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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分析车市下行原因和态势

 2019年一季度已经过去，但中国汽车市场仍然没有好转迹象，而是延续了2018年的寒冬态势。据乘联会数据，一季
度国内狭义乘用车市场销量为507.7万辆，同比下降10.5%。

 低迷的车市让部分从业者开始感到恐慌，车市下行的具体原因，以及未来几个月的发展态势，成了行业内普遍关注
的问题。

 5月11日，在以“勇气”为主题的2019第十一届中国汽车蓝皮书论坛上，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徐长明给出了自己的
答案。

 01、两大攻坚战，让民营经济陷入低迷

 徐长明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这一轮车市的下行，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带来的。

 在2018年，中国的两大攻坚战——金融防风险攻坚战和环保攻坚战，对民营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国有企业资金是非常好的，并未受到金融防风险攻坚战的影响。比如，去年还有银行要给一汽1万亿的资金支持
。而汽车行业的国企，上汽、东风、北汽、广汽、长安，资金状况都不错。但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资金情况受到了很
大的影响，而中小企业是民营经济的主体。

 “还有一个是环保的攻坚战。严格执行环保方面的技术标准，达标的企业可以继续运营，不达标可能就会受到很大
的影响。一般而言，大企业技术法规标准都比较高，但广大中小企业这方面会差很多，所以受的影响很大。”

 徐长明表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从2017年开始，国有企业的利润增长态势仍然是特别好的，但民营企业
的利润则受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2018年下半年，下行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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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0%以上的汽车消费者为中低收入人群，直接受民营经济影响

 为什么民营经济下行会影响车市呢？

 徐长明说，如果这个情况发生在10年前，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但是发生在今天，影响就比较大。因为当今汽车
的主力消费人群的收入，跟民营经济的发展直接相关。

 国家信息中心做过一个调研，对16000多个购车人员做了调查分析。他们把购车人群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政府机
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的体制内人士，他们在购车人群中的占比是20%，而2012年的数据是30%；第二类购车
人群是在合资公司和外资公司工作的人，他们的占比为8%左右；除此之外的人群，主要是一些个体工商户或者在各
种形式的民营企业工作的人，占比为72%。

 徐长明说，他们的调查对象主要来自城市，如果把农村的购车者也加上去，估计第三类人群的占比会超过80%。而
他们的收入，跟民营经济的发展高度关联，因而受的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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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大中小民营企业就业的人，收入普遍是偏低的，他们买车的价位主要在10万元以下。这也恰好印证了去年车市
的行情，价位越低的车负增长的程度越深。从2018年的1月份到12月份，8万元以下的车负增长的程度是越来越深，7
月份的负增长达到了18.8%，8月份负增长为19%，9月份、10月份负增长到了30%，11月份负增长38.5%，12月份负34.4
%。

 相反，对于20万元以上的车，销量增长速度虽然也是在逐步下降，但到12月份，只有0.3%的负增长。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汽车消费高增长人群在去年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这是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带来的
。” 

 03、三线城市房价上涨，挤压了购车需求

 徐长明说，中国汽车的普及已由从一线城市扩展到了二线和三线城市，而目前正好是三线城市迅速普及汽车的时候
。但很不幸，去年汽车销量在三线城市的增长率却下来了。为什么？

 “三线城市主要发展的民营企业，去年形式本来就不好。而去年3月底，三线城市房价普遍上涨，消耗了人们的购
买力。有人可能会问，一线房价也在上涨，但为什么不影响人家买车？因为一线城市房价都是成百上千万，而汽车价
格只有几十万，两个相差悬殊不成比例。而三线地区的房价大概在三四十万、四五十万，你涨个二三十万上去，人家
买车的预算自然就被挤压了。”

 徐长明预计，今年和明年三线城市的汽车销量都会受到这一轮房价上涨的影响。

 04，短期预测：今年会比零增长略低一点点

 今年情况会如何？这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既然车市的发展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自然还是要从这方面来分析。

 徐长明表示，从去年11月份开始，政府就采取了若干政策刺激民营经济的发展，一是改善资金环境，二是是减税降
费。今年以来，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普遍有了很大的提高。

 “民营企业的资金情况正在好转。一季度是新增贷款6.3万亿，全社会融资8万多亿。后边三个季度会是怎样？这个
是问号，因为会跟很多因素有关系，但我想一定会往上走。”徐长明说。

 而在环保上，国家的调控力度也有了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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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底提的口号是，‘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调整能源结构，加大节能力度和考核，调整运输结构’
。而去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叫‘统筹兼顾，避免处置措施简单粗暴’，这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北京地区能感受
到，今年的环境质量、空气质量、PM2.5跟去年相比还是有变化的。前两天跟环保部开会，说今年大概PM2.5涨了27%
。今年的空气质量，一周里面肯定有两天不好，实际上就是要在经济跟环保之间取得平衡，要让经济往上走。”

 民营经济后面是否会好转，还跟中美贸易战有很大关系。如果双方都加收关税，以出口经济为主的大省车市就会受
比较大的影响。

 徐长明说：“总体上，我们的判断是，比零增长会略低一点点”。 

 05，中长期预测：中国车市远未到峰值，5年后会达到4200万辆的年销量

 去年车市开始出现负增长，那么去年的2800万销量，会不会是中国车市的峰值呢？

 徐长明认为不是。他认为，每个国家汽车保有量跟汽车销售量这两个峰值之间，都是15倍的关系，也就是说，保有
量是销售量的15倍。为什么是15倍？因为一辆车的报废年限是15年，在国际上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更换周期。

 目前，全世界有20几个国家汽车达到了饱和，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千人600辆车，也就是人均0.6辆汽车。如果按一个
人0.6辆测算，如果中国人口饱和点是14.5亿，那就是8.7亿，这个数据显然是大家不能接受的。

 “我们综合的测算结果是，千人汽车保有量大概在400-450之间，这是比较科学的。这么算起来，中国汽车市场的
峰值应该是在4200万左右。”

 那么，这个峰值会什么时候来临？徐长明说，至少要五年以后。（作者：蒋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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