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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部分车企密集披

露7月整车销量/交付信息。

其中，吉利汽车既快捷又完

整，值得其他车企借鉴。比亚

迪销量一马当先，依然是乘

用车市场领头雁；奇瑞内外

销两位数增长，双向奔赴卓有

成效；鸿蒙智行7月份三位数

飙涨，前7个月累计与理想相

当，两家市场规模为新势力中

黑马。

吉利汽车:7月份汽车销量

15.08万辆，同比增长13%；前7

个月累计110.65万辆，增长

36%。其中，银河系列9.81万

辆+397%、极氪系列10.35万

辆+89%、领克系列14.73万辆+

48%。出口22.98万辆，增长

67%。

比亚迪:7月份汽车交付

34.24万辆，同比增长30.5%。前

7个月累计195.54万辆，增长

28.8%。

奇瑞汽车:7月份汽车销

售 19.58万 辆 ，同 比 增 长

30.1%。其中，新能源车4.54万

辆，增长254.5%。出口29.03万

辆，增长16.8%。前7个月累计

销售129.64万辆，增长45.4%。

长城汽车:7月份销售汽

车9.13万辆，同比下降16.3%。

其中，坦克品牌逆势上涨，交

付1.87万辆+38.5%。前7个月新能源车

销售53.2万辆，增长15%。

理想汽车:7月份交付5.10万辆，同

比增长49.4%，创月交付量新高；前7个

月累计24万辆，为新势力车企累计销量

之冠。

鸿蒙智行:7月份交付4.41万辆，同

比暴涨508.3%，蝉联30万元以上新能

源车型月销第一。其中，问界M9/1.80万

辆、问界 M7/1.66万辆、问界新 M5/

6926辆，智界S7/2555辆。前7个月累计

23.83万辆。其中，问界M7/累计12万

辆。问界M5交付累计1.72万辆。

上汽集团:7月份新能源汽车销量

7.1万辆，同比下降22%。其中，上汽大

众ID.家族持续破万辆，达1.13万辆。新

能源汽车前7个月市场运行总体稳健，

累计销量53.2万辆，增速约15%。

一汽新能源：一汽红旗8644辆、一

汽轿车4826辆；一汽丰田5486辆、一汽

大众5388辆。

广汽新能源：埃安汽车3.52万

辆-21.7%；传祺汽车4600辆；广汽本

田925辆、广汽丰田687辆。

东风新能源：自主品牌风神7月份

交付2.38万辆，岚图汽车7月份交付

6015辆+76%，前7个月累计3.64万辆+

97%；东风日产7月份销售2404辆。

长安新能源：深蓝销量1.67万辆。

北汽蓝谷:7月份交付1.10万辆+

227%。

小鹏汽车：7月销售1.10万辆，同比

增长1.0%；前7个月累计交付6.32万

辆。

蔚来汽车：7月份交付2.05万辆，同

比增长0.2%，连续三个月交付破2万

辆；前7个月累计10.79万辆+43.9%。

零跑汽车：7月份销售2.21万辆，同

比增长54.1%；前7个月累计10.88万

辆，开售以来累计交付超40万辆。

哪吒汽车：7月份交付1.10万辆，环

同比增长7.9%、9.7%，前7个月累计交

付6.48万辆，同比下滑10.6%。

华晨宝马：新能源车销量9353辆。

特斯拉（中国）：7月份销量7.41万

辆。 张伯顺

2024上半年，各大车企的净利

润情况呈现出多样化趋势，部分公

司实现显著的盈利增长，而另一些

则面临挑战。从上半年已发布业绩

预告的上市车企情况来看，业绩苦

乐不均、分化明显。

●长城汽车：预计2024年上

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 65亿—73亿元，同比增加

377.49%—436.26%；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预计为50亿—60亿元，同比增加

567.13%—700.56%。值得注意的

是，长城汽车2023年度归母净利润

为70.22亿元，扣非净利润为48.34

亿元。这也意味着，长城汽车今年上

半年的业绩与2023全年几近持平。

●长安汽车：与长城汽车相比，
长安汽车上半年的业绩走势可谓

“惊险”。今年一季度长安汽车归母

净利润为11.58亿元，同比下降

83.39%，跌入阶段性低谷；第二季度

归母净利润回暖，预计为13.4亿—

20.4亿元。不过，从整个上半年来

看，长安汽车归母净利润预计为25

亿—32亿元，相比去年同期，仍下降

58.19%—67.33%。

●江淮汽车：表现出了强劲的
增长势头，预计2024年上半年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

2.9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35

亿元，同比增长率为86.86%。江淮

汽车表示，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持续优化债务结构导致贷款利息大

幅减少，以及汇兑收益大幅增加。

●赛力斯：凭借问界系列的热
销，赛力斯预计2024年上半年实现

营业收入639亿元—660亿元，同比

增长479%—498%；实现归母净利

润为13.9亿—17亿元，与上年同期

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这是2019

年至今，赛力斯半年度报告首次实

现归母净利润转正，上年同期亏损

13.4亿元。

●北汽蓝谷：预计上半年净亏
损24亿—27亿元，亏损同比进一步

扩大。北汽蓝谷表示，亏损原因为价

格战日趋白热化，挤压利润空间。此

外在技术研发、品牌渠道建设、品牌

形象锐化、运营效率提升上持续投

入，对短期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众泰汽车：2024上半年，众

泰汽车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亏损2.9亿元—3.9亿元。

●海马汽车：预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4亿—1.8

亿元。海马汽车称，受外部市场环境

变化等因素影响及调整海外业务策

略以控制风险，产品出口阶段性减

少，导致整体产销规模同比下滑，亏

损有所增加。

●北京汽车：由于受到市场竞
争加剧、成本上升或销售策略调整

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4上半年净

利润将出现下滑。但得益于市场需

求增加、产品创新或有效的市场营

销策略等因素，预计上半年营业收

入实现增长。

●潍柴动力：得益于业务和产
品结构的优化以及降本增效措施的

强化，潍柴动力预计上半年实现净

利润54.6亿—62.4亿元，同比增长

40%—60%。

●宁德时代：上半年实现归母
净利润 228.65亿元，同比增长

10.37%，扣非净利润201亿元，同比

增长14.25%。不过同期营业收入同

比下降11.88%，为1667.67亿元。这

是宁德时代从2020年以来，首次出

现半年度营收下降。

从已公布部分车企的财务预报

看，在行业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以

及价格战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各车

企发展出现了分化。聚焦到盈亏两

大阵营，会发现截然相反的表现。在

实现盈利的企业当中，盈利上升的

企业数量明显增多、下降的企业有

所减少，同时，通过分析各家车企的

财报数据，各车企的抗风险能力也

得以有一定程度的呈现。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

示，2024年1—6月的汽车行业收入

47672亿元，同比增长5%；成本

41730亿元，同比增长5%；利润

2377亿元，同比增长10.7%；汽车行

业利润率5.0%。6月汽车行业产业

链的总体单车收入33.3万元，产业

链单车利润1.3万元。这些数据反

映了汽车行业在2024上半年整体

向上的趋势，尽管面临市场竞争和

行业转型的压力，但多家企业通过

优化产品结构、技术创新以及成本

控制等措施，成功实现盈利能力的

提升。 雍君

车企半年业绩苦乐不均分化明显

近日，乘联分会发布7月乘用车销量数据，上汽大众帕萨特

家族以     台的优异成绩，稳居中高级轿车销量冠军宝座。

上个月，帕萨特家族推出了     万元起夏日限时优惠，掀起强

劲的购车热潮，助力销量再上一个台阶。今年 -7月，帕萨特家

族以      台的累计销量，强势领跑细分市场。

今年 月上汽大众推出帕萨特    出众款，巩固并扩大了

其在同级车型中的竞争优势。新车全系标配      高功率发

动机，以高达     的最大功率、     的峰值扭矩、仅7  秒

的百公里加速时间，配合低至           的油耗，完美平衡了

驾驶乐趣与燃油经济性。此外，帕萨特   还搭载了领先同级

的舒适豪华与智能配置。        智驾管家、      全景和

   智能泊车辅助系统，将智能化提升至新高度。 雨林

前不久，日本车企被爆出集体

造假丑闻。日本国土交通省通报

显示，涉事的丰田、本田、铃木、马

自达、雅马哈五家日本车企涉及碰

撞数据造假、发动机功率测试舞

弊、刹车测试成绩造假等。上述日

本车企生产的38种车型存在认证

欺诈问题，其中32款已停产，引发

全行业“爆雷”。日本民众纷纷责问：

日本车企的“工匠精神”哪里去了？

其实，这次日本多家车企的

“爆雷”早有征兆，2023年11月，本

田公司被爆出安全隐患，在美召回

超30万辆汽车。同月，日本丰田又

因脚踏式驻车制动存在故障等问

题，宣布召回超58万辆小型乘用

车。更早的还有在2016年，三菱汽

车承认，在62.5万辆微型车的燃效

测试中造假；2017年，日产汽车和

斯巴鲁相继被报道出让无资质人

员参与车辆出厂检验；2018年，日

产汽车和斯巴鲁以及铃木、马自达

和雅马哈又都被报道出篡改燃效

及尾气排放测试数据。

曾经，日本制造以“工匠精神”

著称；如今，接二连三的造假丑闻

已令这一金字招牌失去光环。这

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

一是随着电动汽车迅速发展，

日本车企在燃油车领域的巨大优

势正在消失。在与新兴企业竞争

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日本车企的

“过度自信”已经不合时宜，甚至对

企业自查和进步都构成阻碍，并造

成了如今整个行业的困局。

二是日本车企管理层为缩短

研发周期、谋求短期利益，下达不

合理的任务指标，迫使一线工作人

员不得不铤而走险。丰田董事长

丰田章男在记者会上也承认，企业

生产周期和程序漫长复杂、没有人

能掌握全部流程，可能都是造假原

因。

三是日本监管部门在标准制

定、监督检查、惩罚机制等方面存

在不足，使得一些企业能够轻易逃

避监管和惩罚，客观上减轻了造假

代价。

总之，当日本车企开始钻营如

何让产品的纸面报告“说起来”好

看、过得去，“工匠精神”俨然成为

纸面雕花。频繁爆出的造假事件，

令日本汽车制造跌落“神坛”。日

本车企务必深刻反思，今后如何重

获消费者信任，或许是亟待解决的

首要问题。 李永钧

上汽集团近日发布产销快报，

今年1—7月份整车批发销量达

207.8万辆，终端交付量达245.2万

辆，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其中，新能

源汽车累计交付61.9万辆，同比增

长25.2%，销量规模位居中国车企

第二；海外市场终端交付63.3万辆，

同比增长10%，领跑中国车企。

受内需偏弱、价格战升级、欧美

海外施压等因素影响，今年以来汽

车行业终端库存处于较高水平。上

汽在继续保持行业销量领先地位的

同时，通过抓零售、降库存，7月份终

端交付环比增长5.1%，并且新能

源、海外市场等创新业务保持良好

增长势头。

今年7月份，上汽新能源汽车

终端交付量达9.6万辆，增势良好；

1—7月份，新能源汽车累计交付

61.9万辆，同比大涨25.2%，销量规

模位居中国车企第二。

7月份，上汽海外市场终端交

付量达8.5万辆；1—7月份，上汽海

外市场终端交付63.3万辆，同比增

长10%，在中国汽车企业中继续领

跑。7月底，上汽第32艘汽车运输船

“上汽安吉锦诚”轮投入使用，这艘

全球最大的绿色滚装船拥有7600

车位、排水量超过4万吨、实现二氧

化碳减排30%，将加入上汽欧洲自

营航线，积极突破出口运力瓶颈，助

力中国自主品牌加速跨洋出海。今

年前7个月，上汽MG在欧洲国家的

终端交付量达15万辆，同比增长

10%，“每出口欧洲10辆中国车，就

有7辆是上汽MG”。 余音

前7月上汽终端交付   万辆保持行业领先

日本车企频繁造假跌落“神坛”

七
月
部
分
车
企
整
车
销
量
榜

·专题

本报零售价
每份 1.00元

24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962555

●国内邮发代号3-5/国外发行代号D694/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100020050030/社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邮编:200041/总机:021-22899999转各部

●本报在21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西班牙、泰国、菲律宾、日本、法国、巴拿马、意大利、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英国、德国、希腊、葡萄牙、捷克、瑞典、奥地利等
● 本 报 印 刷 :上 海 报 业 集 团 印 务 中 心 等 ,在 国 内 外 6个 印 点 同 时 开 印/上 海 灵 石 、上 海 龙 吴 、上 海 界 龙/北 京 、香 港 、美 国 洛 杉 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