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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传统依靠利用
外资和出口保持经济增长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受
到严重冲击。2009年 1~5月，我国出口同比下降
21.8%、利用外资同比下降 20.4%。2009年中国经
济增长保 8%的目标，只能依靠拉动内需来完成，
这一点政府早就明确了。汽车产业作为中国经济
的重要产业组成部分，其附属庞大的产业链，汽车
业能否保持增长，对于中国经济能否完成 8%的增
长目标至关重要，汽车振兴政策也就变成了重中
之重。

政策一：购置税调整
国家从 2009年 1月 20日到 12月 31日，对 1.6L

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购置税税率由原来 10%调整
至 5%，1.6L以上乘用车维持
原有10%税率。

市场反应：
据了解，在购置税政策

颁布以后，业内专家表示，在
排量选择上，1.6L 以及以下
的车型都有所获益，尤其是
1.6L 与 1.8L 的比较选择上，
有34%的消费者原先在1.8L
和 1.6L 之间徘徊，在购置税
调整政策作用下更倾向于
1.6L。与政策出台前相比，
潜在消费者更加关注用油成
本(69% )，同时对车型的考
虑，对信息收集，购车时间，
预算等的考虑也更加谨慎和
务实。

政策二：燃油税改革
2008下半年国际原油价

格不断走低，燃油价格在去年12月大幅下调的情况
下，由于实施燃油税后油价上涨预期大幅下降，在
2009年 1月 1日政府顺势推出并实施燃油税改革，
取消了包括公路养路费等总共6项收费，同时，成品
油消费税单位税额亦有调整。

市场反应：
总体而言，燃油税对车主在使用汽车频率和出行

距离方面影响有限，这和去年油价下调有一定关系，在
长途驾驶方面燃油税改革存在部分影响，15%的车主
选择了减少长途出行。对于消费者而言汽车还主要用
于日常代步，因此燃油税改革在使用频率和短途出行
方面基本没有影响。据统计，在购车时间、预算方面，
燃油税改革的影响都存在双面性，而在排量选择上，燃
油税改革则促进了部分消费者向小排量汽车转移，
36%选择购买比原计划小一点的排量。

政策三：汽车下乡
在新增中央投资中安排 50亿元资金，自 2009

年 3月 1日至 12月 31日，对农民购买 1.3升及以下
排量的微型客车，以及将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报废
换购轻型载货车的，给予一次性财政补贴。

市场反应：
汽车下乡对农村市场的拉动效果是不言而喻

的。农民作为经济发展中相对落后的群体，其受到
政策的各种照顾是各方均认可的。政策出台，微客
市场国内同比销量增长52%。1~2月的微客销量累
计同比增长达到30%。远高于其他车型的增速。而
在2月轻卡也出现高增长。这是国家体系性完善汽
车消费政策的逐步出台的效果快速体现。

政策四：以旧换新
2009年在已安排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

10亿元的基础上，再安排40亿元，对符合一定使用

年限要求的中、轻、微型载货车和部分中型载客车，
以及“黄标车”适度提前报废并换购新车，给予不高
于同型车辆单辆车辆购置税金额补贴。

市场反应：
“以旧换新”政策因为是近期新出台的，据统

计，潜在车主对汽车使用和购买成本方面的政策更
为关注，尤其是油价市场化，小排量车扶持，购置税
按排量分级征税和公积金买车开放政策出台；而已
经购买汽车的现有车主则更为期待废旧车回收补
贴政策。

今年上半年车市的火
爆，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而主导因素则是及时
出台的振兴政策。燃油税的
公布、购置税的减半、汽车下
乡的实施，在一系列利好政
策的推动和主导下，上半年
车市如同坐上了火箭，一飞
冲天。1~5月份，由于利好
政策的实施，带动了车市
10%以上的增长，使中国汽
车销量保持了良好增长势
头，连续5个月超越美国，成
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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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利好 一振而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