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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视界

杜绝“零和博弈”

许海东认为，要打造品牌

的差异化竞争力，就不要卷价

格，而是要卷技术，目前已有

一些车企正在朝着这个方向

发力，致力于突出自身的技

术。与此同时，安全也是打造

品牌差异化竞争力的一个重

要维度，尤其是在智能驾驶方

面去突出产品的安全特性。

此外，提供优质的服务

也是一个重要的抓手。“‘80

后’消费者是所谓的‘互联网

原生代’，中国汽车产业这一

轮的崛起正是因为新势力车

企关注到了‘互联网原生代’

这个群体的消费者诉求。新

势力车企抓住了这一点才使

其不但把产品卖了出去，并

且卖出了高价。这与传统汽

车企业此前主要以新技术为

卖点、向消费者推销技术的

模式有所不同。”许海东说。

比起打“价格战”，中经传

媒智库专家、浅觉深知咨询公

司创始人陆盛 则对记者表

示，车企更应该关注“价值

战”，卷技术。“最近我看到两

条比较振奋人心的新闻，一条

是优步全球和比亚迪达成战

略合作，计划采购 10 万辆比

亚迪汽车来进行自动驾驶的

服务。一条是自动驾驶公司

Waymo采购极氪生产的车辆

进行自动驾驶测试。我们在

新能源领域积累了很大的技

术优势，可以考虑向外进行技

术输出和技术合作，小鹏和大

众集团，零跑和斯特兰蒂斯是

非常好的合作范例。”

杨 小 林 则 认 为 ，“ 反 内

卷 ”应 摈 弃“ 零 和 博 弈 ”思

维。杨小林建议：“从方法

上，我认为要阻止‘内卷式竞

争’，首先龙头企业要带头，

因为龙头企业占据大部分的

市场份额，在某种程度上，拥

有成本优势以及市场规则的

制定权。如果龙头企业都不

停下来，这样的‘内卷’是很

难扭转的。”

据了解，继宝马成为第

一家退出价格战的车企之

后，奔驰、奥迪、大众等多家

品牌也陆续跟进。

杨 小 林 进 一 步 表 示 ，

BBA 三家占据整个豪华车市

场份额的70%以上，他们可以

通过自身调整从而影响到其

他车企的市场行为。但是，

价格在 30 万元以下或者 20

万元以下的细分市场里面，

市场占有率前三或者前五的

龙头企业其实也可以效仿

BBA 的做法，达成共识，从而

避免“内卷式竞争”。

柏文喜则对记者表示，

面对汽车行业种种“内卷”现

象，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来

解决。首先，加强行业自律

和监管，规范市场竞争行为，

避免无序竞争和不良竞争。

其次，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

级，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

平，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

提高整个行业的素质和水

平。最后，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和协同发展，促进新能源

汽车与传统燃油车的融合发

展。这些措施的实施需要政

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共

同努力和支持。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反

内卷’，因为长期‘内卷’，对大

部分企业和产业都是一种伤

害。汽车零件的产业链也可

能被价格战扼杀在摇篮里。

另外，价格战卷至国外，也势

必会对中国制造产生比较恶

性的影响。”马振山说道，“现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防‘内

卷式’恶性竞争，我认为提出

得非常及时，也释放了更加鲜

明、直接、坚决的信号。”

“办企业最重要的是实事

求是。”魏建军表示，“去年我

们简单统计了一下，我们这个

行业亏损达到了 1600 亿元，

我觉得企业要是没有造血能

力，不盈利是走不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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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对周榜开始 汽车行业对“内卷式竞争”说不
本报记者 陈燕南 北京报道

在争议的漩涡之中，理想汽车

依旧在 8 月 13 日发布了周销量榜

单。榜单显示，2024 年第 32 周，理

想汽车周销量达 1.11 万辆，连续 16

周获中国市场新势力品牌销量第

一。在榜单上，不少“网红”品牌诸

如问界、小米、蔚来均位列其中，不

过都屈居理想汽车之后。

在此前的一周，理想汽车发布

的周榜引发了口诛笔伐。不少车

企高管并不认可，认为其是“低水

平内卷”的做法，甚至有高管要求

在榜单中剔除自家品牌。随着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强化行业

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汽车

行业从反对周榜开始，展开了一场

关于“反内卷”的讨论。

“以前汽车行业的企业销量数

据都以月为周期，自从造车新势力

进入之后，随着竞争更加激烈，车企

开始发布周榜单。车企发布销量榜

单主要还是一种营销行为，但实际

上，周榜单甚至月度销量对于消费

者来说，没有参考意义。”国际智能

运载科技协会秘书长张翔在接受

《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于众多车企反对理想汽车

出的周销量榜单，我认为这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汽车行业的竞争压

力和内卷现象。”萨摩耶云科技集

团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对于汽车行业来说，

避免‘内卷’的关键是要遵循市场

规律，以技术、质量和服务为核心

竞争力，而不是通过低价、无序竞

争等手段来抢占市场份额。”中国

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对

记者表示。

卷“周销量榜单”

理想汽车的周销量榜单正在引

来一系列的抵触情绪。

蔚来品牌与传播助理副总裁马

麟直接“喊话”理想汽车 CEO 李想：

“想哥收手吧！”

在马麟看来，每个月各个企业

会公布经审计后的交付量，基本上

能反映车企当时的经营情况，对于

用户了解市场行业、帮助消费决策

是比较有效的。周榜对企业正常经

营是会有干扰的。

在业内人士看来，理想汽车的

周销量榜单数据缺乏来源，且分类

也并不科学。“目前，华为问界和理

想在增程领域卖得好，特斯拉和蔚

来在纯电领域卖得好，不同价位、不

同品类的产品放到一个榜单里，并

不能准确反映市场真实情况。”有分

析指出。

张翔对记者表示：“销量统计

口径有很多类别，比如有车管所统

计、公安部统计、行业协会统计等，

途径不一致，评判的标准也有很多

样。统计单位要有一定的长度，更

加多元，才能反映出企业整体的经

营情况。”

有分析认为，如果车企按照自

身商业意图，自行设计符合自己利

益最大化的榜单，则会造成数据发

布的混乱与排名的失真，还会误导

公众对车企的认知和购车决策，甚

至造成上市公司车企股价波动，影

响投资人的判断。

何小鹏将批判提升到中美科技

竞争的高度：“ 我这次去美国印象很

深，美国人在想怎么把端到端自动

驾驶辅助技术做得更好，比如特斯

拉，端到端大模型之后，FSD 和之前

完全不一样，明年美国智驾端到端

系统产品就要比老司机更强。而中

国的（汽车）科技公司还在卷‘周销

量榜’，在想办法赚钱。这不是科技

竞争该有的样子。”

有观点认为，周销量排行的频

繁更新也可能给车企带来不必要的

压力，迫使它们不断调整策略以应

对短期波动，忽视了长期发展和产

品质量的提升。

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近期则

表示，车企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

不能唯销量论，更应该在质量、投

诉、利润、纳税等多维度进行评价。

陷入“囚徒困境”

关于周销量榜单的争论只是

汽车行业“内卷”的缩影。

目前，中国汽车市场结束了高

速增长的时代，进入到了存量时

代。与此同时，汽车产业也面临着

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交替的转换

时期，行业内普遍感受到了焦虑，

随之而来的是价格战、不正当竞争

等现象。

奇瑞捷豹路虎常务副总裁马

振山对记者表示：“今年从 A 级车

到 B 级车再到 C 级车，成交价格史

无前例地低。例如，豪华汽车的价

格已经下探至 20 万元左右，豪华 C

级车已经下探至30万元以下。”

当前，“内卷”的波澜击穿成本

的底线，众多车企陷入了量价齐跌

的“囚徒困境”，这一现象对整个产

业的健康发展都构成了严重威胁。

“我们汽车产业发展到了今

天，确实有点乱，现在也有点飘。

目前，部分车企存在不正当竞争、

造假、出老千的情况，建议对汽车

行业搞一遍审计。”魏建军表示。

资深汽车媒体人、车壹条总编

辑杨小林则对记者表示，新能源汽

车发展迅速，但市场也愈发激烈。

造车新势力、传统主机厂都想在新

能源汽车市场分一杯羹。在这个

过程中，造车新势力带头将价格打

下来，它有资本市场的支撑，暂时

不以盈利为导向，所以在新能源赛

道中能够跑得很快。“在竞速的过

程中，不少企业在‘内卷’之中可能

或主动，或被动，在时代的浪潮之

中被推着前行。”杨小林说道。

不过，中国汽车加速发展的同

时也应该看到，汽车行业整体利润

正在持续下滑。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制造业

总体营收 47672.2 亿元，同比增长

5.1%。成本 41730 亿元，同比增长

5.3%。利润总额达到 2377 亿元，同

比 增 长 10.7% 。 但 利 润 率 仅 为

4.98%，处于2017年以来的新低。

惠誉评级方面对记者表示，在

插电式电动汽车和纯电动汽车同

比分别劲增 64%和 16% 的助推下，

2024 年第二季度中国电动汽车的

市场份额达到创纪录的 46.6%。相

比之下，尽管经销商平均价格折扣

攀升至历史新高超过 20%，传统燃

油车的销量仍大幅下跌23%。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狂飙式发

展正在导致传统燃油车产业基础

的快速崩塌。因此，我认为新能源

汽车的发展速度需要注意其带来

的问题，如产能过剩、利润不足、

金融化杠杆崩溃等。”郑磊对记者

表示。

“价格战、‘内卷’的核心其实

就是同质化竞争，大家只能去拼价

格。如果再进一步去研究汽车产

业‘内卷’的根源和主要原因，那就

是中国自主品牌还没有树立起基

于品牌的差异化竞争力。”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副总工程师许海东对

记者表示。

“价格战”风向突变：BBA酝酿涨价比亚迪为何反其道而行？
本报记者 陈靖斌 广州报道

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汽车价

格战后，市场终于出现了放缓

的迹象。多家合资车企悄然上

调了终端售价，暗示竞争策略

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7 月中旬，宝马中国宣布

将在下半年更关注业务质量，

并支持经销商稳扎稳打地推进

市场布局。外界普遍认为，这

一声明显示宝马有意退出激烈

的价格战。紧随其后，有消息

称奔驰和奥迪也计划效仿宝

马，准备上调产品价格。与此

同时，沃尔沃、大众、丰田和本

田等品牌的价格调整传闻也引

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然而，与部分合资车企采

取减少优惠、停止降价的策略

不同，国内自主品牌比亚迪却

选择逆势而行，加剧了“内卷”

现象。

比亚迪频繁发布新车，并

将海洋网系列的两款新车价格

压至新低。这一策略与合资车

企截然不同。

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

书长张翔在接受《中国经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市场角度

来看，汽车价格战并非坏事，通

过优胜劣汰可以淘汰落后的车

企。然而，考虑到广汽、上汽、

东风、一汽等主要依赖合资品

牌的利润来源，“内卷”可能导

致它们的销量和利润大幅减

少，甚至面临亏损的风险。

比亚迪加速“内卷”

在合资车企纷纷选择退出“内

卷”的背景下，比亚迪却反其道而

行之，加速了这一进程。比亚迪近

期频繁的新车发布正是这一策略

的体现。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观察，自

5 月 28 日比亚迪在西安发布秦 L

DM-i以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

比亚迪又于 7 月 25 日在郑州推出

了宋 L DM-i 和宋 PLUS DM-i。

紧接着，两周后比亚迪在深圳发布

了 2025 款海豹和海豹 07 DM-i。

这一连串的发布动作展现出比亚

迪在产品线扩张上的强大力度。

与此同时，比亚迪还通过降低

新车价格进一步加剧市场竞争。

2025 款海豹的起售价为 17.58 万

元，相较 2024 款的 17.98 万元降低

了 4000 元。海豹 07 DM-i 的五

款 配 置 车 型 起 售 价 为 13.98 万

元，比现款海豹 DM-i 的 14.98 万

元降低了 1 万元。这一系列的降

价策略显示了比亚迪对市场的明

确态度。

比亚迪对“内卷”现象的积极

参与并非偶然。比亚迪董事长兼

总裁王传福在今年年初明确表示，

汽车产业的变革已进入深水区，新

能源汽车的发展将进一步加速，没

有任何企业能够在此过程中放慢

脚步。因此，比亚迪必须全力以

赴，加快发展步伐。7 月 13 日的

2024中国汽车论坛上，比亚迪品牌

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也表示，中

国汽车行业在“内卷”中不断进步，

越卷越强，越卷越好。

事实证明，这种“内卷”策略确

实为比亚迪带来了显著的市场优

势。8 月 8 日，乘联会发布的数据

显示，7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量

为 172 万辆，同比下降 2.8%，环比

下降2.6%。但在新能源汽车市场，

7 月零售量达到 87.8 万辆，同比增

长 36.9%，环比增长 2.8%。更重要

的是，7月新能源汽车国内零售渗

透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1%，标

志着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市场的销

量首次超过燃油车。

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提

升，比亚迪也在加速抢占市场份

额。比亚迪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

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34.24 万辆，

同比增长28.83%，月销量连续创下

历史新高。截至7月底，比亚迪今

年的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已达到

195.5 万辆，同比增长 28.83%。比

亚迪已连续五个月单月销量突破

30万辆，市场份额稳占全国的三分

之一。

比亚迪市场份额的提升不仅

带来了规模经济效应，也进一步巩

固了其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领先

地位。

张翔指出，头部车企如比亚

迪，凭借其高市场份额和规模优

势，可以通过降低零部件成本来扩

大利润空间，从而拥有更大的降价

空间。正因如此，中国的价格战成

为主流，头部车企通过降价重新洗

牌，形成良性“内卷”，即在降价的

同时不牺牲产品质量。

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也

表示，比亚迪作为新能源汽车市场

的领军企业，通过加速降价和新车

发布来保持市场热度，吸引更多消

费者。这一“内卷”趋势不仅有助

于比亚迪提升市场份额，还推动了

整个汽车行业的优胜劣汰。随着

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的提升，消

费者需求增加，比亚迪通过降价和

新车发布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地

位。但与此同时，比亚迪的加速

“内卷”也可能对其他新能源汽车

品牌形成压力，促使整个行业加快

技术创新和竞争步伐。

“内卷”推动优胜劣汰

与比亚迪选择积极“内卷”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广汽、长城、一汽

等多家车企高管对当前汽车行业

的“内卷”现象表示了明确的反对。

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洪直言，

国内汽车市场的过度“内卷”已经

失去了理性，行业的价格战应保持

底线，回归理性。长城汽车董事长

魏建军也指出，中国汽车行业正处

于无序“内卷”状态，需要有人站出

来发声，维护市场秩序，捍卫行业

公正。他强调：“我们应该珍惜来

之不易的成果，成为维护秩序的捍

卫者。”

而早在去年9月，中国第一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雷平在

泰达汽车论坛上就曾表示，当前中

国汽车市场的显著特征就是“内

卷”。他认为，一味降价只会让行

业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这些反对“内卷”的车企高管，

其背后的销售数据表现不容乐观。

广汽集团最新的产销快报显

示，7 月汽车产量为 15.68 万辆，同

比下降9.14%；1至7月累计产量为

101.62万辆，同比下降25.79%。销

量方面，7 月销量为 14.12 万辆，同

比下降 25.37%；1 至 7 月累计销量

为100.42万辆，同比下降25.83%。

广汽集团旗下的广汽丰田和

广汽本田在乘用车市场表现疲

软。广汽丰田在 1 至 7 月的累计

销 量 为 38.96 万 辆 ，同 比 下 降

25.48% ；广 汽 本 田 同 期 销 量 为

24.12 万辆，同比下降 27.34%。面

对市场挑战，广汽旗下合资品牌不

得不采取裁员措施。与此同时，广

汽集团的新能源子品牌埃安在1至

7月的销量同比下降39.21%，尚难

以接替“两田”品牌成为集团新的

盈利支柱。

一汽集团的情况也不乐观。一

汽-大众和一汽丰田在上半年的销

量分别为75.45万辆和32.9万辆，较

去 年 同 期 分 别 下 降 11.1% 和

11.82%。长城汽车同样面临着新能

源汽车市场销量增长乏力的问题。

数据显示，2024年前7个月，长城汽

车总销量为 65.1 万辆，同比增长

3.6%，仅完成全年190万辆目标的

34%。其中，7 月新能源汽车销售

2.41万辆，同比下降16.51%；前7月

累计销售 15.65 万辆，同比增长

28.14%，但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仅

约24%。

对于汽车行业的“内卷”现象，

张翔认为，这是一种市场优胜劣汰

的自然结果，不必过多干预。

张翔指出，市场经济本质上

会带来资源浪费，这是市场竞争

的必然过程，就像美国汽车行业

曾经经历的那样，最初有 1500 多

家公司，最后通过价格战和竞争

只剩下三家。

“在此过程中，企业的倒闭和

技术更新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必

过于担忧。”张翔表示，即使合资企

业退出，对中国汽车产业也不会有

太大影响，因为中国不仅能够生产

新能源汽车，还能生产燃油车。同

时他强调，国家出台政策是为了防

止价格战导致汽车质量下降，但张

翔认为即使出现质量问题也不必

过于担心，因为国家有完善的召回

制度来保障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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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如果龙头企业都不停下来，这样的“内卷”很

难扭转的。

理想汽车的周销量榜单数据缺乏来源，且分类也并不科学。

“目前，部分车企存在不正当竞争、造假、出老千的情况，建议对汽车行业进行审计。”魏建军表示。

从价格休战到反对周销量榜单，汽车行业的“反内卷”之路开启。 图为宝马4S店。 陈燕南/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