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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疫情等一系列负面因素，

去年仅有少数车企达到年销目标，

不过并没有拉低车企们对2022年

市场增长的预期，不少车企纷纷调

高目标。不知务实还是激进？

●一汽集团：2022年目标410
万辆，同比增长17.1%。其中一汽-

大众目标200万辆，一汽-丰田目标

100万辆，对于一汽集团来说，这个

目标还是很有希望的，毕竟一汽-

大众及一汽丰田都是销量榜单的排

头兵。不过，一汽红旗今年目标45-

50万辆，增幅超50%，步子跨得有点

大，压力应该不会小。

●东风汽车：2022年目标冲击
400万辆，同比增长21%。尽管2021

年东风自主乘用车、新能源车销量

和出口跑赢大市，整体经营呈现稳

步提升态势。但在其销量构成中，

绝对的销量主力东风日产与东风

本田在去年均有下滑，更何况今年

悦达起亚已正式退出，要在今年大

幅度增长压力山大。

●广汽集团：2021 年销量为
214.4万辆，2022年目标243万辆，同

比增长15%，目标比较务实稳妥。以

目前的趋势来看，广汽本田将在今

年引入e:N系列纯电动车型，加之广

汽传祺销量的节节攀升和广汽埃安

2021年实现同比增长101.8%，广汽

集团的目标相对比较容易实现。

●长城汽车：2022年销量目标
190万辆，同比增长48.3%。去年长

城汽车销量虽然逆势大涨15.2%，

但并没有达成149万辆的目标，总

销量为128万辆，这也就意味着今

年长城汽车要比去年多卖出62万

辆新车才能实现销量目标。对于长

城汽车而言，如将销量目标下调至

150-160万辆或许更为合适。

●吉利汽车：2022年设定 165
万辆的年销目标，要想成功达标，至

少需要较2021年销量增长约24%。

这对于吉利来说并非易事，特别近4

年来，吉利汽车的增幅从未超过

10%，而新能源汽车又是吉利软肋，

能否完成目标变数实在太大。

●奇瑞集团：2021年销量达到
96.2万辆，增长达到惊人的31.7%。

光鲜的销量成绩给予奇瑞集团莫大

信心，2022年提出确保年销量150万

辆、力争200万辆目标，这意味着同

比增长需超100%。但就目前国内市

场环境看，要想在一年时间内实现

销量翻倍，除了新能源车企，传统车

企根本无法达到这一高度。

●比亚迪：2021年累计销售74
万辆，同比大增73.34%。2022年则将

目标销量锁定120万辆，同比增长

62.13%。比亚迪的底气，在于深耕新

能源汽车市场及产能扩展，随着今

年青海、西安及重庆二期工厂的落

地与投产，刀片电池产能提升及产

能释放，再加汉DM-i、元PLUS和

驱逐舰等多款新车型上市，比亚迪

新能源汽车今年或将有“大爆发”。

●上汽集团：至今未宣布2022
年销量目标，而是定了 2025 年目

标，计划实现新能源汽车销量超

过270万辆，占整车销量的比重不

低于 32%，换算下来 2025 年上汽

总销量目标不低于844万辆。至于

目标能否实现，就看能不能抓住

新能源的风口和海外市场了。

●长安汽车:2022年销量目标

要待董事会通过后才能出炉。根据

2021年销量成绩来看，虽在体量上

输给上汽和一汽，但含金量很高，

尤其是自主品牌板块，销量突破

120万辆，同比上涨23.1％。这样的

硬核数据在六大汽车集团中名列

榜首，相信长安汽车今年在推进自

主品牌方面必有大动作。

●北汽集团：没有公布集团目
标，不过明确将重心放在自主品牌，

提出冲击130万辆的自主品牌年销

量目标，今年将推出11款全新燃油

车以及9款全新新能源车，以实现

年销目标。其中北汽新能源（含极狐

品牌）目标销量为30万辆。不过，想

完成这个目标难度很大。

尽管各大厂商对自身实力和市

场环境都充满信心和期望，不过在

疫情与芯片的双重压力下，今年市

场不会太乐观，在蛋糕没有明显变

大的情况下，极有可能“供大于求”。

不过有压力才会有动力。有目标才有

方向。在今年激烈的车市竞争中，谁

将“一鸣惊人”，谁又“竹篮打水”，让

我们拭目以待。 雍君

2022车企目标：务实还是激进？
京沪津渝四直辖市均

被国家确定为“培育建设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试

点城市，并正式写入“十四

五”规划的纲要之中。四

个直辖市汽车市场过去一

年运行如何？四直辖市统

计等部门出炉的一些相关

数据显示，上海一枝独秀

独领风骚，重庆稳步提升

合理增长，京津表现一般

差强人意。

上海一枝独秀
2021年上海汽车产值

增速领跑全市工业。汽车

工业总产值7585.55亿元，

同比增长21.1%，高出全市

规上工业10.8个百分点。

其中新能源汽车产值增速

更是高达1.9倍。汽车产

量283.32万辆，增长7.0%，

高出全国3.6个百分点。

上海汽车消费升级持

续增强。2021年新注册中

高级及豪华轿车6.30万

辆，占新注册轿车量的

54.7%。新能源车销量超

过25万辆。至2021年底，

上海应用推广新能源汽车累计突破

67万辆，成为全国第一。

2021年上海海关汽车出口量和

出口值均创新高，出口汽车48.4万

辆，增长136%；出口值570.1亿元人

民币，飙升206%。汽车及零部件出

口值，占全市机电产品出口总值

（10800.46亿元）近七成（68.8%）。

上海汽车制造业利润逐月稳定

改善，全年实现利润总额598.73亿

元，体量为全市规上工业最大，占其

总额的两成。

重庆稳步增长
作为经济支柱的重庆汽车制造

业，2021年稳步增长。其中，汽车产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新能源

汽车产量高涨2.5倍，高过全国增速

0.9倍。该市汽车商业协会称，2021

年乘用车销量46.26万辆，同比增长

3.7%。

重庆海关称，该市2021年汽车

（含底盘）出口量和出口值均三位数

增长，汽车出口 19.7万辆，增长

116.3%；出口值123.20亿元，增长

112.1%。年内汽车零配件出口值

84.34亿元，增长22.0%。

京津差强人意
2021年京津两市汽车工业增加

值同比均下滑，前者-12.0%、后者-

2.2%。两市全年汽车产量均大幅下

滑，可谓难兄难弟，其中北京产量为

135.5万辆，下滑 18.2%；天津为

74.04万辆，下滑21.7%。新能源汽

车方面，北京产量1.54万辆，同比下

降19.1%。

京津两市2021年新能源汽车

零售额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天津

增长74.4%。不过，两市均低于全

国157.5%的高增速。

北京地区2021年汽车进口值

2035.8亿元，同比增长9.5%。天津

2021年汽车出口值5.34亿元，增长

67.5%。汽车零配件出口值75.45亿

元，增长21.3%。

北京2021年汽车制造业利润

总额277.58亿元，不及上海的二分

之一，同比增速逐月下滑，最终由正

转负，下降4.8%。 张伯顺

近日，上汽大众新朗逸官图正

式发布，虽然是中期改款车型，但新

车在外观和内饰上均有不小的变

化，更具运动科技风范，有望在今年

北京车展上市。

新朗逸采用“双前脸”设计风

格，带来全新星空前脸造型。星空

版前脸采用了更激进、前卫的设计

语言，打破了原有的横向镀铬装

饰，星钻造型元素以参数化方式排

布，呈现出向外扩散的视觉效果，

活力十足。横向格栅镀铬饰条与

两侧纤细的大灯灯带相连，贯穿在

密布的星空造型中，展现出浓浓的

未来科技感。星空版更配有黑飒

动感尾翼、运动酷黑后视镜和高黑

光质感车顶。

精致的细节处理与高品质材质

的搭配，营造出新朗逸更年轻现代

的内饰氛围。中控屏由原来的嵌

入式改为大众品牌最新的悬浮式

设计，全新的家族式方向盘，空调

出风口、仪表盘、门板等处，均采用

炫银质感的镀铬修饰。

此外，上汽大众新朗逸内饰设

计还将莫兰迪色系和中国传统色系

相融合，提供多种内饰配色方案。

运动版车型独有的酷感黑配色，采

用大面积石墨黑色高级皮革面料，

并使用红色作为点缀。 江美

2022年适逢中韩建交

30周年和起亚品牌入华20

年，起亚在华开启全新时

代。近日，韩国起亚株式会

社与盐城市人民政府、江苏

悦达集团签署扩大投资协

议。起亚与悦达拟组建新合

资公司，计划增资9亿美元，

通过扩大投资、导入新车型、

发展新能源汽车、设立出口

基地等方式，开启新合营时

代。未来十年，起亚确定了

在华总产销量超过400万辆

的目标，致力实现在华事业

再飞跃。

去年起亚首款专属纯电

动车型EV6推出，这款获得

全球市场高度认可的纯电动

标杆车型也将引入中国市

场。从明年开始到2027年，

起亚每年都会在中国市场推

出全新的电动车型，逐步构

筑起6款电动车的全新EV

矩阵，加速起亚品牌在中国

的电动化转型。 宝龙

新年伊始，宝马集团继续加

大在中国的投资。自2022年2月

11日起，宝马集团在中国的合资

企业华晨宝马的新合资合同正式

生效，双方的合资合作有效期据

此延长至2040年。此举体现了

宝马集团对中国经济长期看好的

信心，以及以中国为家、与中国

携手共进的长期承诺。

根据新合资合同，从2月11

日起,宝马集团在华晨宝马所持股

份变更为75%，合作伙伴华晨中

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剩

余25%股份。在过去十余年间，

华晨宝马在当地的投资超过了

730亿人民币，而BMW品牌也在

华晨宝马的鼎力支持下成为在中

国领先的高档汽车品牌。

作为宝马在中国持续投资的

具体举措，华晨宝马今年将迎来

再次产能提升：位于沈阳大东区

的现有工厂目前正在进行全面扩

建，此外一座位于铁西区的全新

工厂也正在建设之中。得益于

此，宝马集团在中国的生产能力

将得以扩展，本地生产的车型品

种也将进一步增加。 余音

历经品牌、产品、商业模式的全面焕新，

新奢纯电汽车科技品牌smart近日正式揭晓

了以“#”和数字为核心元素的新一代纯电动

车家族命名体系。今年，备受期待的全新

smart精灵#1将在中国市场正式上市。

作为家族中即将亮相的首位成员，smart

精灵#1于近日顺利通过了一系列严苛的空

气动力学和冬季极寒测试。得益于梅赛德

斯-奔驰全球设计团队与smart研发团队的

通力协作，该车型在测试中呈现了卓越的整

体质量、性能表现和可靠性。 捷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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