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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车软件开启盈利模式还为时过早

烧钱投入———抢夺用户———开启盈

利模式，是互联网产品常见的三步走。时
下最热门的打车软件目前正在满怀豪情

地从第一步迈向第二步， 从此起彼伏的
“补贴大战”可见一斑。 (钟天骐)

请扫描微信订阅号回复15阅读全文

欧洲设计如何讨中国人欢心

最初设计被拿下的Stefano终于明
白，照搬欧洲设计是不理性的。他特意跑
到上海和重庆街头欣赏中国美女。 经过
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数百个细节更改，我
们看到了今天的逸动。 (王 超)

请扫描微信订阅号回复16阅读全文

面对DS5LS，老太太都尖叫了
DS要与宝马奔驰奥迪拼一把，要吸

引那些有格调有品位的人。如今，连老头
老太太都为它尖叫，被它吸引，甚至急切
地询问价格。厂家对此会高兴呢，还是叹
气呢？ （马连华）

请扫描微信订阅号回复17阅读全文

汽车代表委员们应该关注什么

车界大咖们要想上头条， 得到大家
的认同和掌声，首先不能混，好几年都不
换一个提案；其次，不要只考虑自己企业
的利益；第三，应该从点着手， 提出具体
意见和建议。 （黄少华）

请扫描微信订阅号回复18阅读全文

车载系统还是交给苹果吧

想要保住自己对汽车的控制权， 就
让CarPlay作为一个附加功能 ， 但是
CarPlay强大到足以秒杀市面上所有车载
系统的时候， 那些创意贫瘠的汽车厂商
是不是会后悔当初的选择呢？ （王 超）

请扫描微信订阅号回复19阅读全文

那团罩在汽车业头顶的雾霾

本报记者 黄少华

两会前夕笼罩整个华北平原长达7天
的重度雾霾， 让雾霾和空气污染成为今年
两会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就连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都强调：“雾霾成了网上出现频率最
高的词语，已成为民生改善的当务之急。治
理雾霾，我们不能躺在老天爷身上，要打一
场治理雾霾的攻坚战、持久战。”

在治理雾霾这场攻坚战中， 汽车首当
其冲 ，被认为是PM2.5的罪魁祸首 。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的报告显示， 机动车排放和
道路扬尘在PM2.5排放源所占比例为50%；
但也有专家认为， 与高耗能行业和燃煤相
比， 汽车尾气排放并不是PM2.5的主要来

源。 去年年底来自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的研究发现， 北京PM2.5的六大重要来源

中，汽车尾气所占比例不到4%。
无论汽车排放的比例究竟是多少，可

以肯定的是，在未来的几年里，加速黄标车
的淘汰、 推进节能和新能源汽车将是汽车
行业发展的方向。令人遗憾的是，悬浮在空
气中的雾霾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而笼
罩在汽车行业头顶上的“雾霾”却仍没有被
重视———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汽
车业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
需要决策者和所有从业者的智慧， 以及破
旧立新的勇气。

同样是在两会前夕， 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召集各大车企负责人，召开“汽车强国战
略研讨会”。这个大咖云集的会议，虽然也
不乏让人眼前一亮的观点， 但更多的却是
正确的废话。一地鸡毛之后，人们能记住的
就是“民企指责国企联手跨国公司捞钱、四
大国有车企负责人抱团反对合资股比放

开”这样的利益之争。
我们丝毫没有指责大咖们不作为的意

思，恰恰相反，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中国强，
则需工业强；工业强，需要汽车强”这样的
大道理，然而，对于如何发展汽车行业，大
家却都感到深深的无力和挫败感， 无论是
行业管理者还是车企领导们， 在行业面前
都是小人物，难有回天之力。

网友们批评：“南北朝鲜还在内战的时
候，中国就开始造汽车了，今天，韩国的汽
车已经热销全球， 中国自主品牌却在生存
还是灭亡的道路上苦苦挣扎。”还有网友质
疑：“国产飞机都上天了， 为什么自主品牌

汽车还差距那么大？” 而网友们不知道的
是，除了市场占有率持续下滑外，自主品牌
还有更多深层次的问题亟待解决。

这些问题， 也远非合资股比放开与否
就能解决的。四大国企负责人担心，一旦股
比放开， 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控股掌握话语
权，攫取更大的利益。问题是，即便现在股
比没有放开， 一汽在一汽大众中的股比占
到60%， 一汽在一汽大众又有多少话语权
呢？技术空心化，才是自主品牌需要面对的
首要问题。

自主品牌的困局， 是整个汽车行业多
头管理、 急功近利造成的。 比如， 国家发
改委负责汽车生产企业投资项目管理、 制
定综合性产业政策； 工信部负责制定产业
发展规划、 发展政策、 产品标准、 车辆生
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投资项目管理等； 科
技部负责汽车行业重大技术攻关； 财政部
负责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等税收优惠和示范

运营补贴；商务部负责汽车品牌销售、服务
网络管理和报废回收； 环保部负责汽车产
品排放标准、机动车排放控制和排放年检；
交通运输部负责汽车使用维修市场管理及

商用车运营管理； 海关负责汽车产品进出
口、整车进出口口岸认定；认监委和标准委
负责汽车产品3C强制认证和产品召回。

这也被戏称为 “九龙治水”， 结果就
是 ， 汽车行业缺乏顶层设计 ， 谁都说了
算 ， 谁也说了不算 ， 头痛医头 、 脚痛医
脚———广汽响应兼并重组号召收购长丰汽

车， 却不料影响了集团的整体上市； 吉利
国际化资本运作全盘收购的沃尔沃， 却被
视为外资身份而丧失了大好市场时机； 汽
车品牌销售管理办法助长垄断， 外方赚取
大量利润； 税收利益之下， 地方保护主义
暗流涌动……

“如果不把大前提讲清楚， 就去谈细
节问题并没有意义。” 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

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赵福全认为， 最近这
些年， 社会对汽车的看法已经开始不正常。
以限行限购为例， 各个城市都在限行限购，
但又在玩命地对汽车招商引资。 政府一方
面觉得在我的地盘上造成了堵车， 不让你
买， 买了也不让你用， 另一方面又觉得你
赶紧到我这儿来造车， 造出车卖到别的地
方去， 去堵别的地方。 这样矛盾的心态，
正是中国社会对于汽车产业发展病态视点

的一个缩影。
事实上，除了限行限购与地方政府拼命

招商引资的矛盾外，汽车行业存在的矛盾还
有很多：比如，一方面提倡节能减排，一方面
却恣意迎合消费者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所
有车企都大干快上SUV项目的原因。只要是
消费者喜欢的、有利于销售的，哪怕是恶的
一面，企业也在所不惜。再比如，虽然中央力
推新能源汽车产业， 然而，各地地方保护主
义依然盛行， 即便是污染最严重而且有着

示范作用的北京， 也将能有效减少排放的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拒之门外”。

很难说是行业主管部门、 地方政府不
作为， 还是汽车企业太过功利， 但笼罩在
汽车行业头顶的 “雾霾 ” 却迟迟难以驱
散， 使得理想难以照进现实。 在汽车行业
的 “雾霾” 之下， 汽车行业里的每个人都
呼吸着PM2.5，无处可躲，即便关上门窗，也
解决不了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管理上
改变“多个婆婆”的局面，在企业层面，破除
国企的官僚之风， 进行股份制改革。

可以说， 如果目前国企不进行体制改
革， 仍然实行领导任命制， 每隔几年就换一
个领导的话， 那么， 企业永远不会有长远的
规划。 即便没有放开股比， 国企也不可能掌
握话语权， 更不可能在自主品牌上有大发
展。 既然汽车行业的 “雾霾” 同样躲不过、
逃不掉， 何不积极面对， 打一场攻坚战、 持
久战？

五问两会汽车 我们向何处去

第一问：是不是该给汽车强
国战略寻找核心议题了？

研究欧美日韩的汽车强国战略， 我们
会发现， 政策引导很重要， 但缺少基层调
研、无视产业发展规律的政策引导，会误大
事。我们的有关部门，有的时候管得太宽，
有的时候又放任自流，政策是间歇性、跳跃
性的，少有持续性，更缺乏理性。在笔者看
来，强制限定技术，鼓励所谓的高新技术或
终极技术； 无视产业发展规律和国情大谈
弯道超车；眼睛盯着主机厂，却对上游零部
件不闻不问；放任车企扩张却用“限”字管
市场，可谓目前汽车发展战略的几宗罪。

汽车强国战略的制定， 不是由哪个部
门牵头的问题， 也不是强制设定时间路线
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做到真正的实地考察，
听到企业真实的意见， 切身体验中国车企
的研发困境；能不能深入市场，了解到中国
消费者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 对中国汽车
产业发展做到负责任的评估。

(王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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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问：狼来了吗 ？限购
真能治理城市病？

基于在已经拥堵事实上的延缓车辆增

长， 在城市交通管理能力改变不大的背景
下， 限购的事实结果是路更堵， 雾霾天更
多，理论结果是不限购的大幅车辆增长后，
所造成的拥堵和雾霾比现在高很多， 从而
聊以自慰得出限购成效显著的自我陶醉式

的城市治理业绩。
这段话好绕呀。 没办法， 当写作者站

在 “小孩子” 的思维去说明一个道理时，
言语只能小孩儿化， 才能更准确。 限购的
简单粗暴掩盖了城市管理能力的不足， 消
费者或许只是长叹有钱买不了车， 但对于
快速变革的汽车产业来说， 其改变的绝不
只是区域市场的销量， 更是一个汽车大国
后来者的畸形成长， 从身材到智商、 情商
的异化。

治理城市病需对症下药 。 限购不是
那副药 ， 却强制要给各大城市喝 。 这汽
车大国向汽车强国的转型遥遥如那天边的

云呀……
(武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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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问：4000万辆产能由
谁来埋单？

我们不能说， 冲在市场最前沿的汽车
企业是盲目而冲动的， 毕竟， 他们奋战在
第一线， 比我们更了解市场， 而且他们投
入的是自己辛苦挣来的真金白银。 但是，
当2015年的预期产能已经达到3000万辆、
2020年或将冲击4000万辆的时候， 我们又
不能不反问， 中国社会能否承担得了这么

多的汽车？继续一路狂飙，会不会有翻车的
危险？

对于有着超过13亿人口的国家， 所有
的数学模型都显得不是那么靠谱，“千人保
有量”更是个美丽的陷阱。截至去年，我国
的汽车保有量约为1.28亿辆， 千人汽车保
有量约为93.6辆， 这个数字， 仍远低于美
国、日本和欧洲等地。不敢想象，如果过几
年后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再翻一番， 路面上
该是怎样的景象。

在目前的情况下， 环境和交通将成为
汽车行业发展的第一大“杀手”。如果不能
有效解决这两个问题， 汽车行业就不可能
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届时，高达4000万辆
的产能又由谁来埋单呢？

(黄少华)
请扫描微信订阅号回复18阅读全文

第四问：我们该不该对新
能源车地方准入说不？

在新能源车市场开放上， 北京被上海
远远甩到了后面。 新能源车推广不能简单
地看作地方行为， 在目前污染问题成为城
市急症的背景下， 这是涉及产业和民生的
大事。地方实行严苛的新能源车准入，不仅
严重违反了市场规律， 也与国家政策背道
而驰。

新能源车的私人市场推广， 必须要有
一个开放的环境。美国的开放让丰田、本田
的混合动力车占据了很大市场份额， 但美
国三大车企奋起直追， 不但推出了自己的

混合动力车，在增程式电动车、纯电动车上
也投入很多精力， 目前已经与日企平分秋
色。这充分证明了，开放会促进竞争，更会
促进技术的进步，对车企是好事，对消费者
更是好事。

上海市为新能源车打造了一个开放的

环境，体现出的不只是对本地企业的自信，
更具有大局观和责任意识。今天，该到我们
对新能源车地方准入说不的时候了。

(王 超)
请扫描微信订阅号回复19阅读全文

第五问：打造汽车强国，我
们该向韩国学习什么？

在汽车领域， 相比129年前德国人发明
第一辆汽车，上个世纪60年代刚起步的韩国
是彻头彻尾的后来者。然而，经过了几十年
时间，韩国的现代-起亚汽车集团已跻身销
量世界前五，成为名副其实的汽车巨头。

在培养本国汽车产业时， 韩国政府以
《汽车生产许可法》为准绳，坚持关、停不具
备条件的企业，优选现代、起亚、大宇等为
骨干企业。原有一批中小型企业重组，为骨
干企业提供配套辅助。

打造汽车强国战略， 韩国汽车工业的
发展无疑具有可借鉴的意义。 今天在我们
“哈韩”的时候，除了停留在追星、追剧、追
美食之外，是否也应该“追”一下韩国汽车
企业的精神呢？

(钟天骐)
请扫描微信订阅号回复20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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