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消费政策显效 车市产销“活力”喷涌

本报记者 金一丹 杨烨

6月16日，在杭州市余杭区一家雷克萨斯4S店，销售人员叶轩刚接待

完客户，又忙着帮同事布置活动展台，“购置税减半、满足感加倍，部分车

型可尊享购置税全免”的展板被摆在醒目位置。

受益于多项汽车促消费政策，6月上旬全国乘用车零售量恢复正增长。

乘联会数据显示，6月1日-12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51.9万辆，同比增长

14%，环比增长35%；全国乘用车厂商批发51.2万辆，同比增长14%，环比

增长44%。 业内人士表示，政策效果已在市场走势上得到体现。

购买热情被点燃

“忙得都快喘不过气来。 ” 6月16日，位于杭州市拱墅区的浙江元通之

星奔驰4s店销售经理吴典趁着送客间隙满头大汗跑回店里喝了一口水，

“最近一个周末看车客户近百位，有50多位付定金下单，比5月份销售额增

长一半。 ”

促消费新政出台，让低迷的车市出现阵阵暖意，市民购买热情被点燃。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多家品牌汽车4S店了解到， 相比较政策出台前，6月

以来各店销售额都有大幅上涨。

乘联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1日-12日， 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51.9

万辆，同比增长14%，同比恢复正增长，环比增长35%；而5月1日-12日同

比下降21%。 批发量方面，全国乘用车厂商6月1日-12日批发51.2万辆，同

比增长14%，环比增长44%，同样实现正增长。其中，6月第二周总体狭义乘

用车市场日均零售达到5.0万辆，同比增长25%，零售市场逐步回暖；相对5

月第二周均值增长54%。

车企发力抢生产

“近期一揽子提振经济、促进消费政策出台，从目前情况看这些政策

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多项产销指标回暖。 ” 乘联会指出，“6月复产复工呈

现良好的全面恢复特征，主力汽车生产城市全面恢复，各企业努力抢抓进

度实现增量，确保上半年收尾取得良好业绩。 ”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已于4月开始复工，工厂采用“双班制” 进行封

闭式生产，并在6月上旬将产能利用率恢复至100%。 特斯拉上游产业链也

已基本恢复至常态。

“6月以来，供应链和整车生产基本恢复正常，包括上海在内的多个重

要市场交付工作已经步入正轨。”蔚来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将加快车辆

生产和交付工作，预计2022年第二季度的总交付量为2.3万至2.5万辆。 ”

上述蔚来相关负责人介绍， 江淮蔚来F1工厂目前已经全面恢复到疫

情之前的产能水平，将配合新产品的量产和爬坡逐步提高实际产出。 位于

NeoPark的F2工厂已实现生产线全线贯通，进入造车验证阶段，按计划将

于今年第三季度正式投产。

“理想汽车正与供应商企业一起，在满足疫情防控的要求下积极恢复

产能，缩短用户提车周期。 ” 理想汽车联合创始人兼总裁沈亚楠说。

小鹏汽车表示，随着核心供应链加速复工复产，公司已于5月中旬恢

复肇庆工厂的双班生产，加速交付自一季度以来积累的大量订单。

浦银国际认为，尽管汽车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大，但维持对造车新势力

今年汽车销量预测不变，预计蔚来、小鹏汽车、理想汽车今年汽车交付量将

分别同比增长59%、78%和78%。 浦银国际指出，4月会是汽车交付量的低

点，5月至6月交付量将大幅复苏。 预计三家造车新势力将在7月至8月达到

月交付量峰值。

提升汽车产品力

为抓住旺盛的市场需求，车企加速提升产品力。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

总工程师许海东指出，“车企长足发展的核心应聚焦消费者需求， 及自身

产品力的提升，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

智能化是汽车产品力提升的核心方向之一，但智能化程度越高，芯片

数量及功能要求也越高。为破解芯片“卡脖子”难题，多家车企快速布局芯

片研发端，并建立多重供应体系及替代方案。

一汽集团着力部署定制芯片领域。 “国际上很多芯片是通用的，通用

芯片相当于一把万能钥匙，工艺更为复杂。事实上，只要能开我家门锁的钥

匙就可以，并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功能。因此，定制车规级芯片成为我们着力

推进的工作，汽车行业和芯片公司深度结合将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 一汽

集团研发总院副院长李丹表示。

实现品牌向上是车企展现产品力的重要方式。“产品走量不如品牌向

上，提高盈利能力。”长城汽车相关负责人表示，“魏品牌将进行升级，并计

划发布多款新车型，将有限的资源用在高价值车上，实现单车价值上升。 ”

2022年下半年将进入新车型发布密集期。 蔚来ES8预计于2022年8月

开启交付。小鹏汽车新款车型G9计划在2022年三季度上市，四季度大规模

交付。 理想汽车新款SUV� L9将于今年三季度交付，根据不同配置，价格在

45万元至50万元。

“大量新品发布，优质供给增多，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拓展市场空

间；同时，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增强，不断强化企业研发创新，促进汽车产业

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许海东说。

根据中信证券研报，考虑到新车产品不断迭代升级，预计2022年依然

是新能源汽车景气大年，预测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为550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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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提速 多家车企表态停产燃油车

●本报记者 李嫒嫒

继比亚迪、长征汽车后，汉马科技

日前宣布停产燃油车。 同时，多家海外

车企近期也陆续表态加入停产燃油车

“俱乐部” 。 专家认为，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前景广阔， 车企电动化转型成

为趋势， 但基础设施配套不足等短板

亟待补齐。

转型新能源提速

根据汉马科技发布的公告，为积极

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

加快公司产品新能源化进程，根据战略

发展需要， 公司将于2025年12月停止

传统燃油车的整车生产。公司将专注于

纯电动、甲醇动力、混合动力、氢燃料电

池等新能源、清洁能源汽车业务。

公开资料显示，汉马科技主要从事

专用汽车、重卡底盘、重卡整车及核心

零部件等业务。 今年1月至5月，汉马科

技新能源车销量占同期总销量的

41.23%。 按照此前规划，汉马科技计划

2022年销售2.02万辆整车， 同比增长

46.64%，市占率达2%。 其中，新能源汽

车销量近7500辆，同比增长80%，市占

率达20%。

此前，比亚迪率先宣布，自2022年

3月起停止燃油汽车整车生产，将专注

于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业务。

随后，长城汽车旗下商用车品牌长征汽

车宣布全面转型新能源， 自6月5日起

停产燃油车。

同时，海外车企也纷纷宣布停产燃

油车。 6月8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项

提案， 从2035年开始在欧盟境内停止

销售新的燃油车， 包括混合动力汽车。

随后，大众汽车发表声明称，电动化转

型不可逆转。 梅赛德斯-奔驰表示，已

经准备好在2030年之前销售100%的

电动车。 此外，林肯、本田、菲亚特等车

企纷纷表示，未来将实现整个产品线的

电动化。

短板亟待补齐

车企纷纷宣布停产燃油车的背后，

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广阔的发展前景。

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停产燃油车，

汉马科技并非没有顾虑。 公司提示，在

向新能源转型过程中可能存在销售不

及预期的风险，同时公司业务集中于新

能源方面，可能造成公司业务缺乏多元

化，停产燃油车可能造成公司现有传统

燃油车市场份额降低，可能会对公司短

期经营业绩产生冲击。

不过，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前景足

够诱人。 集邦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受

芯片短缺等因素影响，今年一季度，全

球汽车销量同比下降7%。 但新能源汽

车市场依旧高歌猛进， 一季度全球新

能源汽车总销量达200.4万辆，同比增

长80%。

中国市场新能源汽车销量连续七

年占据全球第一，行业呈现蓬勃发展的

态势。 中汽协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新

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46.6万辆和

44.7万辆，同比均增长1.1倍，新能源汽

车市场占有率达到24%。 1-5月，新能

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07.1万辆和

200.3万辆，同比均增长1.1倍。

6月14日，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

“中国这十年”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从产销规模看，我国新能源汽车

累计销量从2012年底的2万辆，大幅攀

升至今年5月底1108万辆。 从企业品牌

情况看，2021年全球十大新能源汽车

畅销车型中，中国品牌占据六款。

展望未来， 新能源汽车市场依旧

向好。华龙证券预计，2025年我国新能

源汽车普及率有望达到40%。 中汽协

副秘书长陈士华日前表示，“随着新能

源车型越来越丰富、品质越来越好，消

费者对新能源车的认可度将继续攀

升， 我国新能源车市将持续保持高增

长态势。 ”

“我国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仍有

待突破。 例如，我国乘用车80%的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产品由德国企业

博世供货。该企业在苏州的工厂受到此

轮疫情影响，波及长城、蔚来、小鹏等车

企的生产，甚至停产。 ” 江西新能源科

技职业学院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

长张翔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另外，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重

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 张翔介绍，“目

前车桩比仍存在较大缺口，同时充电桩

存在利用率低、分布不均匀、公共充电

桩费用高、用户体验不佳等问题。 ”

发力“三化”

上汽通用汽车加速战略转型

●本报记者 王辉

面对持续火热的新能源汽车市

场，上汽通用汽车动作频频，别克品

牌首款基于奥特能电动车平台的纯

电概念SUV车型发布， 奥特能电动

车平台在国内的首款豪华车型凯迪

拉克LYRIQ锐歌开启预订。 上汽通

用汽车表示，2025年之前将在电动

化、智能化、网联化新技术领域投入

超过500亿元，加快推进面向未来的

产品、技术、业务布局，加速战略转

型，重塑产品优势。

满足多元化产品需求

作为中国汽车行业的领军车企

之一，上汽通用汽车成立于1997年6

月，由上汽集团、通用汽车共同出资

组建。 目前，上汽通用汽车有别克、

雪佛兰、 凯迪拉克三大品牌三十多

个系列产品，覆盖豪华车、经济型轿

车各梯度市场， 以及MPV、SUV等

细分市场。 来自上汽集团的产销数

据显示，2021年上汽通用共销售整

车133.2万辆，在上汽集团546.4万辆

的当年总销量中占比超两成。 即使

是在受上海本地疫情影响明显的今

年5月，其销量仍达到8.3万辆，实现

同比正增长。

上汽通用汽车相关负责人在接

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

泛亚新能源试验大楼、广德电池安全

试验室以及Ultium奥特能超级工厂

等研发与生产基地相继启用投产，其

已具备从技术研发、试验验证、生产

制造到本土采购全链路的新能源汽

车体系化能力，成为国内少数几家具

有完整新能源技术体系的整车厂商。

该负责人称，奥特能电动车平台

是通用汽车全面电动化的基石，凝聚

了通用汽车20多年的电气化经验和

前瞻技术，在行业内具备“更智能、

更安全、更性能” 等优势。 奥特能平

台采用具备无线连接功能的电池管

理系统和全新电池碰撞安全架构，能

够支持三电技术的持续迭代，能够满

足多元化的产品需求。

在前期技术体系研发及相关硬

件充分准备之后，上汽通用汽车近期

借力品牌焕新，同步推动其在新能源

赛道和智能科技等方面的革新。 6月

1日，别克品牌发布了全新品牌标识

和面向未来的发展规划，并首发了别

克首款奥特能电动车平台纯电概念

SUV“Electra-X” ，从品牌形象、产

品、科技、体验等维度描绘出更电动、

更智能、更高端的品牌形象。

打造智能网联体系

近年来， 随着国内乘用车市场

竞争趋于白热化， 终端用户更愿为

智能化、网联化付出更多购买力，这

也是“蔚小理” 、比亚迪、特斯拉等

车企能够在高售价区间稳定获客的

重要因素。

上汽通用汽车在智能网联领域

已有深厚积累和长期布局。上汽通用

汽车相关负责人称， 秉承上汽集团、

通用汽车两方对汽车产业趋势的深

刻理解， 上汽通用早在2017年就发

布了其车联网2025战略， 并明确了

企业在车联网领域各个阶段的发展

目标。 对于智能网联技术，上汽通用

汽车在基础架构、智能座舱、智能驾

驶和V2X（车联万物）智能交通技

术等方面进行发力， 为用户打造安

全、智能、互联的用车体验，加快开发

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智能网联产

品与配置。

为满足智能驾驶和智能座舱的

功能以及快速迭代升级的需求，通

用汽车全球电子技术和软硬件工程

团队合力打造了 “全新一代VIP智

能电子架构” ，为软件定义汽车及汽

车智能化提供有力支持。 最新一代

的VCS智能座舱系统配置高性能车

规级系统级芯片、 环幕式超视网膜

屏、 新一代智能语音助手等高规格

硬件和技术， 能够结合智能场景引

擎，提供餐饮推荐、无感停车、地图、

视频、旅游等智能服务和互联应用，

“Super� Cruise超级辅助驾驶” 、智

能泊车辅助等功能可以进一步提升

用户的驾驶体验。 V2X智能交通技

术能够实现交叉路口碰撞预警、紧急

制动预警、异常车辆提醒、辅助驾驶

等功能， 并通过整车OTA持续拓展

应用场景。

对于新能源汽车赛道广阔的市

场以及激烈的竞争，上汽通用汽车方

面表示，已做好充分准备。 上汽通用

汽车将加速向电动化、智能网联化和

高端化转型， 持续重塑产品优势，进

一步提升竞争力。

购买热情被点燃

“忙得都快喘不过气来。 ” 6月

16日， 位于杭州市拱墅区的浙江元

通之星奔驰4s店销售经理吴典趁着

送客间隙满头大汗跑回店里喝了一

口水，“最近一个周末看车客户近百

位，有50多位付定金下单，比5月份

销售额增长一半。 ”

促消费新政出台， 让低迷的车

市出现阵阵暖意， 市民购买热情被

点燃。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多家品

牌汽车4S店了解到， 相比较政策出

台前，6月以来各店销售额都有大幅

上涨。

乘联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1

日-12日， 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51.9

万辆，同比增长14%，同比恢复正增

长，环比增长35%；而5月1日-12日

同比下降21%。 批发量方面，全国乘

用车厂商6月1日-12日批发51.2万

辆，同比增长14%，环比增长44%，同

样实现正增长。其中，6月第二周总体

狭义乘用车市场日均零售达到5.0万

辆，同比增长25%，零售市场逐步回

暖；相对5月第二周均值增长54%。

6月16日， 在杭州市余杭区一家雷克

萨斯4S店， 销售人员叶轩刚接待完客户，

又忙着帮同事布置活动展台，“购置税减

半、满足感加倍，部分车型可尊享购置税

全免” 的展板被摆在醒目位置。

受益于多项汽车促消费政策，6月上

旬全国乘用车零售量恢复正增长。 乘联会

数据显示，6月1日-12日，全国乘用车市场

零售51.9万辆， 同比增长14%， 环比增长

35%；全国乘用车厂商批发51.2万辆，同比

增长14%，环比增长44%。 业内人士表示，

政策效果已在市场走势上得到体现。

促消费政策显效 车市产销“活力” 喷涌

提升汽车产品力

为抓住旺盛的市场需求， 车企加速

提升产品力。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总工

程师许海东指出，“车企长足发展的核

心应聚焦消费者需求， 及自身产品力的

提升，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

智能化是汽车产品力提升的核心方

向之一，但智能化程度越高，芯片数量及

功能要求也越高。为破解芯片“卡脖子”

难题，多家车企快速布局芯片研发端，并

建立多重供应体系及替代方案。

一汽集团着力部署定制芯片领域。

“国际上很多芯片是通用的， 通用芯片

相当于一把万能钥匙，工艺更为复杂。事

实上，只要能开我家门锁的钥匙就可以，

并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功能。因此，定制车

规级芯片成为我们着力推进的工作，汽

车行业和芯片公司深度结合将成为未来

发展趋势。 ” 一汽集团研发总院副院长

李丹表示。

实现品牌向上是车企展现产品力的

重要方式。“产品走量不如品牌向上，提

高盈利能力。 ” 长城汽车相关负责人表

示，“魏品牌将进行升级，并计划发布多

款新车型， 将有限的资源用在高价值车

上，实现单车价值上升。 ”

2022年下半年将进入新车型发布

密集期。蔚来ES8预计于2022年8月开启

交付。小鹏汽车新款车型G9计划在2022

年三季度上市，四季度大规模交付。理想

汽车新款SUV� L9将于今年三季度交

付，根据不同配置，价格在45万元至50

万元。

“大量新品发布，优质供给增多，为

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拓展市场空间；同

时，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增强，不断强化企

业研发创新， 促进汽车产业向高质量方

向发展。 ”许海东说。

根据中信证券研报， 考虑到新车产

品不断迭代升级，预计2022年依然是新

能源汽车景气大年， 预测今年新能源汽

车销量为550万辆。

车企发力抢生产

“近期一揽子提振经济、促进消

费政策出台， 从目前情况看这些政

策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多项产销指

标回暖。 ” 乘联会指出，“6月复产复

工呈现良好的全面恢复特征， 主力

汽车生产城市全面恢复， 各企业努

力抢抓进度实现增量， 确保上半年

收尾取得良好业绩。 ”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已于4月

开始复工，工厂采用“双班制” 进行

封闭式生产，并在6月上旬将产能利

用率恢复至100%。 特斯拉上游产业

链也已基本恢复至常态。

“6月以来， 供应链和整车生产

基本恢复正常， 包括上海在内的多

个重要市场交付工作已经步入正

轨。 ” 蔚来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

将加快车辆生产和交付工作， 预计

2022年第二季度的总交付量为2.3

万至2.5万辆。 ”

上述蔚来相关负责人介绍，江

淮蔚来F1工厂目前已经全面恢复到

疫情之前的产能水平， 将配合新产

品的量产和爬坡逐步提高实际产

出。 位于NeoPark的F2工厂已实现

生产线全线贯通， 进入造车验证阶

段， 按计划将于今年第三季度正式

投产。

“理想汽车正与供应商企业一

起，在满足疫情防控的要求下积极

恢复产能，缩短用户提车周期。 ”

理想汽车联合创始人兼总裁沈亚

楠说。

小鹏汽车表示， 随着核心供

应链加速复工复产，公司已于5月

中旬恢复肇庆工厂的双班生产，

加速交付自一季度以来积累的大

量订单。

浦银国际认为，尽管汽车行业

受疫情影响较大，但维持对造车新

势力今年汽车销量预测不变，预计

蔚来、小鹏汽车、理想汽车今年汽

车交付量将分别同比增长 59% 、

78%和78%。 浦银国际指出，4月会

是汽车交付量的低点，5月至6月交

付量将大幅复苏。 预计三家造车新

势力将在7月至8月达到月交付量

峰值。

●本报记者 金一丹 杨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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