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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节能车名单公布
购买可获3000元补贴

本报记者 李莉

被列入“节能产品惠民工程”的 1.6升及以下节能
汽车首批名单公布，正式拉开向购买节能汽车消费者
发放补贴的帷幕。

首批71款车型上榜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日前联
合发布了“节能产品惠民工程”1.6升及以下节能汽车
第一批推广目录，正式拉开向购买节能汽车消费者发
放补贴的帷幕，包括广本锋范1.5L、上海通用雪佛兰新
赛欧在内的71款车型都在该名单当中。

记者在名单上看到，首批71款车型分别来自16家
汽车厂家，这些车均是 1.6升及以下排量，飞度、锋范、
乐风、明锐、朗逸、科鲁兹等消费者较为关注的车型均
有上榜，自主品牌车型在这批名单中不足四成。

从比例上看，通用系以 18 款车型成为大赢家，自
主品牌有7家生产商的26款车型上榜。江淮汽车共有
8款车型入围，入围车型数量仅次于上海通用，分别是
3款同悦RS、3款同悦和两款悦悦；上海大众有 7款车
型入围，分别是朗逸、明锐和昊锐。广汽本田、东风悦
达起亚、北京现代、重庆长安、上汽通用五菱分别有 6
款车入围；华晨有 4 款车入围、长城、比亚迪和长安铃
木分别有两款车型入围，吉利只有一款熊猫轿车入围。

据悉，71 个入围车型均列入《车辆生产企业及产
品公告》、通过了汽车燃料消耗量标识备案、获得了国
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综合工况油耗比现行标准低
20%左右。根据今年6月1日国家颁布的“节能产品惠
民工程”，中央财政将对消费者购买以上车型的节能汽
车给予每辆3000元的补助，由生产企业在销售时兑付
给消费者。

三部委还将根据节能汽车推广资格申请情况，再
次组织审查，并适时发布节能汽车第二批推广目录。

小排量车销售将再提速

“今年国家调整了相关政策，购置税减征幅度降
低，这让上半年 1.6L及以下排量乘用车销量增长明显
放慢，节能汽车补贴政策的出台，将改变这一趋势。”
东风悦达起亚河南双盛4S店销售经理商志鹏表示。

“小排量汽车的消费者以工薪阶层和中低收入阶
层为主，对价格相对比较敏感，一辆车便宜几千块钱，
对他们来说，属于重大利好。节能汽车补贴政策的出
台，将有力地促进入围车型的销售。”江淮汽车河南世
纪阳光 4S店市场部工作人员表示：以一辆售价 6万元
的节能小排量轿车为例，在现行政策下，购置税减征
1500 元左右，再加上 3000 元的节能汽车补贴，每辆车
可以少花 4500 元，相当于车价的 7.5%，补贴力度比去
年购置税减半还大。

“这次的补贴政策相当于补充了去年小排量车购
置税减半的政策的效果，不过，要比小排量车型购置税
减半的政策还要前进一步。”知名汽车营销专家向寒松
认为，跟之前的税费减半政策相比，这次的政策更合
理，因为 1.6升以下的车型不一定都是环保节能的，之
前一刀切不太准确。而此次，除了设置1.6升及以下排
量的硬指标外，入围汽车还必须通过汽车燃料消耗量
标识备案等种种条件，更能达到促进节能减排的效果。

关键词之政策
购置税优惠政策从去年的 5%提升

到 7.5%、汽车下乡延期、以旧换新优惠
幅度加大、私人购买新能源车试点补贴、
节能车补贴……上半年车市，依旧不乏
政策助力，但与去年重在拉内需、促消费
相比，今年的政策指向了节能减排。

标签：威力不再
去年，以购置税减半为代表的政策

将中国车市送上了全球第一的宝座，今
年，汽车下乡延期、以旧换新优惠幅度
加大等政策对销量拉动作用有限，小排
量车优势不再，销量增长明显放缓。作
为上半年呼声最高的政策，新能源补贴
政策目前则更多的是代表一个趋势和
方向，此外，由于首批补贴名单刚刚出
炉，1.6L及其以下排量节能汽车补贴政
策对车市的推动作用尚未开始体现。

关键词之减速
上半年政府对购车优惠政策的调

整，让很多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开始
持币观望，加上汽车厂家年度销售计
划大幅提高和产能的持续提升，3月份
以来，汽车市场虽然增长依旧，但与众
多车企年初的预测及销售目标相比，
仍有不小的落差，去年不少车型订单

排队的盛景不再，市场上大部分车型
货源充足，消费者的选择空间进一步
扩大。种种迹象表明，经过去年及今
年第一季度的爆发式增长之后，国内
车市已然远离了“疯狂”的增长而进入
稳步发展阶段。

标签：理性调整
即便已经开始承受库存压力困扰，

不少车商依然认为，目前车市只是环比
出现下降，同比仍保持在10%以上的增
长，这说明中国车市在达到一个高峰之
后出现了理性的调整，而不是出现了拐
点。

业内人士分析，与去年相比，今年
上半年中国汽车市场确实有一定落差，
但与全球其他市场比较，中国仍是“最具
消费力和增长潜力”的市场。在成为全
球第一大市场之后，这种调整是必经之
路，也是中国车市迈向成熟和理性的表
现。

关键词之召回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提起上半年

车市，也许他们并不清楚销售情况的好
坏，但一定不会忘记以丰田汽车为首的
大规模召回。因油门踏板存在缺陷，一
汽丰田 2 月底开始召回当时销售火热
的城市 SUV——RAV4，随后，召回潮

波及整个车市。
据记者统计，上半年，汽车厂家在

中国市场实施召回近 30起，其中，不仅
有戴姆勒、沃尔沃、通用、雷诺、克莱斯
勒、斯巴鲁、日产、本田、标致雪铁龙、马
自达、保时捷、三菱等跨国汽车公司，也
有上海通用、长安铃木、广州本田、长安
福特等中外合资企业，还有长城汽车、
东南汽车等自主品牌。在召回车型中，
不乏雷克萨斯、英菲尼迪、沃尔沃这样
的豪华轿车。

标签：点刹车市
毫无疑问，大规模的新车召回，对

热情如火的国内车市起到了冷却的作
用，其中日系车受累最重。相关机构进
行的《2010 网民汽车使用故障调研报
告》显示，一贯以高性价比及低油耗为
卖点的日系车虽然故障率最低，但是满
意度却排行倒数第二。

召回除直接影响日系车的市场份
额外，也逐渐改变着普通消费者的选车
习惯。在记者随机进行的调查中，80%
以上的准车主表示选车时会把品质、安
全性能放在第一位。在这样的消费心
理下，在宣传上更强调机械、速度、品质
的欧系车优势渐显，因此，在上半年车
市减速的情况下，“技术过硬、安全性
高”的欧系车依然一路高歌，成为上半
年汽车消费的中坚。

关键词之新车
无论市场冷热，对于汽车厂商及消

费者而言，新车都是一支“兴奋剂”。但
在各品牌新车大量涌入的背景下，新车
效应趋微，能担当起“搅局者”角色的新
车更是凤毛麟角。

今年上半年，新入市车型依然令人
眼花缭乱，据统计，1~6 月份各大厂家
推出的新车超过 50 款，有些车型一上
市即博得头彩，市场表现炙手可热，也
有些车型则销量平平，几欲出局。

标签：冷热不均
重量级新车多为紧凑型轿车，两厢

版、运动型更成为了厂家新产品的主旋
律，别克英朗、高尔夫GTI、荣威350、风
神 H30、马自达睿翼轿跑等彰显个性、
充满活力的新车型备受瞩目，为逐渐升
温的 80 后汽车消费市场注入了兴奋
剂。

作为近几年的一个热门细分市场，
上半年上市的 SUV依旧星光灿烂。无
论从销量还是市场热度上来看，国产奥
迪Q5、宝马X1、上海大众途观、北京现
代 IX35 这几款新车均为系出名门的

“绩优生”。当然，随之而来的加价提
车、长时间等车问题也让受消费者深受
新车过热之苦。

车市上半年温和调整车市上半年温和调整
高开低走高开低走

2010年过半，车商们的“中考”成绩甚少给人惊喜，增速放缓的车市开始迈入调整期。“政策”、“召

回”、“减速”、“新车”这四大关键词，可以对上半年车市进行完整注解。

7月5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公布
了上半年及 6 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上半
年中国汽车累计产销量为 847.22 万辆和
718.53 万 辆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4.37% 和
30.45%。其中，汽车产量稳居全球第一。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负责人表示，
2009年国家出台一系列汽车利好政策，对
汽车市场的快速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而增长惯性与利好政策的持续效
应，使汽车市场的稳定增长得以延续。1
月份汽车产量超过 150 万辆，开局良好；3
月份汽车产量达到有史以来我国单月汽

车产量的最高水平，接近170万辆；之后受
汽车市场终端销量下滑影响，产量逐月递
减，并且同比增幅逐步趋缓。

6 月份，中国汽车产量完成 129.42 万
辆，环比降低 1.41%，同比增长 12.40%。销
量完成 113.20 万辆，环比降低 5.25%，同比
增长13.97%。产销量环比降幅较5月份有
所降低。

6月份乘用车生产 95.61万辆，环比增
长 0.57%，同比增长 10.32%，同比增幅较上
月降低8.27个百分点。销售83.92万辆，环
比降低 5.25%，同比增长 10.89%，同比增幅

较上月降低 14.13 个百分点。上半年乘用
车累计产销分别为626.95万辆和541.75万
辆 ，较 去 年 同 期 累 计 增 长 45.03% 和
25.58%。

6月份商用车生产 33.81万辆，环比下
降 6.61%，同比增长 18.73%，同比增幅收
窄，较上月降低 15.63 个百分点。销售
29.27 万辆，环比下降 5.23% ，同比增长
23.82%，同比增幅收窄，较上月降低 21.70
个百分点，上半年，商用车累计产销量分
别为 220.27 万辆和 176.77 万辆，同比增长
42.54%和48.05%。 新 华

新召回条例惩罚严
隐瞒缺陷将被重罚
国家质检总局日前发布《汽车产品召回监督

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新条例以2004年出台的
《缺陷汽车召回管理规定》为基础修改。草案规
定，国产、进口车生产商将统一遵此条例。相比
旧规，新规加大了处罚力度，生产者故意隐瞒汽
车产品缺陷，或生产者未按主管部门责令召回等
多种行为，将被追刑责，最高处以产品货值金额
50%的罚款。

有关人士称，如果车企一直按照规矩办事，
不会因为条例出台存在什么问题。例如意见稿
规定，“汽车产品在境外开展召回和技术服务活
动信息”要备案，事实上大部分汽车厂商如果在
海外召回，都会和主管部门沟通；又例如汽车销
售者要求对生产批次、数量、流向等内容的台账
保存10年以上，不少厂商对此也有追踪管理。

不过车企也注意到，今后隐瞒缺陷可能背上
巨额罚单甚至破产。意见稿规定，违法生产、销
售、进口产品可处以货值金额 2%以上 50%以下
的罚款。以 15 万元/辆、共计 10 万辆轿车计算，
瞒报代价将介乎 3 亿~75 亿元，而美国迄今为止
最重的一起罚款为1600万美元。

意见稿中首度出现“国务院有关部门”字眼，
十部委都有各自监管角色。例如，一旦车企产品
被责令召回，公安有权暂停机动车登记工作，交
通和运输主管部门有权停止产品营运。

在法律界看来，意见稿仍有不少争议之处，
最大伏笔来自“保密”规定。

意见稿第三十九条规定，在缺陷调查过程
中，未经主管部门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
自泄露相关信息。

有业内人士认为保密不是必要的。在他们
看来，汽车召回调查涉及公众、商业秘密和公众
利益相比，后者应该优先，而该规定可能会限制
消费者对信息的知情权。对汽车缺陷信息应当
公开和随时披露，它不属于国家秘密范畴，任何
消费者发现存在缺陷都有权将信息披露。

第二个争议之处是听证会。
美国的听证会让人印象深刻，在意见稿中也

新增了如果对缺陷调查存在争议，必要时可以进
行听证。相关人士表示，在举行风险评估和召回
听证会上，当事各方都应该参加。最先发现问题
的往往是车主而不是专家，他们不应被排除在听
证之外。

第三是厂家从调查到召回是否应该有时间
限定。

业内人士认为，有些企业可能透过延长质保
来替换本来应该的召回。所以投诉达到一定量
时车企就应该召回，调查时间不能超过半年，否
则将强制召回，不能一直等着车企做主，防止拖
延时间。 王文

中汽研：上半年汽车销售718.53万辆

7 月 5 日，《2010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报告》暨 2010
年中国汽车产业蓝皮书在北京正式发布。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经济研究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和大众汽
车集团（中国）的领导出席了此次发布会。这是继
2008、2009 年后，三方的第三次携手合作。2010 中国
汽车产业蓝皮书在使用大量翔实、权威数据的同时，
首次引入第一手市场调研结果，深入分析了我国汽车
产业发展现状，并对我国未来20年汽车市场的发展趋
势作出了预测。

《2010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报告》由总报告、发展综
述、中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汽车产业及市场
预测和趋势展望、专题研究——中国汽车电子技术发
展现状与展望、资料附录共六部分组成。提出了中国
汽车产业“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由大变强”并开始出现
积极的结构性变化的发展方向；分析了中国汽车产业
国际竞争力变化情况及与日本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
对比情况。在书中，通过由国家信息中心提供的来自
全国 30多个大、中、小型城市的 3000多份不同层次消
费者的调查样本，和由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历史数据，
做出了到 2020 年、2025 年和 2030 年我国乘用车市场
需求预测，并对“十二五”期间我国汽车产业发展趋势
进行了展望。 刘昕

2010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报告
正式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