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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集团近日宣布，    年在中国市场交付      

辆   和    品牌汽车，   品牌蝉联中国豪华乘

用车年度销量第一名，并在多个细分市场继续保持领先。

   和    品牌纯电车型    年在中国销量同

比增长 . %。目前，宝马集团在中国市场累计交付的新

能源车已超过  万辆。

    年，宝马集团持续“上新”，超过  款   新

车和多款    以及   摩托车新品将在中国上市。

全新X 长轴距版将在 月上市。备受瞩目的   新

世代车型今年将重磅登场。 余音

2024年，我国汽车产销完成

3128.2万辆、3143.6万辆，同比增

长3.7%、4.5%，保持了3000万辆

以上市场规模。面对外部压力

有增无减、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在中央和地方置换更新和报废

更新“两新”政策强有力刺激下，

我国汽车产业逆势而上，全年产

销量再创历史新高，保持3000万

辆以上市场规模，占世界汽车市

场的三分之一，展现出我国汽车

产业发展的强大韧性和汽车市

场的巨大潜能。

新能源车旺势延续
新 能 源 汽 车 全 年 产 销

1288.8万辆、1286.6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34.4%、35.5%。新能源

汽车新车销量，已占到汽车新车

总销量的40.9%，较上年提升9.3

个百分点。中国成为全球首个

新能源汽车年度产销达1000万

辆的国家。其中，新能源车国内

销量1158.2万辆，增长39.7%。

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上汽时告诫：“发展新能源汽车

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

国的必由之路。”十年后，我国新

能源汽车大放异彩，延续旺盛势

头。年度产销双超1200万辆，实

现跨越式发展，中国速度显示中

国力量，这是我国汽车工业发展

史上新的里程碑。

汽车出口稳定增长
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4全年我国汽车（含底盘）出

口640.7万辆，同比增长22.8%；

出口值8346.5亿元，增长16.5%。

同期，进口汽车（含底盘）70.5

万辆-11.7%、进口值2785.4亿

元-16.1%。中汽协会：车企（集

团）全年汽车出口（报交）同比增长

19.3%。其中，新能源车128.4万

辆+6.7%。奇瑞、上汽和长安居

出口量前三位，分别为114.4万

辆、92.9万辆和53.6万辆。

2024年汽车出口量和出口

值同比，均两位数稳定增长，成

为拉动我国汽车产销总量的重

要引擎，汽车出口量占国产汽

车总销量的两成以上，汽车出

口成为我国重点商品对外贸易

的新增长点。

中国品牌霸榜市场
中国品牌乘用车全年销量

1797万辆，同比增长23.1%，市

占率65.2%，同比上升9.2个百分

点。比亚迪一骑绝尘，全年销量

427.2万辆+41.3%，不仅是中国

车市冠军，也是全球新能源车市

冠军。奇瑞和吉利实现预期目

标，创历史新高；高合汽车年初

“停摆”、极越品牌汽车年底“闪

崩”。国产外系品牌乘用车销量

同比，韩系微增，其他各系均两

位数下降。

中国品牌汽车制造技术和

产品国产化持续推进，乘用车市

场份额2024年攀升至60%以上，

历经40年努力，中国品牌乘用车

在本土市场终于占据主导地

位。中国品牌汽车市场的成功

扩张，是产品竞争力不断提升的

重要标志，也是消费者持续认可

的鲜明标识，更是中国车市格局

重大调整的“分水岭”。

二手车迎新机遇
全年二手车交易量1961.4

万辆，同比增长6.5%。新能源二

手车市初显发展态势，全年交易

量突破100万辆。

二手车市迎来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汽车报废、二手车置

换、新车销售三者之间，汽车存

量和增量之间，共同奔赴、良性

互动、提档升级，加快汽车梯次

循环利用，为汽车市场乃至国民

经济发展增加活力、贡献力量。

张伯顺

进入2025年，面对激烈的市场

环境，今年中国汽车市场又会如何

发展，呈现怎样的趋势？

智能化加速：    年，智能化将
进入全面加速期，    年，乘用车

L 级及以上辅助驾驶的渗透率是

  . %，    年可能会接近  %，汽

车将成为人工智能最大的应用场

景，从研、产、供、销、服务全流程全

面应用人工智能技术。    年将是

  上车的关键之年。高速   功能

有望进一步下探至  万元级市场，

预计    年搭载   功能的车型

销量将达   万—   万辆，市场渗

透率将提升至  %。

价格战收敛：预计    年价格
战仍将持续。年初已经出现明显的

价格战预热信号。部分车企开始要

求供应商降价，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这是为大规模价格战做准备。不过

今年情况或有所不同，中央对恶性

竞争的措辞更进一步，预计将有具

体措施出台，逐步由价格战因素驱

动的增长模式转换为产品力和价格

双因素驱动的增长模式。

促消费加码：预计    年，以旧
换新、新能源汽车下乡等政策仍将延

续，进一步拉动汽车消费。其中，以旧

换新政策将在车型范围上适当延伸

扩大，如针对国四排放标准以下的车

辆，推出相应补贴政策，进一步助推

老旧车辆报废更新。针对新车购买，

金融政策的支持力度还会加劲。新

能源汽车下乡的同时，加大在三四

线城市的推广力度。从各大城市的

汽车保有量来看，远未到饱和程度，

汽车消费空间依然巨大。

合资品牌分化：近几年合资车
企由于电动化、智能化发展的节拍上

与国内市场需求出现落差，导致其在国内市场份

额不断下滑，预计    年合资品牌仍将面临严峻

挑战，趋于分化。部分品牌在中国市场将彻底被边

缘化，或者仅能维持特定细分市场的存在；而积

极融入中国本土产业生态的合资品牌，将有望稳

住阵脚，保持相对可观的市场份额，进而反哺海

外市场，从而获得更大收益。

出口版图重构：预测    年，中国车企将加
速推进海外本地化生产，在短期内将并行组装与

全工艺生产两种模式，逐步突破贸易壁垒。中国汽

车的全球版图正在悄然重构。排除美国、日本和韩

国等部分国家，中国将逐步在全球主要市场形成

规模化出口。其中，欧洲和俄罗斯分别将成为新

能源和燃油车的核心出口市场。与此同时，东南

亚和拉美两大市场的潜力正在被逐步激活，有望

在未来发展成为第二、第三大出口市场。

自主份额破七成：新能源赛道的先发优势，正
转化为自主品牌全面突破的战略动能。预测    

年自主品牌有望将市场份额推进至  %以上，较当

前增长约8个百分点，并成为车市增长的最主要驱

动力。比亚迪今年将挑战   万辆目标，长安汽车

目标为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   万辆；吉利

则将    年销量目标定为   万辆，这些反映了

自主品牌的积极布局和市场扩张。

“一大多强”格局：    年“一大多强”格局更
为明显。“一大”是指比亚迪。产品方面，唐L、夏、

豹 等新品上市将为比亚迪带来新鲜血液，同时

将补齐智能化短板，成为比亚迪    年实现较快

增长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奇瑞、吉利、长安在

  万—  万元主流新能源市场已形成完整的产

品矩阵，实现纯电动、插电混动、增程式等动力类

型的全覆盖。造车新势力中，小米、鸿蒙智行、理想

等也表现出强劲的增长潜力。

产业强链补链：    年汽车产业经历电动
化、智能化、网联化、低碳化快速转型，必然带来供

应链的结构性调整，谁能掌握“四化”核心技术，就

能在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一是汽车供应链的

垂直整合将进一步加剧，在供应链格局动态调整

中实现重新定位、谋求更适宜的零整配套关系。

二是聚力打造高柔性、强韧性的生态化供应链。

形成相互交织的紧密连接和高效协同，实现资源

快速精准的统筹调配。 雍君

一边是裁员，一边是扩招。汽

车行业人才正呈现出“反向流动”

的趋势，一改以往青睐去外资和

合资车企就业的常态，出现“反

向流动”：外资车企人才流向中

国车企，合资车企人才流向国内

自主车企。上述现象可从近年来

外资、合资车企相继关闭工厂以

及进行大规模裁员，而中国车企

在小规模裁员中仍然保持持续、

高频率且大规模人才扩招中看出

端倪。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

要是近年来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

崛起，并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燃

油车市场份额。多家外资车企在

中国市场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在

很大范围内受到了重创。

以大众汽车为例，因其在中

国市场的销量下滑，该公司已经

关闭了多条生产线，对未来前景

表示担忧。这使得原本在外企任

职的高技能人才，开始主动寻求

更好的机会，而自主车企正好提

供了这样的平台。已然知晓的事

实是，中国汽车产业相关企业，尤

其是整车企业，则“反其道而行”，

仍然长期且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吸

纳优质汽车行业人才。

数据显示，在2023年，比亚

迪增员13.34万人，吉利增员1.1

万人，长安、蔚来和理想也在不

同程度上增加人员配置，充分证

明了中国车企在人才储备方面

的决心和力度。这一趋势不仅标

志着中国汽车品牌在国际舞台

上的崭露头角，更是市场环境变

化与技术革新的直接反映。这种

对国际高端人才的强烈需求，正

是中国车企希望提升核心竞争

力的体现。

然而，“反向跳槽”现象背后

的挑战也不容忽视。随着中国车

企逐渐向国际市场迈进，对高水

平人才的需求将继续增大，人才

供求矛盾的加剧将导致行业发展

出现瓶颈，如何有效地将传统汽

车人才向智能化转型，成为务必

面对的现实问题。 李永钧

虽然2024年被上汽通用高

层自称为发展史上最为艰难的

一年，但最新统计显示，上汽通

用2024全年累计终端销量达到

67.3万辆，其中新能源车型销量

为10.49万辆，同比增长56%，位

列主流合资车企中新能源渗透

率首位。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8

月以来，上汽通用销量持续增

长，到12月达到7.31万辆，利润

回正。这些，都令外界对其2025

年的发展态势充满想象。

去年8月份，上汽通用新的

管理层上任后，迅速展开了一系

列“急救”措施，打响了绝地反击

战。主力车型强势推新，“限时一

口价”的销售战略，罕见的优惠

幅度，迅速引发了市场销售热

潮，工厂又回到了加班加点产能

用满的状态。一时间，消费者的

信心回来了，上汽通用的信心也

回来了。同时，经销商的信心也

回来了，还新添54家经销商店。

上汽通用总经理卢晓表示：

“从今年开始，我们要全面吹响

合资车企的‘反攻号角’，成为合

资2.0时代的领头羊。”

据了解，从2025年到2027

年，上汽通用计划推出12款全

新车型，100%为新能源车型，涵

盖纯电、插混和新的增程技术，覆

盖轿车、SUV和MPV等车型。一

个微妙的变化是，未来新车型在

电动化、数字化、软件及智能化等

多维度的产品定义，将由上汽通

用和泛亚主导，100%围绕中国

客户实际需求展开。

这12款全新车型均搭载上

汽通用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全

新一代超级融合整车架构，它具

备“更灵活的拓展性、更多元的

动力、更智能的体验、更敏捷舒

适的驾乘”的特点，代表了其融

汇全球和本土研发技术的新高

度，并全面助力2025年达成跻身

行业智能化第一梯队的目标。据

介绍，这套超融架构可支持轿

车、SUV、MPV等多种车身形式，

满足前驱、后驱和四驱的各种驱

动形式，以及纯电、插混、增程的

多种动力总成形态，并有望率先

量产L3智驾产品。

与此同时，2025年起，奥特

能平台从纯电驱动升级为多元

驱动的新能源动力平台。纯电车

型最高可支持全域准900V，并采

用行业首发的6C磷酸铁锂快充

电池。插混和增程车型最高可实

现300km纯电续航。

曾经的王者，信心回满。显

然，上汽通用跨越深蹲蓄势期，

强势反攻已然到来。 白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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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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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中国汽车市场看未来

上汽通用吹响合资“反攻”号角

汽车行业人才“反向跳槽”渐成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