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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半年，中国品牌乘用车
交出一份漂亮成绩单，市占率较同

期大增5.7个百分点。而合资品牌，除

法系车有微小提升外，其余几大车
系市占率与去年相比均有不同程度

下滑，中国乘用车市场正加快进入
“整合”，催生新的格局。

自主“弯道超车”

上半年，在合资品牌表现低迷
的同时，中国自主品牌呈逆势上涨

态势，一枝独秀。在市场份额上，1-6
月达到42%，与去年同期相比提升

5.7个百分点，而6月市占率，更是同
比提升了10.5%。从销量来看，无论

是长城、吉利、奇瑞还是比亚迪，上
半年表现都十分突出，6月份销量均

保持同比上升。其中奇瑞和比亚迪
更是出现了超过50%的上涨。

从上半年销量排行榜的前15位
来看，绝大多数是自主品牌。自主品

牌新能源车渗透率28.4%，而主流合

资品牌中的新能源车渗透率仅
2.2%。业内由此预判中国品牌将在

“十四五”迎来50%市占率的拐点。

德系“调头转型”

今年上半年，德系车在华市占
率为22.7%，同比下降2.3个百分点，

特别是6月德系份额缩小至近年来
的最低值19.3%。为此，德系开始战

略调整，原先对纯电动车抱有犹豫
迟疑态度的宝马，终于推翻之前“不

开发纯电动专用平台”的技术路线。
奔驰宣布将转向全面电动化，2025

年所有新车均为纯电平台。奥迪也
宣布2026年以后投放市场的新车将

全部为纯电动汽车（EV）。大众集团
公布电气化规划，推出全新平台化

战略，预计到2025年在华整体新能
源销量将达475万辆。

日系“力不从心”

主流的日系品牌在以往“能抗

能打”，而今年上半年，市占率较去
年同期下降1.7个百分点至22%。特

别是6月，四大日系车企在华销量同

比跌落11.7%。虽然日系品牌下滑与
中国市场6月整体走低不无关系，但

务必看到，无论是电气化还是智能
网联，日系由于发展迟缓，均排在

德、美系之后，日系品牌仅以混动作
为电气化答卷，已显“力不从心”。面

对“汹涌而至”的电动化大潮，日系
如再不调整布局，或将缺少继续高

增长的动力。

美系“忧喜参半”

上半年，美系品牌市占率微降

0.2个百分点至9.1%，但属于有得有
失，忧喜参半。上汽通用整体状况令

人担忧，以今年前6个月58.2万辆的
销量来看，上汽通用成绩接近于

2017年的腰斩程度。不过，上汽通用
五菱同比增长近40%。福特中国也很

争气，1-6月同比增长24%。特斯拉

尽管受维权事件负面影响，4月销量
下挫，但5、6两月持续回升，上半年

交付量已超过去年全年。另外，美系

高档品牌表现不俗，上半年凯迪拉
克连续4年蝉联二线高档销量冠军，

林肯销量同比增长111%，创造入华
以来最高销量纪录。

韩系“回天无力”

上半年，韩系品牌在华销售“断
崖式”下降，生存空间进一步被挤

压，市占率仅2.7%，同比又下降1.5个
百分点，几乎到了崩溃边缘。数据显

示，东风悦达起亚上半年销售仅完
成既定目标的26.98%。北京现代给

2021年定下相对保守的销售目标，
但上半年目标完成率也仅为

34.66%。今年以来，韩系在华企业频
繁的人事变动又增添了新的变数，

不仅让现代起亚的本土化战略饱受
质疑，更给韩系车的市场前景蒙上

阴影。在长达四五年的快速下滑中，

韩系车已经回天无力，彻底走向“边

缘化”。

法系“触底反弹”

上半年，法系车在历史低点之

后，显现出一丝生命力。上半年神龙
汽车销售增长75%，法系车市占率已

达0.4%，相比去年提升0.1个百分点。

事实证明，调整后的神龙汽车“元+”
计划，符合中国市场现状。伴随Stel－

lantis集团合并事项逐步落地，协同
效应逐渐发挥作用。此外，近期DS品

牌首款纯电动车型DS3 E-TENSE正
式上市，拉开电动化转型的序幕。尽

管上半年法系车市占率和销量双双
回升，但其在中国市场仍徘徊在边

缘区间，如何走出“危险区”、如何活
下去应是其亟需解决的课题。

显然，汽车行业的这场转型升
级，正催化中国乘用车市场形成新

格局。在德日系长期龙争虎斗背后，
是激进与求稳、攻与守两种哲学思

想在逐鹿中原。中国自主品牌能不
能“降龙伏虎、攻守兼备”备受期待，

在德日系唱主角的轮回周期结束
后，该轮到中国乘用车产业站在舞

台最中央了。 李永钧

  中国星旗舰SUV星越L上周全
球上市。新车推出2.0TD高、低功率

两种动力组合共6款车型，售价为
13.72万-18.52万元。星越L匹配吉

利银河OS系统、HWA高速驾驶辅

助系统等智能技术，同时支持全域
FOTA云端升级，树立起高端SUV

价值新标杆。
此次星越L以中国星旗舰SUV

之势上市，与星越S、星瑞集结成
军，形成旗舰最强阵容。借此契机，

吉利汽车正式发布“吉利品牌CMA

高端系列”为“中国星”，迈入科技

吉利4.0全新阶段，并发布“因快乐
而伟大”吉利品牌全新价值主张。

星越L汇聚了吉利最强能量。
新车首发搭载吉利银河OS系统，采

用高通骁龙8155芯片，可实现I－

MAX三联屏及25.6英寸
AR -HUD的四

屏联动，打造
了“屏占比”

最大的智能
座舱。其跨域

融合及高速
传输能力让

L4级自动驾驶成为可能，同时拥有
未来5到10年的智能拓展潜能。

星越L全系标配2.0TD发动机，
其高功

率版最大功率175kW，最大扭矩

350Nm，匹配爱信8AT变速箱，以及
博格华纳第六代电液式四驱系统，

百公里加速7.7秒。得益于量产燃
油车数量最多的24个感知元件，星

越L拥有九大全域安全，满足中欧
美全球五星安全标准。值得一

提的是，星越L搭载的

EMA紧急转向辅助
系统，可以在危

险来临时帮助驾
驶员进行紧急避

让，将伤害可能
性降到最低；麋

鹿测试通过成绩达
到79km/h。 余音

   一场主题为“科技 为你”

的一汽-大众科技嘉年华暨ID.

6 CROZZ交付之夜在成都隆重

举办。这是继今年3月首款智能
纯电产品ID.4 CROZZ交付后的

第二款电动新车，彰显一汽-大
众加速向电动化、数字化转型

的战略决心。

交付之夜上，一汽-大众正

式发布了一汽-大众ID.家族“科

技 为你”的品牌主张，旨在为
用户提供品质可靠、科技实用

的智能纯电产品；同时打造用
户生态，为用户提供全触点服

务体验、全维度生活圈层、全场
景服务生态以及享受终身免费

保养和终身免费道路救援等专

属特权，并宣布所有一汽-大众

ID.首任车主额外享受一年开迈

斯免费充电的重磅福利。
科技嘉年华上，一汽-大众

展示了新车的科技优势。ID.6
CROZZ率先搭载了L2+级的自

动驾驶辅助功能，包括高级自
适应巡航、车道保持、预碰撞安

全系统等在内的30多项主动安

全技术及装备。 姚琼

    欧 洲 汽 车 制 造 商 协 会

（ACEA）和日本汽车经销商协会
披露，今年上半年欧洲新车销量

649万辆，同比攀升27%；日本新车
销量246.46万辆，同比增长11.6%。

但与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同比，
欧洲减少近200万辆，日本下滑

10%。作为美国车市的晴雨表，福

特F系列皮卡上半年销量36万辆，
同比下滑1.5%。

与欧美日形成鲜明对照，中国
车市“低基数”效应虽有递减，但上

半年疫情防控和市场恢复的成果
斐然，车市内需潜力激发，出口屡

创新高，经效稳中有升，产业韧性

彰显，向好态势不断拓展。这是“十

四五”开局之年中国汽车业“期中
卷”，向全球车市昭示的亮丽信息。

上半年，我国新注册登记汽车
1414万辆，同比增加372.5万辆，增

长35.8%；与2019年同期比，增加
172.4万辆，增长13.9%。其中，新注

册登记新能源汽车110.3万辆，同

比增加77.4万辆，增长2.34倍；与
2019年同期比，增加47.3万辆，增

长74.9%，创历史新高。
上半年汽车类商品零售额

21907亿元，同比增长30.4%。汽车
零售额占社零总额的一成，在社会

消费中起着“压舱石”作用。

上半年汽车商品进出口总额

991亿美元，同比增长61.3%。其中，
进口金额483.2亿美元，同比增长

56.5%；出口金额507.8亿美元，同
比增长66.2%。贸易顺差24.6亿美

元。上半年整车出口93.92万辆，同
比增长113.6%；出口金额146.91亿

美元，同比增长118.0%。汽车零配

件上半年出口金额360.93亿美元，
同比增长51.6%。

汽车产销两旺，上半年产量
1256.95万辆，同比增长24.2%；销

量1289.05万辆，同比增长25.6%。
与2019年同期比，产销增长3.4%、

4.4%。汽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21.8%，既快于规上工业（15.9%），

也快于整体制造业（17.1%）。
由于“芯片”危机，缺“芯”致有

企业放缓生产节奏，有车型减产甚
至停产。汽车产能利用率上半年为

76.2%，与去年同期比，还是高出
9.4个百分点。

上半年（1-5月）中国汽车制造

业利润 2474.5亿元，同比增长
81.1%。作为业内中流砥柱的17家

重点车企（集团）经效综合指数
610.9点，同比高出444.6点。实现利

润1260.36亿元，增长60.3%。上半
年车辆购置税收入1982亿元，同比

增长25.8%。 张伯顺

中国乘用车市场格局生变

马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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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 转子发动机、

创驰蓝天、 压燃发动机等一直
都是马自达汽车的独特优势。

在巅峰时代的2017年， 马自达
在中国的销量达到了30.9万台。

但马自达没有想到， 这一年就
是分水岭。2018年至2020年，马

自达在中国的销量分别下滑了

12%、16.37%、5.79%。 据财报显
示， 马自达在2021年的净销售

额为2.88万亿日元， 同比下跌
16%， 净利润亏损为316.5亿日

元，生存条件变得岌岌可危。

中国市场本来可以成为

马自达最好的一张牌，但是马
自达却把这一副好牌，打得稀

烂，原因何在？说白了，是马自
达的固执与自信。当几乎所有

车企都或多或少开始推出电
动汽车，马自达依然沉浸在内

燃机里不能自拔，还坚持三年
不推出新车的政策。这些明显

与主流市场大相径庭的做法，

让马自达离消费者越来越远。

“只要全世界2%的消费者
认可就足够了”，这是马自达曾

经给自己独特而小众的定位，

现在看上去也颇为讽刺。 在燃

油车的黄金年代， 有足够的市
场容纳马自达的固执。 但当今

的世界潮流，禁燃已不可逆转，

马自达发动机再牛，也得接受现实。

痛定思痛，马自达终于决定“闭关修

炼”，宣布进军电动车领域。然而，与其他
企业相比，马自达在电动化上已落后一

大截。此前，马自达已有过电动车的小范
围试水，但平均续航仅为200km，而目前

主流新能源汽车续驶里程普遍达到了
400km以上，部分车型达到600km以上。

在电动车新领域，马自达完全没有
任性的资格。这对于小众化、具有独特

个性的马自达而言，几乎可以说是推倒
重来。另外，技术上的开放、对市场的敏

锐以及电子化的互联网思维，每一项都
是马自达的死穴，但每一项又都是决定

马自达能否通过新能源化重生的关键。

特别是个性印记越深，对电动化品牌重

建越难，因此马自达在中国汽车市场的
这场翻身仗，虽还远未结束，但基本已露

出败相了。 雍君

中国汽车业期中考成绩走在世界前列

一汽大众ID.6 CROZZ交付彰显转型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