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连续多年的增长，汽车产业也要

“歇息了”。日前，从广州车展传出这样的

声音：由于政府没有出台购车激励措施以

及加紧信贷控制，未来，中国汽车销售增长

将处于停滞状态。

而今年汽车出口的数据却很光鲜。最

新数据显示，今年前 10 个月，中国汽车出

口同比增长 24.93 万辆，出口增量占汽车产

销整体增量的比重达 54%。但中国年产汽

车 1800 多万辆，出口却只有区区 58 万辆，

难掩尴尬境地。对此，商务部机电和科技

产业司副司长支陆逊总结道：“成绩很大，

但是还处在起步阶段。”

未来销售或放缓

“中国明年汽车需求增长率或仅为 3%

至 8%，这一数字与今年的涨幅基本持平，

却远低于 2010 年 33%的增长率。”业内人士

指出，虽然汽车制造商对中国市场发展抱

有信心，但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总体

形势不容乐观。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宝

林对于中国汽车市场的前景表示担忧，他

预计，今年销量为 1850 万辆，而明年仅会

增长 3%。而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洪则指

出 ，2012 年 ，中 国 汽 车 增 长 率 或 在 6% 左

右。他表示，如今，中国汽车市场举步维

艰，从今年 1 月至 10 月的销售数据就可以

判断市场有多不景气。

日本丰田汽车中国业务高级顾问服部

悦雄在广州车展上预计，明年，中国汽车总

需求将较今年增长约 10%。

某 4S 店资深销售孙先生对记者分析，

随着中国交通拥堵现象日益严重，政府的

购车鼓励措施将逐步减弱，对车牌的限制

或扩大至更多城市，而中国汽车市场很难

出现 2010 年前的火爆场面，未来销售放缓

已成必然。

但乐观人士则表示，通胀有不断放缓

的迹象，预计包括北京在内的一些城市的

政策可能会重新回到保增长上来。

这可苦了汽车销售商，现金优惠成了

他们的杀手锏之一。广州铭智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销售主管方庆亮说，他们将对售出

的每一台由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制造的帝豪

品牌轿车给予 2000 元至 3000 元的现金返

利。其他一些业内同行将对其他车型给予

最高达 2 万元的现金返利。

记者在京城某大型汽车交易市场了解

到，目前，许多车型都有较大优惠，有些 10

万元左右的车最多能优惠近 2 万元。“这是

没办法的事，现在车市不景气，只能这样吸

引客户。”某汽车 4S 店李经理对记者表示。

由于销量增速放缓，又希望扩大市场

占有量，一些汽车制造商希望通过压低价

格或在售后服务方面投入更多来提高销

量。分析师预测，20 万元左右及以上车型

的竞争将最为激烈。

“今年的价格战比往年都来得早，并且

还会持续下去。”第一上海证券公司首席策

略师叶尚志分析道，“但价格战并不是提高

销量最主要的方法，汽车制造商都已投入

大量精力在服务质量上吸引潜在消费者。”

出口背后的冰山

虽然中国汽车销量放缓，但出口貌似

十分“给力”。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 10 个

月，中国汽车出口同比增长 24.93 万辆，出

口 增 量 占 汽 车 产 销 整 体 增 量 的 比 重 达

54%，出口市场已成为拉动今年中国汽车

产销增长的主力。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

测，2011 年全年，出口汽车有望超过 80 万

辆，创历史新高。

但在光鲜背后，却有这样一组尴尬数

据：目前，中国有车企 500 家，年销售汽车

1800 多万辆，出口则为 58 万辆（2010 年汽

车出口数量）。“500 家企业，平均每一个企

业出口不到 1000 辆，而 58 万辆车出口到全

球 210 个市场，足见出口分散的程度。”支

陆逊说。

据记者了解，目前，德、日、韩汽车出口

量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为 75%、65%和 50%，

中国去年约占整个产量的 3%左右。中国

汽车出口主体分散，产业组织能力不强，这

一方面使大多数企业无力建设方便、快捷、

多网点、高标准的服务网络，海外售后服务

滞后，另一方面，导致中国汽车企业在出口

市场上各自为战，为了争夺订单，同室操

戈，相互压价，不仅损害了企业的利益，也

使“中国制造”的整体形象受损，严重影响

了中国汽车出口的可持续发展。

而欧洲债务危机也为中国汽车出口埋

下了一层阴影。据记者了解，欧美许多国

家的车企都开始打折销售汽车，这严重打

击了中国汽车的低价策略。据德国汽车经

销商协会主席 Robert 透露，现在，德国的

很多经销商和厂商开始把一些难以售出的

汽车登记为二手车，这样就能够打折销售。

福特欧洲总负责人 Stephen Odell 也表

示，欧洲汽车厂商第三季度的激励政策较

为激进，这反映出汽车行业的倒退，不能不

引起重视。

航运巨头提价“补亏”

外贸出口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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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领头

外资唱空中国便宜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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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看 点

中国团购市场首现负增长

“冰封”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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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务贸易产业

将现“微笑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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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 一 度 的 重 点 合 同 煤 谈 判 即 将 开

启。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国家发改委正在

研究制定今年的煤炭产运需衔接工作指导

意见，拟提出，2012 年度重点合同煤价格最

高可上调 5%，包括秦皇岛港在内的北方港

口 5500 大卡热量的电煤现货价格不得高于

800 元/吨。

据悉，该协会确已拟定上述煤炭产运需

衔接新方案，并上报国家发改委，等待获批。

对于重点合同煤方面的这一“新政”措

施，相关专家表示，此方案有望一定程度上

减 轻 明 年 的 电 厂 成 本 ，缓 解 电 厂 经 营 压

力。但对于煤炭企业来说，会增加其经营

成本。从长远看，煤企的成本压力会转嫁

到电厂身上。

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 9 个月，国内煤炭行业企业主营业务

成本同比上升 48.19%，比全国行业平均水

平高出近 20 个百分点。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此前也发布报告称，受工业品价格上涨、煤

矿安全标准提高、职工收入增加、存贷款利

率调整、环境治理投入加大等多种因素叠

加的刚性推动，煤炭企业成本已明显上升。

不少专家指出，强推重点合同煤难兑

现“限煤保电”的政策初衷。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煤炭经济研究院副

教授邢雷表示，重点煤合同价格上涨 5%，意

味着明年的 5500 大卡重点合同煤价格将达

525 元/吨，这相比于最近一期的市场煤 850

元/吨的报价相距甚远，且对电煤到港价格

限定于 800 元/吨的水平上。“这将迫使煤炭

企业重走以前‘不履约’、‘倒卖合同煤’的老

路，最终难保重点合同煤供应。”邢雷表示。

光大证券分析师也指出，通过行政命

令对北方港口煤价限价可能性不大。同

时，即使出现限价政策，可操作性也不强，

甚至还可能造成生产减少、需求增强的可

能，使得煤炭成为长期短缺产品。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秘书长赵家廉表

示，如果要采取限价措施，应该是包括铁道

部和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在内出台一揽子措

施，打出“组合拳”，才能取得实效。

电煤限价新方案尚待批复

三基产业
“十二五”规划发布

工 信 部 日 前 正 式 发 布《机 械 基

础 件、基 础 制 造 工 艺 和 基 础 材 料 产

业“ 十 二 五 ”发 展 规 划》（下 称《规

划》）。《规划》提出，要通过 5 年的努

力，使我国机械基础件、基础制造工

艺及基础材料（简称“三基”）产业创

新 能 力 明 显 增 强 ，加 工 制 造 水 平 显

著 提 高 ，能 基 本 满 足 重 大 装 备 的 发

展 需 要 ，产 业 发 展 严 重 滞 后 的 局 面

得到改观。

2015年中国石油
对外依存度将超过60%

日前，中国能源研究会在京发布

《中 国 能 源 发 展 报 告 2011》称 ，尽 管

“十二五”期间我国石油消费增速将

下降，但考虑到国内石油产量已进入

稳定期，2015 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

度将超过 60%。

成品油调价窗口推迟

近期，国际油价震荡回落，众所

关注的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推迟至

下个月打开。来自息旺能源的测算

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 24 日，布伦特、

迪拜、辛塔等三地原油加权均价变化

率下降至 3.64%。

多地菜价肉价止跌回升

食用农产品持续下跌数周后，其

价格于近期开始回升。据山东省相

关监测，近期山东省部分蔬菜价格出

现 20%以上的涨势。而据商务部监测

显示，上周国内 18 种蔬菜平均批发价

连 续 3 周 小 幅 上 涨 ，比 前 一 周 上 涨

3%，比 11 月初上涨 4.9%。

（本报综合报道）

■ 郭力方




本报讯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日前在出席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员大会时表示，中

国今年全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

或在 5.5%左右，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仍将保持

在 9%以上，但明年经济形势比较复杂，他认

为，中国经济明年将面临下行风险。

陈德铭表示，伴随欧债危机的持续，国

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目前，全球经济

复苏步伐缓慢，下行压力正在加大，预计在

未来一段时间内，整体形势仍将十分严峻。

陈德铭同时指出，明年中国经济下行

的形势难以避免。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

缓，但在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和全球整体

流动性宽松的作用下，通胀压力仍存；明年

农业生产的成本持续升高，要保持高生产

增长难度增加；一些在建项目将遭遇融资

难的问题，投资情况不乐观；企业生产或面

临困境，尤其是一些小微企业，这将会影响

居民收入增长并抑制消费。

陈德铭还预计，在滞胀因素影响下，以

及一些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而所采取的货

币财政政策催生了新的流动性，明年国际大

宗商品价格很可能居高不下。 （海 霞）

陈德铭：
中国经济面临下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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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企否认“绑架”

乳品新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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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出口：光鲜数据难掩尴尬处境
■ 本报记者 王 哲

10 月以来，全国楼市尤其是一线城市房价下调趋势愈加明

显。未来房地产调控政策会否出现松动？针对市场关注的这一焦

点话题，近期政府高层频频表态，强调要继续推进房地产调控。在

此背景下，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年底部分城市如福州、厦门等城市的

“限购令”到期后，明年仍将继续执行。

（商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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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官”上任

“十把火”烧向股市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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