1800万辆，其中包
括透支2011年的消费。

2011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刺激政策退出，增速
明显放缓，只维持一个微增长的态势。目前制约汽车发展
的因素，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近几年，我国原油进口量大幅攀升，2010年2 .3亿吨，原
油进口对外依存度55%，已经达到警戒线。我国乘用车新车
百公里平均油耗有所下降，但油耗水平与国外发达国家相
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全国667个城市中，有2/3城市出现拥堵。城市交通拥堵、
城市环境恶化，为一些城市采取简单化做法提供口实，限
购、限牌、限行。北京2010年销售91万辆汽车，限购后的2011年
少增汽车51万辆。同时，汽车尾气污染已成为我国大中城市
主要污染源之一，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说，机动车
氮氧化物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30%。

持续发展必须转方式

我国汽车产销量攀上了世界第一的位置，可“量”的超
越并没有带来“质”的飞跃，汽车核心技术缺失，自主开发能
力不足，自主品牌发育不良，汽车社会文明程度不高。如果
不能调整好结构，转变好汽车发展方式，在未来5-10年里中
国汽车业如果被打败，只能败在自己手里。

目前我国汽车核心技术缺失的状况并没有随产业规
模的扩大、市场的做大、制造技术的提高而得到彻底改观。
要实现由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转变，由汽车制造大国向汽
车创造大国转变，必须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加大
自主核心技术的创新开发力度，同时整车和零部件市场、
汽车物流、汽车金融和汽车保险等服务市场，二手车市场、
消费者服务市场等等，都需要加大力度去开掘。

本本刊刊 综综合合

展望2012年乃至以后一段时期车市发展趋势，汽车的刚性需
求，是我国汽车市场持续发展的动力；种种制约因素，包括正面
和负面因素的影响，也让我国车市呈现出明显的市场弹性。作为
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汽车产业必须在“调结构、转方式”上下功
夫，方能平稳持续发展。2012年，车市仍将低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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