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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高能请避让之三四

上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车企在销量下滑时容易掉

入两个坑，一个是在当前4S销售服务体系自身的问
题不做妥善解决时，贸然追加其他功能形成的所谓

“7S”，不但没有优化厂商关系还使得其进一步负重
前行；另一个是盲目将不产生示范效应的明星代言

视为销售乏力的救命稻草，不产生示范就意味着没

有带货能力，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白白浪费了珍

贵的营销经费。这次将继续展开《七大避让指南》

的第三和第四点。

三，千人汽车保有量。很多企业对市场增长的

极限缺乏起码的尊重，每当提起国内新车市场的顶

峰时便会搬出“千人拥车量”的概念。按照公安部

统计数据，截至2018年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2.35亿
辆（其中乘用车保有量2.01亿辆），官方总人口13.95
亿人，照此推算，我国的千人汽车保有量144辆。
同期美国的千人汽车保有量781辆（保有量2.5亿
辆、人口3.2亿），日本的千人汽车保有量612辆（保
有量0.74亿辆，人口1.21亿），韩国的千人汽车保有
量426辆（保有量0.23亿辆，人口0.54亿）。很多车企
笃定地认为中国的千人汽车保有量最起码能达到美

国的一半，基本与韩国持平，即便只达到300辆，
也将是极为巨大的增长空间云云。

这个逻辑真是个出了神的照搬照抄，中国的人

均GDP和最低工资多少，而美国、日本、韩国又是
多少？抽取最简单的数据，2018年美国人均GDP接
近6.25万美元、中国人均GDP接近9800美元，即便
换算成购买力平价GDP，也不是一点半点的差距。
美国劳工部规定最低工资是一小时7.25美元换算成
月薪大约1200美元，中国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城
市是上海的2300元，约344美元，这还不计算美国
很多州事实上已经立法将最低时薪调高到13美元以
上，远高出其联邦最低标准。

仅以中美这两个数据做对比，即便按年均10%
增长，中国也需要接近20年后才能达到美国目前的
水平，所以说，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完全不一样，

用美国汽车市场的脚，测量不准中国汽车市场的边

界，不能脱离条件胡乱类比，就像王健林62岁的

时候说一个亿只是人生小目标一样，我不能期望自

己再过二十几年也够本说相同的话。因此不能脱离

居民的收入、支出以及财富创造来谈千人汽车保有

量，那一定会把你的产能规划带进沟里。

四，共享经济。维基百科上对“共享“的解析

有两个关键点，一是私人产权，二是公共使用权。

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国内绝大多数行业的所谓共享

经济都是伪命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无论是共享

办公室、共享单车、共享电动汽车，还是共享充电

宝、共享雨伞等等，一则不是对私人产权的公共使

用，这些共享办公室、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共

享充电宝、共享雨伞的产权都属于特定公司，二则

也不是对已有存量资源的盘活使用效率，所有的共

享办公室、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共享充电宝、

共享雨伞都是资源新投入，所以它们在输出上和已

经存在的小汽车租赁公司（一嗨等）、旅游自行车租

赁门店（驴友等）甚至酒店客房（如家等）相比没

有任何差别，只是在输入上披上了金融工具融资泛

化之皮，本质上提供的仍是第三方租赁服务而已。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准确地评估当前这种

假”共享经济“可以为汽车销售带来多少的水花，

是的，很小的水花，按行业经验预估每年乘用车销

量中属于租赁用途的车辆占比不到2.3%。加上对”
专业公司，专家员工“的天然笃定，我们劝车企那

些心猿意马的主管们，还是安下心来把私家车市场

做好，然后再去想想要不要趟”共享经济“这趟浑

水，而不是本末倒置。

毕竟说得再长远一点，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

发展阶段上，私人产权仍将不可凌越，而我们也还将

“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上”。未来即使

随着安全科技的进步以及监控手段的完善，政策层面

默许部分意义上属于真正共享汽车的”顺风车“再次

前行，某些媒体大放厥词的所谓”共享经济取代私有

经济的时代一触即发“也不会到来。所以，小水花说

到底，还是小水花，增减的影响范围都极小极小。

金永生，特恩斯新华信市场咨询

（北京）有限公司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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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串0前面有一个1

最近几天，汽车行业新闻的热词是“国六”、

“库存”。库存积压令经营者忧心忡忡，不断采用降

价等措施去库存、促销量，但越是降价，消费者却

越是观望……如果这是近忧，那么汽车行业的远虑

就是美国挑起的贸易战。美方来势汹汹的关税大棒

对中国经济会造成多大伤害？对汽车行业、汽车市

场会带来什么冲击？至少，中美产业合作肯定会出

现很多变数吧？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多想一想也是应该的，

但是放在长远的历史坐标来看，哪个时期没有焦

虑？哪个阶段没有恐慌？更重要的是，我们一直都

有更多的信心、更大的希望。

今年是国庆70周年，很多行业也在盘点70年的
发展成果。5月27日是复旦校庆日，老师们难免谈
及学校数十年来的历程，加上美国抵制华为事件，

话题自然转移到中国科技发展的坎坷波折——例如

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

作为新闻学院的老师，我的贡献就是找到1956
年5月26日的《人民日报》，拍了照片发到微信群，
给大家看看头版报道《一架电子计算机在复旦大学

制成》，文中特别写道，当时“连一张现成的电路

设计图纸都没有”，物理系四位青年教师和数学系一

位学生一起，“根据苏联电子计算机的设计原理加以

钻研，经过两个多月，终于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架

电子计算机。”虽然只是制造而非关键技术的重要突

破，但在当年却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非常巧合！同一版面的上方就有一篇关于汽车

工业的报道——“新华社长春25日电  制造第一批
国产汽车所需要的全套工具，绝大部分已经入库。

这些工具中仅专用工具就有两万多种，大部分都是

我国过去不能制造或从来没有制造过的精密复杂的

新产品。第一汽车制造厂各工具车间从去年二月份

开始试制和制造这些工具，到现在有一万三千种左

右已经制造出来。加上苏联帮助我国制造的部分，

现在，这两万多种工具绝大部分都已经陆续入库，

有的开始供应各个车间生产的需要。制造汽车还需

要几百种一般机械工业中也使用的各种标准工具和

砂轮。这些标准工具和砂轮也早由全国各工厂帮助

第一汽车制造厂制造出来了。”

感慨一：车子还没影儿呢，只是一个“工具

准备妥当”的事情就成为新闻事件，放在《人民

日报》头版！由此可以想象，三个多月后，7月13
日，第一辆“解放牌”汽车诞生时，国人会有多么

兴奋！中国汽车产业工人会有多么自豪！肯定是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大新闻！

感慨二：那时候的中国太需要科学技术了，

太重视工业了。这一份报纸的头版，有关科技、工

业的报道就多达四篇！另外两篇是《五万多农业技

术员活跃在桂西田野上》和《兰新铁路铺轨到酒

泉》。想一想如今的杂交水稻技术和高铁运营规

模，能不令人感慨？

感慨三：举国体制发挥着重要作用。“标准工

具和砂轮也早由全国各工厂帮助第一汽车制造厂制

造出来了。”全国工业界都在为新中国第一辆车贡献

力量，把一汽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行文间感到

齐心协力的气势。特别是一个“早”字，满满的自

信、胸有成竹的架势！ 
感慨四：国际合作很重要。当时苏联就帮了大

忙。一个悠悠千年的农业大国转型搞工业，没有外

力相助是无法想象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根本也在于中国和世界各国携手，

壮大了自己，贡献了世界。

回顾历史，感慨万千。多么大的困难都熬过来

了，如今面临的困难——“那都不是事儿。”如今，

中国汽车产销量已经连续十余年保持世界第一，

2018年汽车产销量均为2800万辆左右。在车联网、
自动驾驶、新能源应用等方面，中国技术和应用推

广甚至还跻身世界前列。

0和1，是有和无的不同，是质的差别。有了1，才
可能一生二，二生三，才可能发展到百万千万。今天的

百万千万，一长串0的前面，一定有一个1。近年来一项
项技术发明、一回回改革创新，都是在创造着一次

次从0到1的成绩。眼下的困难，都会随着1后面的0
逐步增多，而成为辉煌的历史。

杨鹏，生于70年代的陕西人，传

播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

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学、

新媒体、青年文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