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搜城·车评

2010年10月28日 星期四 编辑：王世新 美编：/组版：卫先萌C20 今日烟台

传言纷纷，该不该抑制车市
中国2020年汽车保有量将超

过两亿辆，产能过剩风险、交通拥

堵压力、环保与能源难题等将随

之而来，中国汽车产业乃至中国

经济将面临一场大考。

据中国证券

报

报 道 ，

某高层人士

日 前 预 计 ，到

2020年中国汽车保

有量将超过2亿辆。两亿

辆的汽车保有量，意味着中

国将真正跨入汽车大国行列，由

此中国汽车产业乃至整

个中国经济、中国社会都将面临

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考。

考验何来？一方面，年均将净

增汽车2000万辆，看似可观，但按

现有产能规划推算，2015年全国汽

车产能将超过3400万辆，产能过

剩风险仍将困扰中国汽车产业。

另一方面，交通拥堵、能源安

全和环境问题将更加突出。目前，

京、沪、杭、济等城市早晚上下班高

峰已是拥堵不堪，机动车排放更是

成为部分大中城市大气污染的主

要来源，在汽车保有量增长两倍达

到2亿辆后，交通压力可想而知，而

环保和能源问题如何破解更是重

中之重。

一本财经类杂志就曾调侃到：

根据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的预

测，随着机动车的加速增长，到

2015年北京的机动车将达到700

万辆左右。到时，单双号“限行”

将变得毫无用处，北京行车时速

将低于15公里，这种速度意味着

虽然大家都开着车，却统统退回

到多年前北京“满城尽是自行

车”的年代。

也许，就是在这种宏观背景

下，10月26日国内油价再次上涨

了，关于调整上涨车船

使用税问题也

已经摆上台面。目前税务部门尚

未就此事进行官方表态。其实，

车船税到底该怎么征是关系到

千万有车家庭的大问题。需要在

民主科学的氛围中充分吸纳民

意，而不能不考虑时机、条件、方

式，而一味强调征收的必要性！

2009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

刺激汽车消费的政策，使得中国

汽车行业成为世界新车产销第

一大国，今年全行业公认将达到

产销1700万辆的目标，仅仅才两

年的时间，汽车行业保持这样的水

平，实属不易，两年的时间无论如

何太短，如近期出现的各种影响舆

论，将对汽车行业的发展产生极为

不利的影响。应该科学、客观地对

待汽车行业的发展。千万不能出现

一哄二起三下来四重来的局面。应

该用智慧和时间来使汽车行业持

续稳定的发展。

(苏晖)

在家靠“父母”

“我爸是李刚”这句话应该算时下网络最火流行语。

它起源于10月16日一少年在河北大学校园内驾车撞人

造成一死一伤，他非但不想先救人，而是对围堵他的人

口出狂言“有本事你告我去，我爸是李刚”。

其实，对于中国汽车行业，同样存在着“我爸是李

刚”这句话，不过“李刚”比“我爸”差远了。

近日，中国汽车行业的“十二五”规划草案的初

稿已经制定完毕，总体目标强调我国汽车工业发展

要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转变。规划中有一项目标

是：将提高自主品牌国内份额。2015年，中国自主品

牌汽车市场比例将进一步扩大，大型汽车企业应具

备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自主产品平台开发能力。

试问，中国汽车行业内谁能担此重任？国企、民

企还是私企？显然，非国企莫属。但是，纵观中国汽车

的国资企业，除了“自强不息”、“艰苦卓绝”等自我肯

定的字眼之外，恐怕还有两个字是最离不开的———

“扶持”。

每到国资车企发展的关键时刻，“扶持”二字就

会出现。50年代白手起家的时候，需要国家扶持，改

革开放“市场换技术”的时候需要政府“扶持”，金融

危机的时候需要政策“扶持”，如今要发展新能源汽

车，国资车企则需要从零部件到整车生产到技术标

准等等的全面“扶持”，总之，中国国资车企像阿斗一

样永远都需要“扶持”，政府和国家就是它们的“我

爸”。

姑且不说国资车企从起步到今天是否能具有抗

衡“丰田们”的实力，单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市场

这块巨大的“蛋糕”不仅“喂”出了大众的世界第一，

而且养出了吉利、比亚迪等民营车企冲击世界汽车

的“豪气”。

而国资车企呢？在“市场换技术”的口号下，几乎

所有国资车企都沦为投资公司，拿钱出地，再派一些

低成本的劳动力，以获取合资企业的二手利润。现在

国资车企的乘用车制造基地是那些合资企业，属于

中外方共有。而汽车的核心如技术、品牌和制造营销

体系依然属于外方，基本谈不上自主。然而，中国汽

车却到了关键时期，要从大到强，要增长市场份额，要借

新能源“弯道超车”，此时，需要担此重任的国资车企的

实力在哪里，难道只凭“父母”。

格就事论车

跨国车企咋看中国车市
中国车市有多大吸引力？让咱们通过国外媒体的报道，瞅瞅跨国

车企老总是如何看到中国汽车市场的。

通用预测:中国车市于2011年销量增长大约为50%，无可争议将

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车市。

随着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个人收入提高，中国车市应该会继续保

持“巨大的上升潜力”，有关人士预测中国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坚持

收购，匹配世界上最大车市的地位。

戴姆勒有关人士表达了他们对中国车市最美好的远景，希望中

国消费者能够在未来三至五年间成为奔驰车最大买家。

大众旗下奥迪预计明年在中国的销量将超过德国，奥迪上周三再

次上调2010年中国车市销售预期，需求持续旺盛，他们

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年全年我们将为中国客

户提供奥迪车超过20万辆。

(罗兰)

格重磅评论

格正话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