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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谈

汽车产业要结合
开放与自我发展

上周，发改委、商务部发布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2011 年
修订》（以下简称新《目录》），考虑
到汽车产业健康发展的要求，将
汽车整车制造条目从“鼓励类”中
删除，这也是自2007年以来，国家
首次改变对外商投资汽车产业的
指导方针。

2011 年，中国整车制造业发
展速度放缓，产销量增速收缩，
市场供需关系出现明显变化；与
此同时，城市交通拥堵和汽车尾
气带来的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各部委也相
继出台措施，拉开了对汽车产业
发展的调控序幕。在新《目录》出
台之前，发改委就曾明确，合资汽
车公司要取得新增产能，需要满
足投产新能源车型和自主
品牌两个条件。

这一系列措施出台的
意义不仅在于抑制过剩产能的膨
胀，更在于优化汽车产业对外开
放与自我发展之间的关系。

汽车产业发展至今已经成为
一个国际依存度极高的产业，没
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汽车制造
商可以完全独立地建立整个上下
游产业链条，在研发、零部件采
购、生产、物流和销售等各个环节
都必然要开放国际合作。就拿零
部件采购为例，对于某些汽车制
造商，零部件国际采购的成本/品
质比要远高于本土化生产，吉利、
奇瑞和华晨等自主品牌也早已通
过国际化获得了进步的动力。所
以，将整车制造条目从“鼓励类”中
删除并非抑制中国汽车全行业的
国际合作，而是将开放的重点放到
本国汽车工业最需要的领域。

当然，在合理开放的同时，更
需要将自我发展摆到最关键的位
置。在事关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技
术方面还存在着无法突破的技术
封锁，因此必须谋求自主研发能力
的突破。从国家层面看，只有推动
针对性的基础科学的研究，才能为
汽车核心技术的开发提供智力支
持；从零部件制造业角度看，“入
世”10年来，的确未能取得突破性
发展，份额反而被与整车企业绑定
的外资供应商不断抢占，但零部件
供应商与整车企业有着水涨船高
的关系，必须通过零部件的技术突
破来推动整车性能的提升，中国需
要有自己的博世、电装、摩比斯；从
整车企业层面看，应避免浮躁，真
正脚踏实地地进行技术积累，整合
资源，打造真正有竞争力的产品。

中国汽车产业未来的开放度
必然更高，但只有通过合理引导，
调整投资结构，同时注重自我积累
与发展，突出核心竞争力的养成，
才能真正跻身国际汽车强国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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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中旬，商务部裁定，原产于美国的排气量在2.5升以上的进口小轿
车和越野车存在倾销和补贴，应向我国海关缴纳相应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
税，实施期限自2011年12月15日起，到2013年12月14日止。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被涉及到的企业的负责人均谨慎表示正在对该政
策进行评估，而相比厂家的含蓄表态，经销商们则直言，这部分成本他们不
可能承担，不是厂家背负那就是进行直接涨价让消费者承担；其中，凯迪拉
克的经销商是首个明确已经涨价的。种种迹象表明，在春节之后，预计今
年3月份，“双反税”的政策效应将会呈现。 B07-B08·“双反”调查

有点
负担

B02·新车/对话

奥迪新A3年内上市
两厢、三厢车型预计2014年国产

B06·经销商沙龙

“2011年销售比预想中要好”
部分合资品牌经销商对今年谨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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