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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场换技术”并非伪命题 B14
“机动车强制报废”新规值得期待 B13

! ! ! !从两个月前的日内瓦车展全球首
秀，到一个月前的上海车展国内首发，
观致虽然引发了海外媒体的关注和中
国观众的兴趣，但独特定位与差异化模
式加身的观致能否在公众的厚望中实
现“叫好又叫座”，这是一片赞誉声后更
值得关注和深思的问题。

多国部队的隐忧
观致虽然在具体运作上仍将自己

定义为中国品牌，但在其独特的运营理
念下实则采用了国际化的运营团队，由
来自!"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组成。而技
术熟练的工人也是“整体空降”的，甚至
有个车间里的#$$人中有%$人是从某车
企的一个车间里整体挖过来的。
需要指出的是，如此国际化的管理

团队有优势也有风险。因为来自各国的
精英，其文化差异和造车理念都可能各
有不同，因此在沟通、协作和相互信任
上都需要付出更多更难的磨合。
在观致未来发展中，核心团队一旦

在磨合过程中出现问题，就很可能在某
种程度上增加团队的不稳定性。作为一
个从零开始的品牌、一个全新的运营模
式，团队凝聚力也许是攸关企业成功的
关键。因此，如何进一步整合好“多国部
队”的向心力，是观致必须要深思的问
题。否则一旦出现核心成员离任的情
况，观致本身“环环相扣”的用人模式，
就将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隐忧。

新兵蛋子的烦恼
在日内瓦车展和上海车展上，观众

似乎对观致&这么一款外观设计相对中
庸却整体又给人一种雅致感觉的车型

评价不错。不过，观致方面不能把这些
好奇心当作是市场对品牌的真正好感。
因为这里面更多的只是新鲜感，加分项
无外乎来自于悬浮式的中控台、带有'

英寸电容触摸屏的()*人机交互系统
以及精致程度较高的内饰。
产品首获好评只是第一步。当神秘

感退去，观致真正与强手如林的竞争车
型进行残酷厮杀时，它就会发现作为一
个全新品牌所要遇到的困难将是空前
的。消费者很难仅因所谓雅致但且中庸
的设计而买单，除非观致&的价格绝对
低于竞品，但这方面似乎观致并不愿做
出过多的妥协。另外，由于首发车型观致
&的定位仅系紧凑型车领域，因此这对观
致未来往上延伸产品线和拔高品牌，实
则已经埋下了“高不成低不就”的隐忧。

前车之鉴是，雪铁龙+,推出的前
几款车型，无论外观、配置还是内饰也
都不错，但“不高不低”的定位令其市场
接受度非常低。但愿观致不要沦为第二
个+,。

中外市场的两难
较为令人担心的是，初出茅庐的观

致&已经将竞品定位在了速腾、朗逸、福
克斯、卡罗拉等畅销车型上，其可能面
临的挑战可想而之。观致的创新设计也
许在一线市场能够赢得一些青睐，但现
在的一线市场已近饱和，观致如果过分
坚持自己的国际范儿，那么可能会对二
三线甚至四五线市场出现误判。而刚刚
开始建网的观致，又得不到来自渠道与
分级市场覆盖率的有力支持。因此，观
致&的中国市场认可度究竟几何，目前
来看充满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另据规划，观致初期年产能#"万
辆，将于下半年同时投放中国及欧洲市
场。然而，眼下欧洲汽车市场并不景气，
欧洲本土品牌销量尚且在下滑，而观
致这样一个全新品牌，此刻杀入欧洲
市场，要想在大众、菲亚特、-,.的夹击
下创造销量奇迹，实属天方夜谭。海外
征战宏图虽大，其实更难。 罗裕

! ! ! !前两年豪华车销量的高速增
长，让中国市场成为了豪华车厂商
趋之若鹜的天堂。从本月初公布的
今年/月份豪华车市场数据来看，多
家豪车品牌中国市场增速依然很明
显。然而综合#0/月的数据来看，奔
驰、宝马等一些豪华车品牌在华的
销量却同比出现了下滑，今年一季
度超豪华车这一细分市场同比下滑
更超过三成。日益收紧的公车消费
以及目前市场上开始弥漫的价格战
硝烟，让人们不禁怀疑：豪华车在中
国的“好日子”能一直持续下去吗？

一季度增幅下降八成
德系豪车依旧是中国豪车消费

的主力。今年/月，三大豪华车品牌
销量均快速增长。其中，宝马销量增
长最快，今年/月销量同比增长!'1

至&2!!万辆。奥迪/月在中国同比增
长#&1至&2'3万辆。而奔驰在华销量
延续了&月的回升势头，销量同比增
至#24!万辆。
此外，美系日系等其他豪华品

牌也取得了不俗业绩，挑战着德系
的领军地位。通用汽车凯迪拉克品
牌/月国内销量扩大至/$33辆，同
比增%%2#1。沃尔沃/月总销量达到
/3#$辆，单月同比增长&$2&1。#0/
月累计总销量达到#'/%$辆，同比增
长!3241。
依旧强势的高端消费，让中国

依然是众多豪车品牌看好的高增长

潜力市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今年
#0/月，德系三大豪华车品牌中，除
了奥迪在华销量增长最快，同比增
长#/1至#/2#"万辆外，宝马、奔驰在
华销量均出现大幅下滑，奔驰下降
42"1至42#3万辆，宝马'24万辆同比
下滑#/1。
有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中国豪华车市场整体增幅只有
'2&/1，而去年一季度豪华车市场增
幅为/$1左右，对比之下，今年一季
度豪华车市场增幅同比下降了'$1。
从!$#!年年末开始，超豪华车市场
增速就已大幅回落。根据中进汽贸
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超豪华车这
一细分市场同比下滑&"2#%1。

其他媒体报道的数据显示，今
年一季度，我国海关累计进口整车
!!2%万辆，同比大幅下滑#%2/1。而占
据九成以上市场份额的奥迪、宝马
等!4个进口车品牌，累计销量为!#2&

万辆，同比去年也下滑了%2"1。

价格战实际已经开打
从目前的市场反应来看，豪华

车出现了整体增幅萎缩态势，销量
并未能达到类似前几年的高增长。
有业内人士分析，前两年豪华车市
场的“透支”消费，加上今年抑制公
车军车消费的政策，以及整体经济
环境的不景气，都造成了各豪华车
企业市场表现的普遍降温。
由于各大厂商之前对今年的市

场预期都比较高，高库存率也已成
为豪华汽车摆在首位的难题，据早
前的汽车库存预警系数来看，以豪
华车为首的进口汽车库存远远高于
合资及自主车型，为了摆脱高库存
风险及销售冲量，价格战的硝烟已
经开始弥漫。
目前终端消费市场上，奔驰除

了在,系高端车型上的优惠有所加
大，更是加强了入门级豪车的促销
措施，!$0/$万元主力消费车型出现
了价格松动，旗下5级车近期优惠幅
度很大。如指导价&$2'万元的奔驰
5#'$，上海市场的现金让利达到"万
元，还有上万元的礼包和拍照补贴
可送。奔驰6级目前最高优惠也达到
!!万元7 奔驰8"$$由#4%2'万元降到
#&"2'/万元。
宝马和奥迪等目前也跟进高端

车型优惠促销，沃尔沃、凯迪拉克近
期购车促销活动有所加强，从销量
看效果明显。雷克萨斯等日系豪华
品牌未来趋势还很难料，但/月销售
趋势已开始抬头。宝马走量车型让
利较多，指导价为/"2&4万元的宝马
&!'9:，市场价为&42&万元，宝马
"&$9:豪华版指导价为4!2%4万，实际
售价是"$2&'万元。指导价#%"2&万元
的宝马;"降价到#"42!/万元。指导
价为/32!'万元的奥迪.497实际售价
已经跌破/$万元。
沪上奔驰经销商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去年豪华车销量厉害，是因为

奔驰年初就挑起了价格
战，带动了中国豪华车市
场出现疯狂的价格战，从
而使得整个豪华车市场
销量随之倍增。另一方面，去
年所有进口车经销商都面临巨大
的库存压力，大家都在想办法多卖
车，要让这个市场活跃起来。但到
!$#&年，豪华车这个市场，尤
其是"$万元以上的车型销
售，透支厉害，
需求在急剧下
滑，同时供给增
速也急剧下滑。

市场走势前景不明朗
日前，一则有关“4月#日起购买

#3$万元以上豪车需缴纳!$1的奢
侈税”的消息受到关注。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副秘书长罗磊称：“#3$万元
指的是扣除增值税后的价格在#3$

万元以上的豪车，不足#3$万元的车
暂时不受该政策影响。有消息称将
在4月实施，但具体实施时间我们还
没有收到相关通知。”但有经销商表
示此传闻不成立，从一线市场表现
来看，没有出现超豪华车的抢购潮，
而且目前市场上奔驰,级车、宝马3

系等销售并不太理想，即使实施了
!$1的奢侈税，影响也微乎其微。他
还说，这个传闻已经传了好多年了，
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拿出来炒作一
番，空穴来风。

面对豪华车今年接下来的市场
前景，各家经销商表现出不太乐观
的预期。沪上一些奔驰、宝马、奥迪、
大众等进口车经销商都觉得/、"月
车市“还过得去”，上海车展带来了
销量，如宝马展台接订单量超!$$

台，/月份各家店月销量也突破!$$

台，"月份形势也还不错。但宝马经
销商认为下半年肯定会有价格战，
形势不好说，前两年超高增长的好
风景不可能再有。除新车外，市场上
也不存在明显的紧俏车型，如果客
户不挑颜色，很多车型都有现车。此
外，上海昂贵的牌照价格对入门级
豪华车销售也有影响。

奔驰经销商也认为形势很难估
计，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凭一线销
售情况来做短期内判断。整体经济
情况还不是很好，高端消费者预期
收入有降低。目前只有"$万元以下
车型的消费者还比较积极。大众进
口车商表示，上海车展有!"1的销
量带动，但对下半年形势估计不乐
观，因为没有新车型。刘朝晖 姚琼

豪车的“好日子”还能过多久

! ! ! !今年，在车市“微增
长”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
汽车厂商希望通过汽车金
融业务来扩大自家市场份
额和新盈利增长点。有消
息称，江淮汽车正在和欧
洲最大的商业银行合资成
立汽车金融公司；吉利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刘
学良也表示，吉利汽车也
正在筹备汽车金融公司。
通用汽车、大众汽车

等外资汽车早已在中国成
立汽车金融公司。不过，目
前国内近!$家汽车金融公
司中，只有上汽通用汽车
金融公司在内的极少数公
司实现盈利，大多数汽车
金融公司仍处于亏损状
态，我国汽车金融业期待
破冰。
我国汽车金融业务目

前渗透率不到!$1，不仅
远低于美国、日本，甚至还
低于巴西、印度、俄罗斯。
而在欧美发达国家，通过
信贷和租赁买车，是汽车
销售的主要方式，平均比例达
到3$10'$1，甚至更高。同时，
商业银行仍然是中国汽车信
贷的主体，占据!<&以上的信贷
余额，而在发达市场，情况刚
好相反，银行占信贷余额的
&$1，汽车金融公司则占4$1

以上。
国内汽车金融公司面临

的主要问题是融资来源单一
以及融资成本高。现有的汽车
金融公司主要资金来源于银
行拆借，受资金成本影响，汽

车金融公司提供车贷的利
率都要高出银行贷款，这
让汽车金融公司市场竞争
性削弱。与此同时，汽车金
融业务发展面临着中国消
费者观念“量入为出、现金
消费”的障碍，这也限制了
汽车金融业务的渗透。
另外，目前汽车金融

公司在中国业务发展缓
慢，还有诸多原因，比如消
费者承贷能力低，金融领
域行政垄断，法律体制、社
会保证以及信用体系不完
善。此外，信贷风险集中、
贷款门槛过高及手续复
杂、产品单一等金融服务
机构本身的不足也影响到
汽车金融业务的拓展。

有业内人士表示，汽
车金融是未来汽车产业的
一张生死牌，谁拿到谁就
握有未来市场的主动权。
数据显示，汽车金融业务
的盈利贡献，对于国内汽
车经销商以及汽车厂商都
有很大意义。在成熟的汽

车市场，汽车金融业务在整个
汽车产业链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公开数据显示，国际车企
的汽车金融公司利润收益贡
献率，平均占到其母公司利润
的&$10"$1。

未来，汽车金融公司对消
费群体的渗透或从豪华车和
代际消费改变开始。当更倾
向于超前消费的'"后和%$后
这一代人成为消费群体主力
时，汽车金融或许会迎来大
的发展。 李永钧

观致观而未至 恐生不逢时 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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