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点

日前，参加一个经济
形势分析会，主持的领导
总结道：针对当前的经济
形势，要坚持稳中求进，既
不掉以轻心，也不惊慌失
措。我感到，这位领导挺
有水平，在中国经济高歌
猛进10余年的基础上，面

对当前的增速明显减缓还这么冷静。对
此，我也写几点感悟。

第一，当前汽车产销形势是高位盘整。微
增长后，将是正常增长，而非掉头向下，用数学
语言描述，是驻点而非拐点。一些领导和专家
看到中国汽车近十年高增长，不仅前所未有，

而且世所未有，心中忐忑，以为总要往下掉，其
实不然。因为我们还在现代化的中期，工业化
将继续，城镇化也将继续，人均汽车保有量低
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我敢断言，两年之内，
中国汽车产销必然恢复正常增长状况。

第二，如何抓住机遇转型升级。从理
论上看，就汽车生产企业而言，可做的工作
很多：加强开发，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提升
品牌都很重要，而其中每一项，又可分为多
项工作。那么怎么做呢？我认为有几个思
考的出发点。其一，应是以增加产品竞争
力为第一出发点。其二，先做可以做的工
作。其三，视当前市场环境为常态，以此调
整企业战略，虽说我不认为中国汽车已经

到顶，但我却感到，2000~2010年的大发展
环境恐怕再也不会有了。因此企业应立足
当前的市场环境，调整发展战略。

第三，希望政府不要急于调控市场，而
是着力于制定引导中国经济长远可持续发
展的政策。早就说中国经济是投资、出口、内
需三驾马车，现在投资受房地产制约，出口受
国际形势制约，总体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是必
然的。我国已从汽车生产小国走向生产大
国，产品生产不足已成为历史，当前面临的问
题不是门开多大，项目批多少，出口创汇多
少，而是如何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如何
在保持开放中保持自我。用正面的语言讲，
就是必须转型升级，转变发展方式。

热评

国内汽车产销形势处于高位盘整期
□董扬

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给力
被普遍期待的汽车以旧换新

政策于近日落地，但具体补贴标
准“不给力”。这次的补贴力度比
预期要低，整体补贴水平实际上
比 2011 年还低了一些，感觉有点
不正常。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副
秘书长崔东树

汽车降价主要原因为
库存压力大

时下，汽车价格下降的主要原
因是经销商的库存压力比较大，压
库现象比较严重，汽车价格未来走
势并不明朗给经销商带来了一定
的压力，为了回笼资金而采取降价
销售。目前经销商的库存压力尚
处在1个月的合理库存范围。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首席
汽车分析师程晓东

中国3年内将出现混
动急速发展拐点

混合动力车的发展不是一个
线性的过程，日本 1997 年出现了
第一代混合动力车，而在几年前出
现了急速发展的拐点。目前在日
本，10辆车里面有8辆都是混合动
力，占到了 80%。根据目前中国的
现状，不会超过 3 年，在中国就会
出现混合动力急速发展的转折点。

雷克萨斯中国副总经理郎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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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车市低迷，汽车业界呼吁出台
刺激政策。有消息称，国家正在酝酿出
台刺激车市的新政，包括汽车下乡和以
旧换新等政策，拉动车市增长。同时，
国务院已经明确表示，将拿出60亿元补
贴小排量车。

其实，国家出台刺激新政的目的无
非是三个，一是提振汽车产业，促进整
体经济恢复活力。二是倡导节能减排，
促进节能型小排量车的发展。三是促
进自主品牌车企的发展。其中，促进自
主品牌节能型小排量车的发展属于重
中之重。基于这样的目的，出台支持政
策是必须的。

不过，对于这次刺激新政，业内充

满了批评的声音。
“现在车市没有必要给太大力度来

刺激，前两年高速大力的刺激政策带来
的高速增长后遗症还没有消除，如果现
在再来个力度很大的刺激政策，那对整
个产业发展是不健康的。我觉得，不应
该有太大力度的政策。”国家信息中心
信息资源开发部主任徐长明说。

不少人士认为，政策扶持自主品
牌，应该着眼于促进其结构调整，提升
技术、品牌等核心竞争力。但即将出台
的刺激新政，依然是对消费者进行简单
的补贴，以明天的市场消化今天的库
存，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计，也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主品牌的困境。

“企业的趋利本性和政策扶持的
诱惑，必然会延缓自主品牌企业
调整结构的步伐，影响自身的战
略规划”。

事实为证：2008 年金融危机到来
后，国家出台了 1.6 升及以下购置税
减半、汽车下乡、以旧换新等政策，自
主品牌小排量车借此东风迎来了大
发展，市场份额一度超过50%。然而，
2011 年刺激政策退出后，自主品牌
小排量车的销量立即下滑，下滑趋势
一直延续到现在。这说明，原来的刺
激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升自主品
牌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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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不是提振车市的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