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颁发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

规划》规定，到 2020年中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油

耗要降到百公里五升的水平。对此，业界议

论纷纷。政府主管官员意见分为两派：一派

认为，此举措关系重大，关系到我国汽车产品

能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应制定法规督促全

行业努力，以保证按期达到；另一派认为，此

目标难度太大，很有可能达不到，不应制定明

知达不到的法规限值。行业内其实也是两派

意见：一派认为，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汽车产

销大国，石油进口已接近 60%，我国也是二氧

化碳排放最多的国家，如果不能在节油减碳

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汽车工业不能顺利

发展；另一派认为，此目标难度太大，应说服

政府主管部门放松目标限值。甚至有人认

为，这么严的目标，合资企业生产的外国品牌

汽车产品可以达到，中国品牌肯定达不到。

按此要求制定法规，不利于中国品牌的发展，

不应做这等“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关于国务院颁发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

展规划》，笔者也有幸参与制定。对于其中百

公里五升的目标，经过再三斟酌，我是赞成的。

第一，这个目标并没有达到世界最先进

水平。欧盟正在实施的是到 2015年达到每公

里二氧化碳排放 120克的限值，并在讨论制定

到 2020 年 每 公 里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95 克 的 限

值。百公里油耗五升折算为二氧化碳排放，

是为每公里 117 克。我们的目标比欧盟 2015

年目标稍严，但时限延至 2020 年，可见，我们

的这一目标处于接近欧盟的要求的水平。

第二，中国达到这一目标，难度极大。欧

盟制定的每公里二氧化碳排放 120克的限值，

是经过精心研究的，该限值是企业在传统汽

车技术范围内(并不需要电驱动技术)可以达

到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减小汽车尺

寸，半数轿车以柴油为燃料，并采用了改进发

动机和变速箱、轻量化、降低轮胎滚动阻力等

先进技术。而我国的条件有所不同，一是我

国不大可能大量以柴油为乘用车燃料，二是

中国品牌乘用车的发动机、变速箱水平，轻量

化水平，轮胎水平都不可能很快达到欧盟的

水平。因此，在我们技术水平总体上落后于

欧洲，且不能大量使用柴油的条件下，几乎不

可能达到这一限值。

第三，是在尽量提高发动机、变速箱、轻

量化、轮胎水平的同时，广泛采用混合动力技

术。当初欧盟制定这一限值时，混合动力技

术还没有今天成熟和普及。我们今天考虑这

一目标，应该把已经成熟并正在普及的混合

动力技术考虑在内。混合动力技术如果大批

量采用，可以达到成本提高 5%—10%、节油

10%—20%的效果。

我的结论是，这一目标是可能达到的，前

提是广泛采用混合动力技术。当然，同时也

要抓紧在发动机、变速箱、轻量化、低阻轮胎

以及降低风阻等方面的努力。我认为，政府

官员现在应该做的不是争论该不该制定法

规，而是在制定法规的同时，采取积极有效的

措施，促进混合动力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促进

一切可以降低油耗的技术的发展。

百公里油耗五升能行吗
□ 中汽协 董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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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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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汽车的核心竞争力！

数字车市

谈车论道

24万台

10 月 28 日，大众汽车宣布，将

扩大旗下天津自动变速器工厂的

产能。设于天津的大众汽车变速

器工厂将新建一个先进的双离合

变速器生产基地，年产变速器 24

万台。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器天津

工厂计划在 2014年投产，而新的双

离合变速器扩建项目将于 2016 年

投产。

188万辆

从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0月 29日，国家质检总局共发布 66

条汽车召回通告，共召回 1881557

辆车，其中涉及 20 家汽车公司 31

个汽车品牌。召回最多的是本田

408069 辆 、大 众 388044 辆 、铃 木

365506辆和宝马 244381辆。

4000万辆

据英国汽车杂志 Autocar报道，

据全球汽车论坛发布的预测，中国

新车销售量 2020 年将达到 2000 万

辆，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汽

车市场;2030年，该数字将翻倍达到

4000万辆。

4.65亿元

比亚迪公布了三季报显示，第

三季度比亚迪营业收入达 126.64

亿元，同比增长 20.3%，净利润则大

增 3816.2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727.45%。前三季度，比亚迪净利累

计 达 4.65 亿 元 ，同 比 激 增

2127.39%。

2.5升

上 汽 荣 威 在 推 出 750 HY-

BRID 混合动力版车型和 E50 电动

车后，将计划推出 550 插电混动版

车型。上汽集团乘用车公司副总

经理蒋峻先生表示，计划量产荣

威 550 Plug-in 插电式强混汽车的

技术水平与丰田普瑞斯完全一样，

在综合工况下，节油率高达 65%以

上，百公里油耗仅为 2.5L。

新华社讯（记者陈炜伟）备受关注的汽车

三包规定自 10月 1日正式实施以来，为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规范汽车消费市场发挥了积极

作用。与此同时，这部实施刚刚“满月”的新法

规在具体实践中面临哪些问题？下一步又该

如何推进汽车三包的更好实施？

据国家质检总局介绍，三包规定实施以

来，我国汽车三包信息全面备案公开。截至目

前，共有 88家汽车生产者进行汽车三包信息备

案发布。其中，国产汽车 61 家，进口汽车 27

家，涉及 134 个品牌、4407 个车型、销售修理网

点 29868个。

与此同时，技术咨询人员库逐步建成。质

检总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 31个省份组

织 20206名专家在汽车三包专家管理系统上提

交了申请材料，有 2369 名专家被聘用，为汽车

三包争议处理提供技术咨询保障。

此外，汽车三包争议处理工作体系不断健

全。地方各级消费者协会和质监部门负责汽

车三包争议处理的工作机构逐步就位，并开始

受理家用汽车消费者有关汽车三包的投诉和

咨询。

“质检部门也发现部分汽车生产商存在信

息备案公开不规范，部分汽车经营商违规减

免、规避三包责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质

检总局新闻发言人陈熙同 10月 31日在质检总

局例行发布会上说。

陈熙同介绍，一是部分汽车生产者信息备

案公开不规范。一方面，个别生产商备案信息

内容存在缺项、漏项等问题。如：有 40 家汽车

生产者备案车型信息不全，有 36家汽车生产者

备案的 4S店不完整等等。另一方面，还有少数

汽车生产者备案的三包凭证内容不规范。如：

三包凭证中明示汽车主要零件种类范围少于

国家标准要求，易损耗零部件、特殊零部件种

类范围多于国家标准《汽车三包主要零部件种

类范围和三包凭证》，等等。

二是部分汽车经营者设置违规条款减免

三包责任。如部分汽车生产者在《维修保养手

册》等随车文件中，添加了“消费者只能在 4S店

维修保养，否则不承担三包责任”等霸王条款，

部分汽车 4S 店在购车合同中也设置了类似的

“附加条件”，超出汽车三包规定的三包责任免

除范围，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是部分“美规车”销售商规避三包责任。

部分“美规车”销售商没有向用户提供三包凭

证，也不提供任何质量担保，试图通过“签署承

诺书”“车辆登记为公司”等手段规避三包责任。

“针对上述问题，质检总局和各级地方质

监部门将采取相应措施，有效推动汽车三包规

定的贯彻实施。”陈熙同说。

他介绍，质检总局和各级地方质监部门将

组织专家对汽车生产者信息备案、公开的完整

性和准确性进行全面评估，公布评估结果，督促

信息备案、公开工作滞后的汽车生产者严格按

照汽车三包规定，迅速完成整改。同时，对三包

凭证、《维修保养手册》、购车合同“附加条件”内

容违规的汽车生产者和销售者，予以警告，责令

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予以查处。

此外，将充分利用汽车三包网等信息平

台，加大汽车三包政策法规宣传、汽车三包专

业知识普及，以及汽车三包违规信息披露，探

索建立三包问题快速响应机制。进一步完善

汽车三包专家管理机制，加强与消协等第三方

机构联系，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发挥作用，切实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汽车三包规定实施“满月”
汽车生产者信息备案公开不规范等三大问题待解决

科技日报讯 （记者何晓亮）在 10 月 30 日

开幕的 2013 中国国际商用车展上，江淮汽车

公布了其 2013 年出口数据，2013 年 1—9 月份

江淮汽车整车出口 47057 辆，同比增长 6.53%，

大幅领先行业出口增速，出口量位居行业第

六位，其中轻卡出口已经连续十二年保持行

业第一，乘用车出口位居行业第六，重卡出口

位居行业第五。

在 2001年，彼时中国卡车企业很少涉足

海 外 市 场 ，对 外 投 资 设 厂 在 当 时 看 来 更 属

不 切 实 ，而 江 淮 汽 车 在 2001 年 就 破 天 荒 的

在 东 南 亚 地 区 设 厂 。 随 后 2006 年 ，江 淮 汽

车再次抢占先机，率先成立国际公司，以轻

卡 为 主 全 面 对 外 出 击 。 2007 年 ，江 淮 重 卡

在 国 际 市 场 告 捷 ，一 次 获 得 海 湾 国 家 订 单

350 辆 ，销 售 收 入 突 破 亿 元 ，同 年 作 为 乘 用

车的探路者，江淮瑞鹰也冲出国门，在当年

的 莫 斯 科 车 展 崭 露 头 角 。 2009 年 ，江 淮 汽

车率先在轻卡行业通过国家“出口免验”认

证 ，获 得 了 进 入 国 际 市 场 的“ 金 牌 通 行

证 ”。 2012 年 ，江 淮 500 辆 欧 Ⅳ 高 端 轻 卡 出

口 巴 西 ，标 志 着 江 淮 轻 卡 已 具 备 了 进 入 高

排放标准的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多年国

际化步伐后，目前在国际市场，江淮汽车已

形成了商用车、乘用车比翼齐飞的格局，其

出口覆盖南美、欧洲、非洲、亚洲等区域，与

全球 100 多个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拥 有 近 100 家 海 外 4S 店 ，并 在 海 外 建 立 了

13 家 KD 工厂。其中，江淮轻卡更是保持连

续 12 年中国轻卡出口第一的态势，在近 30

个 国 家 保 持 着 中 国 商 用 车 占 有 率 第 一 ，国

际商用车占有率前三的地位。

江淮商用车连续十二年居全国之首

过去几年间，随着中国成长为全球最大的

汽车市场，中国汽车民族品牌同时也通过走出

去的战略，越来越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早

期走出国门的许多中国汽车品牌以低质低价

的策略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特别是在商用

车领域尤为明显，然而随着国内卡车海外出口

数量日益增加，看似国际化步伐加快了，但中

国的商用车产品在海外市场一度被打上的“价

廉物不美”的标记要被摘掉却需要时日。而随

着世界经济形势表现疲软，复苏乏力，以及人

民币对美元、日元、韩元等外币持续升值，中国

汽车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优势将会被削弱，中

国商用车出口战略的转型迫在眉睫。

商用车企业要想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立足，

并从产品同质化的泥沼中脱颖而出，拼的不仅

仅是过硬的产品质量，还要比谁的服务更得人

心。前几年，我国卡车产品在俄国败退的惨痛

教训，足以让国内卡车企业警醒，售后服务跟不

上的“一锤子买卖”不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

因此，未来，在商用车企业之间的竞争将是“服

务软实力+产品硬道理”的品牌体系之间的竞

争，产品硬道理是生存的根本，服务软实力则是

商用车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发展王道。

也正因如此，现在，越来越多的商用车企

业在努力改变现状，打造各自的软实力品牌。

通过各个企业近两年来 纷纷推出的各种“服务

口号”就能看出这种努力：一汽解放做了近11年

的“感动服务”，东风的“阳光服务”，中国重汽的

“亲人服务”，陕汽的“贴心服务”等。尤其是江

淮汽车，其轻卡服务品牌也全面升级，通过全天

候、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呵护，和更专业、更全

面、更贴心、更超值的五星级服务，为客户打造

“五星服务全程呵护”的新服务享受。

业内专家分析认为，商用车属于生产资

料，是客户用于运营或者其它商业用途的工具，

所以客户在购买产品时特别注重品牌，他会考

虑到商用车的安全性、可靠性、售后服务以及价

格高低等多种因素，而品牌恰恰承载着这些信

息，所以绝大多数客户买商用车的时候，首先会

考虑品牌因素，会关注这个品牌在市场上的地

位，中国商用车在“走出去”的时候，没有品牌的

含义，没有品牌的提升，没有品牌的实力，那么

我们在海外的拓展空间会非常有限，因此，以江

淮汽车为代表的坚持走品牌综合“发酵”型道路

的自主品牌车企，通过服务、产品、渠道等多方

面的提升，不仅提高自身在世界汽车市场上的

抗风险能力，同时也将在中国汽车行业率先实

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品牌的跨越。

商 用 车 出 口 战 略 转 型 迫 在 眉 睫
□ 何晓亮

科技日报讯 （王文）10 月 26 日，中国汽车

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15 亿元、历时 3

年打造的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汽车研发新基

地建成并投入使用。

位于重庆北部新区的中国汽研汽车技术

研发与测试基地建筑面积 25万平方米，在汽车

安全、汽车噪声振动、汽车节能环保、电磁兼容

等诸多方面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和

科研技术及咨询。新基地可进行 5 吨以下汽

车时速 120 公里正面碰撞、侧面碰撞、尾部碰

撞、侧面柱撞、斜坡翻滚、螺旋翻滚、路肩翻滚

以及多角度、不等速车车对碰；还可进行 25 吨

汽车时速 80 公里正面碰撞，台车动态模拟、商

用车驾驶室乘员保护，行人碰撞保护等试验。

据介绍，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是我国首家国家级院所整体改制上市公司，前身

是重庆汽车研究所。中国汽研旗下已建立国家机

动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重庆）、国家燃气汽车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噪声振动和安全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替代燃料汽车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

验室等科技创新和服务平台，是国家授权的汽车

产品公告、环保、3C认证及油耗、进出口汽车、司

法鉴定检测机构。目前，中国汽研在汽车产品设

计、汽车节能环保、汽车底盘性能、新能源汽车、汽

车噪声振动、汽车安全等六大领域提供一站式、高

质量、全方位的研发服务。在汽车产品设计领

域，提供从汽车产品创意、造型设计、结构工程、

性能开发、材料工艺、样车试制及投产技术支持

和项目管理等汽车新产品开发服务。汽车行业

专家表示，新基地的投用将大大提升中国汽研在

汽车节能环保、汽车噪声振动、汽车安全等领域的

创新能力，为汽车行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

中国汽研新基地重庆落成投入使用

壳牌统一
“百万公里道路挑战赛”收官

科技日报 讯 （何 文）10 月

31 日 ，由 壳 牌 统 一 主 办的“王者

盛宴——百万公里道路挑战赛颁奖

典礼”在北京落下帷幕。

据了解，“百万公里道路挑战

赛”从一开始就定位为一场专属于

“铁血硬汉”卡车司机们的赛事，将

活动聚焦于全国 600 万卡车司机坚

强、勇敢的硬汉一面；通过激烈的竞

争选出的几十名名卡车司机，根据

不同的驾驶路况、车况、天气等特点

被分为 5 支车队，装载全新油压王

CH-4，共同面对百万公里的严苛

挑战。参赛选手通过试用体验、行

车经验、硬汉故事和网友支持构成

的独特公里数积分制，决出了 3 位

“铁血硬汉”和一支“终极铁血车

队”，分别获得更多的油压王免费试

用机会和亲赴 2014 达喀尔拉力赛

现场的机会。

在历时 46 天的比赛中，参赛选

手提交了百余篇优秀的参赛作业，

提供了大量有关全新油压王 CH-4

的真实试用反馈。活动期间，硬汉

司机的试用分享赢得浏览量超过

200 万，吸引网友互动超过 1.4 万，

全新油压王 CH-4 任何严苛路况、

油压始终稳定这一卓越性能得到了

众多用户的肯定。

“壳牌统一以实用科技为理念，

顺应发动机技术创新需求推出全新

油压王 CH-4。它为重卡、客车量

身打造，为该类消费者提供全面的

发动机保护。在今年夏天百万公里

挑战赛中，历经最热夏天、多弯沙石

等严苛路况以及不同车况的考验，

保障了油压稳定，获得了广大卡车

司机的认可”。壳牌统一（北京）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翠薇女士

表示。

据悉，统一油压王 CH-4 经过

渐进的脉冲调和工艺精制而成，

在各种长途、重载、爬坡、高低温

等严苛工况下，为发动机提供油

压稳定、重载保护、高温抗磨、清

洁力强四大长久稳定保护，帮助

用户挑战道路上的严峻考验，为

发动机提供动力支持，完成繁重

的运输任务。

北京现代
再借马拉松赛事推动品牌飞跃

科技日报讯 （何文）继 2011 年

和 2012 年独家冠名以来，跻身中国

车企第一阵营的北京现代今年继续

作为北京马拉松冠名赞助商，为赛

事提供 20 辆车，作为活动工作车

辆。热衷于体育营销的北京现代，

继去年和今年赞助“中国之队”后，

又与影响力越来越上升的北京马拉

松联手。

作为世界十大马拉松赛事之

一，马拉松运动在国内日益普及，选

手竞赛水平日渐提高，全程项目完

赛率和总体完赛人数年年攀升，逐

渐发展成以全程项目为绝对主体的

国际顶级马拉松赛事。随着北京马

拉松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其商业价

值也越发受到各方瞩目。自 2011

年起，北京现代就与北京马拉松官

方签订了合作协议。

如今已经三度携手北京马拉松

的北京现代，也随着合作的日益深

入而收获颇丰。三年来北京现代通

过一系列的公益行动、网络互动、渠

道配合，将品牌内涵与马拉松运动

交融，也让越来越多的马拉松跑者

认识了北京现代，成为北京现代品

牌“二次飞跃”不可或缺的杠杆。

11月原油市场
或延续供需宽松局面

据新华社讯 11月 1日，国家发

展改革委发出通知，决定将汽、柴油

价格每吨均降低 75 元，测算到零售

价格 90 号汽油和 0 号柴油（全国平

均）每升均降低 0.06元，调价执行时

间为 10 月 31 日 24 时。这是自上一

轮成品油调价“搁浅”后，国内油价

年内再次出现“二连跌”。

此次成品油价格调整经历 9 月

30 日—10 月 31 日，自 9 月 30 日国

内油价调整后，国际油价涨跌不

定，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

制，10 月 18 日国内调价窗口因幅

度不足而关闭。在此之后油价震

荡下行，综合原油变化率不断负向

加深。

“目前国内汽油升级正在进行

中，部分已完成置换地区价格并未

顺势推涨，部分地区有所上扬，实际

涨幅约在 100—200 元/吨之间。”金

银岛分析师于金波告诉记者。

另据分析机构预计，11 月份原

油市场或将延续供需宽松的局面，

市场利空因素占据主导，油价也将

继续震荡走低。另外随着天气转

冷，汽油旺季逐渐结束；而国内经济

增速放缓，柴油市场需求有限，在多

方利空因素抑制下，国内成品油市

场行情或难有明显好转，柴油整体

或表现稳中下滑走势。下次调价窗

口将于 11月 14日开启，目前来看或

仍为下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