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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数据显示，上海汽车生产

稳步恢复，汽车内销出口市场同频

共振，尤其可贵的是，1—5月沪籍汽

车上牌量创下历史新高。

5月，全市汽车产量17.79万辆，

环同比双双增长9.1%、82.2%；前5

月汽车累计产量79.19万辆，增长

27.0%，较前4月增加10.3个百分

点。前5月汽车产量增速，高过全国

汽车业15.9个百分点。其中，新能源

车5月产量10.94万辆，同比增长

1.3倍；前5月累计产量50.45万辆，

增长84.2%。

上海汽车工业产值，5月份

606.16亿元，同比增长80.5%；占全

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的18.8%。1—5

月 ，全 市 汽 车 工 业 累 计 产 值

2742.07亿元，同比增长31.4%；汽

车产值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17.6%。汽车工业产值位列全市规

上各业之首。

沪籍汽车上牌量，足以佐证乘用

车市场的良好表现。1—5月沪籍牌照

累计上牌量高达23.73万辆，同比增

长66.4%，上牌量及其增速，均创下

历史新高。其中，新能源小客车和大

型货车上牌量同比增幅均为三位

数，进口车、国产轿车、小型客车、大

型客车和小型货车的上牌量同比增

幅均高达两位数。 张伯顺

日前举行的2023中国汽车重

庆论坛传出重磅信息：“汽车产业正

从燃油时代的上半场，转入电动智

能时代的下半场；从以量取胜的上

半场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下半场”。

对于中国汽车而言，正处于历史转

折的关口，面临挑战但不乏机遇。

“两驾马车”做引擎
当前，中国车市由“两驾马车”

引擎拉动。一是新能源领域，2018

年中国新能源狭义乘用车零售渗透

率只有4.3%，今年前5月这一数据

突破了30%，5月达到33.3%，标志

着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已进入爆发

增长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延续

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的政

策，也为有效稳定市场预期再次注

入强心剂。

中国汽车特别是自主品牌紧盯

全球汽车产业格局重塑机会，拔得

市场头筹。中国品牌在市场上已经

坐拥半壁江山，并引领了传统汽车

产业向电动汽车产业迭代升级；中

国品牌的产品结构也从原来低端、

低价向中高端快速渗透。2018年

15万元以上的中国品牌占比约

10%，到2022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

27.8%，预测今年可达40%。

二是出口市场，2022年中国汽

车出口总量达到311万辆，同比增

加 54%。2023年汽车出口延续

2022年增长态势，前5月乘用车出

口138.1万辆，同比增长102%，汽车

出口总值2667.8亿元，同比增长

124.1%，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

汽车出口市场。

面临更多痛点
比起两大增长点，中国汽车面

临更多痛点和瓶颈：

一是新能源汽车区域发展不平

衡，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华北中原

地区；而商用车的新能源车渗透率

远低于乘用车渗透率。

二是汽车关键技术受制于人，

关键的原材料及芯片高度依赖于进

口，存在卡脖子领域。

三是新能源产品价格竞争激

烈，车企利润进一步削弱。目前100

多个新能源品牌，真正盈利的也就

两三个。

四是目前国内汽车产品与技术

迭代、产业链重构、商业模式和组织

变革的速度远远超出预估，部分车

企将艰难求生存。

五是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

抬头，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地缘

政治风险威胁汽车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影响国际交流合作。

所有这一系列的痛点，将加大

市场淘汰赛的激烈程度，这是一场

实力、耐力和毅力的比拼，决定中国

汽车产业和世界汽车产业的未来。

抢抓历史机遇
在历史转折的当下，世界汽车

的增长引擎已由欧美转换到了中

国。在“新四化”的大潮中，中国汽

车迎来了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那

么又该如何抢抓这一机遇？

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牢牢抓

住“创新”这个牛鼻子，同时做好“协

调”大文章，不仅要做好燃油车和新

能源车、软件和硬件、产业链上下游

和产业生态、产业链自主可控与国

际分工之间的协调发展，还要做好

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供给侧和需

求侧的协调发展。

二是只有深度融合才能提升竞

争力。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同时具备

智能化、网联化和电动化的核心技

术优势，所以单打独斗没有出路，只

有跨行业、跨区域开放合作、深度融

合，才能充分发挥规模效应，继而提

升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三是加快在技术和市场层面进

入“双向奔赴”新阶段的步伐，一方

面，跨国车企本地化战略步步深入；

另一方面，中国车企全球化步伐不

断加快，既有利于产业层面资源和

机会的共享，也有利于全球范围内

技术变革红利的普惠。

四是立足于汽车全产业链、全

生命周期进行碳足迹研究，突破芯

片等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短板弱

项，保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

可控。 雍君

中国汽车站在历史转折关口

沪籍汽车上牌量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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