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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德造车文化不同
谢涛：高尔夫和普锐斯这两

款车，反映出由于文化的差别，
德国人和日本人对造车的理念
不同、价值观不同，但并不能说
明谁就比谁造车造得好。打个
比方，上世纪末，在对未来的节
能环保技术路线的选择上，日本
人和德国人的理念就出现了明
显差别。德国人选择了柴油技

术，后来又开发
TSI+DSG，

日本人则选择了混合动力。从
初衷上来看，德国人和日本人都
是为了节能环保，只是实现的技
术路径不同。

崔卓佳：德国人造车是一种
典型的工程师文化的体现，机械
和驾驶乐趣是追求的核心，说白
了，德国人造车并不只是让消费
者满意，更得成为工程师的骄
傲，所以在很多方面，他们做得
很极致。

日本人是很精明的，他
们 用 完 全 不 同 的 价 值

观衡量车，对于民
用车，他们注重的
是可靠性和燃油
经济性，对消费者
的吸引力体现在
省钱和人文关怀
上。在竞速车上，
日本人同样做得
很 极 致 ，他 们 有
GTR、有 EVO。
但他们将这两部
分基本割裂开了，

开日本的民用车就别想什么驾
驶乐趣了。

谢涛：以前我跟你的观点也
一样，但是这两年我发现，德国
人在保留工程师文化的同时，向
日本企业学习了很多，比如在中
国推出的车型完全针对中国市
场需求做出改变，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高尔夫去运动化、进一步强
调舒适性，刹车被调校得很软，
底盘也一样。日本企业也不是
没有工程师文化，他们一向对市
场很重视，但在技术方面也有自
己的强势，一直到今天，丰田发
展了15年的重度混合动力技术，
仍然没被欧美企业研究出来。
全世界所有的混合动力车型中，
只有丰田的混合动力系统是重
度混合动力，可以实现节油 40%
以上。

在中国，大众卖的车确实比
丰田多，但在美国，大众可还是
小弟弟。

崔卓佳：这跟美国人的需求
有关系，美国人好像开车都不用

拐弯的，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操
控和坚定的底盘，只要舒适，只
要动力强，只要可靠性好就可以
了。所以，德国人在美国没市
场，美国车在德国也没市场。

谢涛：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
车？现在也很难下定义，毕竟汽
车走进家庭也才十来年的时间。

崔卓佳：我觉得中国市场的
需求跟美国一样，但因为德国人
先入为主，通过“洗脑”彻底改变
了中国消费者的期望，所以德国
车被当做了标杆。但实际上，当
消费者真正明白了以后，不一定
还会那么喜欢德国车，比如以前
有人说德国车皮实耐用不爱坏，
但实际上，现在看来这个说法站
不住脚。

谢涛：中国人消费有个很奇
怪的现象，尤其是在二、三线城
市，一定要买他认为好的车，即
便有些东西他根本就不懂是干
什么的，不懂技术原理，只要他
认为好他就会埋单。之前有个
大老板跟我咨询买车的问题，我

曾推荐了一款涡轮增压的车型，
他一听涡轮增压，一听带T，就说

“这个好啊！”但是他根本不懂哪
里好，也不知道自己是否需要。
在被推荐混合动力车后，他反
问充电怎么办，一看他就不知
道 混 合 动 力 不 需 要 充 电 。 可
见，比起德国人，日本人还得学
会多“忽悠”。虽然两种技术路
线都很优秀，但对于中国消费者
而言，TSI＋DSG 的认知度已经
很高了。

崔卓佳：其实德国人也不
怎么特别会忽悠，只是来得早，
先入为主，然后各种技术洗脑
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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