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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福全对话徐长明：数字背后的精神刷新 

本文来源：凤凰汽车 2015-04-23 

第三季《赵福全研究院》力邀一汽技术中心主任、长春汽车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

士李骏、中国汽车报社社长李庆文、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主任徐长明做客凤凰汽车

展台，与赵福全院长一道指点江山，把脉行业。以下是赵福全院长对话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

源开发部主任徐长明先生的对话实录。 

赵福全：凤凰汽车各位网友欢迎大家来到上海车展，凤凰汽车《赵福全研究院高端访谈

栏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主任徐长明先生。徐主任一直

致力于中国汽车市场的监测、预测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展望，欢迎徐主任跟网友打个招呼。 

徐长明：各位网友大家好。 

赵福全：徐主任您这么多年一直在观察中国汽车市场，不仅仅是观察今年，也观察明年，

也观察未来。首先您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怎么看 2015的车市？大致能增长多少？在哪个细分市

场上会有变化，另外新能源汽车今年有什么大的变化？ 

徐长明：今年的车市我们现在预测乘用车还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大概全年的增

长率能够在 10%左右的一个水平，跟中长期的发展趋势大体上是匹配的。总体上来讲还是不

错的，但是商用车今年不是那么乐观，因为整个经济的形势下行压力比较大，对商用车的影

响比较大一些，但是乘用车有需求的刚性，总体上千人保有率比较低，大家都处在刚性需求

的阶段，乘用车市场还是比较好的。从乘用车市场内部来看，如果从细分的角度来看，SUV

今年还是增长的亮点。另外，就是一些车型比较大一点的，A 级车可能会比较好，特别小的

车，跟长期趋势一样，今年的趋势还是不会很好。从细分市场来讲，SUV 会比较好，但是今

年的豪华车跟以往的形势会有略微一些变化，我们中长期预测，豪华车的增长率比乘用车总

体平均增长率大概要高 3%到 4%的水平。但是今年还是由于经济的速度有一些压力，豪华车再

加上我们现在“八项规定”，还有其他一系列的东西对豪华车还是会有一些影响。今年车市

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亮点还在 SUV。 

赵福全：总体讲不错，你觉得按照轿车能有 10%的增长，总量应该能够达到多少？ 

徐长明：应该在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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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福全：能达到 2550万辆？ 

徐长明：差不多，接近 2600万辆。 

赵福全：基本上跟去年的水平差不多？去年轿车也在 10%左右，整个市场 7%。 

徐长明：总体速度比去年略慢一点，乘用车和去年差不太多。 

赵福全：在细分市场以外，分品牌来看，合资品牌和自主品牌您怎么看？去年自主品牌

比较艰难，到去年下半年一点点恢复，尤其今年前几个月状态还算可以，尤其 SUV 的后发崛

起，你觉得今年自主品牌总体销量怎么看？ 

徐长明：总体的话自主品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最近这几年我也观测了一下数据，应该

说主要的增长是来自于 SUV。自主品牌的轿车增长率是比较慢的，市场份额的下滑也比较大，

主要靠的是 SUV。今年我想哪个企业在 SUV 上有新的产品，竞争力比较强的，新产品出来，

就自主品牌的企业相对就会比较好。如果自主品牌没有新的 SUV 的诞生和这样的产品投放，

这个企业相对比较难，因为轿车占市场份额的下行，总体上来讲可能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 

赵福全：SUV 增长的部分也可能被轿车下行吃掉？自主品牌整体的增长要低于市场的平

均增长？ 

徐长明：我判断应该是这样的，自主品牌的增长率比总体市场的增长率要慢一些，单独

和合资比可能会更慢一点，主要是轿车部分往下拉。 

赵福全：谈到 SUV 现在很热，各个厂家也都非常着急，没有的在拼命琢磨。实际上今年

的市场就是三年前的战略规划，没有三年前的规划就没有今天市场把握的准确性。SUV 市场

会热多久呢？也不可能中国市场全都是 SUV 吧？ 

徐长明：这个市场我觉得至少还有几年的增长期，去年 SUV 占乘用车的 26%，今年一季

度已经到了 29%。下一步要再判断 SUV 还有多少年火热期，肯定要判断 SUV 占整个乘用车百

分比的饱和点在哪。这个饱和点我们现在看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达到，饱和点的水平我觉

得中国可能最像美国，全世界 SUV 在整个乘用车市场占比最高的就是美国。中国消费者的消

费行为更像美国，全世界你看都是小车，唯独美国是大国。前两天刚从德国回来，德国是小

车、英国是小车，意大利是小车，整个欧洲基本都是小车为主。非洲是小车，南美也是小车，

只有美国是大车，我们国家车型大小的话仅次于美国，比那些国家都要大，说明我们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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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更接近于美国。美国的 SUV 在全世界最高，我们将来 SUV 的占比可能也会非常高。跟美

国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还会有几年。消费心里，消费行为，更倾向于美国。 

赵福全：大家也有一个争议，因为 SUV 开起来坐姿整个舒适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都

比较好。另外一个角度讲，SUV 车的自重，包括迎风面积，它的油耗相对同级别的轿车有些

劣势。尤其 2020 年的 5 升油耗在即，对企业来说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您觉得在 2020 年 5 升

油耗的大环境下，SUV 要想满足同样的油耗法规，就要有更高的成本，消费者要付出更大的

代价。你觉得消费者愿意再多花一些钱买同样的 SUV来满足 5 升油耗的法规吗？ 

徐长明：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是愿意付的。为了多花点钱，他不会在意的，只要这个车

能带来他的满足，这是没有问题。现在 5 升油耗我觉得从生产者的角度怎么去满足。 

另外看国家什么样的政策，如果 SUV 我们的 5升油耗采取罚款的模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消费者愿意付，你罚了企业，企业就转嫁给消费者，5 升油耗就达不到。如果说行政手段达

不到 5 升油耗对企业是新政处罚，不是罚款，不让你生产，你要生产必须达到，这个将来企

业就会调整，SUV的比重可能会受影响，你说长度差不多，宽度差不多，SUV它高，重量还是

要重。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同级别 SUV 比同级别轿车还是费油，这样的话我觉得看政府

的决心和态度，如果政府决心态度非常大，就是到 2020年 5升油耗，可能企业就要调整它的

产品结构和技术水平，如果政府软一点，我觉得看政府的态度。 

赵福全：老百姓是愿意掏一些钱买价格高一点的 SUV 来满足自己个性化的需求，但是 5

升油耗又是实实在在对于国家，对于产业的压力，就看国家有多大的决心把油耗控制在什么

的程度？ 

徐长明：我觉得看国家的态度，看国家的决心。我自己的观点来看，要使我们的汽车工

业能够保持可持续发展，5 升油耗的政策是非常有力的一个政策，它意味着将来我们的汽车

保有量可以翻一番，但是我们的油耗和现在的水平差不多，对我们能源供应的压力大大减少，

城市污染的排放也会大大减少，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但是看决心了。 

赵福全：今年整个还是比较乐观，但是实际上很多人都问我一个问题，咱们中国什么时

候能达到饱和？另外这个饱和的量到底是多少？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我们从 100万辆、

200 万辆、500 万辆、1000 万辆、2000 万辆，不可能我们就 3000 万辆、4000 万辆、6000 万

辆往上走，13亿人口每个人都要实现中国梦，中国梦其中一部分就是汽车梦。我们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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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达到一种饱和的状态，基本上老的车淘汰新的车入市，基本就饱和了呢？这个量到底是

多少呢？什么样的时间段呢？ 

徐长明：从我们研究的结论看，按国际对比的规律角度看，饱和点的形成至少还有 20年

的时间，差不多才能够形成。在这 20 年之内销售量的发展速度是不一样，20 年的前十年销

售量还是快速增长的时期，后十年速度会大大下降，这是从国际规律的角度做的一个分析。

我们保有量很难做预测，你如果从对比的角度来看，按照国际上的一个惯例，现在千人汽车

保有量，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在千人 600 辆，我们说千人保有量的水平有三个水平，最高的

水平是美国，一千个人 800 辆汽车。中间的状态是多数国家的状态，千人 600 辆。最低的我

们研究有一个国家叫丹麦，它也是高速发达的国家，但是它千人保有量偏低，是接近 500辆。

我们国家看达到美国的水平不可能，它国土面积和我们一样多，但是它的人口比我们少多了，

我们达到它的水平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达到欧洲和日本的水平是有可能的，因为千人保有量

这个值饱和点的水平多高，它的决定因素是一个国家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多少人，这个

是决定保有量水平的一个决定因素。 

每平方公里的人数，就是人口密度越高，千人保有量越低。人口密度越小，千人保有量

越高，这两个是反比的关系。这平方公里有这么多的人，就决定了这么大的面积放多少辆车，

密度太高了就没地方停车了。日本千人保有量 600 辆，但东京千人不到 400 辆，小城市再千

人 700 辆。我们算了一下我们国家的人口密度大体上和日本差不多，理论上讲日本可以达到

的水平，我们也可以达到，我一直在呼吁这是一个规律。你违背它就会遭到它的惩罚，你应

该顺从这个规律，中国梦老百姓都想有一个车。我们大城市是不是能够做一家一辆车，小城

市可以一家两辆车，全球的规律，大体就是如此。如果我们只要把能源的问题解决的比较好，

我觉得这个是能够实现的，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 

赵福全：如果说千人 600辆，我们年产要多少万辆才可以达到这个指标？ 

徐长明：如果都是国产车，我们的辆应该在 6000万辆左右。 

赵福全：中国造中国销，一年得 6000 万辆，就能满足中国千人保有接近日欧的水平。 

徐长明：如果按照丹麦的算，我们一年的量应该在 5000万辆左右。我觉得达到丹麦千人

500辆的水平应该是完全可能。 

赵福全：如果说达到千人 600辆，或者 500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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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长明：按 500 辆算。 

赵福全：你按照 13亿人口，我们应该是 6500万辆了。13 亿人口的话，要是平均千人 500

辆，年产就得是 6500 万辆。 

徐长明：没到这个数。 

赵福全：咱们就算 5000万辆，什么时间点可以达到那个水平？ 

徐长明：大概 15 年差不多。 

赵福全：那就是 2030年。 

徐长明：如果按照千人 600辆算，可能就得 20年。我们现在倾向于保守一点的估计，按

千人 500 辆。我觉得这个水平从我们研究的角度来说，按国际上绝对因素就是人口的密度来

决定的，那它就差不多。我们看全世界差不太多，主要决定因素就是人口密度，其他因素都

是次要的。能源状态，国家汽车工业的发展水平，国家对汽车的政策是鼓励还是限制等等，

这些都是次要因素，主要因素就是人口密度。 

赵福全：老百姓有钱了，要改善生活，中国梦的一部分就是汽车梦。 

徐长明：你挡是挡不住了，北京你想限制现在看马路边都是车，已经没有办法。如果你

顺从这个规律，我在比较早的时间段设计 100 个家庭一户一辆车，车位强行要求房地产开发

的时候，必须建设一家一个车位，就不是北京今天这么乱的状态。让老百姓每家拥有一辆车，

这是中国梦的一部分。你说这个车怎么去用，政府有很多手段可以去调节。你可以规定一个

像日本、台湾、新加坡、香港，它有一个汽车法叫停处入位，你必须把车停到车位里面。你

在家里也要停到车位里，你在单位也要停到车位里面。如果这个法律受到尊敬，也得到执行，

大家可能上下班就不是天天开车了，因为单位没有那么多车位，那个车位谁付的价格高给谁

用。这种情况下你拥有了车，中国梦也实现了，但是交通也没有拥堵，也没有环境问题，是

比较好的调节方式。 

赵福全：按照您讲的，中国人随着国家的经济水平提升，老百姓拥有车是一个挡也挡不

住的经济规律。包括中国人口密度跟日本、欧洲的一些国家也比较接近。应该说未来的 20年

到 30年，中国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汽车发展空间？ 

徐长明：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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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福全：我就想说，5000 万辆，你想没想过 20 年之后实现的时候，中国是个什么样的

汽车社会？北京是不是现在 500万辆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徐长明：这个普及不主要在北京、上海这种大都市，他们的增长空间应该没有这么大，

没有车位就没有办法，但是中小城市会更好的发展。这个发展的前景将来跟我们城市化的状

态也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将来都是以北京、上海这种大都市为主的模式，千人保有量就达

不到丹麦的水平，千人 500 辆可能也达不到，因为没有办法。东京就是千人不到 400 辆车，

就算政策执行到位，也就这个水平，这跟城市化的状态有关系。 

赵福全：未来汽车发展的主要空间还是二线甚至三四线城市，这种实际上是主要的增长

点。 

徐长明：随着人均 GDP 水平的提高，不会那么多人都往北上广深去挤了，各地的小城市

生活都不错，那个时候车位随便可以放，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对汽车前景比较看好，

我觉得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那么多人不愿意在大城市挤，愿意在小城市生活，在小城市

人口密度没有那么高，千人保有量就会保持比较高的状态。 

赵福全：中国的人的中国梦不一定在北上广实现，在三线城市更容易实现，而且空间也

会更大。 

徐长明：对，更舒服。 

赵福全：你谈到 2030年可能达到 5000 万辆，2020年是很多企业，包括很多外资零部件

的老总跟我探讨，他想知道 2020年是多大的市场容量？ 

徐长明：2020 年乘用车按年均 10%这样的增长，商用车略有增长，微型客车略有下降，

大概就可以测算出来了，3500 万辆应该是有把握的。一年增加 200 万辆，底线是 3500 万，

如果我们的经济保持年均 7%左右的速度，这是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是不行的。 

赵福全：您是专家，既看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又看老百姓的收入，又看跟国际平均水

平去比，听了您讲的，今年我们是 2600 万辆。 

徐长明：接近 2600 万辆。 

赵福全：2020年保守是 3500万辆，有希望冲 4000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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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长明：我希望不要冲的那么快，它是一个平稳健康的发展，因为汽车和别的行业不一

样，既是链条非常长，它拉动别人，它发展的时候把别人拉动起来，同时它又受制于别人，

能源、交通、环境都会制约你。如果你发展太快，别的方面跟不上的话，它就会反过来影响

你的发展。我觉得还是不要那么快。 

赵福全：2030年我们是可以期待年 5000万辆？ 

徐长明：用不了那么晚，也差不多。我们测算过了 2025 年之后，这个速度就会慢下来。

虽然饱和点需要 20 年，但是前 10 年会快，后面速度就降下来了。这个也是值得厂家在规划

产能、投资，应该考虑的。 

赵福全：中国市场还是可以无限的期待，因为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至少未来十年应该

是一个稳定的增长期，20年还有一个增长的空间。 

徐长明：可以这么理解。各大企业，各大厂商包括外资的，包括自主品牌，应该按照这

样的发展路径去规划。大家也别把速度搞的那么快，搞的比较平顺一点，这样的话大家在这

里面，消费者也能够得到好处，厂家也比较好。10%增长，每家都按 20%多少产能，那么好的

市场，整个行业搞的也不理想。 

赵福全：汽车产业因为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简简单单汽车产业本身发展就可以，它

的道路、交通、环境、能源都要匹配一起发展，这样才能让整个汽车产业健康发展。其中有

一个问题，尤其消费者也有一个担心，包括汽车产业的老总们也担心，就是所谓的限行限购，

对汽车产业到底有多大的影响？首先消费者担心一旦限行限购了，我就买不到车了，提前储

备，也有一个提前消费。整车厂包括零配件商就担心限行限购，将来汽车产业是不是不会像

你讨论的那么值得期待，也有一种悲观的情绪。限行限购到底对整个汽车市场短期和长期有

多大的心理的或者将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徐长明：限行作用不大对整个车市，不会影响购买。限购的影响比较大。我们研究的结

论看，限购对短期市场是一个促进，往上拉，哪个城市说限购，马上这个城市销量和周邻城

市和跟它差不多状态的城市，马上就购买，提前消费。但是它影响了未来，限购就决定了千

人保有量的水平一下就打下来了，把中国的饱和点往下压。原来我判断正常状态下千人 500

辆车，如果大家都限制，可能千人 300 辆就增不上去了，它对长期的发展非常不利。如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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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城市，现在是一线，将来二线也有可能，如果大家都去采取限购，对整个汽车工业的发

展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状态，不健康。 

我们现在这个办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应该尽快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只能叫没办法，

非常不好，行政措施非常浓。但是目前的状态下也是没有办法，现在应该未雨绸缪，赶紧采

取可以理想的调控模式去做。比如说停车法也好，停车入位这是一个最好的东西，你在家里

有车位才可以买车，在单位有车位才可以开车上班，要有这样的政策，我们很多状态就可以

变了，不用现在的模式。现在等于是强行的一个行政手段限购，将来应该有更好的办法可以

替代这个政策。 

赵福全：你觉得限购短期会刺激消费，长远看还不利，限行的话对汽车消费市场影响不

是太大。 

徐长明：对。 

赵福全：利用这个机会，我认为限购这种事情还是政府应该有所作为的一件事情，因为

都是政府决定不允许购买，按理说消费者自己有钱了，能够改善生活，实现自己中国梦的一

部分，就是汽车梦。这个东西按理说是很不合理的一件事情。你觉得国家应该到底做点什么

事，系统的从国家到地方能够把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能够彻底改变掉？ 

徐长明：国际上跟我们类似的国家都有先例了，像日本管理就很好，香港管理也很好，

新加坡管理也很好。能不能从法制的角度，出台一部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

停车入位，买车有车位才可以买，像香港、新加坡、日本，你要去买车证明你拥有一个车位，

或者是你租到一个车位，而且这个要严格的，谁要给他做假，没有车位给你开一个车位证明，

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这些方面实际上做起来，跟我们国家法治社会建设串在一起了。确实

是方方面面，现在这个手段是最灵，短期效果最好，但是影响了老百姓消费。我有钱你还不

让我买车，有点说不过去了。停车要有一个法，这个法要想得到执行，整个国家的法治建设

必须要跟进。否则的话，你像以前北京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买车要靠停车位，结果没有车位，

随便可以开一个证明，也没有人去查，这个必须要禁止，否则你有一个停车法，没有用。挺

复杂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政府是完全可以作为的。 

赵福全：我们换一个话题，事实上大家都觉得中国市场很大，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么大一

个市场，自主品牌在这里面所发挥的作用，得到的好处，甚至是发展的速度都不尽人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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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有的人讲技术上不国硬，或者品牌的时间短，另外有的时候

国家可以的话更有一些作为来支持自主品牌，有的觉得企业也不够努力，到底怎么能够突围

呢？从您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给大家开一个方子。 

徐长明：开方子开不出来，在后发国家里面汽车工业能发展起来的，目前看只有两个国

家做到了，一个是日本，一个是韩国。他们当时的背景对国门是封闭的，外国车是进不去的，

外国厂商也进不去。你想建合资企业你也做不了，你想把进口车到韩国、日本销售也做不到，

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它把自己的企业给做起来了。韩国现在包括日本的几家企业都是在这样

政府保护的背景下，我们现在这个背景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国家高度开放，不可能为了整个

汽车工业再收回去，我们现在汽车厂要想再找到日本、韩国汽车厂商所面临的环境，它不具

备的。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怎么把自主品牌实现突围，确实是一个难事，难度非常大。我想

将来可能得找到几种模式，每个企业可能中国不是一种模式来实现突围。有的企业从低端往

高端走，有的企业上来就做的和国外差不多同品质的做法。 

中国没有一个模式，应该是几种模式找到跟企业有关系，我这个企业有这个特点，我有

这个基因，我有资本，这个企业可能有技术，那个企业有其他的特征，我可能有其他行业的

背景。比亚迪有电动车，我想将来我们还是很有希望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国

际上的市场，两个市场要同时用。你不能光在国内市场，国内市场外资占了 75%的份额，自

主占 25%，这个份额你想往上挤难度比较大，全世界毕竟发达国家人数比较少，大部分是新

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收入水平也不是很高，对我们中国这种车这样一个价格

的车是有市场的，现在是关键我们怎么把我们的产品做的比较好。 

最近我也关注了一下产品的研究，前两天咱们交流，我还在说，我说我们的产品可以从

三个维度勾画它。 

第一个维度叫可靠性、耐久性。 

第二个维度叫表观质量。 

第三个维度是车的性能。 

这三个维度从我的最近观察来看，消费者对它的需求是有一个演进的过程。首先我不管

买多便宜的车，可靠性和耐久性要够。过一阵我有钱了关注外观和内饰，这些要精细一些，

再有钱可能注重车的性能，这三个是一递进的关系。我们现在自主品牌不管你多注重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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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品质可靠性和耐久性这个维度上，这是必要条件，必须把它做好。现在我们衡量一下真的

是跟国际做了一下对比，我们很多自主品牌的车在第一个维度上还没完全过关，这个维度不

过关，你即使打开国际市场也不行。我们的企业还是有很多做法，政府给予支持是必要的。

再大的力度支持，企业自身你要把这个产品和汽车的发展规律摸清，第一个维度必须下大工

夫，只要你想在自主品牌里面，你想汽车工业里面长期发展，那你就首先第一关要过关，可

靠性、耐久性，这关过不了，做性能、做表观都没有用，它是必要条件。我们的企业还是要

有自己清晰的发展思路，我说我是技术派，我技术性能做的很高，结果车老抛锚这个还是不

行。我们自主品牌我是很有信心，只要把规律摸透，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毕竟我们国家市

场太大了，你让人家占了 3/4，1/4给你，2000万还有 500万辆，如果将来有 3000 万辆需求，

25%那还有 750万辆，这么大的规模。市场还是足够大，将来会有几个企业会创出来，200万

辆的规模还会有四五家是自主品牌的企业，我是乐观派，我觉得大有希望，但是要把规律摸

透。 

赵福全：中国市场足够大，应该也必须能诞生出来几家在市场上能够打拼和外资同台竞

技。现在包括大众也要推出来更便宜的车，合资自主的企业的产品有的已经进入到 4 万块钱

的价位，这种对自主品牌来说无意中你的性价比也没有优势了。人家的车质量可能不差，或

者更好，而且又有品牌的溢价力，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你盲目乐观？ 

徐长明：也不能叫盲目乐观，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自主品牌有自主品牌的优势。 

赵福全：原来的优势就是性价比，现在大众也要推出 6 万块钱的车，合资自主有的车都

4万、5万，这些产品你说对自主品牌？ 

徐长明：我相信他造的 6 万块钱的车可能也是在第一和第二维度上的东西，可靠性和耐

久性做的不错，外观和内饰，技术性能上的一些先进技术一定是大大取消了，否则他做不出

来那样的车。他做的也是那样的车，我们也可以做出那样的车，随着时间的发展，大家对自

主品牌的认知就会变的比较好。以前到今天的状态，还是我们很多企业对汽车的规律，我说

的从消费者需求的角度，没有把握好，我们很多企业盲目地去做技术了。把它性能做的多好，

结果你的品质，可靠性、耐久性还没过关，消费者是有感知的，那个维度上有。虽然我们更

多企业把握住这种规律，大家按这个操作就会比较好。长城感觉好一点，他的可靠性、耐久

性，它的研发投入，也许我掌握的不全面，我感觉他们往可靠性、耐久性和表观质量投的钱

更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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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福全：你感觉到还是我们自主品牌在一些基本功上没有过硬？ 

徐长明：没有很好地把握住消费者的心理特点。 

赵福全：中国企业最应该学的就是韩系的企业，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崛起。你也搞过

中韩的论坛，我们最应该向韩国现代企业学什么呢？ 

徐长明：要打造性价比，它就靠性价比来取胜的。之所以性价比比较高，我觉得韩国车

就是在刚才我讲的品质的第一维度跟第二维度上下了大量的工夫。两个方面韩国车不输于日

系、德系和美系，不管是从消费者的感知、国际知名机构，J.D. Power的调查。最早的时候

我跟北京现代很熟，蔡总往出租车去打北京现代的车，我当时开玩笑说，我非常担心你的举

动，因为我对韩国车印象也是停留在 1994、1995年，这个动作是 2003年、2004年，我说你

这么做风险很大，你出租车一个月就一万公里，一年就 12万，我一个私家车开了 5年卖出去

才六七万公里，你半年就见效了你的质量行还是不行。他对他们的品质可靠性、耐久性，他

有信心。我跟出租车司机交流，他说这个车基本上没有什么大毛病。 

赵福全：敢进出租车市场也是一种对产品品质自信的表现？ 

徐长明：确实出租车司机开了之后，觉得和他们用的日系车、德系车，它的品质上没有

形成什么区别。这就是我们中国企业要学的，我刚才总结的那三条就是从韩国那总结过来的。

可靠性、耐久性是第一维度，表观质量，然后才是技术性能。成本还比较低，那两个维度还

好，你一定要牺牲一个东西。 

赵福全：自主品牌在性价比上的优势一点点丧失，我们在价格上做的也还是有一定的优

势，但是我们在性能上尤其是所谓的耐久性这方面做的功课还不够，造成我们的性价比并不

是有绝对的优势？ 

徐长明：我们还是大有希望，要研究消费者的心里，把产品购成分成几个部分，好好研

究，学习韩国现代。 

赵福全：从市场的角度跟您讨论一下，现在互联网很火，互联网+，还是+互联网，汽车

产业+互联网，最主要的我想跟你探讨，在汽车产业的销售，消费者和整车厂互动的角度，怎

么样把互联网技术能够利用的更好，能够让消费者的需求更快地反馈到主机厂，你有什么好

的想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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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长明：你是指营销渠道的环节？ 

赵福全：不一定完全是营销渠道，实际是消费者和整车厂的互动，所谓的 C2B，现在这

个渠道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断档，还是依靠一些咨询公司提供一些市场的反馈信息。怎么样能

够让消费者的需求第一时间反馈到整车厂的设计、更新，通过互联网？ 

徐长明：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如果厂家有一套模式，把消费者的声音能够跟他直接对

接起来，这是非常有价值的。现在好多企业有呼叫中心，那个呼叫中心有的企业就把它的数

据整理起来，做大数据的分析。这个渠道应该加强，我们说用互联网直通和消费者的调研，

这两个不能矛盾起来。他们俩还是不一样，大数据和严格抽样调查出来的结论，他俩不一定

是完全一致的。最典型就是美国最早有总统选举，有的机构可以做一千万个问卷上来，最后

不如严格抽样调查的东西上来的更准，一般网上的调查，我们调查有两个特点：第一特别满

意的人可能上网跟你反映，还有特别不满意的人，处在中间的状态经常不跟你说，很多抱怨

回不去。我觉得厂家可以利用这个，至少知道抱怨点在什么地方，对哪块反映的问题比较多，

你可以改进，这个还是很有价值的。他不能代表中介机构做的事情，但是很有价值。 

赵福全：这是互联网，另外一个现在比较热的就是新能源。去年叫新能源的元年，从数

据上讲，突然有了很大的销量增加。占 2350 万辆来说还是沧海一滴水，大家看到一种很好的

苗头，今年新能源市场会有怎么样的变化从消费者的角度？ 

徐长明：我觉得从数据来看，前几年都在一万辆出头的水平，去年突然将近八万辆，这

是一个大的突破，这说明我们国家的政策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政策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前两年第一轮释放是在 2001年到 2002年，大家觉得没有起作用，连目标的 10%都没能实现，

但实际上它效果还是不错，去年将近 8 万辆车里面，3/4 都是第一轮试点的 6 个城市，他们

消费者买去了。这个说明政策效果还是很明显，说明我们消费者越来越多的机构和消费者认

同这样一些新能源汽车。我觉得短期来看，新能源汽车发展还会比较快，今年有可能达到 15

万辆，翻一番。 

现在我有一个小的担心，我们现在车的品质是不是过关了，如果不过关的话，有可能一

个高潮过去又可能下去，消费者一买你的车之后感觉不是那么回事，现在着急，摇不到号弄

一个车开一开，到那在摇着，摇了之后再换，什么心态都有。首先车的品质要过关，这是我

们要提醒一下自主品牌企业，应该向合资企业学习的地方，合资企业他们做事相对比较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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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步，它可能不是为了今年多卖 1 万辆车而牺牲它的产品和品质，我们自主品牌应该向

他们去学习。 

赵福全：新能源车未来这五年会是怎么样一个销售的态势？ 

徐长明：五年预测不好预测，从消费者需求的角度讲，可能接受度会越来越高，但是我

们的产品质量如果说跟它预期一样，这个趋势一路走下去，每年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的增长

速度，我们的产品品质不行，消费者一用之后感觉失望，就有可能有一个下行，这是供需双

方来决定未来的发展趋势。 

赵福全：从国家的补贴一点一点的话到 2020年之前会选择退坡的制度，这个对于未来五

年，为什么问五年呢？也是这个原因，这个对于未来五年的销售会起多大作用，您更多从质

量的担忧，如果说没有达到消费者的预期，这样的话会带来一个滑坡。实际上补助也是很重

要的一块，而且这个是已经很明确的，到 2020年补助要全部退出。 

徐长明：这个退出的政策跟供给有关系，也跟需求有关系。你现在靠的是政府补贴那 12

万块钱，你这个企业才能把车卖到消费者接受的价格水平，国家希望销量上去之后，企业的

规模上去成本就下来了，是这样的想法。你的成本能不能做下来，如果有一个企业把这个做

下来，我觉得也是好事情，政府不再补贴了，不再补贴的时候，消费者想买哪个车就买哪个

车。 

赵福全：大家也有一个很大的担心，如果到了后期补助的比例越来越小，反过来真正的

技术有多大的突破，未来五年也还看不到很大的希望，这个时候新能源车会有一个突然的滑

坡，你怎么看？ 

徐长明：我觉得他看看我们的政策，我昨天开新能源的会还在呼吁，我们国家新能源汽

车的政策，没达到应有的效果。为什么？因为有地区保护，每个地方政府都保护当地的企业

生产的新能源汽车，这个状态下很难有一两个优秀的企业冒出来。如果是在发达国家，他们

没有这种积极封锁的情况下，哪个州给政策，都会让那个优秀的企业去分享，我们国家现在

做不到，这种状态下未来就能测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是开放的一个市场，有五

年的时间，可能能打造出一个企业年产量达到 30 万辆，甚至 40 万销量的企业出来。规模批

量就会导致成本下来，现在的政策状态下达不到，这也是我一直在呼吁，我们政策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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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央给这么大政策，但是达不到它想要的效果，就是被地区封锁的方式分割了。每个地

方保护一点点，到五年之后每个地方的产量都在两三万辆，没有一个优势的企业冒出来。 

赵福全：我们还是需要全国一盘棋，不是把某一个企业都有点平均数，打造一个规模企

业。 

徐长明：每个企业都有点平均数的做法，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没有一个企业有规模经济

出现。 

赵福全：但愿这个声音可以传播出去。 

徐长明：我在各个场合都在讲地区封锁的模式使得中央想发展新能源车的政策大打折扣。 

赵福全：新能源车的发展是国家的战略需求，不是区域性。 

徐长明：各地为了自己保住经济增长点，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而采取这样的政策。 

赵福全：这样对整个国家的产业发展是很不利的。另外一个问题想跟徐主任交流一下，

中国群雄逐鹿，日系车有日系车特点，韩系车性价比也超过了日系，德系有德系的技术含量。

美系有它的大气，法系车也有浪漫的氛围，您觉得各个区域性的品牌在中国竞争过程中，他

们有哪些特别的地方，让中国的自主品牌可以学习，同时也给他们这些企业提一些建议？可

以在中国做的更好？ 

徐长明：在中国表现比较明显的三个车系，日系、德系、韩系，这三个车型有明显的性

格特点。美系和法系做的也不错，但是不像他们那么突出。德系车消费者感觉最好的就是产

品和技术含量，这个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最突出，也可以叫它的竞争优势，这是他们下一步

一定要保持的，如果不保持它的竞争优势就会受影响。 

日系是体现在制造，日本的制造，精细、执行力比较，导致它的产品小毛病比较少，可

靠性比较高。再加上可能一些省油的特点，小毛病小、省油，它这个印象的形成得益于它的

制造。 

韩系车打造的是性价比，质量也不错，外观不错，价格比较低，技术含量上消费者也没

去追求。消费者是分层的，有人追求产品技术，有人追求制造的小毛病少，省油，有人追求

性价比，各种各样的消费者都有，他们都能够分享到。未来他们还是应该保持各自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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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主品牌现在阶段，最应该学的是韩国现代。我们能走的路，它的路是我们最能够走的，

应该向它学，想学反正也不容易。 

赵福全：德系、日系、韩系，他们就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吗，他们的劣势在中国市场竞

争里面体现在哪？ 

徐长明：各自的经营之中肯定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德国比较严谨，它就反映在对什么事

情反应比较慢，慢的话就会丢失市场的机会。比如一个 SUV 这个市场，像上海大众，七八年

就在做了，SUV 高速增长之后，好几年 CRV 一年卖了那么多辆，它都没有产品出来，其实它

丢了好几年的市场机会，因为做事比较严谨，一但出来之后卖的就比较好，导致它的反应速

度像德国就比较慢一些，包括像新能源汽车，它也没有那么明显，反应比较慢，这是他们的

劣势。 

赵福全：可能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 

徐长明：优点太明显了，另外一个方面就会表现出来。 

赵福全：最后一个问题，实际机会也难得，你也研究市场，你觉得我们的消费者面对广

大的消费者，怎么怎么样可以更进一步挖掘自主品牌的优点？我们看品牌，我们的积累也就

十几年，你看技术我们也有一个过程，事实上有很多自主品牌的老总跟我讲，实际上我们的

车已经不错了，从性价比的角度、配置的角度，包括消费者从自己掏腰包的角度，钱并没花

那么多，得到的东西是比较物超所值。怎么样能让消费者最大限度把这个挖掘出来，认识到，

能够愿意掏钱买呢？ 

徐长明：你靠思想工作也好，靠爱国，靠其他工作也好，让消费者改变观念去教育他，

还是比较困难的，还是应该引导消费者，适应和引导消费者，消费者他想买什么样的车，你

得去造什么样的车。你靠灌输，靠宣传，难度是比较大。引领和适应首先要适应，然后才是

引领。咱们的企业应该学韩国现代，先做好品质。现在咱们可靠性还可以，耐久性上还得做

大的工作，大的提高。消费者是不是看重你多装了几个配置，他就愿意多掏钱，不一定，够

他基本功能，你总得切一个细分市场，你不能说我想买合资车的人自主品牌想抢过来，你是

很难的，你得把消费者做一个细分，分一部分人，这部分的人需要什么样的点，把这部分的

消费者抓住就可以了。研究消费者的需求，适应消费者需求，别把产品里面什么东西同样的

分量，同样的资金去做，最后消费者不买单不认同你。你再说自主品牌做技术，消费者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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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主品牌技术会跟外资品牌比的了，你再花钱也没有用，那还不如满足基本的技术性能

够了，我把功力下在可靠性、耐久性和外观、内饰这些方面。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 

赵福全：时间过的很快，感谢徐主任，徐主任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真知灼见。有很多东

西给我们带来了信心，第一中国市场今年有望冲 2600万辆，2020 年保守也会做到 3500万辆。

如果中国的经济持续发展，按照这种态势，应该中国在 2025年左右，能够接近欧洲千人保有

的平均水平，有望冲 5000万辆，至少在晚一点时间也会是 2030 年。 

总体来说中国市场还是值得期待，另外一个老百姓腰包里有钱了，就要拥有汽车的中国

梦。政府应该采取一些更有效的法制措施，而不是简单的限购，让汽车市场社会能够健康的

发展，同时大家应该对自主品牌还是要充满信心，给自主品牌提一个建议，还是要做好基本

功，把消费者关注的痛点做到极致，这点多向韩国的一些企业学习。因为它跟我们起步比较

接近，相对来说起步比较低，确实赢得全球的认可。同时中国的企业应该认识到中国市场再

大，也不能只做中国市场，应该放眼世界的市场。毕竟还有很多发展中的国家，它跟中国的

三线城市消费水平比较接近，对中国的企业来说也是很大的发展空间。对新能源来说跟普通

车也没有区别，要把基本的东西做到家，保证质量，否则刚刚培育起来见点曙光的市场，由

于消费自信不够，又可能丧失殆尽，这也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自主品牌的企业还是要多顺应消费者的需求，而不是简简单单地强硬让他去认可，要把

产品做的过硬，同时努力让消费者接受，未来中国自主品牌的企业还是大有可为，谢谢徐主

任。 

徐长明：谢谢 ，谢谢各位网友。 

赵福全：感谢徐主任的真知灼见，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