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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汽车》谢宽

这一年听惯了库存大、压力大；
这一年听惯了行业洗牌、经销商倒
闭；这一年，“车市理性回归”的调调
响彻云霄。

或许各个层面都发出了认为今
年车市悲观的声音，但我认为，所有
的“悲观”与消费者的刚性需求相比，
都只不过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过程
中飘过的几片小浮云。

开了五六年的车该换还得换，攒
够了的银子该花还得花，国人的消费
潜力和消费欲望是一个稳步增长的
过程，绝不可能三五年就见了底。由
此可见，中国车市仍然是一块“巨型
蛋糕”。

数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
测，到 2015年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将
达到 2500万辆，鉴于该协会的半官
方性质以及历年来对中国汽车产销
量预测一贯就低不就高的谨慎作风，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汽车产业在未
来 5年保持 15%以上的增长是有理
有据的。

魂牵梦萦
夜里睡觉都想让你好

□《第一汽车》陈栋

2011年的车市一波三折，不管是
购置税优惠取消、北京限牌、日本地
震，还是汽车企业高管的调动，都会让
包括我在内的关注这个行业的人为之

“魂牵梦萦”。但该发生的已经发生，
该执行的正在执行，日子总是要过下
去的，好在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影响并
不算太大，中国车市依然保持着 1800
万辆左右的产销，咱还是全球头把交
椅。

不过从车主的角度来说，开车是
越来越难了。油价和车辆的增长速度
比我的胡子都快，停车位明显不够用，
拥堵日益严重，各位开车的牛人们再
也牛不起来了……

还是说说利好消息吧，国家关于
汽车产业的“十二五”规划已经开始，
这个规划会大力扶持自主品牌，作为
中国汽车发展的见证者之一，我祝愿
咱们的自主品牌在新的一年能有更大
的飞跃，衷心的。

买车是小事
选车是大事

□《第一汽车》乔丹

每次想对过去说句话，都像年底期
考不及格一样，难以启齿。如果非要总
结 2011年的中国车市，我只能引用周
铁农贺电里对中国汽车经销人说的一
句话：“中国汽车业的发展，从当初几百
万辆到现今的 1800万辆，已然成为世
界汽车大国，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
汽车销售市场，中国汽车业将进入新的
发展阶段。”看看这句话的字面，不是生
产，而是销售市场，一句话就把中国
2011年的车市现状给说明了。

前段时间，朋友问车，问买什么车
省油，我说，只要是车，没一个省油的，
拿着养车的钱不知道能买多少食用油，
创造多少餐饮界传奇。一番特觉悟的
话让朋友愣是给我起了个新绰号：“复
古控”，说我这是明显的返祖倾向，要都
像我一样，中国车市还发展个P。

想想朋友的话也对，其实前面我应
对朋友的一番话也有调侃的嫌疑。买
车是早晚的事，当前市场，品牌、车型五
花八门，不是我不想买，是真的不知道
买什么好啊。

别蒙哥
哥要的是品质

□《第一汽车》白贺

从目前统计的数据看，2011年的中
国车市从高速增长转变为“理性回归”
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场回归也更像是在
市场主导下的“改革”。既然是改革，必
然会有牺牲品，就目前市场状况而言，
自主品牌首当其冲成为这场“改革”最
大的牺牲品。

相比进口、合资品牌，自主品牌研
发能力相对薄弱，并且品牌忠诚度也处
于下风，如果发展及营销策略再出现重
大偏差，势必加速其“牺牲”的进程。

吉利十几年前就以几万元的廉价
汽车打开市场，奇瑞则长期奉行“多生
孩子好打架”的策略，比亚迪曾经的武
器就是扩网加压。现在，这三者都不得
不放弃规模论，转向以技术和品质为支
撑的良性增长。反观同样从边缘市场
和低端产品起步的长城汽车，即使做低
端产品，也始终坚持品质和技术积累，
这使其走得慢但更加稳健。

市场是公平的，不管是进口、合资
还是自主，消费者的购买越来越理性。
在当今车市，新车型无人问津，老车型
销量屡创新高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也充
分说明，外形固然重要，但品质才是大
家最为看重的。

理性回归
国内车市仍是“大蛋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