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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車市場
未受影響

內地汽車銷量廿年首下跌
金融政策收緊 消費信貸收縮

上周汽車市場最吸引人的消息，一是全球
電動汽車巨頭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廠動工，

今年年底前開始生產，年生產規模為25萬輛電動
車，業內預計投產後的車輛價格有望降低約4成以
上。另一個是吉利汽車去年銷售不達標，被多間投行
下調目標價，股價單日急挫11.3%，錄得4年來最大單日
跌幅。

去年11月銷售大跌一成
大肆擴張的車企僅是個別，實際上整個行業已出現滑坡。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汽車類商品零售額自去年5月首次出
現同比下降後逐月擴大，到11月同比降幅已達10%，前11
月總銷售額同比下降1.6%。據中金公司估算，自2017年3
季度開始，乘用車銷售顯露疲態，月度環比開始持續為負。
上汽通用總經理王永清（小圖）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今年車市表現低迷，除購置稅優惠政策退場
外，還因為近兩年驅動車市增長的三四線城市
房價上漲，對汽車消費產生擠出效應。「房價
一高，車市就不好。」

三線城市樓價升影響車市
從2009年「汽車下鄉」至今十年間，三四線城
市漸成汽車市場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易車研究院數據
顯示，今年三季度，三四五線城市乘用車銷量佔整體比例約
為72.8%，在這些城市，乘用車銷量同比下滑13.8%；同期
全國乘用車銷量整體下滑7%。與此同時，半數以上三四線
城市房價過去兩年累升超50%，多數城市住房單價突破1萬
元(人民幣，下同)/平方米，再加上三四線城市青壯年勞動力
流失，亦令當地購車需求下降。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梁紅指出，雖然購置稅優惠政策於
2017年底取消令部分購車需求提前透支，但並不是車市蕭條
的主要原因。車市銷售下滑，與金融政策收緊、社會融資增
速見頂回落幾乎同步。尤其是2017年四季度以來，針對非
住房消費貸款的監管明顯收緊，2018年前三季度銀行新增居
民短期消費貸款同比減少646億元。
梁紅還指出，今年股市低迷，互聯網金融P2P爆雷事件頻
發，消費者財富縮水，也使得私家車這類可選消費被推遲或
取消。中金測算，過去一年半內地家庭持有的股權財富縮水
3萬億元左右，可能導致居民家庭減少消費總額約800億至
900億元。

調整車稅 進口車價格下調
另外，去年7月1日起，內地下調汽車整車關稅，從25%
或20%降至15%，零部件稅率降至6%。關稅下調帶來的最
直接結果是進口車終端價格下降6%至8%。梁紅預計，去年
汽車銷售價格平均下跌6%，鑑於銷售仍乏力、庫存高企，
未來一段時間汽車價格仍會下降。「在經濟與收入增長預期
下行的時點上，汽車零售折扣上升更會增強消費者持幣觀望
的心態，加劇短期銷售及庫存壓力。」
王永清則認為，如果沒有特殊政策出台，今後兩三年內汽
車市場還將持續低迷，今年零增長或微增；中期看，從現在
到2025年，年複合增長率大約為2%-3%，高速增長的風光
時代可能不復返。

在實現28年連續增長之後，作為世界

頭號汽車市場的中國車市面臨歷史性銷

量滑坡，全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

會公佈的最新數據指，內地汽車

銷量去年下降6%至2,270萬輛，錄得至少20

年來首次年度下跌。貿易摩擦、股市崩盤、貨幣

貶值、消費信貸收縮……都讓消費者持幣猶

疑。乘聯會秘書長崔東樹表示，汽車製造商

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汽車銷量下滑可

能會加快不合格企業的擠出進程，其

中一些可能會在年內退出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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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汽車總產能利用率不足30%，庫存系數亦高達
1.92。 資料圖片

雖然內地車市場由升轉降，但兩
個細分市場正在崛起：豪華車和電
動車。2018年前11月新能源汽車累
計產銷量雙雙突破100萬輛，豪華
車銷量保持近一成增長，並貢獻行
業大部分利潤。
乘用車聯席會秘書長崔東樹認

為，車市蕭條主要是因為低價位車型銷量
下滑，暫未影響豪華車品牌。去年前10個
月豪華車品牌總銷量達228萬輛，同比增
9%，增長主要由國產豪華車貢獻，其增
速達14%；進口豪華車受中美貿易戰加稅
影響增速僅1%，除部分車型在美國生產
的奔馳品牌外，寶馬、特斯拉、凱迪拉
克、林肯等多個豪華品牌均受波及。進口
車的市場佔比也持續下滑，去年降至
30%。
作為豪華車本土品牌代表，華晨寶馬和

北京奔馳則將全行業稅前利潤率推高至
10%。如果不包括這兩家公司，2018年上
半年的利潤率將跌至8.7%。
傳統汽車與新能源汽車市場可謂「冰火

兩重天」。新能源車前11月產銷分別完成
105.4萬輛和103萬輛，比2017年同期增
長63.6%和68%。其中近八成是純電動汽
車，其餘兩成為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後
者今年增長尤為明顯，產銷量同比分別增
長130%和128%。

中產階層青睞混合動力車
北京公務員曾先生趕在去年年底前買了

一輛合資品牌的混合動力車。他說參加北
京汽車牌照搖號好幾年了，但一直未搖
中。去年兒子出生，家裡急用車，再也等
不及搖號，於是去排隊申請新能源車牌。
過去一年北京新能源車牌申請量激增，

現在的新申請人要等到2026年才能得到牌
照，曾先生慶幸自己申請得早，但買車選
擇餘地小。他最後花了近25萬元買了廣汽
本田雅閣一款混合動力車。
崔東樹表示，純電動汽車受補貼政策影

響較大，混合動力汽車更受牌照政策影
響，目前絕大部分銷量由上海、深圳、廣
州、杭州和天津5個限牌城市貢獻。

行業數據顯示，當前內地汽
車總體產能利用率不足30%，
隨着車市擴張放緩，汽車業將
進入嚴酷的去產能周期。即便
是持續高增長的新能源汽車，
業內擔憂，市場需求及市政建
設可能無法支持或消化快速擴

張的造車能力。

庫存系數達1.92高於標準
中國汽車流通協會發佈的數據顯
示，2018年11月汽車經銷商綜合庫
存系數為1.92，同比升50%。這意味
着即使經銷商現在停止提車，手中庫
存車輛仍需要1.92個月才能消化。一
般來說，1.5是經銷商庫存系數是否
合理的分界線。
政府大力推動新能源汽車引入雙積
分政策，從2019年始考核新能源汽車
和平均油耗兩種積分來接替補貼，以
推廣新能源汽車。在產業轉型和資本

逐利的推動下，大量資源蜂擁進入新
能源汽車領域，不過新入者普遍不具
有完備的造車實力，產能嚴重過剩與
低端產能無序發展在業內並存。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7

年6月底已經落地的新能
源整車項目超200個，
相關投資金額1萬億元
以上，已經公開的新能
源車產能規劃超過
2,000萬輛，是《汽車產
業中長期發展規劃》中設
定目標的10倍。

電動車缺陷短期難有突破
雪佛蘭市場營銷部部長吉祺煒（小

圖）表示，「車企正在為雙積分政策
做更多的新能源車生產準備，但消費
端未出現足以匹配產能的購買慾望，
整車廠對超前投入能否在未來獲得足
夠市場回饋表示擔憂。目前內地新能

源汽車銷售主要由限牌城市貢獻，而
不是消費者的自然需求。未來是否有
足夠的充電樁同樣未知，硬件設施的
多少將影響未來新能源汽車的市場

大小。」
上汽通用總經理王永清
也預計，到2025年也不
能完全撬動內地新能源
汽車的剛需。另外，
技術同樣讓車企擔憂：
目前電池佔整個新能源
系統成本的60%。2025年

前，看不到電池在密度和成
本上有多大突破。
目前財政部對續航里程在300公里

以上的純電動車給予每輛4.5萬至5萬
元的補貼。王永清說，這部分補貼實
際上覆蓋了電動車比傳統動力車增加
的成本，未來可以預見補貼將逐年減
少至取消，最終消費者和車企將很難
承擔這部分成本。

銷量排名前10位的乘用車企業中，
僅一汽大眾實現同比增長，絕大部分主
流車企去年難以完成年銷量目標。隨着
傳統汽車銷量明顯下滑，一些產能嚴重
過剩的車企或選擇賣身、或選擇代工存
活。但過去數年間非常搶手的汽車資產
竟然遇冷，除了奇瑞轉讓股份流產、昌

河鈴木轉讓流產，一汽夏利旗下的華利汽車
僅以1元(人民幣，下同)價格(另包括約8億元
債務)賣給了拜騰。
過去20年，全球汽車製造商投入數十億美

元在內地建廠擴張，如今汽車銷量下挫，使
得該行業難以在其他市場找到增長點。汽車
共享和打車服務的日益普及，也降低了個人
購買汽車的需求。經濟放緩又恰逢新排放標
準的實施，迫使車企增加對電動車的投入；
而汽車行業向自動駕駛功能和全自動駕駛的
急劇轉變，進一步增大了支出。

低端外資品牌料餘不逾5個
去年9月，鈴木汽車宣佈以1元價格將長安

鈴木50%股權轉讓給合資夥伴長安汽車。
此前，鈴木也以同樣方式退出了在華另一

家合資車企昌河鈴木。自此，鈴木事實上退
出中國。鈴木也成為中國加入WTO以來，
第一家撤出中國的外資車企。
「外資車企來中國投資就是為了賺錢，如

果市場變差，處理掉資產走人就可以了。」
崔東樹預計，今後非豪華品牌能在中國生存
的不會超過五個，目前包括福特、標緻雪鐵
龍、馬自達等多家非豪華品牌在華銷量同比
下滑。

業界料2020年重拾增長
另一些打算繼續在中國淘金的汽車製造

商，則努力推出新車型以吸引消費者。在去
年11月的廣州車展上上，參展車企推出了60
多款新車型，押注SUV和電動車市場。「我
們非常樂觀。」大眾汽車中國區負責人預計
中國汽車市場將在2020年恢復增長，「中國
仍高於世界上任何其他相關的乘用車市
場。」

2018年內地車企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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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記者 海巖

前11月總銷量
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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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能過剩 利用率不足30% 低端車企難以轉手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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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la在上海投資500億人民幣的車廠日前動
工，年底前投產。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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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汽車市
場滑坡，專家

料年內將有
車企「捱不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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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汽車工業協會
■整理：記者 海巖

乘用車
同比

+10.73%

-9.63%

+3.45%

+11.16%

+7.89%

+2.31%

-5.30%

-4.55%

-12.04%

-12.99%

-16.06%

+1.40%

+14.93%

+7.30%

+9.89%

+15.71%

整體汽車
行業

+11.59%

-11.12%

+4.67%

+11.47%

+9.61%

+4.79%

-4.02%

-3.75%

-11.55%

-11.70%

-13.86%

+3.04%

+13.65%

+4.68%

+6.86%

+13.87%

車市蕭條6大原因
■高房價削弱三四線購車主力城市

消費能力

■汽車消費貸款政策收緊

■經濟下行及貿易戰，居民收入增
長預期放緩

■股市下跌，P2P爆雷，居民財富
縮水

■購置稅優惠政策退出，市場提前
消費，透支今年銷量

■汽車零售折扣上升，消費者持幣
觀望心態濃厚

來源：彭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