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销双破

1800

万辆

2010

年我国汽车业再创全球新高

� � � �受益于购置税优惠、 以旧换新、

汽车下乡、 节能惠民产品补贴等多

种鼓励消费政策的叠加效应，

2010

年中国汽车行业产销继续大幅增长，

双双超过

1800

万辆， 再创全球历史

新高， 蝉联全球第一。 同时汽车行

业规模以上企业利税总额达到

5119

亿元， 同比增长

54.81%

。 不过， 值

得注意的是产销增速呈现逐月回落。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测，

2011

年汽

车产销增长速度为

10%~15%

。

昨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

信息显示， 全年汽车产销

1826.47

万

辆和

1806.19

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32.44%

和

32.37%

， 产销量再创新

高， 刷新全球历史记录。 但由于

2009

年产销量前低后高，

2010

年上

半年产销水平较高， 造成

2010

年以

来增速呈逐月回落态势， 同比增长

率由年初

80%

回落至

32%

； 产销增

幅同比分别回落

15.86

个百分点和

13.78

个百分点。

从车型来看， 乘用车产销量为

1389.71

万辆和

1375.78

万辆， 同比

增长

33.83%

和

33.17%

， 增幅较上年

回落

20.28

个百分点和

19.76

个百分

点。 尤其是排量

1.6

升以下乘用车车

型虽然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但增速

明显减缓， 全年该排量以下共销售

663.18

万辆， 同比增长

27.98%

， 与

2009

年

66.83%

的增幅比较， 回落

38.85

个百分点。 但是

2010

年

SUV

（运动型多用途车） 和

MPV

（多用途

汽车） 保持了高增长态势， 分别销

售

132.60

万辆和

44.54

万辆， 同比

增长

101.27%

和

78.92%

。

商用车产销量分别为

436.76

万

辆 和

430.41

万 辆 ， 同 比 增 长

28.19%

和

29.90%

， 增幅与上年大致

相当 。 其中 ，

2010

年货车销售

386.11

万辆， 同比增长

30.47%

。 但

是重型货车销售首次突破百万大

关 ， 达

101.74

万 辆 ， 同比增长

59.93%

。

伴随着市场的继续快速增长，

2010

年自主品牌的市场份额也有所

提升。

2010

年乘用车自主品牌销售

627.30

万辆， 同比增长

37.05%

， 占

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45.60%

， 比上年

提高

1.30

个百分点； 其中自主品牌

轿车销售

293.30

万辆， 同比增长

32.28%

， 占轿车销售总量的

30.89%

，

比上年提高

1.22

个百分点。

行业的向好也带来大型汽车集团

产销规模和盈利的提升。

2010

年销量

前十家企业共销售汽车

1559.60

万辆，

占汽车销售总量的

86%

。 上汽、 东

风、 一汽、 长安和北汽共销售汽车

1271.01

万辆， 占汽车销售总量的

70%

。

17

家重点企业集团

2010

年

1~

11

月完成营业收入

1.91

万亿元， 同

比增长

41.52%

， 约占行业的

48.60%

；

完成工业增加值

3987

亿元， 同比增

长

45.21%

。

1.5

万家规模以上企业前

11

个月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94

万亿元， 同比增长

38.82%

， 累计实现

利 税 总 额

5119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54.81%

。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认为，

2010

年

汽车行业的高速增长， 既有政策的促

进因素， 也有消费者担心政策退出引

发的提前消费因素。 比如，

1.6

升及以

下排量乘用车在

2010

年第四季度销售

火爆就与政策退出的预期相关。

中汽协认为， 虽然购置税优惠

等多项促进政策已经退出， 但是由

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仍在逐步提高，

2011

年我国汽车产销仍将有

10%~

15%

的增长。

2010

年进口

5480

万吨

大豆刷新进口量新高

证券时报记者 魏曙光

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0

年

12

月份中国进口大豆

543

万吨， 全年累计

进口量

5480

万吨， 同比增长

28.8%

， 创下进

口量新高。

2010

年国内进口大豆需求依然强

劲， 中国需求已成为支撑国际豆类价格坚挺的

主要因素之一。

分析人士指出， 国内豆类消费持续增长

而国产大豆产量不足是进口量持续增加的主

要原因。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我国进口大豆

压榨量已经占到国内压榨大豆使用总量的近

90%

。 目前来看， 中国国内市场对豆类及其

制品的消费需求仍处于刚性增长态势， 国内

油脂压榨能力也在逐年提高。 国家粮油信息

中心曾表示，

2010~2011

年度中国新增大豆

压榨产能预计将超过

1100

万吨， 初榨产能接

近

1

亿吨， 新年度国内对进口大豆的总体需

求将不会减少。

值得一提的是，

2010

年全球三大大豆主

产国， 美国、 巴西、 阿根廷大豆产量均创下

历史新高， 但是

2010

年国际豆类价格却整

体出现上涨， 除了受到全球通胀以及基金炒

作的因素影响之外， 中国需求成为推动价格

上涨的重要因素， 在即将到来的新年度， 中

国需求的变化情况必将成为影响走势的重要

变量。

业内人士预计， 短期而言， 国内进口持续

增加， 导致阶段性供应充足， 而国家政策面的

压力不容忽视， 豆类价格上涨空间受到制约。

但就中长期来看， 国内压榨行业高度依赖进口

大豆， 因此， 在炒作刚性需求、 极端天气等因

素作用下， 国际豆类市场的走势对国内行情将

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东风公司

2010

年销售汽车

261

万辆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记者昨日从东风汽车公司了解到，

2010

年， 东风公司销售汽车

261.5

万辆， 同比增长

37.8%

， 完成计划的

115.88%

。 未来五年， 东

风公司将投入

30

亿元用于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研发和产业化。

据了解，

2010

年， 东风公司实现了量的跨

越与质的飞跃， 全年生产汽车

266.15

万辆， 同

比增长

39.98%

； 销售汽车

261.5

万辆， 同比增

长

37.8%

， 完成计划的

115.88%

。 其中， 乘用

车实现销售

197.73

万辆， 同比增长

36.57%

，

商用车实现销售

63.77

万辆 ， 同比增长

41.76%

。 东风公司提前

3

个月超过去年销量，

提前

40

天实现全年销售目标， 并继

2007

年高

质量实现年产销百万辆后， 高质量跨越了

200

万辆新台阶。 东风公司以

2691.59

亿元的年营

业收入， 位居

2010

年 《财富》 世界

500

强

182

位， 中国企业

500

强第

13

位， 中国制造企业

500

强第

2

位， 中国企业效益

200

佳第

17

位。

龙湖地产

2010

年销售额超

333

亿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记者日前从龙湖地产了解到，

2010

年

12

月， 龙湖地产实现单月合同销售金额

55.9

亿元， 全年累计合同销售面积

245.4

万

平方米， 同比增长

30.3%

， 销售金额

333.2

亿元， 同比增长

81%

， 超过

248

亿元年度目

标

34.4%

。

其中西部区域签约

134.4

亿元， 环渤海

区域签约

118.1

亿元， 长三角区域签约

80.7

亿元。 至此， 龙湖集团三大百亿圈基本成

型。 其中， 北京龙湖晋级集团首个百亿级公

司， 全年合同销售金额达

100.2

亿元， 名列

当地市场第二； 重庆龙湖认购金额突破

90

亿元， 连续第

5

年蝉联当地市场第一； 成都

龙湖四季度创新销售策略全面追赶， 全年实

现合同销售金额

45.1

亿元， 名列当地市场

前三甲。

山航与波音

签

１５

架波音

７３７

购买合同

据新华社电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与波音公司

１０

日

在山东济南签订

１５

架波音

７３７－８００

型飞机购

买合同， 按照目录价计算交易金额约为

１３．５

亿美元。

据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介绍， 这

１５

架

飞机将于 “十二五” 期间陆续加盟山航， 为公

司 “十二五” 发展提供运力支撑， 根据山航

“十二五” 规划，

２０１５

年末公司机队规模将增

加到

１００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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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白酒供不应求 “飞天茅台” 价格飞天

� � � � “

53

度飞天茅台零售价

1398

元， 只剩下最后两瓶， 马上就要断

货了。” 深圳一家大型酒水连锁柜

台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临近春

节， 贵州茅台、 五粮液等高端白酒

供不应求， 目前没有促销优惠。 记

者日前走访多家超市、 卖场的烟酒

柜台， 发现高端白酒再次脱销， 出

现不同程度断货。

上述销售人员表示， 该专柜

52

度水晶瓶装五粮液售价

798

元，

目前高端白酒中仅有泸州老窖和水

井坊进行小幅促销、 卖大送小等优

惠， “我们公司的高端白酒价格已

经算实惠了， 有些卖场

53

度飞天

茅台已经卖到

1500

元以上。” 另有

零售商向记者介绍， 目前以贵州茅

台为代表的高端白酒一路飙升， 上

海等地已经炒到

1600

元， 限价令

已经成为一纸空文， 造成这种局面

的原因很可能是代理商在囤货， 以

求限量保价。

记者调查发现， 与高端白酒

价格坚挺、 供不应求的情形相比，

不少中低端白酒正趁旺季到来展开

疯狂促销。 其中， 泸州老窖旗下的

老窖醇香等白酒品牌纷纷打出买一

送一的大幅促销， 吸引消费者的青

睐。 值得注意的是， 还有不少白酒

经销商开始采纳电子商务等新型营

销手段， 力图提高春节前后的销售

业绩。

经营一家电子商务公司的邓先

生向记者透露， 最近有五粮液的经

销商找到他， 希望与邓先生旗下的

团购网站合作推广白酒。 根据报价，

52

度盛典六合液的团购促销价为

398/

支， 还有买二送一的优惠。 邓

先生告诉记者： “我本来更想和对

方合作

52

度水晶瓶装五粮液， 却遭

到一口回绝， 理由是现在

52

度水晶

瓶装五粮液连货都拿不到， 更别提

团购了。”

根据糖酒快讯的数据显示，

国内白酒消费继续保持稳中有升，

高端白酒中贵州茅台、 五粮液、 泸

州老窖等的价格均有不同幅度上

涨， 其中贵州茅台的终端零售价涨

幅最大。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0

年酿酒行业整体产量继续保持

稳步增长势头， 行业景气度高企，

白酒行业产量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2010

年

1 ~11

月 累 计 增 速 达 到

26.9%

。

上海证券分析师滕文飞表示：

“高端白酒厂家陆续宣布提价及下

游消费需求旺盛是推高零售价格的

主导因素。 白酒行业在

2010

年无

论是产量还是盈利数据， 均保持快

速增长。 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 白

酒行业在未来仍将保持

5%~10%

的

产量增速， 以及

15%

左右的销售额

增速。”

内地企业对今年经济前景乐观度下降

� � �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最新公

布的

2011

《国际商业问卷调查报

告》 显示， 因通胀等因素中国内

地企业对经济前景的乐观度较往

年有所下降， 但企业仍然看好长

远发展。

与

2010

年

60%

的乐观度相

比， 中国内地仅有

42%

的受访者

对

2011

年的经济前景表示乐观，

成为上述问卷调查报告中对

2011

年前景信心跌幅最大的地区之一。

与之相比， 拉丁美洲的新兴国家信

心指数最高为

75%

。

不过， 从全球市场来看， 中国

仍是

2011

年全球经济发展前景最

为乐观的地区之一。 相比之下， 只

有

23%

的企业对

2011

年的全球经

济发展前景表示乐观。

从短期来看， 大宗商品、 人力

资源的价格上涨都对中国企业的发

展带来新的挑战。 调查显示， 受上

述诸多因素影响

57%

的企业预计

在

2011

年将提高产品售价， 该数

据也是自

2006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显示出目前不断上涨的物价水平开始

对企业的生产成本造成很大影响。

同时，

69%

的内地企业预期在

2011

年企业收入将会上涨，

28%

的

企业认为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复苏，

欧美等地节日购买力的加强， 出口

将上升。

尽管对

2011

年的前景不乐观，

但是大多数受调查企业对中国经济长

期的发展前景依然看好， 均表示将在

2011

年加大投资。

52%

表示

2011

年

会增加招聘员工，

61%

的企业预计增

加研发投入，

47%

企业预期将增加厂

房和设备等的投资。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

人兼董事长徐华认为， 随着十二五计

划的推出， 更加科学均衡的经济发展

将逐步取代对高增长、 高

GDP

的追

求。 政府对七大新兴产业的支持， 也

促使企业更加重视创新技术和产品。

不少从事传统行业的民营企业也在不

断寻求开拓新能源、 节能环保等领域

的机会。 因此， 中国企业虽然对未来

宏观经济的乐观度有所下降， 但并没

有影响企业对研发、 设备等投资的意

向及对企业长期发展的信心。

证券时报记者 李坤

上海经适房转让收益将按有限产权方式运作

� � � � 上海的经济适用房将按照有

限产权方式运作， 政府和购房家

庭将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分配住房交

易收入。

上海市房管局局长刘海生透

露， 上海的经济适用房在转让收

益分配模式上吸收了 “共有产权”

的核心内容， 实行有限产权的运

作方式。 如果有部分家庭将来要

转让的话， 通过销售合同事先约

定， 由政府和购房家庭按各自比

例分配住房交易收入。 这一比例

既可以是 “三七开 ” ， 也可以是

“四六开”， 政府拥有

40%

的产权，

购房家庭拥有

60%

的产权。 这样，

政府既可以引导购房家庭在条件

具备时退出住房保障， 进入房地

产市场改善居住条件。 还可以通

过回收经适房建设中的政策性补

贴、 配套建设资金等各种投入，

压缩购房者的 “边际利润”， 抑制

炒房。

昨日， 上海市人大代表、 上

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上海社会科

学院研究员卢汉龙回答提问时表

示： “今年人大非常关注地方政府

对社会保障类房屋的投入要加大，

在 ‘十二五’ 期间政府也加大这方

面的规划， 全社会也要注意房屋投

资需求的市场风险， 这样才能保证

虚高的房价能得到有效的遏制。”

卢汉龙表示， 房价已经超出了一般

居民满足居住需求的购买能力， 政

府有责任在宏观经济层面对不合理

的房价虚高现象给予宏观调控， 政

府在制订必要的经济调控政策的

同时也需要建造平价或者廉租的

住房。

据悉， 民建市委拟在今年上海

“两会” 上提交提案， 建议设立政府

控制的租赁交易平台， 导入政府住

房保障性资金支持和金融、 保险项

目支持。 民建在提案中建议： 已建

未售或将建的保障性住房， 应大部

分用于出租； 参照国内外房屋租赁

规范， 结合上海实际， 形成住房租

赁规范化指引； 建立政府控制的租

赁交易平台， 基于该平台导入政府

住房保障性资金支持和金融、 保险

项目支持。

证券时报记者 李坤 张达

证券时报记者 张珈

证券时报记者

孙玉

上海上周地产业成交

4.86

亿

� � �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昨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 上周上海产权市场制

造业和房地产业成交金额分别达到

了

5.04

亿元和

4.86

亿元。

其中， 有多宗上海企业股权

项目被外资收购。 其中， “上海

经贸山九储运有限公司

18％

股

权” 转让项目， 出让方是上海一

家国有控股的货运实业有限公司，

该项目被日本一家企业以

2617

万

余元价格予以收购； “上海建设路

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55%

股权” 转

让项目则被一家总部位于瑞典的跨

国集团公司收购 ， 成交价格达

1.527

亿元。

（孙玉）

重庆开征房产税

效果或低于预期

昨日从重庆市 “两会” 上传出

了重庆市政府将在一季度对高档商

品房开征房产税的消息。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如果只

对高档商品房征收房产税， 覆盖

面较窄， 实质效果会低于预期，

会影响部分高端需求， 对整个市

场影响有限。 但不排除其他试点

城市近期陆续公布实行房地产税，

调控力量阶段性薄弱的局面或将

改变。

虽然有媒体报道 “财政部已

经原则同意重庆开征高档商品房

房产税”， 但此次并未提及重庆房

产税的具体细则， 对于 “高档商

品房” 的界定、 房产税的税率、

征收方式等实施方案仍在研究完

善中。

此前有媒体报道重庆方案有可

能是先对别墅、

200

平方米以上的

“大房子” 和评估价值超过主城区

平均售价

3

倍以上的住房开征； 按

面积计， 实行累进税率； 征收范围

首先是增量部分， 存量部分视情况

开征； 每户家庭拥有普通住宅超过

四套， 可能被征税； 外地人炒房，

可能被征税。

对此， 国泰君安房地产行业分

析师孙建平认为， 近期一线城市销

量明显增加， 和保有环节房产税新

老划断传闻有关。 预计房产税基本

原则将包括： 有免征范围、 差别或

累进制、 套数与人均建筑面积结

合、 起征点税率较低， 但是否一定

新老划断不能确定。

而长江证券房地产行业分析师

苏雪晶认为， 如果在征收对象中只

对高档住宅以及新增部分征收使得

征收范围过于狭窄了， 实质效果会

低于预期。 另外在税率方面还没有

具体的预期。

（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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