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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本刊 综合

2008年底开始，国家陆续出
台过一系列汽车财税、补贴方面
的刺激政策，且多是围绕1 . 6L黄
金排量制定的。虽然这些政策的
实施明显刺激了车市销售，但专
家们普遍认为，从提升汽车企业
技术水平、技术能力方向上来
看，此前出台的政策没有起到
业界期盼的作用，没能成功提
升产业结构。

那么，国家未来还要出台什
么样的引导汽车产业的新政策？
这些政策是否能真正起到提升
车企技术能力的作用？中国汽车
产业到底还需不需要政策，需要
什么样的政策……

当前宏观经济的现状用汽
车人所熟悉的话语是一个“换
挡”的过程。中国经济在换挡，换
挡中间有一定减速，不要紧张，
但要防止过分减速。这时应适当

“补油”，而补油则要符合总的前
进的方向，不要倒补油。

未来如果国家不给政策，自
主品牌车企的日子会比较难过。
过去的十年，自主品牌车型市场
份额是提升的，主要因为其价格

优势，车型填补了低端市场空
白。未来自主品牌还有发展机
遇，但政策的支持很关键。

据预测，在保守的情况
下，到2015年，中国汽车年产
销量将达到2200万辆，汽车保
有量将达到1 . 5亿辆；2020年，
中国汽车年产销量保守估计将
达到2400万辆，汽车保有量则
将达到2 . 1亿辆。

1800万辆是中国汽车市场
的“锅底”，有1800万这个数字我
们就不存在“救市”一说。眼下中
国汽车市场的发展已经具有一
定的规模，看到市场发展速度降
下来就喊着需要政策出台“救
市”，是完全错误的。

“普惠”式政策效果差

这几年我国出台的关于汽
车市场的政策很多，其中有刺激
政策，也有限制政策，但就实施
效果来看，专家们普遍认为并不
理想，没能达到预期效果。

比如节能惠民政策，当时确
定该政策的实施是为了调整汽
车产业结构、提升产品技术水
平，是为了节能环保。但是，节能

惠民政策推出后，国家先后公布
了七批名单，476款车型入围，几
乎变成了一个普惠政策。业内人
士认为，普惠式的刺激政策调控
效果不明显，反而拖延了汽车产
业自身的改革。“刺激相当于补
油。但不能普惠性地补油，要在
关键的地方促进结构调整，促
进消费结构转变，促进汽车行
业健康发展。这样既能够短期
内支撑一下增长，稳定增长，
防止过分下滑，也能为整个产
业提供帮助。”

对于可能出台的新政，业
内人士建议，一方面要大胆地
补贴清洁和新能源汽车；另一
方面要有效地加强管理，引导
汽车产业更有竞争力地长期发

展，引导汽车消费更合理、更
有社会责任感，更符合长远发
展的基本规律。

不过，也有专家指出，虽然
效果不理想，但节能惠民补贴政
策“1 . 6L及以下”的规定，仍对汽
车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一定的
限制作用。专家们建议，国家出
台下一轮的刺激政策时，一定要
借鉴之前的经验，争取做到将钱
真正花到刀刃上。

新政应重在结构调整

中国汽车产业需要的是结
构性调整。提振车市需要政策，
但目前的市场对政策的需求并
不像2008年底那么迫切，特别是

那些会影响整个行业的政策，还
没有出台的必要，应该针对一些
现存问题有目的性地进行定向、
定点扶植。

眼下应主要出台一些结构
性调整政策。如目前来看，中国
汽车行业最急于解决的问题是
自主品牌发展受阻，那么国家就
应尽快出台相应的自主品牌扶
植政策，而不是总体上刺激整个
汽车行业发展。

总之，业内人士普遍表示，
在失调现象苗头出现时就给予
及时准确的引导，是国家出台政
策的根本方向和目的，不能等到
一切发展成规模后再动手，那时
不但事倍功半，且很有可能花再
大力气也收不到效果。

最近一段时间业界不断有声音称，国家正在

酝酿新一轮的汽车刺激政策，或将在今年下半年

陆续出台。究其根源，是不久前国务院常务会议

讨论通过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

规划》中，决定安排 6 0亿元扶植节能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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