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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起合同纠纷引起众多车主共
鸣。湖北的向先生在当地订购了一辆豪
车并交付了 31 万元定金，等待半年之久
后，却因车辆已经停产而无法实现交付。
向先生面临着两种选择，或更改交付车型
或同意原车进口后在国内改装，尽管两种
选择都并非出自向先生的意愿，但如果不
应允，就是向先生违约了，经销商按照合
同可以不退还定金。

汽车消费中，因合同而产生争执并不少
见，由于销售合同的模板是由汽车厂家或汽
车经销商自行制订，条款更多保护的是汽车
厂商以及汽车经销商的利益，而消费者只能

在销售过程中被动接受各项条款，无法为自
身利益争取到更多。“购车合同甲方能享受
到权利，而乙方只能享受到义务。”

通过合同，经销商可以故意将车辆交付
周期延长，默许部分加价消费者享受到优先
提车权；通过合同，当车辆无法按期交付时，
经销商依据“特别约定”来免除责任，延长交
付时间；通过合同，对萌生转购念头的消费
者带来压力，要挟消费者违约将不予退返定
金；总之，合同在约束消费者的同时，也竭力
保护着经销商以及汽车厂家的利益。

而面对合同中的“霸王条款”，消费者
常常却是无力说“不”。一方面原因是经

销商、汽车品牌过于强势，另一方面
原因则是消费者对车型割舍不下。
例如，笔者的一位朋友急着购车，恰
巧看中了热销 SUV，为了提现车，不得不
同意经销商额外的8000元装潢礼包。

目前，广东省对汽车销售合同正在进
一步规范，并积极推行汽车销售合同示范
文本，打击“霸王条款”。但消费市场的不
理性，却成为滋生“霸王条款”的沃土，也
有不少消费者愿意为获得的“优先权”埋
单。打击“霸王条款”不仅仅靠政府的监
管，更应该从自身做起，摒弃不理性的消
费心理。 《南方日报》

难以对“霸王条款”说不？

自主品牌要拧成一股绳
□董扬

前些天与德国大众公
司前董事长哈恩博士共进
午餐。席间，我问他怎么看
中国的自主品牌轿车，他谈
了两点看法：一是中国市场
这么大，中国人学习能力很
强，中国应该能产生自主品

牌；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轿车企业，应能达到
300万辆的规模，只有这样，才能支撑其发展。

此时我想到长城、吉利、奇瑞、比亚迪、
江淮、力帆，也想到一汽、上海、东风、长安、
北汽、广汽、华晨，这些企业的自主品牌什么
时候能到300万辆呢？有几家能到300万辆
呢？怎么样才能达到300万辆呢？

我一直认为主管部门对于自主品牌有
些不负责任。这不仅是因为未拿出真金白
银来支持自主品牌，也不是指某些部门偏重

外资，看重外国人的态度，反对出台有利于
自主品牌的政策，而是认为当前自主品牌轿
车分散重复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主管部门
造成的。他们对于自主品牌只有一般号召
而缺乏规划和组织。

为了自主品牌轿车能够持续发展，我认
为有以下三个努力方向：

一是政府支持研发。我国自主品牌轿车
与国际一流大公司相比，技术上有十年的差
距，要想追上这十年的差距，光靠企业的力量
是不够的。但是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则，政府对
于企业，是不能随意补贴的，只能在研发方面
补贴，而且不得有针对企业资本的区别对待。
即使如此，政府也完全可以在公平补贴企业研
发项目的前提下，使补贴主要惠及自主品牌。

二是国资委应组织国有企业联合开展
自主品牌开发创新，而不是听任大家分散重

复，自相残杀。现在世界上的大公司之间，
共享平台者有之，借用发动机、变速箱也有
之，还有分工合作，如汽柴油机、大小排量发
动机之间划分范围，分头干共同用。我们不
少企业都是国企，外国人说我们铁板一块，
难道我们自己不该合作吗？合作的方式很
多，可以共创自主品牌，也可以合作研发平
台，品牌分立，至少可以在发动机、变速箱等
关键总成方面互相借用。

三是自主品牌的整车企业与零部件企
业结成战略联盟。应该既包括与博世这样
的世界级零部件供应商联盟，也包括联合支
持一些自主品牌的零部件企业，如航盛、万
向等。也应该包括上汽的华域、一汽的富
奥、北汽的海纳川等。

没有合资合作，我们就跟不上世界汽车发展的
步伐；没有自主创新，我们的发展就失去了依托。

别再躺在合资怀抱中
“合资今后还会是中国市场的

主流，应与自主品牌协同发展，这样
才是对的。但如果中国企业下个10
年还躺在合资企业的怀抱中，是没
有前途的。”

——广汽集团总经理 曾庆红

中国市场是大森林
“中国市场不是一座山，中国俗

语说，一山不容二虎，而中国市场是
大森林，可以有很多虎共存，英菲尼
迪、雷诺进入中国，一定会做好协调
共处。”

——日产-雷诺联盟CEO 戈恩

奔驰在华渠道整合仍在进行
“奔驰目标是能成立一个法律

实体营销公司，但这步还没完成，这
过程比较复杂，因涉及几方利益。
如果奔驰想在 2020 年取得全球第
一，中国分量不容忽视。”
——戴姆勒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蔡澈

造车就像习武
“造车就像习武，总要讲究先

后。先练内，再练外。合资模式我
个人认为只是一种‘术’，只要能最
终学以致用，为我所用，不管是‘北
冥神功’还是‘吸星大法’，心中的

‘道’不变，就能练就一身好内功。
内功修成，还需练上那么一两手‘必
杀’，不然只能落得像段誉那个傻小
子一样，靠运气来过活。”

——痴迷汽车的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