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塑高端舒适用车体验

当下， 中 国 车 市 消 费 结 构 正 在 发

生 变 化 ， 已 进 入 换 购 主 导 的 消 费 升 级

阶段。

随 着 消 费 升 级 ， 购 车 者 从 当 初 对

“汽车三大件”的追求，变为更加注重

出行生活的质量和高级感，这也让汽车

的舒适度、静谧性等成为消费者购车时

的首选因素。

从面世那天起，舒适性就是天籁的

杀手锏，天籁“移动大沙发”的称号也

是车主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舒适性和

静谧性上，全新天籁并没有固步自封，

而是进一步凸显典雅居家的设计理念，

让舒适座舱再次升级。

移动的“日产大沙发”全面进化，

在原本的 Multi-Layer 人体工学座椅的

基础上，全新天籁主驾座椅还丰富了科

技功能选择，拥有 12 向电动调节，可

自定义专属舒适坐姿，并搭载了记忆功

能。除了主驾座椅，前排座椅也搭载了

加热、通风、按摩功能，营造出更加舒

适的乘坐体验。

相比车辆的外观、内饰、配置等可

以直观感受到车辆档次的东西，车内静

谧性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对提高

驾乘品质来说至关重要。

全新天籁全 系 车 型 前 挡 风 玻 璃 和

前 侧 门 窗 均 采 用 高 强 度 的 双 层 隔 音 玻

璃 ， 同 时 车 身 多 处 加 注 多 种 吸 隔 音 材

质。与此同时，ANC 主动降噪系统和

ATR 主 动 式 扭 力 拉 杆系统两大降噪科

技的应用，为驾乘者打造出了“剧院级

静谧空间”。

从 传 统 精 密 机 械 到 新 型 电 子 电 气

架 构 ， 再 到 高 算 力 芯 片 和 智 能 软 件 ，

“数据决定体验，软件定义汽车”正成

为 主 流 。 智 能 驾 驶 、 智 能 网 联 等 全 新

体 验 ， 也 日 益 成 为 消 费 者 选 购 汽 车 的

核心出发点。

在智能驾驶上，全新天籁搭载了增

强版 ProPILOT 超智驾。作为 L2 级智能

驾驶辅助系统，ProPILOT 超智驾具备

一键启动、居中超稳、自动跟停三大技

术亮点。在这个秘密武器的加持下，全新

天籁刹车更柔和、识别更精准、转向更顺

畅、规避更主动、下坡更匀速，可协助用

户轻松应对堵车、高速行驶等多种场景，

最大程度减少驾驶者操作负担。

当下，新一代主流消费者是互联网

原住民，与互联网“一刻也不能分离”。在

智能网联上，全新天籁也不断与时俱进。

NISSAN Connect 超 智 联 2.0 Plus
赋 予 了 全 新 天 籁 更 加 智 慧 的 大 脑 ， 涵

盖 远 程 控 制 车 辆 、 语 音 控 制 车 辆 、 车

载 在 线 服 务 等 6 大 功 能 板 块 ， 承 载 超

70 项 多 元 化 系 统 应 用 功 能 ， 配 合 12.3
英寸超大中控屏，让全新天籁实现了更

前沿、更人性化的交互。

全新天籁的魅力还不止于此。动力

上，全新天籁搭载了可变压缩比涡轮增

压 发 动 机 ——VC-TURBO 超 变 擎 发

动机，最大功率可达 179kw，峰值扭矩

达 371N · m。 在 这 台 发 动 机 的 加 持

下 ， 全 新 天 籁 达 到 了 6 秒 级 的 百 公 里

加速成绩，且可实现 8∶1-14∶1 压缩

比 智 能 实 时 切 换 ， 做到了强动力和低

油耗的兼顾。

为东风日产树起新标杆

在汽车行业，一直有“得 B 级车者

得天下”之说。B级车市场作为主流合资

车企的品牌根基所在，一直是兵家必争

之地。

B 级车往往都是各大合资品牌的旗

舰车型，容纳先进技术、个性配置等于

一 身 ， 是 品 牌 实 力 在 产 品 上 的 集 中 体

现。更为重要的是，B 级车市场当下的

消费群体大多是以 85、90 后为代表的

社会中坚人群，这些拔节生长的“新精

英 ” 正 从 青 年 时 期 迈 向 人 生 下 一 个 阶

段，将不断释放出强劲的消费潜力。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汽车技术的发

展正带来全新的产业拐点，也让 B 级车

市场的“内卷”程度进一步加剧。谁能

靠旗舰产品在 B 级车市场站稳脚跟，谁

就能收获丰厚的市场回报。

对于东风日产来说，全新天籁正是

承载着品牌飞跃与销量提升双重使命的

旗舰车型。

一方面，全新天籁承载着东风日产

走量的重任，更是东风日产与主力消费

群体沟通的一个重要桥梁。

另一方面，全新天籁集中体现了东

风日产面对汽车“新四化”浪潮的转型

策 略 。 从 NISSAN Connect 超 智 联 2.0
Plus 的应用，到增强版 ProPILOT 超智

驾等核心技术的赋能，全新天籁无疑将

刷新消费者对东风日产品牌的认知，成

为东风日产品牌力提升的领军旗舰。

站 在 1500 万 整 车 销 量 的 新 起 点

上，一个全新的东 风 日 产 已 经 蓄 势 待

发 。 人 们 期 待 全 新 天 籁 不 仅 能 够 给 中

国 消 费 者 带 来 更 多 优 质 的 高 端 舒 适 体

验 ， 更 能 为 东 风 日 产 的 新 征 程 树 起 一

个新标杆。

东风日产开启新纪元 全新天籁如何成就新旗舰

全球汽车供应链承压、“新
四化”变革加速⋯⋯对于所有
汽车企业来说，变革浪潮带来了
新机遇，也带来了新挑战。想要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继续保持
领先，就需要车企从产品、服务、
品牌架构等多个方面全面发力，
锻造全价值链体系实力。

对于东风日产来说，2022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汽车
市场黑天鹅与灰犀牛频出的大
背景下，东风日产达成 1500 万
整车销量，成为较快达成1500万
整车销量的合资车企，成就了令
行业瞩目的“东风日产速度”。

东风日产的逆势上扬，正
是得益于全价值链体系实力。
以多品牌、多赛道为核心发展
战略，布局新能源和智能化，
东 风 日 产 稳 扎 稳 打 ， 步 步 为
营，充分展现了体系韧性。

2004 年国产的天籁，正是东
风日产体系能力的一个代表。

到今天，天籁已在中国走
过 19 个年头。历经多次换代改
款，天籁依然保持强盛的生命
力，稳居合资中高级轿车市场
头部阵营，成为东风日产持续
创领市场背后的强大助力。

2022 年，伴随着东风日产
站上 1500 万辆新起点，天籁也
正式迎来升级。此次全新天籁
共推出五个车型级别，包括纯
享 版 、悦 享 版 、优 享 版 、进 享
版 、尊享版，售价区间为 17.98
万-23.98 万元。

定位“智慧驾享新旗舰”，
全 新 天 籁 以 更 高 级 的 外 观 造
型、更舒适的驾乘空间、更智
慧的自信驾驭，从内到外的全
面跃迁，为消费者带来越级舒
适用车体验，进一步夯实合资
中高级轿车高端舒适价值标杆。

（信息来源：东风日产）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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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能源汽车国家补贴正式退出历史

舞台，当各方都盼着新能源汽车能扛起消

费复苏的大旗，不少车企开始调整销售策

略，新能源汽车进入价格调整的活跃期。

特斯拉率先放出降价“大招”。据了解，特

斯拉 Model 3后驱版降价 3.6万元，Model 3
高性能版降价两万元，Model Y的降幅从 2.9
万至4.8万元不等，整体降价幅度较大。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 1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同比下降

6.9%和 6.3%。有分析认为，1 月、2 月是汽车

销售的淡季，而新能源汽车“国补”今年退

出的消息导致去年 12 月部分用户提前消

费，因此开年的产销数据稍显冷清。

面对同样的挑战，不同车企作出了不

同的选择。一方面，问界、小鹏和广汽丰田

等企业快速响应特斯拉，下调产品售价，而

以 沃 尔 沃、广 汽 埃 安、五 菱 等 为 代 表 的 车

企，则通过交付激励、保险补贴等方式降低

用户购车成本；另一方面，也有比亚迪、大

众、雷诺等车企表示“不降价”。

新能源车该不该打价格战

特 斯 拉 挥 舞 的 降 价 大 旗 似 乎 立 竿 见

影。招银国际（CMBI）汇编的数据显示，宣

布降价后一周左右，特斯拉在中国的日均

销量比 2022 年同期增长了 76%，不到一周

就卖出 1 万多辆。不过，这次突然的降价也

让部分此前已经提车的车主感到不满。

对此，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在近

日的一次财报电话会议中回应称：“价格真

的很重要，有很多人想买特斯拉汽车，但买

不起。”他表示，降价确实对普通消费者产

生了影响，今年 1 月特斯拉的市场需求大

约是产量的两倍。

一位特斯拉内部人士告诉记者，特斯

拉 降 价 原 因 很 多 ，涵 盖 了 诸 多 工 程 创 新 。

“公司一直坚持成本定价原则，此次价格下

调也是基于成本的变化做出的决策。”

值得注意的是，特斯拉最近的一份财

报显示，2022 年特斯拉实现营收 814.62 亿

美元，同比增加 51%；净利润 125.56亿美元，

同比增加 128%，营业利润率达到 16.8%。

该财报强调称，虽然特斯拉产品的平

均售价在过去 5 年已经减半，但得益于引

入更低成本车型、增建更高效的本土化工

厂、降低车辆成本以及经营杠杆等因素，公

司的营运利润率持续提升，从-14%左右一

路提高至约 17%。

资深汽车媒体人、汽车行业分析人士

杨小林认为，降价会放大特斯拉的“鲇鱼效

应”。“如果说车企担心丢失市场份额，那就

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去刺激销量，而降价

是最有效的一招儿。”

不过，降价并非新能源车企眼下的唯

一选项。不久前，面对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

到期和电池原材料价格上涨，比亚迪就选

择了小幅提价。按照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

的统计，特斯拉 1 月销量仍位于新能源汽车

市场第二。1月，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

量为 150164辆，继续蝉联销量冠军。

申港证券的研究报告分析称，面对新

能源车补贴退出，特斯拉、奔驰等外资车企

选择降价以提升市场份额。市场表现较好的

自主品牌可以从容应对，以保障自身利润。

但对于目前销量不及预期或仍致力于扩大

市场份额的车企，现阶段仍不敢轻言提价。

据外媒报道，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

主席奥博穆不久前表示，大众不会为了对抗

特斯拉的降价而对电动汽车提供折扣。

“我们有明确的定价策略，并专注于可

靠性，也相信自身产品和品牌的实力。”奥

博穆表示，大众希望成为电动汽车领域的

全球领导者，但应该通过盈利增长来实现

这一目标。

稳定价格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除了可能让保有用户心理落差过大、

伤害自身品牌形象外，新能源汽车大幅降

价，还可能在二手车市场、动力电池回收市

场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

“如果产品一周内降价 10%或更多，就

会影响剩余价值，伤害到现有客户。”独立

汽车评论员白德认为，考虑到全国新能源

汽车保有量已突破 1310 万辆，如何保持产

品价格稳定，将是广大保有用户最关心的

问题之一。他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的二手

车市场不够活跃，产品保值率不高，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动力电池成本波动较大、新车

价格起伏不定。

杨小林则认为，随着电动化、智能化技

术的迅猛发展，新能源汽车电池、智能辅助

驾驶和人车交互等配置的升级脚步更快，

这本就容易导致一款新车落伍。再加上补

贴政策、企业战略的不断调整，新能源汽车

的价格体系几乎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杨小林总结说，无论是特斯拉这样的

新贵，还是奔驰、宝马这样的传统豪华车品

牌，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新车价格波动较大，

动辄数万元的“官方降价”无疑会直接影响

二手车估值。

他同时表示，随着汽车芯片、动力电池

等供应链恢复全力运转，市场供需关系发

生转变，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价格战几乎

不可避免。“只有经过这样充分甚至有些残

酷的竞争，才会诞生既能掌握产业链控制

成本、又能主导市场潮流的真正强者。”

白德告诉记者，由于动力电池成本、生

产效率等因素仍在不断变化，在可以预见

的未来，电动汽车的价格还将受到数次冲

击。车企必须强化自身综合实力，理顺产业

链上下游，才能保障产品价格稳定，增强盈

利能力。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

分 析 称 ，2022 年 中 国 新 能 源 汽 车 突 飞 猛

进，乘用车的新能源渗透率达到 27.6%，而

2023 年“国补”退出后，新能源汽车市场面

临新形势，市场会呈现增速放缓等特征，回

归平稳增长的状态。

事实上，“国补”退出不仅意味着新能

源汽车产业慢慢走向成熟，更为各家车企

的新一轮布局摁下启动键。无论价格是涨

是跌，当新能源汽车真正能与传统燃油车

展开正面竞争，当新能源二手车市场逐渐

完善之时，中国车市乃至全球汽车产业将

迎来新一轮优胜劣汰。

新能源汽车降价推倒“多米诺骨牌”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远 文并摄

尽 管 2022 年 我 国 车 市 画 出 了 一 条 令

人振奋的上扬曲线，但受春节假期与部分

消费需求提前透支，以及传统燃油车购置

税优惠和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退出影响，

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产销面临较大压力。

近 日 ，中 国 汽 车 工 业 协 会（以下简称
“中汽协”）发布了 2023 年 1 月汽车行业月

度数据。数据显示，2023 年 1 月，汽车产销

量分别达到 159.4 万辆和 164.9 万辆，环比

下 降 33.1% 和 35.5% ，同 比 下 降 34.3% 和

35%。从“春节月”对比来看，2023 年 1 月与

2022 年 2 月 相 比 ，产 销 量 下 降 12.1% 和

5.1%。2023 年 伊 始 ，我 国 汽 车 产 销 量 并 未

实现“开门红”。

具体来看，传统燃油乘用车国内销量

90.4 万辆，比上年同期减少 73.2 万辆，同比

下降 44.8%。A00 级到 C 级传统燃油乘用车

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其中，集中了大部分传统燃油乘用车

销量的 A 级市场，累计销量 62.3 万辆，同比

下降 39.1%。从同比增速看，A00 级燃油车

呈现快速萎缩的发展特征，降速接近 1 倍。

A0 级和 B 级燃油车同比下降超过 40%。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燃油乘用车中，售

价在 30 万-35 万元和 50 万元以上的车型

同比呈现正增长，售价在 50 万元以上车型

的销量涨幅最大。

与传统燃油乘用车相同的是，此前高

歌猛进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也结束了上年各

级别市场均衡发展的良好态势，出现了罕

见的销量下滑。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产销

量分别达到 42.5 万辆和 40.8 万辆，同比下

降 6.9%和 6.3%，市场占有率达到 24.7%。

A 级、B 级、C 级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同

比呈现正增长。其中 B 级涨幅最大，同比增

长 25.7%。A00 级、A0 级新能源乘用车销量

同比下降 72.7%和 23%。目前新能源乘用车

的主要销量仍集中在 A 级市场，累计销量

15 万辆，同比增长 15.5%。

售 价 在 15 万-25 万 元 和 35 万-50 万

元价格区间的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同比呈现

正增长。市场贡献大的产品主要集中在 15

万-20 万元价格区间，销量 10.7 万辆，同比

增长 21.5%。

与变化较大的乘用车市场不同，商用

车市场仍处于低位运行状态。1 月，商用车

产销量分别完成 19.7 万辆和 18 万辆，同比

下降 43.1%和 47.7%。

值得一提的是，在乘用车产销量下降、

商用车低位运行的背景下，汽车出口依旧

表现出强大的活力。记者注意到，1 月，汽

车企业出口 30.1 万辆，同比增长 30.1%。其

中，乘用车出口 25 万辆，同比增长 35.6%；

商用车出口 5 万辆，同比增长 8.1%；新能源

汽车出口 8.3 万辆，同比增长 48.2%。

目前，我国汽车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

关键窗口期，消费市场的平稳健康对推动

产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汽车市场仍需

要持续不断的政策促进，推动市场回暖。

虽 然 延 续 了 13 年 的 新 能 源 汽 车“ 国

补”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但近期新能源汽车

利好政策频出，部分城市延续此前促消费

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有望进一步拉

动销量。

在 2023 年 2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

促进司司长徐兴锋表示，商务部将继续会

同相关部门，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重点抓

好稳定新车消费、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继

续扩大二手车流通、畅通汽车报废更新四

个方面。要引导各地在牌照、充电、通行等

各个方面，进一步优化新能源汽车使用环

境；开展形式多样的汽车促消费活动；鼓励

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汽车以旧换新，促进汽

车循环消费。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天津、郑州、沈阳

等地通过发放汽车消费券等方式促进汽车

消费；贵州、江苏南京、海南等省市印发相

关政策规定，优化汽车消费市场。

其中，北京市大兴区推出总计 1500 万

元的汽车消费券；郑州市增发 1 亿元汽车

消费券，其中燃油车消费券额度为 5000 元

（发票金额 15 万元以下为 3000 元），新能源

车额度为 6000 元（发票金额 15 万元以下为

4000元）；无锡市发放 1200万元新能源汽车

消费券，其中纯电动新能源汽车 3000元/辆，

其他动力新能源汽车 1500 元/辆（包括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增程式电动汽车、燃料电

池汽车）；沈阳市发放 4000万元汽车消费券；

天津汽车消费补贴总计安排资金 6000万元。

展望 2023 年一季度，中汽协相关人士

认为，我国汽车工业稳增长任务依然十分

艰巨，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致使汽车消费恢

复还比较滞后，需要政策持续提振。近期，

各政府主管部门均表示，将继续稳定和扩

大汽车消费，同时多地陆续出台促进汽车

消费和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政策，加之节

后各地大规模基建工程陆续开工，将为汽

车市场平稳发展注入信心。

新年首月车市未见“开门红”新能源仍是发展关键词

尽管 2022 年我国车市画出了一条令人振奋的

上扬曲线，但 2023 年 首 月 ，车 市 并 未 延 续 此 前 的

良 好 态 势。中 国 汽 车 工业协 会 近 日 公 布 的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1 月 汽 车 产 销 量 分 别 达 到 159.4 万辆和

164.9 万辆，环比下降 33.1%和 35.5%，同比下降

34.3%和35%。

随着新能源汽车国家补贴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不少车企调整了销售策略。以特斯拉、问界、小鹏和广汽丰

田为代表的车企下调了产品售价，同时也有比亚迪、大众、雷诺等车企表示不降价。2023 年，新能源汽车价格

体系仍将处于动态变化中。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