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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8月，国内多家上市车企相

继发布2023年上半年财务预告。整

体看，新能源车好于传统燃油车，出口

好于国内市场，商用车企好于乘用车

企，轻微卡市场好于中重卡，客车市场

好于卡车市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上半年汽车制造业利润2176.3亿

元，同比增长10.1%，利润率为4.8%。

●比亚迪：上半年“一枝独秀”，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亿—   亿元，同比上升    .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为   亿—   亿元，同比上升

   .  %—   %。上半年累计销量

   .  万辆，同比增长  . %；其中海外

销量达到 .  万辆，已超去年全年。

●理想汽车：上半年净利润  .  

亿元，去年同期净亏损 .  亿元，实现

扭亏为盈。上半年理想汽车营收同比

增长   . %至   . 亿元，累计交付新

车  .  万辆，同比增长   . %，超过

    全年交付量。

●长城汽车：上半年净利润为

  . 亿—  . 亿元，同比降低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亿— . 亿

元，同比降低  .  %—  .  %，主要是

加大在电动智能领域的研发投入及汇

率收益减少所致。

●江淮汽车：得益于政府补助的

增加，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将扭亏为盈

达 .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 .  亿

元。若去除政府补助，江淮汽车主营

业务仍为亏损状态。

●北汽蓝谷：预计净利润亏损  

亿—  亿元，上年同期净利润亏损

  .  亿元。业绩预亏原因是新能源汽

车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价格不断下

行，挤压利润空间。

●赛力斯：预计净利润亏损  . 亿—  . 亿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亏损幅度有所收窄。

●众泰汽车：预计净利润亏损 亿— 亿元，

而上年同期亏损 .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上

半年汽车整车销售收入增加，但销量规模较小。

●海马汽车：预计亏损    万—    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    万元。亏损主要原因，一方

面在于公司产品盈利能力尚需提升，另一方面产

品销售规模暂未达预期。

●江铃汽车：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上限为 .  

亿元，同比增长  .  %；扣非净利润为 .  亿元，

同比增长高达   .  %。销量增长以及原材料成

本下降带来了毛利的增加。

●福田汽车：预计上半年净利润 . 亿元，同

比增长   %；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约 .  亿元，同比增加   %左右。预增的主要

原因是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盈利大幅提升。

●宇通客车：预计上半年净利润 . 亿— . 

亿元，实现扭亏为盈。随着国民出行需求尤其是

旅游出行需求增加，旅游客运市场需求恢复，客

车销量实现增长；随着海外客车市场需求恢复，

公司出口大幅增长。

●中通客车：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为     

万—    万元，同期上升  %至   %。关于业

绩增长原因，聚焦优势产品，高附加值产品销量

增加，特别是海外出口扩大，经营业绩好转。

●金龙汽车：预计上半年净利润约    万

元，实现扭亏为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约    万元。主要得益于上半年公司客车出口

收入同比大幅提升，产品结构改善。

●中国重汽：预计    年上半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亿— .  亿元，同比增

长  %—  %。预增原因主要受益于宏观经济稳

中向好及海外市场需求提升，销量大幅增长，盈

利能力显著提升。

●一汽解放：预计净利润 . 亿— . 亿元，

同比增长   .  %—   .  %。公司着力各细分

市场均衡发展，中重卡、轻卡呈增长态势，海外出

口再创同期新高，净利润同比增加。 雍君

受上年同期高基数和需求

相对减弱影响，7月汽车产销显

得平淡，前7月有所放缓，车市

运行呈现“波浪式发展、曲折式

前进”轨迹。中汽协数据显示：7

月汽车产量240.1万辆，环同比

下降6.2%、2.2%；销量238.7万

辆，环同比下降9%、1.4%。前7

月汽车累计产销 1565万辆、

1562.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4%、7.9%。车市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没有变。

新能源车屡创新高
7月，新能源汽车产销80.5

万辆、78万辆，同比增长30.6%、

31.6%；市场渗透率32.7%。其

中，纯电动销54.1万辆，增长

18.2%；插电混售23.9万辆，增

长77.0%。

前7月，新能源汽车累计产

销459.1万辆、452.6万辆，同比增

长40%、41.7%；市场渗透率29%。

其中，纯电动销326.0万辆，增长

29.5%；插电混售126.3万辆，增长

87.4%。前十强车企（集团）1—7月

新能源车销量合计384.7万辆，增

长55.8%，同比高出7.7个百分

点。其中前三强销量及增速：比亚

迪151.7万辆+88.9%、特斯拉（上

海）54.1万辆+67.5%、上汽45.2万

辆-8.9%。

汽车出口持续增长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7

月，汽车（含底盘）出口277.8万

辆，同比增长 74.1%；出口值

3837.3亿元，增长 118.5%。其

中，7月汽车出口43.8万辆，出

口值629.7亿元。

中汽协数据显示：车企前7

月出口汽车253.3万辆，同比增

长67.9%。其中，新能源车63.6

万辆，增长1.5倍（纯电动58.1

万辆+1.6倍、插电混动5.5万

辆+87.9%）。汽车出口前三家车

企（集团）：上汽57.1万辆、奇瑞

47.1万辆、特斯拉（上海）21.5万

辆。

乘用车市集中A级
7月，乘用车产销211.5万

辆、210万辆，环比下降4.7、7.4

个百分点，同比增长4.3、3.4个

百分点。前7月，乘用车累计产

销1339.7万辆、1336.8万辆，同

比增长6.0%、6.7%。燃油车市集

中在A级车，销售511.2万辆，下

降6.1%，C级、D级车正增长，B

级车下滑。新能源车市，A00级

受冷落，大众化的A级车受青

睐 ，销 售 170.5万 辆 ，增 长

56.9%；C级、D级车持续增长。

国产高端品牌乘用车销售

较快增长，7月36.6万辆，增长

15.8%；前7月 240万辆，增长

19.1%。

商用车两位数增长
7月，商用车产销28.6万

辆、28.7万辆，同比增长17%、

16.8%。卡车细分四个大类品种

同比，均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中，

重卡增速显著。客车细分三大类

品种同比，都有明显增长。

前7月，商用车累计产销

225.3万辆、225.8万辆，同比增

长16.9%、15.9%。中卡产量降、

销量增，重、轻、微三大类卡车同

比，不同程度增长；大、中、轻三

个大类客车同比均两位数增长。

中国品牌份额续升
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占率持

续上升。7月销量120.1万辆，同

比增长 11.4%，市场占有率

57.2%，较上年同期提升7.6个

百分点。前7月中国品牌乘用车

累计销量718.7万辆，同比增长

20.4%，上升6.1个百分点。轿

车、SUV和MPV市占率，依次为

45.6%、59.4%、60.6%。国产外系

品牌乘用车销量同比，美韩两系

微增，德日法三系不同程度下

降。

大集团增速有提升
前7月，前十大家企业（集

团）整车销量合计1304.8万辆，

同比增长4.5%，市占率 83.5%。

其中，上汽241.2万辆，体量最

大；比亚迪151.8万辆，增速最高

87.6%；一汽、长安、广汽和东风

销量，依次为179.8万辆、142.3

万辆、135.6万辆、125.5万辆；北

汽、奇瑞、吉利和长城，均不足百

万辆。

国家发改委等13部门，根

据政治局会议指示，日前联合印

发《关于促进汽车消费的若干措

施》，提出10条稳定和扩大汽车

消费的具体举措。随着新一轮汽

车促消费政策落地实施，汽车消

费潜力有望得到进一步释放，有

助于实现全年稳增长目标。

张伯顺

日前，比亚迪在全球汽车界

第一个达成   万辆新能源车下

线。这一成功，证明了中国汽车

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值得所有

人喝彩。活动上，比亚迪创始人

王传福还表示，“在一起才是中

国汽车”，这句话引起了广泛共

鸣，毕竟自主品牌同舟共济、携

手前行，才能亮出更有含金量的

中国汽车制造名片。

的确，多年来，我们习惯了

日系车的一荣俱荣，习惯了德系

车的共进退，对“奔驰一生、宝马

相伴”的高阶调侃有些神往。而

中国汽车，总是被动接受全球汽

车工业的激荡，想拧成一股绳往

前冲，既没有销量的有力支持，

也没有技术的重大突破。

但新能源车市场给了中国

汽车工业弯道超车的机会，毫无

疑问，比亚迪抓住了这个良机。

    年，比亚迪推出了第一

款混动车型F    ，一度很不

被人看好，但比亚迪坚持下来

了，甚至在最为艰难的    年至

    年期间，比亚迪的净利润连

年下滑，在众多车企陆续放弃插

电混动技术路线时，它仍在咬牙

投入上百亿元用于研发。时至今

日，比亚迪拥有  个研究院，超 

万研发人员，研发总投入超千亿

元，现在平均每个工作日递交  

项专利申请，获得  项专利授

权，并推出了刀片电池、  混

动、   电池车身一体化、易四

方、云辇等一系列先进技术。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量全球第一，全球有超过  %的

新能源汽车由中国生产销售，中

国新能源汽车专利公开量占全

球的  %，全球有超  %的动力

电池由中国供应。中国已掌握新

能源汽车核心技术和完备的产

业链，新能源汽车产业不再被

“卡脖子”，成为名副其实的新能

源汽车强国。

而对于未来，我们定会出现

更多的类似比亚迪的车企，有坚

持、有开拓、有创新，正如王传福

所言：中国汽车一定会产生令人

尊敬的世界级品牌，亮出了一个

    墙，其中既有国内传统汽

车品牌，也有新造车公司。“在一

起”的中国车企，携手共进，未来

可期。 白诚

根据一项对汽车市场前景

的最新展望，2023年道路上的

联网汽车将增长18%。包括谷

歌和苹果在内的公司都在定位

自己，以便在未来10年捕捉和

开发这个市场的潜在收入机会。

专注于科技行业研究的

Omdia的报告显示，到下一个十

年初，将有超过9亿辆联网汽车

上路，超过付费电视机顶盒和平

板电脑等流行消费设备的安装

基数。这些汽车将在驾驶室的

前后安装大量的屏幕，这些屏幕

的大小每年都在增加，以支持视

频和游戏服务。

平台所有者谷歌和苹果都

希望通过各自的车载软件解决

方案成为汽车环境中的关键看

门人。亚马逊也将其广受欢迎

的FireTV娱乐解决方案带入

车内，用于媒体消费。为了应对

这种尝试，汽车原始设备制造商

正在开发自己的软件解决方案，

将驾驶员留在自己的生态系统

中，使他们能够控制车辆和软件

的整个消费者体验。

未来几年，所有新车销售都

将把连接作为一项标准功能，使

车内的服务和订阅成为可能。

在讨论市场前景时，Omdia的分

析师表示：“消费者是否愿意为

车内服务支付额外费用仍存在

不确定性，特别是考虑到平均行

程在15-30分钟之间，他们将其

与物有所值联系起来。虽然很

难变现，但基于汽车的本地服务

预计将在未来几年提供这样的

机会。这种潜力意味着许多利

益相关者将汽车视为未来增长

的关键领域”。 林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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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趋势，    年上路联网汽车将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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