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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報告
商務部投資促進局和德

勤近日聯合發佈《2014中
國汽車行業發展報告》。

報告顯示，增速雖然有所放緩，但中國仍是最具發展潛
力的汽車市場，2014年前三季度的國內汽車產銷量已突
破1,700萬輛。報告指出，「十二五」規劃中，首次明確
提出要將中國汽車工業從「汽車大國」提升為「汽車強
國」的系統發展戰略。在此背景下，推動中國汽車產業
轉型升級，真正實現由大變強的根本轉變，正是中國汽
車行業面臨的長期戰略目標。
自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在世界汽車行業的地位日
漸凸顯，並成為全球車企的主要增長市場。在「十二
五」規劃推動之下，中國經濟增長的主題逐漸由政策刺
激下的較快增長，轉為結構調整中的穩定增長。汽車工

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和支柱產業之一，也在
「穩增長、調結構和促改革」的政策氛圍中保持了穩健
的發展態勢。2013年汽車產銷穩中有增，同比增長約
14%，約佔全球總產銷量的四分之一，已連續五年穩居
全球汽車產銷量首位。
報告分析了汽車產業梯度轉移趨勢。一直以來，中國

汽車生產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2013年，東部地區的汽
車產量佔全國總產量的一半以上，中部和西部地區則各
佔25%左右。近年來，中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伴隨着低
投資成本及一線城市汽車消費逐漸飽和、政策限制、產
能過剩、成本上升等因素，吸引了各大中外車企開始向
中西部地區進行佈局和轉移。
報告還指出，行業集中度和產業集群對於汽車產業尤

為重要。歷史經驗表明，大型的綜合性汽車企業更具競
爭力。國內汽車企業兼併重組的進程在近些年進展緩
慢，在汽車行業呈現出量多、體小的特徵，這都導致了
結構型產能過剩，行業集中度不足等汽車行業的現狀。
但是，德勤汽車流通行業主管合夥人周永漢相信：「在
國家大力推進汽車產業兼併重組的舉措之下，行業整合
進程將會加快，行業內的龍頭企業將向規模化、集團化
方向發展。一汽、東風、長安等大型汽車企業集團將獲
得更多資源，會有良好的發展前景。目前，汽車行業的
信貸政策確實傾向大型企業，以優先滿足其投融資、兼

併重組的需求。」此外，在外部規模經濟的背景下，產
業集群形成了上下游一條龍服務、產業鏈齊全的工業園
區，這有利於匯聚供應商，降低運營成本，促進生產專
業化，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和整個汽車行業的運營效
率，最終可推動國家建設成熟的汽車產業。

汽車消費結構趨於年輕化
針對行業消費動態而言，近年中國汽車消費者結構和

消費概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汽車消費結構正在趨於年
輕化。2013年1至7月的上牌量中，33歲以下的購車人群
佔比高達45%。九成中國Y世代消費人群對汽車有了日
漸趨於個性化、高端化、專業化的新需求。政策方面，
政府頻頻出台相關政策大力扶持新能源汽車產業，並給
予其一系列的優惠和優先權，中國正在積極建設「能源
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社會，新能源汽車業早已
成為各大國際車企大力開發的方向。德勤認為，隨着未
來軟硬體的技術進步、消費者認可度的提升，新能源汽
車將會迎來廣闊的發展前景。
展望未來，政府加大力度促進新能源汽車發展的政策
扶植，將有助於新型汽車技術革命的推進與傳統產業的
深度融合。與此同時，新興汽車科技層出不窮，汽車電
子、移動互聯、智能技術迅猛發展，全球車聯網產業駛
入快速發展之路，汽車行業也將迎來新一輪產業升級。

內地汽車行業面臨「由大變強」轉型升級

北汽加速自主品牌研發抓緊市場需求
在徐和誼看來，目前內地汽車產業技術水平與國外相差太遠，不

發展新能源就沒有出路，想靠燃油車追上國外車企已基本不可
能。他認為，全球汽車行業未來將向三個方向發展：輕量化、智能化
和電動化，而北汽此前與樂視網達成的合作協議，也主要圍繞智能化
的方向發展，為汽車開發一些智能化功能。徐和誼稱，目前雙方合作
進展比較順利，將來雙方的合作成果將在北汽的傳統汽車和純電動汽
車上均會出現。

汽車業智能化成趨勢
不過，北汽總裁李峰坦言，由於北汽近年才着手開發自主品牌轎

車，所以公司目前所涉及的研發費用相對龐大，但這屬於「成長期」
必經階段。隨着產能利用率提升，生產規模增大，他相信經營狀況很
快可以得到扭轉。徐和誼亦補充稱，北汽在自主品牌業務上，起步較
晚，但是一個發展迅速的後來者，預計今年虧損額會較2014年減少三
分一，未來兩年虧損會逐步縮窄，甚至有機會扭虧。
對於近期互聯網企業紛紛進軍汽車業的看法，徐和誼認為，汽車行
業智能化將成為趨勢。手機和電視如果不做智能化，早晚會出局，而
現在汽車行業不做智能化也會出局。徐和誼說，汽車業有一定特殊
性，互聯網產業如果要代替汽車製造企業，這存在一定的難度。但傳
統的汽車企業如果不做技術上的創新，大膽與互聯網企業進行合作，
也沒有發展前途。真正的雙贏應該是汽車企業和互聯網企業合作，打
造高度智能化的汽車產品，進而滿足人們的需求。
對於公司未來的競爭目標，徐和誼表示，目前國內最大的目標就是
比亞迪，而國際上就是一些日本企業，比如日產，還有美國的特斯
拉。據他透露，目前北汽新能源正與一些國內外機構合作研發一款
「可以超越特斯拉」的電動汽車，將在2015年年底面世，2016年上

半年正式上市，其合作企業中也包含樂視。
對於是否計劃通過收購國外新能源車企業來加快

發展這一問題，徐和誼表示，目前在全球範圍內，
新能源汽車也是剛剛起步，國外技術不見得比中國
強很多，而且市場變化很快。「現在你看特斯拉很
厲害，幾年之後有沒有它還不一定。」徐和誼說。
徐和誼認為，中國的汽車產業，不發展新能源就

沒有出路。他說：「如果做傳統燃油車，想要實現
彎道超車，我們這代人肯定看不見，下一代人能不
能看得見也難說。畢竟國外企業技術等各方面的積
累豐厚，發展迅速，中國車企差距太遠。但在新能
源車上，中國的技術不比國外差，而且中國有自己
的國情，能源問題和環境問題。別的國家在這些方
面的壓力沒有中國這麼緊迫，這就是國情。」

轎車需求增長料回復至13%
儘管2014年轎車需求遭受壓抑，但李峰認為，2015年需求增長會

回復至12%至13%，相信未來五至八年仍會有10%複合增長速度，而
豪華汽車及SUV在未來三至五年需求增幅則會高於大市。花旗集團早
前亦發表報告指，內地汽車滲透率較低，加上居民收入上升，預料今
年乘用車市場會有10%增長。
就母公司進一步注入新資產問題，徐和誼稱，母公司日後會把培育
成熟的資產，注入上市公司，但屬於哪類資產，以及注資時間表，暫
時沒有任何定案。他透露，北汽籌備上市時，並沒有併入零部件製造
業務，主要考慮到若零部件生產企業僅僅面向北汽，生產成本就很難
達至具競爭力的水平，惟有面向整個市場，才能夠有壯大機會。

事實上，作為十年來北汽集團資產證券化探索的核心平台，北汽股
份整合了全集團優勢的乘用車業務資源，在成立四年多時間裡，就實
現了業務收入、資產規模與盈利水平的歷史性跨越，創造了業內驚嘆
的「北汽速度」。
據了解，北汽股份目前有三大主營板塊：一是梅賽德斯-奔馳豪華車業

務；二是北京現代中高端品牌業務；三是北京汽車自主品牌業務。三大
業務覆蓋合資豪華、合資中高端、自主品牌中高端和自主品牌經濟性乘
用車等不同層級的市場。2011至2013年，北京奔馳、北京現代、北京汽
車等品牌乘用車總銷量分別為857,592輛、1,040,601輛和1,349,094輛，
複合年增長率達25.4%，遠高於15.7%的全國平均水平。

經過十年籌備，北京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上月中正式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掛牌上市，成
為歷來集資金額最大的汽車股。公司董事長徐和誼表示，新車型的開發能力和市場接
受程度將是公司未來發展的關鍵；因此，公司將以開發和製造適應市場需求的有競爭
力的產品，研發包括自主研發以及與合作夥伴建立聯盟進行研發為發展目標。

龍頭視野
華晨汽車 2014

年上半年營銷再創
佳績，集團董事長

吳小安指出，這全賴BMW AG與華晨股東之間關
係穩固及成功合作，為進一步令華晨與寶馬更密
切協作，雙方最近已決定於華晨寶馬股權合資企
業協議之原有協議期限屆滿前4年，將其延長10
年至2028年；集團同時位於瀋陽鐵西新城的新發
動機廠房亦正興建中，計劃擴充產能應付市場預
期需求及額外未來新產品，目標是未來兩年將年
產能提升至40萬輛。
儘管內地經濟增展放緩，但中國汽車行業持績穩
定發展，「華晨寶馬」藉着在瀋陽擁有大東、鐵西
兩大整車廠及一座發動機工廠，各工廠生產能力不
斷提升，而樹立了中國汽車工業可持續發展標杆。
市場預料，「華晨寶馬」在內地生產寶馬車款由目
前3款逐漸增至6款，而「華晨寶馬」將於今年初將
推出寶馬5系插電混合動力車，這亦是集團首款面
市銷售的新能源汽車，標誌着寶馬品牌引入首款內
地生產新能源汽車之序幕已揭開。

兩年內提升產能達40萬輛
藉着旗下寶馬汽車在內地熱賣，手握合資、資本

資源的華晨汽車，集團管理層進一步明確了發展思
路，為應付市場預期需求及額外未來新產品，「華
晨寶馬」計劃擴充產能，目標是未來兩年將年產能
提升至40萬輛；但吳小安強調，行業領先並非單
純地追求產量上升，而是要看運營的效率、銷售的
質量、客戶的滿意度以及綜合盈利水平等各個方
面，以確保合資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新能源方面，吳小安表示，去年上半年華晨寶

馬開展之諾1E款式之計劃租賃業務，該款式為中
國豪華汽車製造商所製造之首款零排放電動車，
目前亦檢討其他內地製造之寶馬車款之額外新能
源汽車衍生產品。然而，吳小安亦承認，輕型客
車業務將充滿挑戰，大有可能繼續為集團2014年
的整體財務業績帶來負面影響。除開發中的新車
型外，集團同時正改善現有輕型客車及多用途汽
車型號，以為市場提供更優質及經改良之產品。

持續完善商業模式
自2003年以來，「華晨寶馬」根據不同時期的
市場需求變化，以制定和完善商業模式，為了滿
足不斷改變的客戶需求，並加強集團在中國的市
場地位，華晨汽車將持續評估發展新的多用途汽
車型號、提升現有產品及擴展產品組合；並正在
開發一個新豪華多用途輕型客車型號及若干現有
輕型客車產品之升級版。
「未來的競爭核心是運營質量的競爭，除了好
的品牌、好的產品，還要有高效的成本管理和渠
道管理。我們富有遠見的商業計劃，包括產品的
策略、增資擴產的謀劃，也包括股東之間的深入
合作。」吳小安透露，集團將逐步擴大出口業
務，為未來發展尋找新的業務增長點，將最先進
的生產方式引入中國，加強本地研發，未來目標
是建成從車型概念到整車交付的完整研發體系，
涵蓋研發能力的建設、特定產品的合作以及未來
更全面的戰略合作，真正融入中國汽車工業，為
未來繼續跨越創造了條件。

華晨汽車藉寶馬品牌創佳績
真知灼見
英皇期貨營業部總裁葉佩蘭英皇期貨營業部總裁葉佩蘭

雖然近日 CBOT玉米及小麥期價均維持強勢，但大豆
價格卻自去年10月起便在每蒲式耳1,000美分至1,080美
分區間徘徊而未有方向，因南美天氣仍然良好，令市場
維持巴西及阿根廷等主產國的豐收預期，限制價格繼續
上漲。但近日各項數據顯示，美國大豆出口將維持強
勁，供應則將較去年有所減少，大豆期價於未來數個月
應能追上玉米及小麥升幅，再度向上。

基本因素分析
預豐收限制短期升勢 需求好轉或助期價上升
巴西大豆播種目前基本完結，據另一主產國阿根廷交

易所發表的周度報告顯示，截至去年12月23日，該國大
豆播種進度完成了81.2%， 較上周上升6.1%。交易所預
計2014-15年度播種面積將會較去年提升至2,060萬公
頃，而美國農業部（USDA）則預期2014-15年阿根廷大
豆產量將較去年略為增長至5,500萬噸。良好天氣情況及
播種進度，於近日限制了大豆價格上升。
但根據USDA最新公佈的出口報告顯示，截至去年12

月25日當周，美國大豆出口量為142.4萬噸，高出去年
同期19%。且本作物年度至今，美國大豆出口累計量較
去年同期高出24%。USDA亦於去年12月份報告中預
計，今年美國大豆出口量將達4,790萬噸，各項數據顯示
今年美國大豆出口需求持續強勁，有助支持價格上升。
另外，USDA預計主要進口國中國將在2014-15年度進

口創紀錄的7,400萬噸大豆。據中國海關資料顯示，去年
1至11月份大豆總進口量同比提高12.32%。加之人民幣
兌美元匯價影響，若貶值持續可能會令中國油廠對美國
大豆採購量增加。
根據巴西植物油行業協會發佈的2014年12月份供需報

告顯示，去年巴西大豆壓榨量預期為3,630萬噸，高於

2013年，反映需求有持續向好跡象。

大豆供應料趨緊 豆油供應緊張支持大豆價格
供應方面，USDA預計今年春季美國大豆播種面積將

較去年減少至8,400萬英畝，大豆產量亦會因此減少至
38.2億蒲式耳，令平均單產回落至更為接近歷史趨勢線
的水平。去年美國大豆年末庫存預期亦下調至4.1億蒲式
耳，反映供應料將較預期趨緊。
另外，美國全國油籽加工商協會（NOPA）表示，由

於美國中西部主要種植區早前出現的低溫天氣，本作物
年度至11月份美國大豆出油率跌至每蒲式耳11.4磅的5
年新低，令上年美國豆油庫存可能將跌至低過10億磅，
創30年以來新低。而今年7月到期的CBOT豆油期價現
時約較1月豆油合約高出每磅0.54美分，反映市場亦預期
豆油供應緊張將令未來豆油價格上升，亦會帶動大豆價
格上升。

技術走勢分析
根據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最新公佈的數

據，截至上年12月16日， CBOT 大豆期貨非商業淨好
倉仍徘徊於6個月高位的55641張，較兩個月前增加了超
過一倍，反映大型基金一直看好大豆期價，有機會於未
來數個月追上玉米及小麥的升浪。建議投資者可於每蒲
式耳1,050美分買入CBOT大豆期貨，目標價於1,250美
分，止蝕位於1,000美分。

大豆需求預期維持強勢 供應趨緊期價料向好

CBOT 大豆期貨走勢圖

■吳小安（中）表示，華晨汽車計劃擴充產能以
應付市場需求。

■徐和誼表示，新車型的開發能力和市場接受程度將是公司未來發展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