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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的“质”更重于“量”的前提下，汽车企业正在或顺畅或艰难

地转变增长方式，应对新形势挑战。后来者的突围机会，重新洗牌的市场

秩序，也正蕴含在这看似矛盾、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增长”特质下。

发展亟待转型

转型期的特征给自主
品牌企业提出新的课题，
那就是如何实现由量到质
的提升。针对市场上的一
片唱衰声，业内专家认为
自 主 品 牌 并 不 是 没 有 机
会。“我国汽车产业仍处
于稳定发展期，仍有上升
空间，关键在于应摆脱过
去以投资和规模扩张持续

发展的阶段，进入以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和提高我国
产业国际竞争力为核心的
新阶段。”

自主品牌认为企业要
根据自己的发展战略形成
自己不同的创新文化来引
领科技的发展，形成自己独
特的DNA。

还有分析人士指出，经
济转型时期汽车行业的发
展，注意力要更多地放到增
强核心能力，增强竞争力方

面，而不一定是批量、产量、
数量和销售收入。下一阶段
关键是技术的提高、产品结
构的调整和自主品牌的培
育。推动汽车产业向节能与
新能源方向的转型升级，实
现总体由大到强的发展。

“微增长”新动力

某种程度上，对于国
内 汽 车 业 产 能 的 描 述 应
为：有效产能不足、无效

产能冗余。这也正是当前
国内车市的写照。随着车
企 两 极 分 化 愈 演 愈 烈 ，
“微增长”背景下的汽车
企业举措也大相径庭。

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
甚至逼得合资企业放下身
段，重新定位中国本土化开
发，辅以务实的营销策略，
以适合中国消费者需求。

以高档车为例，奥迪、
宝马相继宣布将全球同步

的科技搭载到国产车
型中，以提升新车价
值。同时，从金融、租赁
到后市场的多种方案灵活
快捷地应对，从而显示出企
业的主动性。

对本土企业来说，则集
中体现出自我纠错能力的
不断提升。从奇瑞回归一个
品牌，到比亚迪的放弃唯销
量论，也显示出本土车企放
弃了好高骛远的梦想，趋近

市场，更加务实。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国

内车市进入一种相对平缓
的增长期，从跨国到本土的
各家车企也进入了各自的
适应性调整阶段。谁调整得
快，谁更趋近市场需要，谁
就能在下一轮的洗牌中抢
得先机和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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