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销量降幅在收窄，但全年车市连续下
滑的“定局”仍不足以被改变。

12月10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下简称
“中汽协”)发布了最新的国内汽车产销数据。
1—11月，国内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303 . 8万辆和
2311万辆，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9%和9 . 1%。对
此，中汽协副秘书长叶盛基预测，今年全年国
内车市降幅将在8%左右，2020年中国车市仍将
延续疲软态势，全年市场规模预计与今年基本
处于持平状态。

在3000万辆年产销规模边缘徘徊已久的中
国车市，如今正在经历着近30年来的“非典型
性”波动。这似乎与乐观派专家耳熟能详的千
人汽车保有量“定律”唱起了反调。乐观派专
家认为，由于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千人汽
车保有量仍然较低，因此中国汽车市场未来有
较大增长空间，年产销规模突破4000万辆大有
潜力，而残酷的现实则是，距离3000万辆年产
销规模一步之遥的中国车市，在徘徊中连续下
滑、萎缩。

跌字当道的中国车市究竟何时能止跌回
升、触底反弹？千人汽车保有量“定律”真的
在中国市场就此“失灵”了吗？千人汽车保有
量究竟是不是判断中国车市增长潜力的唯一标
准？中国汽车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哪些
区别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特征，导致现阶段千人
汽车保有量虽差距仍在但市场却难掩下滑？
3000万辆也好，4000万辆也罢，中国车市的天花
板又到底在何处？一连串问题拷问中国车市。

■3000万辆之坎

3000万辆的年产销规模到底是不是中国车
市的极限？这一疑问的背后，是对未来的期许
和忐忑。

根据目前的表现，2019年全年冲顶3000万辆
年产销几乎无望，不仅如此，按照全年8%左右降
幅推算，2019年全年产销规模距3000万辆有着不
小于400万辆的差距。纵观最近4年的国内汽车年
产销量变化，在向3000万辆冲刺的中国车市，年
产销规模曾距离3000万辆近在咫尺。2015年，全
年汽车产销均超2400万辆；2016年，产销量双超
2800万辆，2017年，全年产量突破2900万辆，销量
突破2880万辆，成为迄今为止年产销规模最接近
3000万辆的年份；但到了2018年，在即将突破3000
万辆规模之时，全年汽车产销出现下滑。

当全行业都在跃跃欲试期盼3000万辆年产
销规模早日实现的时候，现实却告诉我们，中
国车市到达年产销3000万辆的规模，并非轻而

易举。当距离3000万辆只差100余万辆的时候，
中国车市开始连续下滑，由此不少业内人士发
出质疑：3000万辆，究竟是中国车市的顶点还
是拐点？

当中国车市在接近3000万辆年产销规模徘
徊的时候，我们似乎开始真正意识到产销规模
不是简单的数字叠加和累计，而是对整个产业
链、整个社会的考验。在向3000万辆年产销规
模冲刺的过程中，中国车市的变化，已经不仅
仅是只局限于汽车行业内的话题，而是拓展和
衍生成一个社会问题，左右汽车产销规模增长
的因素越来越多，政策导向、社会发展、GDP
增长、交通资源配置、城市配套完善等等。

产业结构调整引发的市场阶段性下滑，使
中国车市正在从高速增长的轨道向高质量发展
切换。随着调整的深入，所引发的两极分化、
此消彼长直接导致市场波动。那么，3000万辆
这道坎，中国车市迈得过去吗？

对此，中汽协原常务副会长董扬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行业和市场出现的下
滑，是市场规律的变化，并不能因此而判断产
业到顶了，中国汽车市场未来仍然有增长的空
间和潜力。北汽集团总经理张夕勇曾作出这样
的判断：中国汽车市场在经历调整期后，将会
保持年均3%左右的增长，再过15年，也就是在
2035年前，年销量将达到3500万辆左右。德勤则
预测，到2027年前后，中国车市年产销将突破
3500万辆。

■质疑“千人汽车保有量”

如果说年产销3000万辆并非是中国车市难
以逾越的坎，那么有望突破4000万辆的预测又
能否成真？

中国车市年产销规模突破4000万辆的判断
和预测由来已久。即便是处于连续下滑的颓态
中，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徐长明依旧乐观地认
为，未来中国车市的年产销规模将突破4000万
辆。一直以来，徐长明对中国车市判断的核心
依据就是中国与欧美国家千人汽车保有量之间
存在较大差距，以此对标，中国车市仍有增长
空间。

今年8月，世界银行公布了2019年全球20个
主要国家千人汽车保有量数据，其中中国每
1000人拥车量为173辆，位列全球第17名，美国
第一，千人汽车保有量为837辆。

按照徐长明的逻辑，当中国人口达到14 . 5
亿的峰值时，中国汽车保有量有望达到6亿辆，
千人汽车保有量将增至400—500辆，按照每辆

车使用年限15年计算，中国汽车市场年销量将
占保有量的1/15左右，照此计算中国车市年产
销突破4000万辆不成问题。

徐长明将中国车市年产销突破4000万辆目
标达成的关键，寄托于全国千人汽车保有量增
至400辆以上，并认为尽管目前国内车市处于连
续下行状态，但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4000万辆
年产销规模的实现。“只是达到4000万辆年产
销规模的时间会比原计划推迟。”他说。

不过，这一乐观的千人汽车保有量“定
律”，正遭到业内人士的质疑。

“中美千人汽车保有量直接对标并不科
学。”董扬说，“中国与美国在汽车消费领域
存在诸多差异，所以美国千人汽车保有量的数
据可以作为中国的参考，但直接对标并不
妥。”

中汽协顾问杜芳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也表示，千人汽车保有量是个多变量函数，受
人均GDP、国土面积、人口总量、公路总里
程、其他交通工具状况(比如高铁等)、大城市数
量、城市分布状况、高原山地沙漠面积、资源
充足率(燃油)、气候状况等条件的制约和影响，
因此计算千人汽车保有量单纯以人口总量与国
土面积之比并不太切合实际。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国
家千人汽车保有量逻辑，同时要考虑中国的人
均GDP增长、东西部地区差异与千人汽车保有
量的关系，西部人口密度小的地区，千人汽车
保有量会大于东部沿海地区。此外，还要考虑
国内网约车市场、高铁、民航的发展对个人购
买汽车的影响等等。”张夕勇明确表示。

日前，中德诺浩汽车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
孙勇曾专门撰文称，仅用千人汽车保有量来预
测中国未来车市已经行不通了。他认为，根据
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未来高铁和城市轨道交
通在中国整个交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这对汽车消费造成一定的挤压；汽车共享的快
速发展也会削弱一部分购车需求；大城市限购
限行政策也使相当一部分购车需求被压抑；
“4—2—1”中国家庭人口结构也将导致汽车需
求量逐步减少；汽车报废领域执行力度打折
扣，也直接影响新车市场销量的增长。

■“中国特征”导致“中美差异”

对千人汽车保有量“定律”质疑的理由，
不约而同地集中在诸多“中国特征”导致的中
国与欧美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上。

“目前，国内汽车市场正处在阶段性转换

的关键时期，从此前的中高速增长转向中低
速，主要的特征是千人汽车保有量会从11%—
12%自然回落到4%—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青说，“4%—5%的
千人汽车保有量水平，在未来15年左右会使中
国车市保持较低的增长速度，如果换算成新车
年销量增长水平的话，大概在3%—4%左右。”

王青判断，从短期看，影响市场增长的负
面因素仍将主导明年市场的走向；从中长期来
看，尽管当前国内千人汽车保有量处在自然回
落的区间内，但是潜在增长潜力仍在。“根据
预测，到2028年，国内汽车保有量将达到4 . 1亿
辆左右，千人汽车保有量在288辆左右。因此从
长期来看，尽管市场的增速和增幅都在回落，
但仍将保持增长。今年影响车市增长的负面因
素将在明年有所弱化，所以明年国内车市预计
会初步向潜在增长率去修复、收敛，降幅会明
显收窄。”他说。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学术委员会专
家李万里也明确提出：千人汽车保有量作为衡
量中国出行率水平的唯一标准并不妥当。“从
欧美各国的发展进程看，为了满足现代化进程
的需要，千人汽车保有量处于相当高的水平，
中国与之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和空间，但由于中
国的人口数量巨大、人均面积低于欧美国家，
因此在提升车市销量、提高千人汽车保有量的
过程中，我们的能源、道路、交通等问题越来
越不容忽视。”李万里说。

李万里认为，千人汽车保有量是个恒定的
指标，在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千人汽车保有量
的条件下，中国仍然要满足汽车消费需求、满
足出行需求，因此提高出行流动性的效率很关
键，由此也引发了中国对共享出行以及“制造+
服务”的强烈需求。

事实上，这些颇具“中国特征”的差异化
特征，正在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车市的走向。
因此，单纯地仅用千人汽车保有量这一指标判
断未来中国车市确实不够全面、客观。

■4000万辆的潜力该怎么挖

3000万辆年产销规模究竟是不是中国车市
的“天花板”，未来4000万辆的规模到底是
“痴心妄想”又或是会“梦想成真”？抛开预
测和判断，一切答案都将由市场来揭晓。关于
未来，除了绝对数量之外，更关键的在于，如
何挖掘中国车市的增长潜力，让增长更健康、
更加可持续。

“年产销4200万辆是中国汽车发展能够达

到的峰值点，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唯一的调
整是到达这个顶点的速度可能会有所放慢，中
国车市年产销突破 4 0 0 0万辆，是一场持久
战。”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汽车
市场处副处长王光磊说，“中国的千人汽车保
有量，在短期内无法达到美国、意大利、英国
的水平，但我们的人口密度低于韩国，达到韩
国300—400辆的水平没有问题。国内很多发达
城市的千人汽车保有量增长很快，3—4年后很
快可以达到300—400辆的水平，从这个角度
讲，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到达400辆的判断并非
过高。”

中国是否仅适用千人汽车保有量指标来判
断和预测未来市场规模值得商榷，与此同时，
面对更多的变化以及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市场发
展特点，整个产业应当在如何真正调动和释放
市场活力上下功夫。

李万里表示，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当下
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车市的增量都将呈现变
小的趋势。“当中国乘用车市场从以初次购车
为主逐渐切换到换购、二次购车为主时，需求
增长的速度和幅度也发生了变化，市场快速、
大幅增长的可能性也变得越来越小。”他说。

“判断未来国内车市的走向，要对汽车在
全国运输市场上的‘进’、‘退’与‘变’作
出 抉 择 。 ” 李 万 里 说 。 他 认 为 ， 首 先 是
“退”，根据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汽车中长
途客货运输市场将从轨道运输网络覆盖的系统
中逐步退出，这一变化将引发原有的私人出行
方式发生改变。其次是“进”，一方面未来汽
车在多式联运模式新空间中将成为承担无缝衔
接的节点；另一方面，汽车消费将成为一部分
低收入人群消费升级的新取向，汽车消费向三
四 级 市 场 延 伸 的 趋 势 依 旧 明 显 。 第 三 是
“变”，随着替代能源比重的提高以及智能化
的普及，会产生新的汽车消费观，对私家车市
场有着强烈的引导作用，与此同时“制造+服
务”、共享出行、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减少对
私人汽车需求取向也在发生变化。

正如李万里所言，未来，决定中国车市走
向的因素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摆在中国车
市面前的新问题、新话题、新课题已经接踵而
来，如何因地制宜，在探讨、破解和应对中，
挖掘中国车市在有进、有退、有变的多元化特
征中前行的动力，似乎比单纯地仅用千人汽车
保有量“定律”为中国车市“简单粗暴”地
“打鸡血”更具意义。

（来源：《中国汽车报》）

千人汽车保有量“定律”失灵

中国车市天花板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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