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市迅猛发展的支撑点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60
年以来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汽车
进入寻常百姓家”就是其中
一个非常鲜明的标志。据有
关数据显示，从2004年以后，
我国每年的汽车产销量都以
超过百万辆的速度向上“井
喷”。然而，面对这样一组振
奋人心的数据，谁又能想到
从1956年一汽生产的第一辆

“东风”小轿车开始，到1992
年我国汽车产销量达到 100
万辆，竟然用了 36 年的时
间。河南工业汽车工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蒋贡敏表示，中
级车是国内汽车产业持续迅
猛发展的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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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1日 星期三 统筹 闫肃 编辑 王美华 校对 晓梅 版式 王艳

B05

郑州车市60 年 之 中级车

追溯起源：从无车无市走向发展萌芽

之所以会有“中级车”这个概念，是因为近年来汽车市场上车型日益增多，个性化
的设计满足了更多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将市场进一步细分。蒋贡敏说，中级车真正

的发展还要算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说：“经过改革开放时期国家对汽车产业政策的正
确引导，以及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思想逐步开放，私人购车的潮流开始兴起。当时很有
代表性的一个车型就是两厢富康，它也是当时私家车的代名词。

经商多年的李女士最早的一部私家车就是两厢富康。她说，20世纪 90年代初期可选
择轿车种类很少，还是普桑、夏利、捷达一类的传统车型。两厢富康一上市，突然让汽车有
了性别，让汽车不再是千篇一律那样的棱角分明，所以在当时两厢富康的女性车主居多。

剖析现状：从跻身进入走向迅猛发展

也许就是从两厢富康开始，一下子勾起了女性对汽车的情有独钟。几乎是一夜之
间，合资品牌纷纷进入到中级车市的阵营中来，而且车型设计的越发精致小巧，人性化
操控功能也首度运用到普通级轿车的装备上，不仅大大刺激了女性消费市场，更让男性
消费群体也有了更多的选择。不仅如此，随着中级车市场的快速崛起，一批有胆识、有
策略的自主品牌也纷纷上马，推出如奇瑞旗云、吉利优利欧等车型。

到了2004年车市迎来了第二次转折，特别是处于中流砥柱的中级车阵营，虽经历
了销售势头从“井喷”到“谷底”的巨大挫折，但却在这个时期让中级车找到了新的突破
口。合资品牌纷纷推出更适合中国国情的车型，以及个性化十足的车型，如东风日产的
骐达、一汽丰田的卡罗拉、北京现代悦动、别克凯越、广州本田锋范等，都取得了不俗的
市场份额。

与此同时，自主品牌车企也有了质的飞跃，奇瑞A3上市以来就一直处于热销状态；
长城绚丽也凭借其绚丽的外形、强劲的动力不断创出销量新高；而稳居中级车上游的中
华骏捷也依旧保持着旺盛的活力；以及刚刚上市的上海华普海景也创下了销量开门红。

谋略未来：从过度竞争走向产品创新

过度竞争，是中级车市场不可回避的现实。虽
然，在当下的中级车阵营“降价”已经成为了一个滥用
但却有效的“营销策略”，但长此以往，终归挫伤的还
是消费者的购买热情，所以谋略未来、寻求突围就成
了当下中级车阵营刻不容缓的问题。

从近来中级车市的几款热销车型来看，满足中国
消费者偏爱大车的情节，不少车型都纷纷加长了尺
寸。去年上市的伊兰特悦动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与其
上一代车型相比，轴距加长了 40mm，达到 2650mm。
其后，新宝来也把轴距从原来的 2513mm 扩展为
2610mm。今年4月上市的科鲁兹轴距更是有2685mm
之长。

不光身材上越来越向“上游”车型靠拢，在配置上
也变得越来越丰富。智能倒车雷达、全自动恒温空
调、感应式雨刮器、一键式启动、定速巡航、GPS卫星导
航、手机蓝牙免提……这些以往只在中高级车上才有
的舒适性配置，基本在以上车型的身上都能见到。除
此之外，那些配有“数字化”、“智能化”的车型也让消费
者眼前一亮。

由此见得，处于竞争最为激烈的中级车市场，并
不是只有降价才能够留住消费者的眼球，做好内功，
让产品性能更加卓越才是发展的长久之计。

郑州车市60 年 之 经济型车

1949~2009，六十年磨一剑。从新中国成立时的薄家底
到现在的产销量有望突破1000万辆，如今的汽车工业已是国
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涉及面广，关联度高，消费拉动大。中
国已成为世界生产规模第三、汽车消费第二、市场潜力第一
的汽车大国，前几个月中国的月产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
界第一。可以预见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
真正的汽车强国。 晚报记者 王美华

无车无市状态
没有经济型车这一说
我们在一些历史纪录片里或者

老照片里可能看到过这样一些镜头，
陈旧的街道上，跑着为数不多的几辆
小轿车、吉普车还有公交车。“新中国
成立初期，郑州有汽车，不过那些都
是战利品和援助品，家底很薄。都是
分配给领导的。”河南省汽车行业协
会常务副会长蒋贡敏说。

据了解，虽然 1956 年、1958 年，
第一辆解放牌、红旗牌汽车相继诞
生，标志着我国汽车工业的开启，但
是直到1970年，我国轿车最高年产量
也就600辆。

1978 年至 1988 年，是计划经济
与市场经济并行的阶段。改革初期，
郑州街头汽车极少，国产的解放和
红旗，偶尔能见到的也只是拉达、白
茹、达契亚、波罗乃兹等车型；1985
年以后，桑塔纳才开始出现。蒋贡
敏回忆说，“国有的省机电、市机电
是当时最大的汽车经销企业，掌握
着紧缺的汽车资源，老百姓依旧与
汽车无缘。”

“说白了，经济型车这一概念也
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最开始的时候
也就是桑塔纳，车型很少，也没有车
市这一说。河南经济型车的发展史
也可以说成是郑州车市的发展史。”
河南新希望总经理余继华说。

改革开放 郑州车市萌芽
经济型车多了

改革开放的春风来到了郑州，汽车销售
指令性计划逐步缩小，指导性计划逐步扩
大，郑州车市也开始了市场化进程。这个时
期最大的特点应该是私人可以买汽车了，不
知道多少人燃起了汽车梦。

河南新裕隆的董事长孙开东感触颇深，
他说：“1993 年那时候买车要托关系找指
标。车型少，只有上海大众、标致等车型，货
源紧，摆出来多少车就卖多少，不过基本上
都是只有一台车。按现在的标准，这些车型
都算经济型车吧。”

“郑州在上世纪 80年代的时候，跑得最
多的就是黄面包。普桑、夏利、富康这些车
私人拥有的也多了起来。”余继华说。据统
计，1992 年，我国私人汽车保有量达到 100
万辆。

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郑州开始出现了
一大批汽车品牌店，车型也逐渐多了起来，
中原汽贸、裕华、豫港、郑州海马等公司的成
立，郑州车市也热闹了起来。直到 1999年，
河南新纪元河南第一个国际标准的汽车 4S
店的出现，开启了郑州车市的战国时代。

现如今 车型过百 进入战国时代
如今，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打开电视、翻开报纸，几乎都能看到新

车上市的消息，都能看到汽车降价的广告。据不完全统计，仅经济型
车，就有上百款。现在老百姓最关心的三个市——“车市、房市和股
市”，其中，车市是国家最不用操心，百姓最满意的。

余继华说：“经济型车是这几年车市发展迅速，为了更好给车定位
才提出来的，一般是指价位在 10万元以下的A级、AO级车。”蒋贡敏则
认为：“过去不分经济型车，1.6排量以下的都是经济型车。1986~2000
年，是桑塔纳的天下，现在车型已经多得分不出是谁的天下了。”

且不说经济型车的分类标准，随着厂商的不断介入，产品的日益丰
富，以及售价的不断平民化，经济型车已经成为了普通家庭，特别是年
轻人购车时的首选车型。

虽说战场有大有小，但总是异常激烈的。而作为各方关注的重点，
经济型车市的争夺更是可以用惨烈加以形容。当初一部POLO横扫天
下的情况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的经济型车市中，不仅同级车辆争
得是你死我活，就连A00级和 B级车也会不请自来地参战。这个战场
也逐渐地成为主导整个车市的关键点。

今后车市发展，消费者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越来越苛刻。国家政策
法规会越来越倾向消费者。经济型车的竞争焦点不在价格，而是转向
安全、性价比、环保等方面。经济型车依然是广大消费者最集中的焦点
所在，经济型车还将不断地竞争、竞争，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