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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

15

天内完成

煤炭供需合同签订

发改委昨日下发通知， 就

2012

年跨省区煤炭产运需衔接工作进行部

署。 通知称， 供需双方要加强配合，

加快衔接进度， 在自本通知下发后

15

日内完成合同的签订。 同时， 产运需

各方要严格履行合同， 确保兑现。

通知称， 预计

2012

年， 煤炭供

需将保持基本平衡， 但受各种不利因

素影响， 局部地区、 个别时段还会出

现电煤供需失衡现象。 通知要求， 供

需双方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自主衔

接、 协商订货。 各有关方面要严格执

行产运需衔接政策， 不得以任何理由

干预企业正常衔接。

根据通知， 我国将鼓励煤炭供需

双方签订中长期合同， 为建立长期稳

定供需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 同时，

加快建立以全国煤炭交易中心为主

体， 以区域市场为补充， 以网络技术

为平台， 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 市场

主体自由交易的煤炭市场体系。

通知明确， 凡依法从事煤炭生产

经营活动的供需企业， 均可参加衔

接。 支持煤矿与终端消费企业直接衔

接签订合同， 减少中间环节。 严禁证

照不全的煤矿、 非法违规的经营企业

和用户参加衔接。 （周荣祥）

“十二五”期间

进口种子种源免税

国家税务总局昨日发布了 《“十

二五” 期间进口种子种源免税政策管

理办法》 的通知， 称 “十二五” 期间

对进口种子 （苗） 种畜 （禽） 鱼种

（苗） 和种用野生动植物种源免征进

口环节增值税。

该办法称， 免税进口种子 （苗）

种畜 （禽） 鱼种 （苗） 应同时符合以

下条件： 与农、 林业生产密切相关，

直接用于或服务于农林业生产的种

源； 进口种子 （苗） 不得用于高尔夫

球场、 足球场、 度假村或俱乐部等场

所的建设 ， 进口种畜 （禽） 鱼种

（苗） 不得用于度假村或俱乐部等高

档消费场所； 在每年财政部、 海关总

署、 国家税务总局核定的年度进口计

划产品范围内。 （尹振茂）

团购行业洗牌加速

数寡头瓜分

96%

市场份额

一般而言， 年末最后两个月都是

网络购物的高峰期， 这也成为了团购

网站 “肉搏” 的最后时刻。 据统计，

11

月份我国团购市场交易量环比猛

增

35%

， 一改

10

月颓势。 专家预

计，

12

月这一规模还会继续走高。

明年初春节期间的竞争， 也将会更加

“残酷”。

与此同时， 中国团购行业格局正

在进一步演变为 “寡头游戏”。 据国

内首家购物搜索引擎一淘网最新调查

数据， 今年

11

月成交额超千万元的

网站为

22

家， 共占据了

96%

的市场

份额； 剩余

4%

的资源， 将在其余

3800

多家企业之间实现。 此外， 以

“

30

天未更新” 为标志的或倒闭或转

型的团购网站数量， 也已增加到了

2000

家之多。

上述

22

家巨型团购网站之中，

11

月份成交额超过

5

亿元的， 只有

聚划算

1

家； 成交额在

1

亿元至

5

亿

元之间的有

6

家， 主要以美团、 拉

手、 窝窝团等为主。 此外， 成交额在

1000

万元至

1

亿元之间的网站数量

为

15

家。

销售总额大幅上升的背后， 是市

场资源正在向排名靠前的寡头们靠

拢， 行业洗牌也正在加速。 数据还显

示， 目前我国团购行业交易规模已接

近美国， 但后者的网站数量却仅有中

国市场的十分之一。 美国团购聚合网

站

Yipit.com

数据显示， 今年美国市

场已有近三分之一 （

170

家） 的网站

关闭或被出售。

就中国而言， 绝大多数团购网站

已经走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 行业未

来的前途将会如何？

有分析人士表示， 在市场规模既

定的情况下， 我国团购网站至少要减

掉九成后， 才能走上正常的充分竞争

轨道。 因此， 今年第四季度已成为大

多数网站 “最后一博” 的关键时刻。

一淘网预计， 春节前后

3

个月中， 团

购网站的倒闭潮或将进一步加剧， 目

前剩余数量中至少

70%

的团购网站，

将会关闭或者转型。 （朱凯）

———汽车篇

高增长时代远去 汽车业三抹亮色值得期待

———

SUV

、校车和新能源汽车蕴含巨大增长潜力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尽管今年汽车市场低迷， 但业界

对明年车市并不过分悲观， 谨慎看好

是主基调。 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 随着宏观经济的

转暖以及政策退出影响的逐渐淡出，

明年的汽车市场将好于今年， 特别是

SUV

等豪华车和新能源汽车领域仍

具增长潜力， 而校车更将迎来爆发式

增长。

高增长时代正在远去

2011

年可谓是我国汽车行业的

调整年， 在购置税减半、 汽车下乡、

以旧换新等一系列激励政策退出及部

分城市限购的影响下， 汽车行业增速

大幅放缓。

从

2009

年的

46%

，

2010

年的

34%

， 到

2011

年前

11

月的

3%

以下，

我国汽车销量增速严重放缓。 对于今

年全年的销量增长预期， 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 （简称中汽协） 也由年初的

10%~15%

到年中下调至

5%

， 到

12

月的说法则是 “正增长没问题”。 而

有专家则预计， 今年的销量最多也就

是与去年持平。

“今年的形势比预料的差。” 中

汽协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接受证

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今年汽车行业

增速放缓主要有三大原因： 刺激政策

退出、 国家经济宏观调控、 汽车使用

环境进一步恶化 （包括油价上涨、 停

车费上涨、 有些城市限购）。

“但三大因素中有两个有改善的

话， 明年市场会比今年好。 如明年刺

激政策退出效应会大幅减退、 宏观调

控希望不要有今年这么强。” 董扬对

汽车行业的前景显得比较乐观。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主

任徐长明也表示， “前两年汽车行业

的增长是不正常的高， 而今年则是不

正常的低， 明年汽车市场将回归正常

并达到一个新的增长水平。”

中信证券汽车行业分析师李春波

则更为乐观： “明年宏观环境将相对

稳定， 政策影响弱化， 汽车销量增速

有望恢复至

10%

左右。 销量增速前

低后高， 二季度起销量同比增速有望

恢复两位数。”

不过， 在盖世汽车网对

2000

多

位业界人士的最新调查结果中， 也有

12%

的人认为明年可能出现负增长。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理事贾新

光对明年的汽车市场也并不乐观， 理

由是明年经济增长放缓， 宏观调控仍

然趋紧， 国际国内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增加。

在汽车行业增长回归理性的同

时， 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华泰联合证

券汽车行业分析师姚宏光认为， 近几

年来， 具有品牌、 渠道、 规模、 技术

升级优势的企业的竞争力逐年提升，

未来 “强者恒强” 的行业格局特征仍

将不断得到强化， 具有融资渠道优势

的企业通过异地扩张、 区域收购整合

等方式提升企业规模竞争力将是未来

一段时间行业的主旋律。

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朱福寿对此

表示赞同。 他认为， 未来

5

至

10

年，

中国汽车企业兼并重组的事件将会不

断发生， 这是整体趋势。 尤其是现在

面对激烈竞争的市场， 未来的竞争会

从商品向全价值链、 规模化、 商务模

式的创新去转变， 这个过程中兼并重

组是不可避免的。 在未来

5

年， 外资

品牌和自主品牌将会 “短兵相接”。

SUV

领跑细分领域

尽管今年前

11

月车市整体销量增

长不足

3%

， 但

SUV

（运动型多用途

车） 车型却一枝独秀， 仍保持了

18%

的增长率。 “

SUV

的增速高出轿车已

经有三四年时间了， 今后

SUV

仍将是

增长率相对较高的车型。” 董扬说。

“随着汽车消费升级及换车需要

的提升， 以及

80

后逐渐成为汽车消

费的主力人群， 个性化和差异化的消

费需求日益明显，

SUV

车型正是迎

合了这种市场需求， 过去

5

年的复合

增速接近

46%

， 是增长最快的细分

车型领域。” 李春波预计， 明年

SUV

仍有望保持

18%

的较快增长。

证券时报记者从被誉为 “中国车

市晴雨表” 的北京北辰亚运村汽车交

易市场 （简称亚市） 了解到， 今年以

来， 在经销商销售和利润大幅下降

时， 进口车经销商销售和利润明显好

于国产车经销商。 亚市总经理迟亦枫

介绍 ， 今年以来亚市进口车销售

60%

都是越野性能突出的

SUV

车型，

其销售主要流向为外埠经济发达城市

及资源型城市。 “明年

SUV

的增长

仍将持续， 但不会像这两年这样疯狂

了。” 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 受益于国内富裕

人群的逐渐形成以及换车需求增加，

各大豪车品牌的进口

SUV

车型更是供

不应求。 奥迪

Q5

不仅连续

4

个月突破

5000

辆大关，

11

月更以

93%

的同比增

长速度创出历史最好成绩。 奔驰

SUV

家族年初至今累计同比增幅也达

91%

，

其中，

SUV

家族销量冠军

GLK

级年初

至今同比增长近

2

倍。 而作为中国自

己的全球豪华车品牌沃尔沃， 继沃尔

沃

XC60

在市场上大获成功后， 近期

又推出了一款全新的运动型多功能豪

华车———沃尔沃

V60 T6 R-Design

。

不仅各大豪车品牌看好

SUV

这

块蛋糕， 自主品牌也跃跃欲试。 日前

在广州车展亮相的广汽第二款全新自

主品牌车型———传祺

SUV

， 就是为了

切入国内日渐增长的

SUV

市场。 广

汽乘用车总经理吴松认为， 在消费需

求快速增长的情况下， 大尺寸

SUV

市场将大有作为。

“

2011

年

SUV

增 速 将 达 约

23%

， 在所有细分行业中排名第一。

但

SUV

在我国仍属于小众车型， 占

乘用车总销量的比例尽管提升较快但

也仍仅为

11%

左右， 远不及美国的

30%

以上。” 国金证券汽车行业分析

师吴文钊认为，

SUV

车型的高速增长

势头仍可延续， 预测

2012

年

SUV

增

速将为

26%

， 继续领跑各细分行业。

校车迎爆发式增长

近期甘肃等地连续发生的校车事

故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温总理日前

强调， 国务院已责成有关部门迅速制

订校车安全条例， 抓紧完善校车标

准， 做好校车设计、 生产、 改造、 配

备等工作， 并建立相应管理制度。 政

府部门目前正积极制定相关的法规、

采购财政支持政策及配套机制等。

“如立法进程加快， 将显著提升

校车市场增长空间。” 李春波表示，

长期看， 我国校车市场潜在保有量空

间有望超过

100

万台。 而我国目前在

运营的各类接送孩子的客车仅为

10

万

~20

万辆， 且多数档次和安全性偏

低。 若相关政策法规出台推动， 校车

市场有望获得较快提升。 考虑到校车

政策实际执行进程， 预计初期销量小

幅增长， 后续销量规模逐渐提升。 预

计

2012

年新增校车销量约

1.5

万辆。

校车新增需求有望驱动行业销量增速

超过

10%

。

对此， 广发证券汽车行业首席分

析师杨华超也表示认同， 根据国家统

计局统计，

2009

年我国有学前教育

学校

13.82

万所， 普通小学

28.02

万

所， 普通初中

5.62

万所。 如果按照

中小学校数

10%

的普及率， 就有

4.7

万辆的校车需求。 然而该市场目前最

大的问题在于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制造

标准， 相关客车在行业标准出台后有

望受益。

“由于我国目前基础教育领域的

财政投入严重不足， 校车采购或许会

是未来政府加强教育投入的突破口。

根据估算， 我国潜在校车市场约在

50

万辆左右， 如政府财政投入超预

期， 乐观估计中轻型校车需求释放节

奏有望达到

5

万辆

/

年。” 姚宏光说。

据了解， 目前国内已有浙江德清

县、 山东威海市、 山东无棣县、 辽宁

桓仁县、 黑龙江鸡西市、 陕西西安市

阎良区等

6

个县区已被教育部列为中

小学校车运营管理试点地区， 此外青

岛、 重庆、 北京、 拉萨等其它一些城

市也已开始由政府补贴采购专用校车。

“专用校车市场发展进程取决于

政府的决心以及财力支持。” 吴文钊

认为， 尽管目前仅有少数地方采购专

用校车， 但教育部在上述

6

个县区开

展试点已表明了政府解决校车问题的决

心， 且国家相关部委正在制定国家级的

校车制度， 由政府出资补贴购买具有更

高安全技术条件的专用校车也是明确的

方向。

“专用校车的加速发展已非空中楼

阁， 这或许是未来大中型客车国内需求

增长的最大亮点。” 吴文钊说。

新能源汽车等待规划催化剂

作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新

能源汽车被国家高层以及业界寄予厚

望， 日前有业内人士透露， 《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有望明年上半

年出台。 业内人士认为， 《规划》 从发

展规划、 消费补贴、 税收政策、 科研投

入、 政府采购、 标准制定等方面， 构建

了一整套支持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的政

策体系， 将成为相关行业的催化剂。

民生证券汽车行业分析师刘芬认为，

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推广的过程中， 产

业链上游的高效内燃机、 先进变速器、

动力电池、 电机、 电控等汽车产业链将

首先受益， 在各自产业链深度和技术储

备上拥有明显优势的龙头企业将获得先

机。 相关上市公司为万向钱潮、 比亚迪、

杉杉股份、 大洋电机等。 在整车领域，

首先实现商业化的客车领域将获得实质

性增长。 在新能源客车领域具有领先优

势并且有实际订单的大中型客车公司值

得关注， 如曙光股份、 安凯客车等。 而

新能源乘用车在企业销量规模中占比较

小， 对业绩增长影响有限。

“在电动汽车技术逐渐成熟、 国家

大额补贴以及充电设备配套逐步完善的

驱动下， 电动汽车产业化正在启动。”

平安证券综合研究所所长助理余兵预

计， 到

2012

年底， 全国将新增至少

2.5

万个充电桩； 至

2015

年， 预计全国纯

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保有量

将达到

50

万辆。

华泰证券汽车行业分析师孙立平认

为， 新能源汽车板块中锂电池板块成为

最热门的子行业， 从新能源汽车整体产

业出发， 仍然优先关注锂电池相关行业

以及已经存在新能源汽车产品的公司，

包括天齐锂业、 赣锋锂业、 江特电机、

比亚迪。 此外， 既有业绩支撑又有概念

题材的优质零部件公司， 如曙光股份、

万向钱潮等也值得关注。

“新能源汽车作为国家用以夺取未

来重要工业阵地的关键手段之一， 会持

续不断地出台实际有效的扶持政策。”

孙立平表示， 但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处

于环保节能范畴类， 企业实际利润或许

会受到公益性质的一些挤压， 因此， 新

能源汽车完全推广的成效以及后期对企

业能形成的实际利润贡献都还有待观察。

不过在吴文钊看来， 在未来

2~3

年

内新能源汽车仍难以大规模放量。 仅为

万辆乃至十万辆级别的新能源汽车销量

对于我国近

2000

万辆的汽车市场规模

而言影响可谓微乎其微， 对相关公司业

绩也难以构成实质影响。

2012

年新能源

汽车仍将停留于主题炒作层面。

自主品牌崛起应从品质做起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前两年政策刺激下的高速增长，

让中国一举跃升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

大国。 水涨船高， 自主品牌车企这两

年也尝尽了甜头。 就在边憧憬美好未

来边扩张产能之际， 刺激政策退出等

多重不利因素的不期而至， 将汽车行

业快速增长的大潮击退， 自主品牌车

企这才发现因为 “身子骨” 比合资品

牌弱， 因此受到的冲击也更大。

的确， 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 无

论是车企还是政府都需要反思。

过去以贴近消费者的低价格为主

要卖点的自主品牌， 对于初入市场的消

费者确实有很大吸引力， 但是这个优势

随着消费者的成熟逐渐消失。 尤其是在

近几年合资品牌价格不断下探、 性价比

更具优势时， 自主品牌的劣势愈加显

现。 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董扬的话说就是 “过去井水不

犯河水， 现在河水灌到井里了”。

自主品牌应该意识到， 未来市场将

从激烈的价格竞争转向品质竞争， 企业

必须实现技术和品牌的突破， 以往那种

追速和冲量的增长方式需要改变， 并且

要向中高端迈进。 这一方面是出于受合

资品牌生产的低端车挤压； 另一方面，

也是看到了中高端主流车型相对较大的

利润， 都希望去分食这块蛋糕。

除了合资企业产品线逐渐下探， 不

断推出低价车型冲击中低端市场， 合资

自主品牌的不断面世， 对原有的自主品

牌也带来压力。 面对双重压力， 自主品

牌唯有采取措施增加产品竞争力和品牌

影响力，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遗憾的是， 在这个世界汽车产销第

一大国， 我国的自主品牌还没有一个真

正叫得响的品牌， 更谈不上世界知名。

尽管自主品牌的发展壮大不应依赖于此

前的刺激政策， 但是， 与成熟的合资品

牌相比， 还处在 “少年” 时代的自主品

牌， 更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

持， 至少在政府采购层面， 应该起到表

率作用。

近期出台的 《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

用车型目录管理细则》， 将一般公务车

采购标准由

2.0L

排量、

25

万元以下，

下调至

1.8L

排量、

18

万元以内。 这个

“双

18

” 公务车采购新规， 把大多合资

品牌的

B

级车拒之门外， 对自主品牌车

企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如果能在

“双

18

” 的基础上， 提出政府采购量上

的明确要求， 并且规定够一定级别的官

员都要坐自主品牌车， 将对整个社会风

气起到较大的引领作用， 进而带动自主

品牌的大发展。

话说回来， 自主品牌核心技术的

提升才是核心竞争力。 尽管受能源、

环保、 交通等制约， 新能源汽车已成

为全球汽车工业发展的方向， 自主品

牌要想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弯道超车，

任重而道远。

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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