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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
汽车行业
新时代

源车全部视为纯电动车，2020 年至 2022 年，宝马纯电动车在

中国市场三年累计销量也不足 12 万辆。换句话说，从召回数量

上来看，宝马几乎全部召回了近三年生产的纯电车型，这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对于宝马电动车品牌的认知。

在黑猫投诉平台，记者通过关键字“宝马”搜索发现，涉

及宝马投诉结果显示为 2263 条。投诉主要集中在售卖瑕疵车型、

虚假宣传等方面。近日，多位宝马车主反映，他们购买的 2020

款—2021 款宝马 X3、X4 车辆存在实际功能与宣传功能不符的

现象。

车主丁先生介绍，2021 年 5 月他在重庆通源宝源 4S 店以

51 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宝马 X4 越野车，正是看中了关于 id7

车机系统功能的宣传。提车半月后，丁先生在驾驶途中尝试使

用语音控制打开车窗功能，消除前挡风玻璃的雾气。“反复尝

试均未能成功开启，致使开车视线受阻撞上路边障碍物，造成

车辆保险杠以及前轮胎受损。”

丁先生称，巨大的撞击声也使他产生心理阴影，心神不宁

的状况时常发生，后经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症。丁先生联系

4S 店，对方给出的处理结果为补偿 6500 元的代金券，但需得

在车质网有过投诉记录才能领取，且需在指定期限内使用，而

他并不符合领取条件。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宝马作为一家德国汽车公司，它的转

型还受制于德国工会和政策的阻碍。宝马短时间内还无法抛弃

自己的燃油车产线，即使有心，还有工会的力量制约。

令人困顿的是，宝马当前的转型困境，很能代表主流豪华

品牌转型的尴尬现状——该上的架构、该用的设计、该打的价

格都来了，但销量为何还是拼不过高端新势力品牌？有着同样

困惑的还有奥迪，其最早的带电车型可以推至 1991 年。但成本

过大、利润降低等一连串的担忧，让电动化准备不足的奥迪不

得不面对一场“兵荒马乱”。

按照奥迪中国前总裁安世豪说法，从燃油车时代到电动车

时代转型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燃油车和电动车的动力系统，

以及车的结构都截然不同。中国市场仍存在燃油车需求，2033

年以后将继续本地化生产。

虽说已经“弃油转电”，其迅速转变战略的背后，是巴黎

气候目标和中国的“双碳”目标的提出。根本上，奥迪并不急

于争夺电动化带来的红利，而是选择两条腿走路。可以肯定的是，

目前 BBA 短时间内很难走出油车思维，纸面上的概念再丰富，

产品制造思路停留在油改电阶段，BBA 还是只能靠降价取胜，

而这样的电动化策略，很难持续。

美系车正在经历转型阵痛期

在北美，福特和通用相爱相杀了一百多年。在中国，如今

它们面对着同样的困境。根据中汽协统计的数据，2021 年美系

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为 10.2%，连续两年回升，但实际上这完全

归功于特斯拉的崛起。

作为传统美系品牌的两大门面，福特和通用去年在中国的

销量，较巅峰时期分别减少了约 64.5 万辆和 114 万辆，作为

销量担当的长安福特和上汽通用别克，分别下滑了约 68% 和

33%，市场占有率大幅缩水。

虽然它们还没有沦落到像广汽菲克那样，依然是市场的主

流选择之一，但如何稳住现有的市场，并尽快收复失地，是个

问题。

以福特中国为例，过去一年，站在电动化转型的十字路口，

经历着关键的阵痛期。数据显示，2022 年全年福特营收 158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其中，第四季度净收入 13 亿美元，

全年净亏损 20 亿美元。在中国市场，福特亏损就达 5.72 亿美元，

主要原因与下滑的销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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