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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良策凯歌高奏 跨千万风景独好

2009年汽车市场已经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这一年里，中国的汽车业界又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事件，其波涛汹涌的程度让全世界为之惊叹。从年初的车市萧条到全线
疯狂，从库存积压到几乎所有的车型都出现“排队买车”，市场的变化出乎所有人意料。看到从10月底开始，就有不少经销商已经完成了全年任务，不少人在感叹：“天呐，早知道车这么
好卖，我也投资干经销商去了”。

年末了，我们跟大伙儿一起回顾一下今年都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发生在中国汽车业界这片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吧，咱在最后也能分析分析到底今年最大的赢家是谁。晚报记者 陈栋

中国的汽车界从前几年开始就不断有人
预测说年产销量会过 1000万大关，但每年却
总是差那么一点儿。而2009年的10月20日，
国内汽车的总产量终于成功跨越了1000万辆
大关，全年接近 1300万辆。汽车企业今年纷
纷提前完成产销目标，这与去年大多数厂家
销售数字上的“不及格”形成鲜明对比。

这样的销售状况无疑让还在经济危机的
尾声中挣扎的国外汽车巨头们羡慕不已。但

也有人对此敲响了警钟，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董扬表示：“中国汽车产销第一，
不代表中国汽车第一，目前中国本土汽车企
业在技术、经营经验、品牌、发展战略方面都
远远低于国外，金融危机一过，中国汽车产销
第一的地位将成为过眼云烟”。看来，汽车业
界还不能抱着千万辆的成绩沾沾自喜，我们
需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欲知后情，下周请看系列之二)

早在年初的时候，就有不少业内人士
放出话来，说今年政府为了激励汽车消费，
肯定会有政策出台。果不其然，2009 年 1
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汽车产业振兴规划。过后没多久，1.6L及
以下排量车辆购置税减半的政策就出台
了。可别小看了这点儿购置税的减免，这
不仅是几千块钱的问题，而是政策的一个

导向，就像一个人口渴的很却
因为水贵而一直憋着不喝，突
然给您来了一杯半价的水，您
肯定毫不犹豫的掏腰包了。

果然，一石激起千层浪，
随着购置税减半汽车业振兴
规划的出台，中国车市迎来了
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尤其是

1.6L 以下的小排量汽车的销售量屡创新
高。在全球车市一片萧条的大背景下，
中国车市风景这边独好。由此可见，这
一政策对 2009 年中国车市的影响有多么
深远。

12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出决议，
将减征1.6L及以下小排量乘用车车辆购置
税的政策延长至 2010 年底，减按 7.5%征

收。未曾想，这条消息一出，如同“火上
浇油”，让年底车市再现购车“疯狂”。

2009年10月9日，四川腾中重工有限公
司与通用汽车公司正式宣布，双方就通用汽车
旗下悍马业务的出售已经签署了最终协议。

整个的收购价格较之前媒体所披露的1.7
亿美元稍低，为1.5亿美元。根据最终协议条
款，腾中将获得悍马品牌、商标和商品名称的
所有权，同时，拥有生产悍马汽车所必须的具
体专利的使用权，并将承接悍马与现有经销商
签订的经销协议。就这样，这个越野传奇品牌
归了我们。

无独有偶，2009年10月28日，福特确认吉
利集团为沃尔沃公司首选竞购方，而吉利随后

即将与福特公司就收购的细节进行谈判。整
个交易的金额预计将达到20亿～30亿美元。
这个世界著名豪华品牌也归了我们。

两宗收购可谓震动海内外，一夜之间，仿
佛中国的汽车企业已经拥有站在世界汽车行
业之巅的绝对实力。不过有业内人士担心，
虽然这样的收购对中国汽车界来说是利大于
弊，但仅能显示中国车企的资金实力雄厚，最
重要的是在收购之后的消化吸收，将这些百
年品牌的技术应用到自己身上，才是王道。
中国要彻底告别以市场换技术的日子，一切
还得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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