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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汽车投诉增三成
要闻点击：日前，中国质量协会用户委员会、车

人网、清华汽车工程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0年上半
年中国汽车产品投诉情况分析报告显示，上半年，
共接到用户投诉6400例，其中有效投诉5600例，相
比去年同期增长三成。与去年同期相比，价格在10
万以下的车型投诉增长了9.1%，新车购买半年以内
出现问题的投诉占到上半年投诉总量的 6成以上，
一年以内的新车投诉则占到 8成。在投诉构成中，
综合投诉（同时有质量问题和服务问题）所占比例
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5%。

记者观察：随着汽车销量的逐年攀升，刚买的新
车出了4S店就出现故障已属平常，在许多消费者看
来，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投诉时的举证难、
鉴定难与处理难。虽然消费者在面对新车质量问题
时越来越理智，集体投诉、向媒体寻求帮助等各种方
式齐上阵，但投诉难、维权成本高的问题依然如旧。
与此同时，面对车主投诉，汽车厂商表现不一，虽有
第一时间妥善解决者，但也有掩盖事实偷偷召回者，
更有相互推诿、千方百计找借口者……或许，面对车
主们的愤怒与无奈，汽车厂商需要重新明确一下这
样的理念：“车子，不是只管卖出去就行了。”

二季度经销商信心不足
要闻点击：近日，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

测中心联合新华信国际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共同发布了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汽车行业景气监
测指数”。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汽车市场受政策
刺激和经济向好的双重驱动，产销延续了良好发展
态势，经济效益持续向好，行业景气虽然仍保持在
较高水平，但与上季度相比行业景气指数出现小幅
回落，终止了连续三个季度的增长态势，汽车行业
经销商经理人信心指数与上季度相比下降 6.2 点，
反映了经销商经理人面对当前销售淡季的信心明
显不足。

记者观察：在经历2009年“井喷”之后，今年上
半年车市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政策拉动消费的
驱动力开始减弱，市场增速逐渐回归到正常增长的
轨道。虽然中汽协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汽
车销量同比增长47.7%，但连续三个月出现销量环
比下滑及库存量逐月增加也是不争事实。相比于
高调增产的厂家，不少身处销售一线的经销商表示
对下半年车市销量增长并不乐观，认为下半年车市
将以降价促销为主。或许，7月的降价只是价格回
归的开始，8月价格战将更明显。

汽车秒杀来了
7 月 21 日，吉利熊猫 1 元“秒杀”

第五位幸运抢购者交车仪式在广州举
行，至此，历时近两个月的吉利熊猫一
元抢购活动落下帷幕。自 6 月 1 日上
线 至 活 动 结 束 ，抢 购 活 动 吸 引 了
24639173 位网友的关注，创造了迄今
为止同一网络商品关注人数之最。

在此之前，“秒杀”已被屡屡用在
汽车营销中。

2009 年底，长城汽车发起一次岁
末“秒杀”活动，最终，一位来自安徽巢
湖的淘宝用户以1元钱抢走一辆限量
版长城酷熊的3年使用权；今年3月25
日，东风日产新骊威家族上市也采用
了网络“秒杀”的形式进行，吸引上千
万网友的参与，总价35.84万元的三辆
新骊威轿车均以三元的劲爆价格先后
被“秒杀”，到场的营销专家称：“此次
新骊威家族新颖的发布会形式、广泛
的参与人群，及即将呈现出的营销效
果，将刷新汽车界营销历史。”

目标锁定“80后”
如今的网购，“80 后”是绝对的主

角，对他们来说，“秒杀”一词并不新
鲜。记者注意到，在目前的汽车秒杀
活动中，秒杀对象也往往是将消费群
体锁定为“80后”的车型。

“在吉利熊猫 1 元抢购活动中，5

位幸运车主都是‘80后’，而且都是男
生。”吉利汽车河南新闻工作站站长
娄慧立介绍：“这几位‘80 后’是熊猫
用户群的典型代表：怀揣梦想、不乏
激情，对自己认定的事情，会全力以
赴，即使知道不一定能成功，也要拼
尽全力。”

将“秒杀”活动融入新车上市会并
大获成功的东风日产，也紧紧抓住了
新骊威产品定位、目标人群与网购一
族的高度契合。

“东风日产骊威的目标消费群体定
位于正在开创事业的年轻人，而这类人
群恰恰在国内网民中占据了相当大的

比重，对‘秒杀’这类新鲜事物有着浓厚
的兴趣和参与热情。”在营销方面向来
敢于大胆尝试的东风日产营销人员这
样表示：“‘秒杀’活动以全新的模式成
功吸引了更多的潜在消费者和目标受
众人群，大幅度提高了目标消费者对新
骊威车型的认知度、美誉度。”

公正公开很重要
记者了解到，虽然时下流行的网

络秒杀，已经从一些价格低廉的商品
向汽车界，甚至房产界渗透，但也有不
少网友对大宗商品的“秒杀”活动并不

十分信任。
据介绍，吉利熊猫 1 元抢购活动

启动之初，不少消费者一度表示很怀
疑，但随着第一辆“熊猫”被河南的一
位普通消费者成功抢购，吉利汽车通
过河南新汇通 4S 店为其举行交车仪
式之后，参与“秒杀”的人数开始大幅
增加。

采访中，更多的“80 后”消费者充
分肯定了汽车秒杀活动：“希望这样公
开、公平、公正的秒杀活动以后能逐渐
多起来。毕竟，“80后”已经逐渐成长
为汽车消费的主力，抓住了年轻消费
者，也就抓住了未来几年数量最为广
泛的汽车消费主力军。”

在中原车市的 QQ 群上，曾参与
了吉利熊猫 1 元抢购活动的网友“纵
横四海”这样告诉记者：“虽然能抢到
的几率很小，但这种新型的网络营销
模式互动性、参与性很强，如果以后还
有这样的汽车‘秒杀’活动，我会继续
参与的。”

汽车营销专家表示，作为一种新
的营销策略，汽车“秒杀”在营销上是
一个很好的点子，比一般的广告效果
要好得多。但汽车秒杀的缺点也很明
显，虽然花费不菲，但消费者关注的热
点会随着秒杀商品的变换而迅速转
移，因此，对于汽车厂商而言，如何保
持上百万关注者的持续热度并转化为
实际订单是一个更重要的命题。

网络秒杀现身车市网络秒杀现身车市
1元钱能干什么？你可以坐一趟公交车、买一份报纸。或

者，你还可以试试用1元钱在网上抢下一个MP3、一部手机甚至

一辆汽车。从去年底至今，作为一种新的营销手法，车市的“秒

杀”活动呈愈演愈烈之势。

召回新规
为自主品牌提供契机

前段时间，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汽车产
品召回监督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一直为业
界讨论的焦点。日前，中汽协再度组织 18 家
重点整车企业，专门讨论了《条例》草案，以收
集企业意见和建议，并且反馈给质检总局。

《条例》的加速推出，无非与今年汽车产业
的发展密切相关。据质检总局发布的召回信
息显示，今年我国实施34起乘用车召回，涉及
19个品牌，近60万辆,其中自主品牌仅涉及长
城，共召回 5867 辆皮卡。为此，自主品牌“零
召回”的光荣业绩，也成为外界质疑焦点。

与旧规相比，《条例》草案的最大亮点是,
车企一旦违反相关条例，将面临巨额的罚款。
这也让部分人士担心，过于严厉的惩罚措施，
对处于高速发展的自主品牌，将形成巨大的压
力，不利于培育民族品牌。

然而，笔者却认为《条例》草案的巨额罚
款，不但有利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对于自主品
牌也是一次证明自身能力的机会。

目前，经过多年的发展，自主品牌已经具
备了一定的实力。据去年统计数据，我国自主
品牌在去年共销售457.7万辆乘用车，占总销
量的44%，比上年提升4个百分点。其中自主
品牌轿车共销售 221.73 万辆，占轿车销量的
30%。这也说明，自主品牌经过培育，已经基
本形成规模，需要逐步将政策的温床退出，让
其直接跟国外品牌竞争。

再者，培育自主品牌并不等同于允许自主
品牌质量低下。据今年二季度中国汽车产品
质量与服务质量投诉分析报告，自主品牌的汽
车销量快速增长的同时，质量问题也出现快速
增长。

而《条例》的推出，必将强制自主品牌花大
力气苦练“内功”，提高自身的品质。如果,自
主品牌在《条例》实施后，依旧保持了零召回的
成绩,一则可以封住所有质疑者的嘴巴；二来,
在从低端跻身中高端的过程中，这也为自主品
牌无形中塑造了品牌形象。

所以，召回新规虽然严厉，但对于自主品
牌的发展，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契机。 林祥

营销频出新招

享有“汽车行业达沃斯”美誉的中国
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将于9月3日~5在
天津开发区召开。届时来自国内外汽车
业界600余位政府官员、行业领导、企业领
袖和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从战略性、前瞻
性、全局性、指导性的角度剖析汽车行业
热点话题，共商未来中国汽车产业由大变
强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一年一度的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

论坛是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财政部、环保部、商务部等部委
的指导下，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
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
国汽车报社以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共同主办的。在历届论坛上，先后
有数位权威专家发表精彩演讲。

据悉，2010 年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
际论坛以“中国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为

年度主题，继续秉承“务实、创新”的办会
理念，通过年度主题设定、议题拟定、专
家论证、企业调研等一系列系统的工作
流程确保论坛议题准确反映当前行业热
点和企业呼声。论坛将在短短的三天内
举办 20 余场活动，通过围绕汽车产业转
型升级的 50 个左右的主题演讲传达政、
产、学、研等单位的权威视点。

夏享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论坛9月召开

部分车企
盈利增长300%以上

上海汽车上周发布业绩预增
公告称，上半年，公司整车销量突
破 177万辆，同比增长超过 44%，预
计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同比将净增长 300%以上。
去年上半年，上海汽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14.5亿元。

江淮汽车公布的上半年业绩
预增公告也显示，公司今年上半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将
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300%。去年
上半年，江淮汽车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为1.14亿元。

江淮汽车还表示，上半年盈利
大增，除了公司产品小量大幅增长
外，主要原因还在于产品毛利率的
提升。

除上海汽车之类受市场关注
的公司业绩出色之外，过去几年业
绩一直不甚出色的一汽夏利，由于
受益于投资的一汽丰田销量和盈
利增长，其上半年盈利也出现“飙
升”，升幅甚至超过了上海汽车这
样的汽车板块“龙头股”。

一汽夏利上周发布公告表示，
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将达到26849万
元~29431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20%~470%。

专用车市场企业上半年盈利
也大幅上升。星马汽车上周发布
的公告称，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的

净利润将比上年同期增长 300%以
上，去年上半年，星马汽车实现净
利润为 3378 万元。星马汽车公告
显示，上半年利润飙升，原材料价
格保持相对低位致使成本降低、产
品毛利率提高也是重要原因。

6家企业
盈利增长超100%

尽管上半年盈利增幅远没有
上海汽车、江淮汽车等那样引人注
目，但金龙汽车、长安汽车、中国重
汽、一汽轿车、江铃汽车和华域汽
车上半年的盈利增幅，也都达到了
100%~150%左右。

金龙汽车上周发布的公告称，
预计公司上半年实现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
相比将增长 150%以上。去年上半
年，金龙汽车股东净利润为2976.22
万元。

长安汽车发布的公告也显示，
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约 13.5 亿
元~14 亿元，同比增长约 153.38%~
162.76%。今年上半年，长安汽车
产销创历史新高，实现销量 974499
辆，同比增加47.60%。

中国重汽发布公告也显示，上
半年预计实现净利润约 5.5 亿元，
同比增长约150%~160%。

一汽轿车上周发布公告显示，
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约10.7亿~13.4亿元，同比增长

100%至150%。
江铃汽车公布的中期业绩快

报也称，公司上半年实现利润总额
12.4 亿 元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125.6%，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达 10.4 亿元，同比增长
140.80%。

汽车行业
前5个月盈利增长143%

据汽车工业协会统计，今年上
半年我国汽车生产 892.73 万辆，同
比增长 49%，同比增幅提高 34个百
分点。汽车销售 901.62 万辆，同比
增长 48%，同比增幅提高了 30个百
分点。

而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信
息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内汽车行
业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完成工业总
产值17110.01亿元，同比增长54%，
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7119.54
亿元，同比增长60%，累计实现利润
总额1436.47亿元，同比增长143%。

前 5 个月，汽车行业重点企业
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7848.32 亿
元，同比增长68%，累计实现主营业
务 收 入 8622.0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8%，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860.39 亿
元，同比增长 169%，增幅比 1~4 月
回落52个百分点，累计实现利税总
额1385.09亿元，同比增长107%，增
幅比1~4月回落9个百分点。

杨新

“低排量”豪车将成主流
在传统的豪华车领域已经出现了新的趋势：那

就是小排量的豪华车将会主导未来的豪华车市场。
从今年 1~6月份的销售数据来看，小排量豪车

产品开始大量增长，这在豪华车整体市场平稳增长
的情况下显得格外突出，也被看作是对传统大排量
豪华车市场份额的蚕食。

在高档 B 级车市场上，今年 1~6 月，奥迪 A4L、
宝马3系和奔驰C级，分别同比增长了95%，131%和
68%，其中奔驰C级是在产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
求，只能依靠进口车来填补的情况下取得这一增长
的。相比之下，奥迪 A6 这样的标杆豪华行政级轿
车，却只有 28%的同比增长，既低于豪华车细分市
场的整体增长率，也远远低于乘用车的整体增长
率。

这种趋势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首先是购买豪
华车产品的消费者在迅速年轻化；其次是对低排量
汽车产品的消费鼓励政策在朝着更大范围内起作
用。在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低碳消费理
念”成为新的时尚。即使倾向于购买豪华品牌汽
车，愿意选择更小排量的产品的人越来越多。

“以小为美”的新的消费观念在慢慢形成。即
使在大尺寸的细分市场里，汽车制造商也开始引入
更多的小排量产品以满足这种新的消费趋势的变
化。比如雷克萨斯对其ES系列产品的改造以及奥
迪Q7将导入3.0T的车型。

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一种消费结构更加优化的
趋势，更好的教育和有限的收入是中产的标志，这
让他们在消费选择上有着既看中品牌，又重视荷包
的理性倾向，这些人将构成未来豪华车产品消费的
主体。

何醒言

吉利熊猫1元抢购活动首位用户交车现场

挑战一：
车市激励政策效果几何？

2009年，中国车市已经证明是
“政策市”，下半年车市激励政策效
果如何？能否重演2009年的奇迹？

在利好因素方面，首先国民经
济增速将依然处于高位，消费者购
买力增强，这为汽车行业的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补贴新政
的推出将进一步刺激汽车市场。
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二三级汽车
市场的快速发展也将带动汽车市
场的增长。

总而言之，尽管购置税政策缩
水，但随着节能车补贴等后续政策
的出台，汽车政策 未有明显收缩，
同时宏观经济尽管存在不确定性，
但有利因素也仍然存在。

挑战二：
价格战会否到来？

价格战和汽车库存多年来相
伴相生，成为中国车市的一道独特
风景，下半年，中国车市已经销声
匿迹多年的价格战会否到来，成为
消费者最关心的事情。而一旦价
格战到来，对车市带来的冲击，也
堪称中国车企将遭遇的严重挑战
之一。

2009 年，受车市突然爆发影
响，降价在中国车市成为一件被人
淡忘的事情，如今，未经考验的中

国汽车企业若面对这场危机，能否
平安度过？

挑战三：
库存压力影响几何？

2009年年底，几乎所有汽车厂
家都在为“零库存”而弹冠相庆，并
对2010年车市作出乐观预期，部分
车企甚至做出了 2010 年销量翻番
的目标。

但在各方压力之下，2010年上
半年，汽车企业的新车库存一度达
到 130万辆。

下半年，如果汽车企业不对市
场变化主动作出调整，那么市场反
过来对企业作出调整将成为现实，
日益增长的汽车库存对车市影响
几何？

挑战四：
农村车市不是救世主

“汽车下乡”、“以旧换新”、“小
排量车购置税优惠”……2009年中
国农村车市在一系列政策的刺激
下，取得爆发性增长，也在一定程
度上担当了中国车市的“救世主”
角色。

但是，对农村汽车市场的开拓
不能无限制。汽车不同于家电、日
用品一样是一次性消费，而是日常
生产生活的工具和多次消费品，即
使是买车，也是倾力而购，在之后
的汽车养护和使用中，汽车也会带

来不少负担。

挑战五：
油价让人更加敏感

对所有的汽车消费者来说，油
价都是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

2009年，中国国内油价已经站
上7元/升的高位，而在国际油价仍
然节节高涨的情况下，国内油价何
时“破十”已经成为业内都在密切
关注的问题。高涨的油价最有可
能成为那些“对汽车消费可有可无
的消费群体”作出不买车决定最关
键的判断标准之一。

挑战六：
安全、环保标准提高门槛

国内大大小小的汽车企业，面
对国内外日益严苛的汽车安全、环
保标准，又有哪家能拍着胸脯保
证：自己一定能行？

今年上半年，汽车召回此起彼
伏，国内外几乎主流汽车企业都遭
遇到了召回的困扰，而在汽车环保
领域，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
提前实施的“国4”标准将是国内外
车企的又一大挑战。

当年，“国 3”标准也曾经让汽
车厂商和经销商措手不及，一些不
达标车型甚至因此而提前告别市
场，下半年，“国 4”标准已经到来，
中国汽车企业准备好了吗？

贺江华

下半年车市挑战前瞻

2010 年车市上半程已经尘埃落定，在经过

2009年的狂飙突进之后，2010年上半年的中国车市

呈现高开低走趋势，因此，下半年的中国车市走势

如何，备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