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车市的高增长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未来，微增长将是这个行业的

常态。不是所有的产品都好卖，不是所有企业都能盈利，不是所有人都能

随随便便成功。

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的走势总是起伏难定。2012年上半年的车

市再度印证了这个道理。

车企年中“放榜”

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
年国内汽车销量增幅仅为
2 . 93%，差不多是近年来新
低。市场上消费信心不足，
经销商不堪库存重压，价格
战纷起，致使九成车企未能
完成半年目标。无论各大厂
商如何想方设法“救市”，
市场始终无动于衷。越来越
多人相信“微增长”将成为
未来车市的常态。

高增长一去不复返

解读2012年上半年的产
销数据，很难将它与过去3年
的车市割裂开来。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我国汽车累计产销
952 . 92万辆和959、81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4 . 08%和2 . 93%.

2 . 93%的销量增幅差不多
是近年来新低，近 1 0多年
来，仅仅只有2011年汽车销
量增幅低于这一数值，当年

仅为2 . 45%.回过头去，2009年
和2010年，在国家出台的一
系列刺激政策鼓励之下，国
内车市狂飙突进，两年内分
别取得了51 . 6%和33 . 9%的激
增。

2012年初，经过2011年
的低迷，业界本来预期今年
会有一个不错的增长，但事
与愿违。

当下中国车市已不再具
备继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业
界都在担忧限牌令会不会向
其他一线城市扩散。二三四
线市场仍然有增长潜力，但
基数不大，这些市场的增长
仅仅能弥补一线市场丢失的
量。油价上涨是长期趋势，
国内大城市接连提高停车
费，用车费用的增长成为趋
势，用车环境则越来越恶
劣。

行业分化加速上演

当然，“微增长”并不
意味着行业没有机会。事实
上，今年上半年在低迷的表

象之下，行业已开始分化。
不是所有品类的产品都

低迷。乘用车比商用车好
卖，上半年乘用车销售增长
了7 . 08%，而商用车则下滑了
10 . 40%.乘用车中，以SUV为
代表的多功能类产品，销售
增速超过30%，远高于其他
车型。

另外，豪华车增速亦大
幅领先于整体车市，这一细
分市场的平均增速也在30%

左右。不过各豪华品牌表现
不尽相同，奥迪和宝马仍然
领跑，并保持30%以上的增
速，奔驰上半年则仅增长了
11%。

合资品牌基本保持与大
市同步。上半年销量排名前
十的汽车企业中，合资企业
占据八席，其中上海通用仍
占据榜首，一汽大众和上海
大众紧随其后。在合资企业
争夺最为激烈的中高级车细
分市场，上海大众的帕萨特
与 一 汽 大 众 迈 腾 分 别 以
1 1 6 0 3 2辆和7 8 7 6 9辆占据第
一、二名，改写了日系三强

垄断中高级车市的局面。
相比之下，自主品牌表

现不佳。上半年自主品牌是
所有车系中唯一出现销量下
滑的；整个上半年自主品牌
市场份额逐月下降，至6月已
下降至41 . 39%，半年间下降
了3个百分点。好在今年自主
品牌在出口市场有不错表
现。上半年中国自主品牌出
口 4 8 . 7 9 万 辆 ， 同 比 增 长
28%。

上半年九成车企未能完
成半年度目标。上半年主流
乘用车企中，仅有上海通
用、一汽-大众、上海大众
和长安福特四家车企实现了
销量超过年目标的一半。

转型期酝酿新机会

国内汽车业野蛮成长的
时代已成过去，经过两年的
微增长，越来越多车企认识
到，车市已回归理性，未来
竞争将更趋激烈。不过，竞
争中并不是没有机会。

过去国内车市新车消费

绝大部分来自于首次购车需
求，但经过连续10多年的增
长，国内已积累了一批日渐
成熟的消费者，他们中间很
多人开始购买第二台车甚至
第三台车，消费升级已成趋
势。如何满足这批消费者需
求，将成为未来汽车企业必
须面对的新课题。

6月底广州突然发布的限
牌令，对整个行业带来的冲
击仍待观察。不过，业界普
遍预期一线城市限牌将是大
势所趋，这将对行业格局带
来很大冲击。未来车企将不
得不加速向二三四线市场转
移，并将越来越倚重这些市
场，由此可能带来全行业营
销方式的变革。

中国汽车业正在新一轮
重大变革的关键时期，微增
长是主旋律，未来行业内分
化将不断加速，但转折时期
又往往酝酿着新机会。

相比西方成熟市场，中
国车市仍然很年轻，年轻意
味着无限可能，也酝酿着无
限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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