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导读：

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它只是磨炼我们，磨炼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

命运的平凡人。有人叹息青春散场，历史已经结束了，要写回忆录了。

但是可能今天更多的人开始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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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乘用车模块：

2022年，乘用车市场在购置税减半等促消费政策拉动下，加上新能
源汽车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汽车出口势头良好，带动乘用车市场自 6月

份以来保持较快增长，为汽车销量实现增长贡献重要力量。除 4月受上
海及长三角地区疫情影响外，新能源汽车市场销量基本保持了逐月上升

走势。去年国际油价一直处于历史性高位，加之疫情期间对于安全出行
需求的增长和新能源汽车市场认知度提升等原因，让新能源市场持续走

强。

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排行：

第一：比亚迪 2022年累计销量：186.85万辆 同比↑ 208.64%

第二：吉利汽车 2022年累计销量：143.3万辆 同比↑ 8%

第三：长安汽车 2022年累计销量：139.04万辆 同比↑ 15.46%

第四：奇瑞集团 2022年累计销量：123万辆 同比↑ 28.2%

第五：长城汽车 2022年累计销量：106.75万辆 同比↓ 17%

第六：上汽乘用车 2022年累计销量：83.9万辆 同比↑ 4%

第七：广汽集团 2022年累计销量：63.37万辆 同比↑ 116%

展望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狠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着力补强产业链

薄弱环节，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过程中锻造新的产业竞争优

势”“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加快新能源、人工

智能、生物制造、绿色低碳、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积

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等高标准经贸协议”等部署和要求。一方面，中央经济会议为我国

汽车产业指引了前进方向、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发展新能源汽

车、扩大汽车消费等也成为保障国民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抓手。

2023年，我国汽车消费市场仍在较多利好因素。一方面，宏观层面

为汽车消费恢复奠定了基础。疫情防控政策适度优化和保稳机制有助于

市场稳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明确

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

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为国内汽车市场今后发展指明了方向。另

一方面，新能源汽车、中高档乘用车、汽车出口等细分领域有望成为整

体市场增长的拉动力。预计 2023年中国汽车销量有望达到 2800 万辆，

同比增长 1.5%，其中乘用车销量为 2365 万辆，同比下滑 2.0%，商

用车销量为 435 万辆，同比增长 26.4%。在乘用车销量中，我们预计

国内销量为 2000 万辆，同比 -8%；但我们认为，明年乘用车的出口将

成为一大亮点，出口销量预测为 365 万辆，同比 +43%，对冲内需的波

动。

2022汽车市场回顾：掌声涨声，苦中作乐

2023年市场策略—与时偕行，行者常至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凤凰花开的路口》歌曲中
的一段歌词，很好地描述了 2022年中国汽车产业的走势。持续向上的自
主品牌，放缓的合资品牌，也不乏有出局者。

回顾 2022年的中国汽车市场，跌宕起伏。多点散发的疫情、原材料

价格上涨、供应链紧缺、金九银十遇冷等不利因素，给汽车产业带来沉

重的打击。所幸的是，中国汽车市场不负众望，新能源汽车的强势增长
以及国家政策和补贴支持下，历经重压之后依然平稳前行。当燃油时代

过渡到电动时代，转型升级、智能网联、绿色出行等已经成为全球汽车

产业发展的主旋律，无处不在的变化，也为传统车企敲响了警钟。在灰

犀牛和黑天鹅频发的 2022年，中国汽车市场落笔收官。无论是高光时刻

抑或至暗时刻，都值得一一铭记。

2022年全年国内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702.1万辆和 2686.4万

辆，同比增长 3.4%和 2.1%，全年实现小幅增长。其中乘用车产销分别

完成 2383.6万辆和 2356.3万辆，同比增长 11.2%和 9.5%；商用车产销

分别完成 318.5万辆和 330万辆，同比下降 31.9%和 31.2%，呈现两位

数下滑。新能源汽车市场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势头。2022年全年，新

能源汽车产销分别达到 705.8 万辆和 688.7 万辆，同比增长 96.9%和
93.4%，市场占有率达到 25.6%。
1、商用车模块：

2022年初，作为中国两大汽车生产基地的上海和长春，因疫情影响，
当地车企接连遭受过停产、停工以及供应链短缺危机。尤其是作为世界

第一大港口的上海港，物流的放缓，也令不少车企的交付量受到重创。

资料显示，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 4月份，长三角地区周边 2万家左

右的汽车供应商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停工、停运。如博世、ZF、麦格纳等

汽车零部件巨头，均在上海设立总部和研发生产基地。6-9月，由于低价

倾销库存车助力，轻卡市场掀起一波“购车潮”，助力商用车整体销量
有所提升，但 9月后商用车再度遭遇连降。2022年货车市场销量下滑幅

度最为明显，约为 32.6%；其中，重卡市场尤为艰难。业内分析称，一
方面是多重因素导致重卡传统销售旺季接连失约，另一方面是原材料和

油气价格持续攀升，增加了车辆运营成本，加之货运行业内卷严重，运

费持续走低，严重打击了用户购车积极性。

国内商用车销量排行：

第一：福田汽车 2022年累计销量：45.63万辆 同比↓ 29%

第二：东风汽车 2022年累计销量：39.35万辆 同比↓ 38%

第三：上汽通用五菱 2022年累计销量：29.75万辆 同比↓ 25%

第四：重庆长安 2022年累计销量：29.36万辆 同比↑ 1%

第五：中国重汽 2022年累计销量：23.2万辆 同比↓ 42%

第六：江铃汽车 2022年累计销量：20.38万辆 同比↓ 29%

第七：江淮汽车 2022年累计销量：19.53万辆 同比↓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