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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今年 4 月以来，中国汽车销量出现断崖式下跌。汽车行业是拉动

内需的支柱行业，因此提振汽车消费已然迫在眉睫，与汽车相关的刺

激政策也成为了各地出台的促消费政策中的“重头戏”。展望下半年，

预计汽车市场的主要矛盾将由供给端的零部件供给受阻和原材料价

格上涨逐渐转向需求端的居民收入下降等。面临供给受阻、需求转弱

的“双重压力”，政府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遏制住原材料价格的上

行压力，稳定居民的收入预期，将“汽车下乡”和乡村振兴、县域经

济发展等政策融合在一起。在执行过程中，要将相关刺激政策嵌入到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新发展格局形成等宏观政策环境中去，避免

汽车相关刺激政策大起大落，以保障企业的平稳预期，完善产业链构

建，推动汽车市场行稳致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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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车市场矛盾由供给端逐渐转向需求端 

在汽车市场，供给端、需求端两端的问题会一直存在。供给端的

主要问题在于芯片短缺和物流不畅带来的零部件供给受阻，未来更会

集中体现在原材料价格上涨。由于未来一段时间大宗商品、能源价格

维持在高位，原材料价格上涨将是巨大阻碍因素。当前需求不旺，叠

加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的形势，汽车行业会面临较大压力。 

4 月份汽车销量的断崖式下跌，主要原因在供给端。下半年随着

逐渐复工复产，汽车消费的主要矛盾会逐渐转向需求端。一个表现是

4 月份豪华车销售下降速度同比超过 50%，远远大于乘用车。近年来，

汽车行业的增长点有两个，一是新能源汽车，二是豪华型汽车。而今

年以来豪华车销售下降速度更明显，这表明接下来需求端疲弱的现象

可能会进一步显现。 

需求端的主要问题在于居民的收入预期不稳定。2021 年居民可支

配收入增速为 8.2%，远低于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的 12.6%。这代表 2021

年居民消耗了一定量的储蓄，实现了消费上的“跨期替代”，即将 2020

年的部分消费延迟到了 2021 年。而今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居民收

入增速在放缓，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所以今年的谨慎性储蓄会增加，

一季度居民储蓄增加 7.82 万亿，远高于往年同期 5.49 万亿，5 月份住

户存款再次增加 7393 亿。这会压缩汽车等大宗耐用消费品的购买与

更新空间。因此，虽然下半年供给端的问题还会制约汽车行业发展，

但是主要矛盾会逐渐向需求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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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降成本，稳收入——供需两侧合力提振汽车消费 

从供给端入手提振汽车消费，关键是要遏制汽车成本的上行态势。

第一，短期内可以对生产者进行补贴缓解。新能源汽车的生产需要锂、

铜等金属，近些年因为供给端投产有限，难以跟上需求，导致原材料

成本短期内居高不下，所以新能源汽车价格的上行趋势在短时间内并

不容易逆转。因此，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平缓退坡的同时，一

段时间内可以通过税收、金融等政策支持对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进行

一些补贴。第二，从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入手降低成本。除加大上游

投资、提高原材料产量之外，降低成本的核心措施之一是优化生产模

式和提升生产效率。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的政策支持，推动技术的迭

代升级，通过提高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以此对冲原材料成本的上涨。

第三，加快原材料相关商品的开发。目前国内原材料的供应仍受制于

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这要求国内加快锂矿等开发和利用进度，从长期

来看，这是从供给端遏制汽车成本上行态势的必要举措。 

提振汽车消费，更要从需求端入手，关键是要增加居民收入，稳

定居民收入预期，稳定老百姓的资产负债表。目前中国居民资产负债

表的负债率大于 60%，超过了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和许多发达国家。

但是，目前不宜盲目推进居民侧去杠杆。居民侧大幅度去杠杆、降负

债，首先将对楼市造成直接冲击。楼市目前仍是我国社会经济增长的

支柱，一旦楼市调整进一步深化和延续，对整个经济产业链以及老百

姓的收入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所以，从需求侧来讲，除稳收入、稳预

期外，还要稳杠杆，特别是稳住居民侧的杠杆率。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暂时允许居民侧的杠杆有小幅上行。例如：通过消费信贷等手段对



 

 

3 

居民的消费予以支撑，在未来通过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改革逐步缓释

杠杆率。 

三、政策要兼顾短期成效和长期持续性 

推行汽车消费促进政策不能只着眼于当下可能产生的效果，更要

考虑到后续的政策跟进、退出路径、政策退出对经济和企业的影响。

这意味着，相关政策的推出要兼顾经济发展在速度和持续性上的平衡，

要充分考虑政策的衔接性。 

对于放宽汽车限购、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货车贷款本

息推迟半年等政策产生的效果，更要关注具体的落实情况。首先，放

宽汽车限购政策的效果在各地会有所差异。因为一些大城市自身约束

较多，所以目前仍在执行限购政策，短时间内很难完全放开。在逐步

放宽的过程中，可以采取为长期摇号不中的家庭直接提供新能源车指

标等措施以过渡。其次，购置税减免可以降低购车成本，对提振汽车

消费具有直接作用。但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较高，居民收入也有

所下降，相比于上次减征汽车购置税效果会有较大折扣。最后，货车

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是精准的兜底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疫情期

间货车运输利润低、货车贷款还款压力大的问题，如果在此基础上增

加一些定向降息的政策，那么会生全面缓解现金流负担。 

目前来看，呼声较高的“汽车下乡”政策有实施空间，但相比 2009

年要窄。判断汽车市场的体量要看人均收入和千人汽车保有量两个指

标。目前，我国城市的千人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180 辆左右，达到国际

水平，而农村不足 150 辆，所以“汽车下乡”有一定实施空间。但如

今汽车市场的形势与 2009 年相比大有不同，2009 年全年汽车消费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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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高达 32%，“汽车下乡”政策落实后，汽车在乡村的销售增速超

过了 100%。当年的“汽车下乡”政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与当时

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城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相比之下，如今

总体经济环境压力较大，而且近年乡村发展遇到诸多挑战，所以目前

实施“汽车下乡”政策的空间要小于 2009 年。如果仅仅是大力推进

“汽车下乡”政策，将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财政面临压力；第二，

可能会产生一部分“跨期替代”。我国汽车政策总体倾向于推动新能

源汽车发展，而目前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难点在于充电桩等相关基

础设施建设不足。所以，如果这一轮要推行“汽车下乡”，不能仅将

其作为一个短期政策，而是要将这一政策融入到县域发展、乡村振兴

战略、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中，使其变成一个长期的发展趋势。 

 

 

【注：本文根据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讲座速记稿整理，已经演

讲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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