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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车“撞脸”产能多过剩
据主办方介绍，国内六大汽车集团全部

参加本届车展，自主品牌展览规模刷新历史
纪录；!!!辆全球首发车中 "#辆来自跨国公
司，余下全是自主品牌。
自主品牌虽然声势浩大，然而记者现场

比较下来，竟发现“撞脸”车还不只一款两款：
两厢中华 $""%的“屁股”好像宝马 !系；力
帆 &&% 内饰仪表盘学 '()( 的经典炮筒装；
“城市 *+,”永源猎鹰，前脸就像奥迪 -.……
这样的“大咖秀”!明星模仿秀"，也让老外表示
“看不懂”。德国汽车专刊《/012 32124 056

78241》的记者到上海车展实地探营，发现追奔
驰、赶宝马，许多中国自主品牌正在推出自己
的 *+,、敞篷车和跑车，但这些“中国造”首发
车尚难成国际关注焦点，有些甚至还“不好说”。
此外，合资企业做自主品牌，这股风潮也

刮到了上海车展。这次除了广汽本田的理念
等老合资自主品牌有更新外，还有长安福特
的佳悦、一汽丰田的朗世、东风悦达起亚的华
骐等新的合资自主品牌亮相。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自主品牌

产能过剩的情况也较合资品牌更为严重。在
"%!%年刺激政策的影响下，自主品牌汽车的
产能由 .#"万辆激增至 !%"9万辆；但实际
上，"%!" 年自主品牌汽车销量仅为 :9; 万
辆，产能利用率不到 :%<。

纯电“新能源”叫好不叫座
宝马 =&电动概念车、朗逸电动概念车、

上汽荣威 >.%、赛欧 *?@()AB……新能源车
给车展带来“新绿”。但相比往年，今年“绿意”
有所降温，甚至呈现出“外热内冷”的局面。
本届上海车展只有 ;!辆新能源汽车，虽

然比上届的 #:辆略多，但所占比例仍然仅为
C<。“以往车展上新能源汽车的展出商多为
本土车企，此番跨国公司新能源汽车展出数
量却超越本土企业。”中国贸促会汽车分会会
长王侠表示，本届上海车展国内车企展出的
新能源车 &.辆，大大低于外资品牌。
“电池重量高、续航里程短、充电时间长、

电池回收难、基础设施不配套……在一系列

重大问题没有革命性突破之前，纯电私家车
仍然只会是叫好不叫座”。有关专家承认，虽
然相关部门对电动车的支持力度很大，部分
企业也热情高涨，但电动车产业的发展进程
依然不尽如人意，最根本的表现还在于市场
不认账、消费者不买单。"%!"年，全国共售出
电动汽车（含纯电动汽车# 插电式混合动力

车）!"C;!辆，在全年 !#%%多万辆的新车市
场中，只占总销量的 %DC<。

如今，“新能源车能让本土企业弯道超
车”的盲目乐观论，已在现实面前逐渐淡化。
针对市场和消费需求的预判，除了最早做混
合动力的丰田之外，这次上汽展台上力推荣
威新 C.%$EF4=6和荣威 ..%插电式混合动力
轿车，奔驰推一款混合动力概念车，本田等也
有多款混合动力车型。目前，混合动力汽车这
类过渡性产品依然有其一定的市场。

低端到高端 发展必经路
车展期间，通用汽车宣布未来三年内要

把中国产能提高 &%<，增加 9个工厂和 :%%%

名工人，使通用在华产能提高到 .%%万辆，相
当于其 "%!"年全球产量的一半有余；而克莱
斯勒则表示，希望从明年开始，在中国生产原
汁原味的 GHH8品牌车。这些都反映出跨国巨
头们不愿放弃全球汽车利润最丰厚的一大市
场———中国，他们已准备好在“减速慢行”的
中国车市里展开新一轮竞争。
在现场，不只是记者，对于一些有购车计

划的观众而言，他们也表示已经关注到了自
主品牌阵营正在不断扩大，比如：上汽大通首
发的 ,#%车型，着力打“移动商务平台”的概
念，配备了车载移动互联网；新一代“全数字
化轿车”荣威 ..%，则将部分原来只在豪华车
上出现的高配变成了中级车的标配，包括同
级车上未见过的 *1/41I*128数字智能启停节
能系统等豪华配置……
据中汽协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自主品

牌乘用车共销售 !;!万辆，同比增长 !#J&<。
但王侠在 "%!& 上海车展高峰论坛上直言：
“中国的自主品牌未来仍然扑朔迷离！”从低
端起步向中高端提升，是中国汽车自主品牌
发展的必经之路。

本报记者蹲点上海车展一周，热现场背后有冷思考———

自主品牌 逆势“突围”三大挑战

继上周日开幕
首日创下 15.2万
人次的单日峰值
后，2013上海车展
明后天预计又将引
来新一轮“大客流”。
作为中国有史以来
最大的一次车展，今
年的上海车展吸引
了 18个国家和地
区近 2000家厂商
参展，展出整车约
1300辆，其中全球
首发车111辆。

人气爆棚，自然
让各大参展商更有
信心，因为人旺才会
市旺。本报记者现场
蹲点一周，发现国产
自主品牌惊艳亮相
背后，不得不面对现
实的三大挑战———

本报记者 胡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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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车市进入微增长
车价或面临下行压力

! ! ! !作为中国车市的年度风向标，
"%!& 年上海车展让人对今年的中
国车市充满遐想。对于接下来的车
市走向，各路专家在现场接受记者
采访时却纷纷出言谨慎。

车市 还在增长但增速放缓
专家普遍认为，在经历了多年

高速增长后，中国车市将进入微增
长时代。目前，中国汽车市场已经
站在了接近 "%%%万辆的高台上，要
想“节节高”却绝非易事。国家信息
中心信息资源部主任徐长明在车展
期间指出，未来中国汽车需求固然
会保持增长，但增长率会比过去 !%

年要下降 "%个百分点。
他说，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

汽车发展史来看，每个国家都有两
个增长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高速增
长期，大概 .年左右，日本这 .年销量
的平均增速为 &.J#<，而中国 "%%!年
至"%%#年销量平均增速为 &%J9<；第
二个时期是平稳快速增长期，日本这
段时期的销量年均增速为 ""J"<，
韩国是 "%<。徐长明预计，中国这一时
期将从 "%%;年持续到 "%"&年，年均
增速在 !&<到 !.<之间。

车价 利好政策助车价走低
车展期间，针对全国 &:个大中

城市监测显示：& 月份国产汽车价
格比上月下降 %J&#<，比去年同期
价格上涨 %J99<。其中，基本型乘用
车价格环比 " 月份下降了 %J:&<，
比去年同期的价格上涨了 !J"#<；
运动型乘用车的价格，环比上涨
%J"C<，比去年同期价格上涨
"J&9<。随着众多企业新增产能的
陆续释放，大量新款与改款车型的
集中上市，整个车市的价格体系或
将面临持续下行压力。
“虽然车市增速放缓已是大势

所趋，不过预计今年鼓励消费、刺激
需求的利好政策，应该会比 "%!"年
有所增加，汽车行业也会因此受
益。”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首席
汽车分析师程晓东表示。

来自中汽协的数据显示，"%!"
年 *+,销量 "%!J9.万辆，同比增长
""JC<；今年 !至 &月，*+,增速高
达 9%<以上。中汽协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董扬认为，未来中国 *+,市
场需求依旧强劲，*+,会是“跑赢”
整个乘用车车市的新锐车型。

! 本周末$上海车展这样的人流拥挤场面或将再现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