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汽车市场是世界的“延安”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我想起几年前我们大家说起汽车的时候，认为中国的汽车市场就是

延安，是延安这样的位置，会不断扩大、越来越大，最后直到取得一个非常主导性的地位、一个世界上

最大的地位。它就是世界的延安。我觉得今天好像真的是这样，去年汽车产销都已经是世界第一

了。今年很快过去，未来的几年还会继续扩大。不仅走向全国，而且走向世界。编辑 沈艳 组版邱莉娜 校对 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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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瑞豪掷千万携拉手网试水团购营销

日前，奇瑞公司与拉手网联手以“百辆奇瑞 拉手百城”为主题的大型汽车团购活动，在网上着实

掀起了一场抢购风暴。在本次活动中团购者只要支付99元定金，就有可能以6折的价格抢购到奇瑞

风云2以及新A3汽车，还有机会以最低99元秒杀到该两款汽车。据了解，如此大手笔的网络抢购活

动在汽车行业实属首例，在团购行业也开创了先河。

深
度

当我们的印象依然停留在

奇瑞汽车的时候，坐落于江城

芜湖的它已经开始了其多元化

的脚步：盖房子、挖煤、造农机，

造船……

“奇瑞到底怎么了，大家有

谁知道它不搞的产业吗？”此

时，奇瑞选择了多元化的战略：

品牌多元化、产业多元化和市

场多元化。而这样的选择也受

到了外界的质疑，多元化战略

背 后 ，能 否 支 撑 企 业 发 展 需

求？多元化之下，汽车产业又

将扮演着何种角色……

带着上述疑问，《第一财

经》记者走进芜湖，深入奇瑞汽

车及其相关企业，为读者解读

奇瑞背后的国际化“野心”。

11月 1日上午9：00，芜湖市弋江路安

奇汽车销售4S店内，等待记者的是奇瑞

的下游企业——芜湖安奇集团副总经理

王劲松以及销售副总杨姗姗。

从杨姗姗口中，记者了解到，今年汽

车自主品牌的销量在下滑，他们店的销量

也在下滑，预计全年能销售6000台（但超

出年初计划）。“奇瑞的压库要比往年好得

多，原来预计3、4、5月份销量不好，所以

公司没有提升销售任务，后来奇瑞也做了

调整，因此库存是在可接受范围”，杨姗姗

说。

作为奇瑞最早经销商，芜湖安奇见证

了奇瑞的成长，也只有在十年前，奇瑞才

有机会抓住机遇生存下来，换成现在，就

那么点钱，奇瑞不可能能“异军突起”的，

王劲松说。评价当年的销售，他也笑称为

“像菜市场一样卖车”，包括第一代奇瑞出

租车的售后服务，全在他们这里做。

但是，未来中国的城市道路建设以及

小区配套设置，还是制约着中国汽车制造

工业的发展。因此，即使中国目前是全球

最大的汽车销售市场，未来的有限市场，

也会在自主品牌和合资品牌之间“争

夺”。奇瑞要顽强生存下来，只能通过不

断兼并重组的“试炼”。

与淮北矿业联手，在鄂尔多斯挖煤、

“搅局”农机市场、投身造船业……作为

自主品牌车企的领军企业，奇瑞从2003

年开始“造房”后就在副业投资上一发不

可收。截至目前，奇瑞汽车已涉及微车、

商用车、重工机械、房地产，甚至造船和

咨询公司等产业。

但是，财务数据透露，奇瑞汽车主营

业务盈利能力较弱。据《奇瑞汽车2010

年 9 月发布的中期票据募集书》显示，

2009年奇瑞汽车销售50.03万辆车，收入

239.63亿元，但扣除造船、房地产业务部

分，汽车销售收入为207亿元，净利润仅

有0.66亿元，净利润率为0.27%。

而据《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中票募集说明书》，奇瑞汽车

子公司奇瑞汽车地产公司实现净利润

2927万元；奇瑞汽车新联造船厂净利润

3967万元；奇瑞汽车投资的汽车金融公

司也盈利明显；但是，奇瑞汽车商用车

（安徽）有限公司2009年却亏损2905万

元，安徽麒麟汽车销售公司2009年亏损

1.5亿元。

显然，房地产、造船业等已经成为奇

瑞利润增长点的核心。

现象：
奇瑞利润核心非汽车

希望：“弯道超车”？先细分市场

小辛（化名），是本报记者接触到的奇

瑞汽车的“第一人”，身为当年麒麟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负责瑞麒、威麟为首的中高

端品牌）成员之一，回顾曾经的“失败”还

“心有余悸”：2009年成立的公司，仅仅两

年就“解体”了，其负责人杨波被“劝退”，

威麟品牌与瑞麒品牌收归奇瑞销售公司

运营。

“其实，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我们

的销售，而是市场无法认同奇瑞的高端品

牌（奇瑞旗下的热销车型，几乎都是十万

元以内的低端车型）。”小辛说，瑞麒用

500万欧元为代价聘请著名球星梅西代

言广告又怎样，奇瑞的问题就出在“钱没

花到点子上”。

“奇瑞汽车，最后可能会发展为奇瑞

重工”，采访中，记者巧遇出租车洪师傅透

露了他从“奇瑞人”口中听说的信息。“知

道么？奇瑞已经买下了芜湖船舶厂，而

且，在河南开封成立了奇瑞重工，制造重

型挖掘机。未来的奇瑞，不仅仅会制造汽

车，而是准备和大企业合作，做重型机

械”，已经开了两代奇瑞出租车的洪师傅

对奇瑞充满了“感情”。

猜测：奇瑞汽车“变”奇瑞重工？

汽车分析师贾新光认为，奇瑞、比亚

迪、吉利这些车企，通过低端入门型的产

品掌握整个汽车生产流程，并占有一定的

市场空间，但也因此被太多的人形成了一

种认识，他们只产或只会产低端车。同

时，竞争的加剧，迫使他们要寻找新的增

长点，中高级车市场是他们想要占领的阵

地。

对于自主品牌开始渗透中高端车型，

各大汽车集团纷纷投入了巨资，奇瑞上瑞

麒、威麟两大高端品牌也是大胆的“尝

试”，作为奇瑞上游企业的埃泰克汽车电

子（芜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敏，如此评

述。

作为奇瑞的关联企业，埃泰克会与奇

瑞同步技术开发。从今年奇瑞的生产来

看，明显是一个“转变年”，由要产量向要

质量转移，由要规模向要效益转移，唐敏

说：“以前奇瑞的品牌多，现在很多产品都

下线了，因为面临合资品牌的挤压，奇瑞

必须走精品路线，不赚钱的车不做，强调

质量，不以降低质量为代价来扩大销量。”

奇瑞瑞虎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埃泰克每次都会从奇瑞买试验车，而唐敏

就对瑞虎“青睐有加”，“这款车在国内国

外都是亮点”，在国内价格12.38万元人民

币，在巴西的价格为52990雷亚尔，约合人

民币19万元，而且价格还有上涨空间。

证实：转变年不做“不赚钱”车

8亿到443亿：
向百年企业“叫板”

“能把汽车做出来，意义是不一样

的，因为汽车太难做了”，采访结束，金弋

波发出这样的感叹。二战以后，唯一能

进入世界级品牌的亚洲汽车，就是“韩国

现代”，中国汽车工业的“老大哥”红旗也

“消亡”了，而奇瑞现在年生产能力是

300万辆，出口达60万辆。

奇瑞的目标是打造大型跨国公司，

而在这之前，交“学费”是商海鏖战的必

然，金弋波说，海外汽车制造都有百年历

史，而奇瑞积累了十几年就敢向百年企

业“叫板”，瑞麒和威麟已经是“打破天花

板的尝试”。

奇瑞，将是世界品牌，金弋波为记者

勾画了奇瑞的“未来”。因为汽车制造，

就是需要不断地创新，需要不屈不挠的

坚强意志，这也是“奇瑞精神”。从当初

的8亿资产到现在的443亿资产，光奇瑞

这个品牌就价值 160多亿元，靠的就是

“奇瑞精神”，靠的就是“奇瑞人才”。当

年曾拜访过奇瑞的邢文军博士，也为记

者描述了当年他的见闻，和尹同跃在二

楼食堂吃饭，尹同跃边捧盒饭，边在黑板

上为八大金刚做“计划”。

奇瑞第一步战略，就是在中国市场

“以快制快”，以规模化生产占领市场；第

二步就是转型，在稳定规模基础上抓细

节，金弋波详细地讲解了“两步走”战略，

就是：过去追求规模，到现在稳定规模、

加强经营效益；过去追求产品，到现在追

求精品和品牌转型。

中国连续两年是全球最大的汽车

市场，中国不做汽车工业强国是遗憾。

从卖车到建厂，最后到国际资本合作，

奇瑞的多元国际化路线，将让奇瑞最终

能够成为“国际品牌”，金弋波说。

时间步入 2011 年，作为中国自主

品牌汽车“旗手”的奇瑞，显然“沉寂”

了很多。量子整车合资项目迁址获

批、300万辆新车下线等一系列重大事

件，奇瑞都没有大张旗鼓公开宣传。

奇瑞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奇瑞

汽车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尹同跃，在

今 年 年 初 上 海 车 展 上 放 出 的“ 狠

话”——宁可排名跌落到10名以外也

要完成企业的战略转型，足以“解释”

一切。

10 月 31 日，本报记者奔赴江城，

试图揭开奇瑞转型之“谜”。

规模上台阶却难以显著盈利

奇瑞直面转型之“痛”
交“学费”后，再“闯”国际市场

拉开框架，打造跨国公司
11月1日晚6：30，奇瑞的汽车发动机厂内还是灯火通明，一年能制造40万~50万台500人的发动机车间内，工人还在忙碌着。

下午5点才从马鞍山赶回公司，在接待美国《汽车轮子上的中国》杂志邢文军博士一行之后，奇瑞汽车新闻发言人，同时也是大

区销售总经理的金弋波带着记者参观了生产车间。

任何公司闯市场都要交“学费”，瑞麒、威麟就是奇瑞公司在交“学费”。奇瑞未来一定是国际品牌，奇瑞现在在做的一件事，就

是搭建公司国际化跨国公司的框架，金弋波说。

自从2001年奇瑞车上市卖了十几辆

到匈牙利，奇瑞公司就定下了“走出去”

和“自主创新”“两条腿”走路的规划，奇

瑞公司未来瞄准的是占全球市场份额

80%的国际市场，金弋波说。

早在今年的2月23日，奇瑞首款在

乌克兰投产的新车A13车型（风云2），在

扎巴罗热市的ZAZ工厂正式下线。奇瑞

选择在乌克兰投产，意在以此为跳板进

军背后更大的市场——俄罗斯。因为根

据独联体国家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相关规

定，已经在乌克兰投产的A13，将可以零

关税顺利进入俄罗斯其他独联体国家市

场。

7月19日，奇瑞又选择了在世界第七

大汽车市场巴西建厂。奇瑞巴西工厂不

仅将成为一家拥有完整的冲压、焊装、涂

装、总装生产线的真正的汽车制造厂，而

且还将吸引中国的汽车零配件供应商到

此投资建厂，形成一个工业园，公司董事

长尹同跃介绍。

奇瑞的海外战略也吸引了资本的眼

球。“十二五”期间，国家开发银行将为奇

瑞提供约430亿元额度的融资授信。8

月19日，奇瑞汽车与由国开行注资的中

非发展基金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成

立的一家全新的合资公司——奇瑞海外

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为非洲汽车市场提

供汽车金融、咨询服务业务等。

金弋波总结：“奇瑞现在国内拥有4

个生产基地，海外16个生产基地。奇瑞现

在的目标就是拉开框架，打造跨国公司。”

金弋波说，自主品牌的出路一定是

要自主创新，除了第一代奇瑞风云、奇瑞

QQ涉嫌“模仿”，奇瑞东方之子有一部分

涉嫌“模仿”之外，奇瑞一直在坚持着自

己的研发创新。

斥资近 7 亿元引进的德国 DURR 公

司涂装生产线，这是继宝马、大众、奥迪

等之后世界第五条DURR涂装生产线，车

身防腐防锈能力高达12年以上，远远高

于国内8年的行业标准；投资15亿元建

立亚洲最大的国家级的技术试验中心，

成功完成了“中国第一碰”（国内首例按

美国标准进行的“车对车”碰撞），在研发

上，奇瑞一直“不惜工本”。

“将中国车卖到欧美去”——即将开

工的奇瑞量子项目，寄托着曾在一汽-大

众工作过、有着浓厚汽车工程师情结的

奇瑞董事长尹同跃，最大的梦想。实际

上，奇瑞已经连续多年蝉联自主品牌汽

车出口冠军，但是主要海外市场仍集中

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

进军欧美，奇瑞“百折不挠”——从

“借力”美国梦幻汽车到“代工克莱斯勒”，

再到与菲亚特合资项目，奇瑞的每次“欧

美梦想”都未能成行。这一次，奇瑞借力

的是奇瑞量子项目——由奇瑞与位列全

球财富500强之一的以色列集团旗下的

子公司美国量子各持50%股份设立的公

司，这是“唯一一家由国内整车制造商与

国外非整车企业合资的汽车公司”。

“合资公司主要生产中高端乘用车

和电动车，设计、生产和质量标准均对标

欧美。”或将为奇瑞打开欧美市场的“大

门”，汽车分析师表示。

80%的国际市场：奇瑞扬“帆”出“海”

最终的出路：创新，还是创新

盖房子、挖煤、造农机，造船……

奇瑞 多元化战略背后的“野心”

记者手记

一台搅拌机和一个梦想
不掌握核心技术，就只能永远受制于人；

没有高附加值产品，就只能在低端市场徘徊；

不走自主发展之路，中国的民族汽车工业就

没有未来。两天的采访，一个“奇瑞印象”，似

乎已成了中国自主品牌的“缩影”

与西方实体相比，中国产业缺乏品牌、缺

乏技术，那么，我们还有什么？那就是企业家

精神。放眼世界，弱势品牌走向强大的案例

不胜枚举。在哈佛商学院的管理教材中，

Nantucket Nectars 果汁公司的品牌标签告诉

人们，公司创立时它的创始人只有“一台搅拌

机和一个梦想”；克利夫营养棒公司(Clif Bar)

也宣称，它的创始人曾经住在车库里……

企业家如没精神，是很难在市场和频繁的

政策调空下生存的。而企业家的坚守，带来的

是什么？或者，就是中国的汽车强国梦，中国

汽车工业的明天。所有的成长故事，都说明一

个道理，品牌和企业哪怕处于弱势地位，依靠

百分百的激情和决心都克服这种劣势。

谁说奇瑞品牌背后没有故事，只是奇瑞

人不善于说出来而已。今天的奇瑞人，正以

更稳健的步伐，一步步迈向明天。 选题策划 周平 记者 任金如/文

倪路/图

（此图为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