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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汽 车 市 场 在 经 历 了 2003 年 井

喷 式 的 发 展 后 ,2004 年 却 出 现 了 低 迷 ,
这出乎许多业界人士的意料。 人们在分

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时, 普遍认为各

种 车 型 频 繁 降 价 导 致 了 市 场 价 格 混 乱,
而且随着汽车进口关税逐年下降也使人

们 对 未 来 汽 车 价 格 下 降 的 预 期 逐 渐 增

强,进而导致了消费者在 2004 年出现较

强的持币待购心态。 这自然是去年车市

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我们还认为汽

车需求结构的变化是去年车市低迷的另

一个主要原因, 但这一原因并没有受到

普遍关注。
中国入世以后,汽车价格大幅下降,

使得积蓄多年的购车需求在短时间内被

释放, 这成就了汽车市场 2002-2003 年

的繁荣, 但这一时期的汽车消费主体是

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的消费者为主,这些城市的人均 GDP 全

都在 2000 美元以上。 在这些大城市和特

大城市的购车需求被释放掉后, 汽车的

消费主体已逐渐转向人均 GDP 在 1000-
2000 美元的中等城市的居民,他们对于

汽车的需求与那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消

费者的需求有着显著不同, 而汽车企业

提供的产品并没有符合这些消费者的需

求, 因 而 导 致 了 2004 年 汽 车 市 场 的 低

迷。
为了弄清这些消费者的购车意愿,进

而预测未来中国车市的发展方向,我们在

辽宁省锦州市做了一次中等规模的问卷

调查,并给出了分析结果与预测结果。
一、数据的来源与分析方法

辽 宁 省 锦 州 市 的 市 区 人 口 有 84.5
万,人 均 GDP 为 12000 元 人 民 币 ,约 合

1400 美元,正是汽车开始进入家庭的一

个 城 市。 我 们 在 该 城 市 发 放 问 卷 10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903 份。 为了防止样本

采集时出现偏颇, 我们将问卷的发放地

点选在了商业区。
在对问卷进行分析时, 我们首先采

用频数统计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描述性

分析;在分析两个变量间的关系时,我们

采用了对应分析方法; 在对多个变量进

行综合分析时, 我们使用了最优尺度分

析方法。
二、被调查者的组成结构

在所有被访者中,年龄在 20 岁以下

的 占 2.2%,20-30 岁 的 占 54.6%,30-40
岁的占 26.6%,40-50 岁的占 14.8%,50-
60 岁的占 1.4%,60 岁以上的占 0.4%。被

访 者 的 职 业 构 成:公 务 员 占 9.2%,金 融

界人员占 7%,教育界 人 员 占 10%,国 有

企 业 人 员 占 17.7% , 私 营 企 业 人 员 占

15.5%,其它人员占 40.6%。 被访者的家

庭月收入情况:2000 元以下的占 50.9%,
2000-3000 元的占 26.6%,3000-4000 元

的 占 15.1% ,4000-5000 元 的 占 4.1% ,
5000-6000 元的占 1.8%,6000 元以 上 的

占 1.5%。
三、人们对汽车价格的选择

调查结果显示: 有 29.9%的人选择

5-10 万元的车; 有 29.9%的人选择 10-
15 万元的车; 有 15.9%的人选择 15-20
万元的车; 有 10.3%的人选择 5 万元以

下的汽车;有 9.2%的人选择 20-30 万元

的车; 有 4.8%的人选择 30 万元以上的

车。 由于家庭收入是影响人们对汽车价

格选择的最主要因素, 因而我们对家庭

月 收 入 和 汽 车 的 价 格 选 择 做 了 对 应 分

析,结果发现:家庭月收入在 2000-3000
元的人会考虑 10 万元以下的车;家庭月

收 入 在 3000-4000 元 的 人 会 考 虑 15 万

以下的车; 家庭月收入在 4000-5000 元

的人会考虑 20 万以下的车。 研究发现,
职业和年龄对于汽车价格的选择也有较

大影响, 年龄在 40-50 岁的公务员或金

融 界 人 士 会 考 虑 10-20 万 元 的 汽 车;私

企人员会考虑 30 万元的汽车;教育界人

士则考虑 5-10 万元的车。
四、人们对车型的选择

调查结果初步显示: 有 24.7%的人

偏爱二厢轿车; 有 23.2%的人偏爱三厢

轿车;有 21%的人偏爱 SUV(运动型多功

能 车 ); 有 13.7%的 人 偏 爱 轿 卡 车 ;有

12.5%的人偏爱跑车; 有 4.8%的人偏爱

面包车。 由于职业与年龄会对车型的选

择产生较大影响,因而我们对职业、年龄

和车型选择做了综合分析,结果显示:年

龄在 40-50 岁,而且职业为公务员的,更

喜欢三厢和两厢轿车; 私企人员和教育

界 人 士 显 示 出 对 SUV 车 的 喜 爱;20-30
岁的个体经营者对跑车表现出兴趣。 考

虑到市民的收入情况也可能会影响对车

型的选择, 所以我们也做了这方面的研

究,结果支持了我们的猜测。 家庭月收入

在 4000-5000 元的人衷情于三厢轿车和

跑车---品味和个性的体现; 家庭月收

入 在 3000 -4000 元 的 人 喜 欢 SUV
车---忙 并 休 闲 着 ; 家 庭 月 收 入 在

2000-3000 元 的 人 更 热 心 于 二 厢 车 、面

包车和轿卡车---经济实用; 家庭月收

入在 5000 元以上和 2000 元以下的人对

某类车型并未有明显偏好。
五、车系选择及优先考虑因素

在车系的选择上, 有 36.5%的人选

择国产车;有 29.2%的人选择日系车;有

21.8%的人选择德系车;有 9.6%的人选择

美、法、韩系车;有 3%的 人 选 择 二 手 车。
由于购车目不同, 在车系的选择上也有

不同。 注重形象的人偏爱法、韩系车,这

可能是由于法、韩系车设计较为时尚;为

照 顾 亲 属 而 购 车 的 人 多 偏 爱 美 系 车,可

能是考虑到美国车都较宽大; 出于工作

需要和代步工具而购车的人, 大部分会

选择日系车和国产车, 可能是这两类车

都比较经济; 想通过买车提高生活质量

的人更喜欢选择德系车, 可能是因为德

国车比较舒适、耐用;选择二手车的人购

车目的不明朗。
在购车优先考虑因素上, 有 29.2%

的 人 优 先 考 虑 汽 车 外 形 与 配 置 ; 有

26.2%的人优先考虑油耗;有 22.5%的人

优先考虑售后服务; 有 15.1%的人优先

考虑整车价格;有 4.1%的人优先考虑配

件价格;3%的人有其它优先考虑。 家庭

收入在 4000 元以下的人,购车时多在意

油耗、售 后 服 务、外 形 和 配 置 等 问 题,而

家 庭 收 入 在 4000 元 以 上 的 人 购 车 时 多

会"跟 着 感 觉 走",并 没 有 明 显 倾 向 于 某

些因素。
六、未来中国车市的走向及影响

我 们 对 买 车 时 间 的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选 择 一 年 内 购 车 的 人 占 总 调 查 人 数 的

14.8%; 选 择 两 年 内 购 车 的 人 占 总 数 的

中国车市的走向
!陈佳琪来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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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选择三 年 内 购 车 的 人 占 总 数 的

41.3%;其它人则选择三年后购车。 基于

以上分析结果, 我们认为中国的汽车消

费将在今后几年内逐渐升温, 不大可能

再出现 2003 年那样爆发式增长的局面。
未来三年内购车的消费者将以家庭月收

入在 3000 元以上的家庭为主,价格大多

会在 7-18 万之间。作为许多居民家庭的

第一辆车,人们更愿意购买新车,因此二

手车市场在未来几年内将趋于平淡。 二

手车市场的再次繁荣将出现在首批购车

家庭置换新车之时, 而这至少将在 5 年

后发生。
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 尽管车价一

降再降, 但人们对汽车价格已越发不敏

感。 作为家庭的第一辆车,人们更看重汽

车的外形、配置、油耗 和 售 后 服 务,因 此

未 来 真 正 符 合 消 费 者 需 求 的 是 外 形 时

尚、配置齐全、油耗经 济、售 后 服 务 良 好

的汽车, 而能够提供这样产品的企业也

必将是技术与经济实力雄厚、 市场份额

较大的企业。 对于那些不具备这样资质

的汽车企业来说, 尤其是那些最近几年

刚刚从事整车生产的中小汽车生产企业

来说, 单凭价格低廉并不能撬开消费者

的口袋, 它们如果不能尽快提高自身的

技术与经济实力, 市场留给它们的机会

会越来越少, 未来汽车产业中的兼并不

可避免。 汽车产业的兼并会结束现在汽

车品牌纷繁的战国时代, 而整个汽车市

场最终会由几家技术与经济实力强大的

企业所垄断, 市场上可供选择的汽车品

牌会大幅减少。
对于消费者来说, 未来几年内汽车

价格还会下降,但不会出现爆跌现象。 近

年来, 我国所遭遇的能源紧缺和钢铁等

原材料价格上涨, 并不会在短时期内得

以解决,而且南方企业所普遍面临的"民

工荒" 现象也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劳动成

本有较强的上升压力, 这些因素都会导

致汽车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 进而会压

缩企业的利润,减少产品的降价空间。
随着中等城市的汽车消费的逐年增

加,会对这些城市现有的交通设施、停车

设施、交通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将带

来不小压力, 尤其是人车争路的现象会

更加严重。 中等城市的基础设施普遍弱

于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或大城市,因此

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给这些城市带来

的问题,可能会比北京、上海等城市当前

所面临的问题严重得多。 这些城市的相

关部门,现在就应该重视此问题,未雨绸

缪,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汽车消费的增加

也会带动中 等 城 市 汽 车 服 务 业 的 发 展,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 % 李友平)

四川是我国农业大省, 也是一个人

口 大 省 , 截 至 2004 年 底 , 全 省 共 有

8724.6 万人,乡村人口 6885.69 万人,占

总人口的 78.9%。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

院出台和实施 了 一 系 列 "扶 民 惠 农"政

策, 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

经营积极性, 农民收入增长较快。 2003
年, 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2230 元,
比上年增加 122 元,增长 5.8%。 然而,各

区域发展很不平衡, 特别是在有些落后

地 区 , 农 民 收 入 的 增 长 仍 较 缓 慢 ,离

2020 年全面实现小康,农民人均年纯收

入要达到 8000 元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一、五大瓶颈:制约四川农民增收

当 前 制 约 农 民 增 收 的 因 素 很 多,但

我们认为, 目前制约四川农民增收主要

有五大瓶颈:
(一)土地 危 机 加 剧、农 田 水 利 基 本

建设问题突出,严重影响农民增收。
四 川 地 域 辽 阔 , 土 地 资 源 总 面 积

48.5 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5.1%, 居全国第 5 位。 但由于人口总量

多,人均耕地不足 0.84 亩。 由于近几年

坡耕地还林还草, 城镇和城市化步伐加

快,大量良田被占用,农民建窑、建房、建

坟以及挖沙、取土等行为比较普遍,使耕

地面积急剧减少。 再则,由于农业比较收

益率低, 农村青壮年和许多中年人都选

择外出打工以增加收入, 农村外出民工

不断增多,农村劳动力缺乏,土地撂荒现

象相当严重。 所有这些,导致四川土地危

机日 益 加 剧,到 2005 年,全 省 人 均 耕 地

仅 0.6 亩了。 耕地的减少,直接引起农民

收入减少, 以富顺县为例,2002 年全县

年末实有耕地 74.4 万亩, 比 1996 年减

少 9.4 万亩,以此测算,仅粮食产量一项

减少 6.23 万吨,直接导致农民收入减少

6 千多万元,人均减收 58 元。 而农田水

利 基 本 建 设 存 在 资 金 投 入 少 、"零 星 工

程"多,骨干工程少、许多设施年久失修,
成为半瘫痪工程以及许多地方就农建搞

农建,不注重山、水、林、田、路 的 综 合 治

理,地力虽然增强了,生态效益却降低了

等诸多问题, 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仍然低下,稍遇自然灾害,就会造成农业

减产,直接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增长,制约

农民增收。
(二)农 村 劳 动 力 素 质 低 下,农 业 技

术人才相对匮乏

目前,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
据有关资料,四川全省现有 800 万文盲、
半文盲,而农村人口占 90%。另据四川省

农 调 队 对 四 川 富 顺 县 2003 年 的 住 户 调

查 资 料 显 示 , 小 学 以 下 文 化 程 度 占

47.6%,初 中 文 化 程 度 占 43.7%,高 中 文

化程度占 7.1%,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

0.5%, 而且大部分劳动力未受过劳动技

能和实用技术的专业培训。 合江县受调

查的 496 名村支书中, 初中及以下文化

程度 171 人, 占 34.5%, 高中文化程度

295 人,占 59.5%,大 专 文 化 程 度 30 人,
仅占 6%。 四川是人才大省,虽然全省农

技人员多,但从事技术推广的少,分布也

极不合理。 据对渠县的调查,农技人员与

乡镇数量之比为 18.3:1,而 70%的中、高

级技术人才集中在县一级, 只有 30%的

技术人才分布在乡镇。 在丘陵地区农业

技术人才严重短缺,农技队伍力量薄弱,
人才资源流 失 严 重。 更 让 人 担 忧 的 是,

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
!刘恩华 段立波---以 四 川 省 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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