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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１

月

１４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审议并原则上通过汽车产

业和钢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

汽车产业成为几大重点

产业中率先推出调整振兴规

划的产业，减征汽车购置税的

措施从

１

月

２０

日就开始执

行。

长期研究汽车产业政策

的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

席专家黄永和

１５

日对新华社

记者表示，之所以汽车产业率

先审议并通过调整振兴规划，

关键是汽车直接面对广大消

费者，扩大汽车消费就是扩大

内需。

◆

汽车对国民经济增长

至关重要

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汽

车产业是国民经济重要支柱

产业，涉及面广、关联度高、消

费拉动大。 制定实施汽车产业

调整振兴规划，对于推进汽车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企业

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促进相关

产业和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

景源对新华社记者说，随着我

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

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汽车

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

消费品。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

界第三大汽车生产国和第二

大汽车消费市场，产业规模很

大。 汽车是一个关联度很高的

产业，关系到

１００

多个相关产

业。 汽车产业对上下游产业和

就业的拉动效应十分明显，如

果国内车市持续低迷，汽车产

业严重下滑，不仅严重影响到

扩大内需，对实现国民经济增

长目标也将带来不利影响。

◆

中国救车市不同国外

金融海啸对各国实体经

济都产生了巨大冲击，而汽车

业是受冲击最强烈的行业之

一。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汽车生

产国和最大的汽车市场。

２００８

年美国汽车销量下降到

２７

年

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三大汽车

巨头陷入困境，甚至到了破产

的边缘。

黄永和介绍说，美国救车

市主要是救企业，给企业提供

优惠贷款解决现金流，避免关

门。 日本、韩国和印度则是削

减汽车消费税，刺激市场。 法

国把上世纪

90

年代曾经实行

过的提前报废汽车补贴政策

重新拿出来，同时对汽车经销

商提供融资贷款。 德国除了对

汽车生产厂家提供无息贷款，

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问题，还降

低汽车流通税，减少汽车使用

成本。

黄永和认为，中国和欧美

日本不同，这些国家汽车保有

量已经基本饱和，汽车消费主

要依靠换车。 中国的汽车保有

量很低，目前千人保有量只有

３８

辆， 世界平均水平是千人

１３９

辆。 中国消费者对汽车的

刚性需求很大，

８０％

的消费者

是第一次购车。 目前车市主要

的问题是持币待购，汽车振兴

规划对症下药，通过国家减少

税收、 增加财政补贴的方式，

来刺激汽车消费。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

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认为，

目前国内车市并不是没有需

求， 主要是消费者信心不足。

国家率先出台汽车振兴规划，

有利于鼓舞消费者的信心，

缓解当前国内车市弥漫的悲

观情绪。

◆

汽车下乡大有可为

近年来，国内一些特大城

市汽车保有量急剧增加，有的

城市已接近饱和。 但在广大农

村地区， 汽车保有量还很低，

大量是农用汽车。 全国有牌照

的农用车保有量达到

１７００

万

辆，这些农用车既不节能又不

环保，安全性也很差。

汽车振兴规划提出，从今

年

３

月

１

日到

１２

月

３１

日，国

家安排

５０

亿元对农民报废三

轮汽车和低速货车换购轻型

载货车以及购买

１．３

升以下排

量微型客车，给予一次性财政

补贴。

黄永和认为，这一措施将

有效推动汽车下乡，对促进农

村交通工具更新换代、改善农

村汽车消费结构，拉动农村消

费都具有重要意义。

据测算，

５０

亿资金将拉动

１００

万辆轻型货车和微型客车

的消费。

２００８

年国内销售的微

型货车和微型客车总量也就

是一百多万辆。 这一措施对上

汽通用五菱、长安汽车、哈飞、

昌河等微型车企业都带来利

好因素。

国务院常务会议

１４

日

原则上通过了汽车产业调整

振兴规划， 决定实施新能源

汽车战略， 推动电动汽车及

其关键零部件产业化， 中央

财政安排补贴资金， 支持节

能和新能源汽车在大中城市

示范推广。 决定还强调要以

新能源汽车为突破口， 加强

自主创新， 形成新的竞争优

势。

业内人士认为， 国务院

这一决定， 将推动中国新能

源汽车尽快实现产业化，也

为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走

在世界前列， 形成自己的竞

争优势奠定了基础。

◆

新能源汽车成为新的

竞争点

面对全球范围日益严峻

的能源形势和环保压力，近

年来， 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国

都把发展新能源汽车作为提

高产业竞争能力、 保持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

举措。 新能源汽车成为市场

新的增长点， 即使在车市低

迷的情况下， 美国混合动力

汽车的销量仍然在增长。

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

锡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在

传统汽车行业， 中国落后世

界领先水平几十年， 但在新

能源汽车上， 大家处于相同

起跑线， 中国有成本和市场

的优势， 有潜力和可能在世

界上形成领导地位。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

计，

２００８

年国内销售的

５００

万辆轿车中，外国品牌（主要

是合资产品）占了

７４％

，自主

品牌不到

２６％

。 而中高级轿

车领域基本是外国品牌的天

下。 传统汽车的核心技术基

本掌握在国外跨国汽车公司

手里。

◆

我国基本掌握新能源

汽车技术

过去

１０

年里， 科技部

组织实施的国家“

８６３

” 及

其他科技计划， 累计投入近

２０

亿元人民币资金对新能源

汽车进行引导和支持。 中国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

取得重大进展， 基本掌握了

新能源汽车技术， 建立了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的动力技术

平台， 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

的关键零部件体系， 开发出

一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产

品， 实现了小批量的整车能

力。

我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

比亚迪公司， 历时

５

年研发

成功的全球首款不依赖专业

充电站的新能源汽车———比

亚迪

Ｆ３ＤＭ

双模电动车，去

年

１２

月正式上市。 目前，国

际上掌握双模技术的只有通

用、丰田和比亚迪三家企业。

比亚迪

ＤＭ

双模电动车突破

了反复充电、 家用插座充电

两大技术难关， 在三家企业

中最先实现商业化。 中国人

在双模汽车领域走在了世界

最前列。 刚刚开幕的底特律

车展上， 比亚迪的电动车技

术吸引了众多同行关注，不

少国外企业纷纷提出要与比

亚迪进行合作。

比亚迪总裁王传福对新

华社记者说， 传统汽车已经

发展了

１００

多年， 再去搞创

新，空间很小。 新能源汽车刚

刚起步，创新的空间很大。 他

认为， 中国的电池技术并不

落后， 电动汽车的未来应该

是中国人的天下。

◆

新能源汽车产业化有

望大幅提速

科技部部长万钢日前在

一个论坛演讲时指出， 中国

汽车工业正面临着严峻的考

验。 但是从汽车工业发展的

历史来看， 总是有高潮有低

潮的， 在发展速度缓慢的时

候应该调整结构， 加快技术

进步和产品的更新换代。

新能源汽车研发费用

大，成本较高。 为了扶持新能

源汽车发展，美国、日本等国

家政府采取减免购置税、消

费税、个人所得税等措施，鼓

励消费者优先购买新能源汽

车。 奇瑞、吉利、长安、比亚迪

等中国自主品牌厂家研发的

新能源汽车， 虽然成本比国

外低很多， 但比传统能源汽

车售价起码高出

２０％

以上。

价格偏高和政策不配套，影

响新能源汽车进入中国老百

姓的家庭。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副主任、国家“

８６３

计划”节能

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专家

组副组长张进华认为， 美国

和日本的经验表明， 政府的

支持和补贴是新能源汽车大

规模走向市场的重要因素。

中国新能源汽车正处于科研

向产业化转型的关键时期，

国家出台针对新能源汽车的

扶持政策， 中国新能源汽车

的产业化有望大幅提速，真

正迎来新能源汽车大发展的

春天。

２００８

年年末，在国家一系

列拉动内需举措的刺激下，国

内钢铁市场终于迎来了转机，

钢材市场价格开始反弹。 元旦

以后，国内钢材市场依然保持

上涨态势。

然而，钢铁业是否已然走

出了严冬， 迎来了温暖的春

天？ 不少钢铁业人士认为，从

宏观经济形势、我国钢铁业的

产能和市场需求等多重因素

看，

２００９

年钢铁业的前景不容

乐观。

有关经济专家认为，从目

前的经济形势看，金融危机对

全球经济的影响还未见底，

２００９

年世界经济形势依然非

常严峻。

联合国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初

发表的一份经济预测报告指

出，如果各国提出的刺激经济

方案规模不够大，推动时间过

晚，全球经济可能因为金融危

机进一步萎缩，明年世界经济

增长率将从今年的

２．５％

放缓

至

１％

。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将直

接影响国内钢材的出口。 中国

钢铁协会认为， 尽管国家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取消了

６７

个税号钢材出口关税，有利

于降低出口成本，但由于国际

市场需求萎缩，

２００９

年钢铁产

品出口将会下降， 出口减少。

如果

２００９

年我国机电、 家电

等产品出口下降，钢材间接出

口也要下降。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形势

的恶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也

开始抬头。 去年

１２

月，欧盟决

定对中国出口紧固件征收反

倾销税。 今年

１

月

９

日，欧盟

又建议对从中国进口的金属

盘条征收

２５％

的临时反倾销

税。

外需不足， 只能立足内

需。 兰格钢铁网经济分析师戎

钢博士预计， 如果

２００９

年中

国经济能保持

８％

左右的增

速，则全年钢材消费量在

５

亿

吨左右。

而从供给方面看，

２００８

年

底， 中国钢铁产能已达

６．５

亿

吨以上。 今年国内几大钢厂新

投产项目又将进入市场，钢铁

产能已严重过剩。

在中钢协日前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钢铁生产经营预期目

标座谈会上，与会大型钢企负

责人表示，目前主要用钢行业

景气度较低，国内钢铁产能过

剩，钢铁后市不乐观。

针对当前中国钢铁业产

能过剩的局面，

１４

日召开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加快钢铁

产业调整和振兴，必须以控制

总量、淘汰落后、联合重组、技

术改造、 优化布局为重点，推

动钢铁产业由大变强。 要统筹

国内外两个市场。 落实扩大内

需措施， 拉动国内钢材消费。

实施适度灵活的出口税收政

策，稳定国际市场份额。 要严

格控制钢铁总量，淘汰落后产

能，不得再上单纯扩大产能的

钢铁项目。

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中

钢协建议，钢铁生产企业一定

要坚持以销定产的方针。 要加

强行业自律行为，生产企业和

流通企业携手合作， 共渡难

关，坚决制止低于成本销售的

不正当竞争，促进钢材市场平

稳运行。

汽车振兴规划：

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化

钢材价格反弹

钢铁业的“ 春天”是否已经到来？

□新华社记者 陈玉明 樊曦

□新华社记者 张毅

汽车产业振兴规划
为何率先推出？

■新闻分析

□

新华社记者 张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