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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 6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32.5 万

辆和 230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6.3%和

4.8%，同比分别增长 22.5%和 11.6%。前

6个月汽车产销量降幅持续收窄，总体表

现好于预期。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不断好转，中

国汽车产业也在加速回暖。但与此同时，

众多造车新势力企业，以及部分传统汽

车企业却接连爆雷，预示着汽车产业淘

汰赛已经升级。

造车新势力接连爆雷

近日，江苏省如皋经济开发区管委

会的一则通报，将造车新势力之一的江

苏赛麟汽车送上了风口浪尖。通报显示，

江苏赛麟汽车董事长王晓麟等人因涉嫌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挪用巨额资产等问

题，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此时，王

晓麟已经身在美国，在国内的手机也已

经注销，并公开表示近期没有回国的打

算。

作为造车新势力中并不显山露水的

一员，人们对于赛麟汽车最近的记忆可

能还是其 2019 年豪掷 2 亿元在鸟巢举

行的盛大发布会，请来了好莱坞明星杰

森?斯坦森和国内流量明星吴亦凡助阵。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一直标榜着要做

超级跑车的赛麟汽车在这样一个超豪华

发布会上，实际就只发布了一款 A00 级

纯电动车赛麟迈迈，外观和尺寸与街头

的老年代步车非常相似。而即使是这样

一款车，也是赛麟汽车从建立到现在唯

一一款实际发布的车型，虽然在去年 11

月开启了预售，但仅过了两个月，就从赛

麟的天猫店匆匆下架，累计订单仅有 9

台。

融资了几十亿元的赛麟汽车可能就

此打了水漂。不只赛麟汽车，在一众苦苦

挣扎的造车新势力企业中，近期撑不住

的不在少数。

今年 6月，已经完成 6轮融资，在去

年 6 月还拿到 25 亿元的博郡汽车发布

公告表示，目前博郡汽车已经没有厂房

和土地可以变卖，只能通过出售车型与

平台知识产权来获取资金弥补员工的工

资漏洞。博郡汽车造车梦宣告失败。

紧随其后，消耗了 86 亿元投资的拜

腾汽车也宣布，正式暂停国内业务，只留

下不足百人的团队继续运营，北美和德

国的办公室已启动破产保护申请。

此外，前途汽车、奇点汽车、长江汽

车等造车新势力企业也都深陷欠薪、资

金链断裂等问题之中。

数据显示，今年 5月，造车新势力企

业上牌量累计达 9551 辆，同比上涨了

83%，前 5个月上牌量达 3.32 万辆，同比

增长 54.5%，但其中蔚来汽车、理想汽

车、威马汽车、小鹏汽车、合众新能源 5

家企业就占据了总销量的九成以上。

从 2014 年所谓的造车新势力“元

年”开始，形形色色的新造车企业最高峰

的时候有超过 300 家，而截至目前，仍然

存在的造车新势力企业还有不到 40家，

真正能够实现车辆量产的屈指可数，而

且这些企业的日子都不太好过。

造车新势力已经进入了淘汰赛，很

多企业集体陷入经营危机。理想汽车

CEO李想曾公开表示，新造车企业中能

坚持到今天，不拖欠员工工资和供应商

货款的，只有不超过 5个。

边缘企业加速出清

不仅是造车新势力企业接连爆雷，

传统汽车行业的边缘企业也开始加速出

清。

众泰汽车的母公司铁牛集团日前被

曝出已确认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但发布

相关公告的杭州市临安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却在一天之后即发布公告称该

消息不实，系经办人员在未经严格核实

的情况下发布，已经第一时间将该公告

撤回。

虽然破产清算被证实是不实消息，

但众泰汽车的困境却是货真价实。众泰

汽车发布的 2019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亏

损 112亿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

*ST 众泰流动资产合计 119.9 亿元，流

动负债则达 136.5 亿元。其中，短期借款

47.73 亿元，同比增幅达到 121.3%。同

时，公司 2019 年涉及 489起诉讼仲裁，

包括借款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承揽

定做合同纠纷、广告运输合同纠纷、劳动

人事纠纷等，累计金额 30.42 亿元。而

2020 年前 5 个月，众泰汽车销量仅为

3500多辆，同比暴跌 96%。

除了众泰，力帆汽车也深陷经营困

难的泥潭。近期，其上市公司力帆股份连

续发布公告称，公司目前存在持续亏损、

负债较高、乘用车业务下降较大、大额债

务逾期、大额资产被冻结、涉及诉讼（仲

裁）较多、控股股东流动性短缺、募集资

金无法归还等经营方面的风险，且目前

尚未形成有效的解决方案。力帆乘用车、

力帆汽车销售、力帆汽车发动机等企业

现阶段生产经营均不正常。公司资金链

紧张，面临严重的流动性风险，存在被实

施退市或终止上市的风险。其公告还显

示，今年前 6 个月，包括新能源汽车在

内，力帆汽车累计销售只有 1500 多辆。

其中汽油车 978 辆，同比下降超过 95%，

新能源汽车 549辆，同比下降超过 56%。

同样，海马汽车也陷入经营困境。根

据 ST海马发布的产销快报，6月公司销

售汽车 1323 辆，同比下降 64.26%。前 6

个月累计销售汽车 6529 辆，同比下降

54.74%。而为了弥补企业经营的不足，海

马汽车开始大量抛售手中的房产。

2018 年，中国汽车市场迎来了 28

年来首个负增长，汽车产业也开始进入

淘汰赛的阶段。当时，有不少大型汽车企

业的负责人都表示，未来三到五年，将是

汽车行业竞争最为白热化的阶段，将真

正进入淘汰赛环节，一大批汽车企业将

告别市场。

显然，到了 2020 年，在汽车市场下

行压力下，尤其今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对汽车产业造成的重大影响，

都加速了汽车产业淘汰赛的进程。一批

企业已经站到了舞台的边缘。

行业洗牌已成定局

汽车行业大洗牌已成定局。与之相

对应的是，近两年以来，包括资金、人才

等要素在汽车行业内都开始大规模调

整。

随着众多造车新势力企业陷入困

境，资本市场对造车也开始降温。数据显

示，2018 年中国新造车企业融资总额达

545 亿元，2019 年中国新造车企业融资

总额为 268 亿元，融资规模正逐年大幅

度缩水。而今年以来，新造车企业的融资

额更是捉襟见肘。

另一方面，今年以来，汽车业人才流

动加剧，众多企业高管开始了一波大调

整。尤其是新造车企业的高管变动最为

激烈。爱驰、拜腾、博郡、合众、零跑、天

际、威马、蔚来等新造车企业的一批高管

都纷纷离职。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新造车企业的

高管离职后，又纷纷选择重回传统车企：

原合众汽车营销副总裁邓凌加盟上汽大

通；原博郡市场营销副总裁陈曦则加盟

奇瑞；原天际首席营销官向东平进入现

代汽车；蔚来汽车的朱江加盟福特中国

等。这种人事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国内汽车市场的变化，标志着国内汽车

行业开始进入新一轮调整。

曾几何时，造车是一个“香饽饽”，成

为企业、资本争相追逐的目标。对于企业

和资本而言，造车是一个潜力巨大的投

资方向，各自都有很多故事可讲，新能

源、智能化、生态等等概念都受到热捧，

投资之后加几个零再出来，也不愁没有

接盘侠。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整车项目由于

投资巨大，产业链长，一旦项目成型，对

于地方经济增长和就业有巨大拉动作

用。所以，一遇到有整车项目，各地政府

都竞相提供优惠条件，土地白送、提供配

套资金、低息贷款、免税等等一应俱全。

而一些企业则以整车项目之名，行土地

开发、矿产开发之实。最终造成了一大批

土地闲置，承诺的整车项目成为泡沫。随

着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包括社会资

本、各级政府，以及众多消费者在内，都

开始认识到这些所谓造车的“套路”。在

此情况下，一批产品、技术和服务等方面

能力不足的企业就开始面临产品销售困

难、资金链断裂等各种问题。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

崔东树表示，汽车企业需要深厚的技术

积累以及产品、采购和营销渠道等资源

整合能力。如果持续陷入产品难以面世、

销量低迷、债务压力加大等问题，在目前

的市场条件下，要想翻身难度很大。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师建华

表示，没有任何一家造车企业能在脱离

产品和市场的支撑下实现长久发展。只

有不断提升产品和品牌的市场竞争力，

才能在当下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

业内人士表示，国内汽车市场进入

低速增长阶段后，这种市场淘汰的压力

越来越大。不仅是国内市场，国际市场也

是如此。众多国内外汽车企业都在通过

提升技术、合作降低成本、发力新能源等

方式渡过难关。随着政策层面促汽车消

费政策的不断加码，国内汽车市场开始

逐步回暖，但这种竞争压力并没有减轻。

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企业陆续退出市

场，产业集中度不断提升，资源不断向行

业头部企业聚集。 据《经济参考报》

疫情期间，家住西安的陈小姐一直很担心。她的宝宝吃

的是一款进口奶粉，疫情期间国际运输中断会不会造成断货

涨价？“还好网上一直有货，价格也很稳定。”陈小姐说。

疫情期间，进口产品能够不断货，这其中中欧班列的作

用不可忽视。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大幅增长，累计开行

5122 列，同比增长 36%，连续多月开行数量创历史新高，在

带动外贸出口的同时，也为我国消费者带来了更多进口商

品。

不只是中欧班列，尽管遭受了疫情冲击，铁路货运量仍

实现了逆势增长。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9 亿

吨，同比增长 3.6%。

“铁路货运量稳步回升与企业复工复产相关。”中国物流

学会副会长张晓东认为，铁路货运是经济的重要“晴雨表”，

运量提升表明我国经济正在回暖。

以电煤运输为例，煤炭是支撑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

基础能源，而我国五成以上的煤炭靠铁路运输。6月份以来，

随着国内经济活跃度不断增强，对电力的需求快速加大，各

大电厂煤炭需求量急剧增长。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关负责

人介绍，仅大秦铁路 6月份总运量就达到 3895 万吨，同比增

长 8.7%，并创下单日运电煤 138.42 万吨的历史新高。太原

局集团公司货物发送量也创出单日 229万吨的历史新高。

近期公布的各项经济数据也能印证这个态势。例如，6

月份汽车产销分别同比增长 22.5%和 11.6%；6 月 CPI 同比

上涨 2.5%，低于预期，PPI 环比上升且连续两个月改善；截至

5月末，PMI 已经连续 3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上方，都表明我

国经济逐渐摆脱疫情影响，开始走向正轨。

铁路货运量的提升尤其是中欧班列的逆势快速增长，也

显示出我国对外经济发展和物流方式呈现新特点。

随着国际疫情的扩散，物流运输“堵点”和供应链“断点”

逐渐从国内转移至国际，出口订单“痛点”从产能不足变成国

际市场需求萎靡以及交通不畅，这使众多外贸企业面临着严

峻挑战。

6月 18日，广州首次开行直达波兰的中欧班列，这也是

由企业“私人定制”的中欧班列。广铁集团货运部总工程师黄

礼明介绍，疫情期间，广铁集团精准对接客户需求，推出由企

业定制的中欧班列，助力企业打通“堵点”、补上“断点”、缓解

“痛点”。

“跨区、跨国的多式联运和专业合作已成物流业重要趋

势。”在广东省物流协会执行会长马仁洪看来，中欧班列的快

速发展，一方面积极推动我国开拓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使全

球物流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拓展了全球物流产业链。

目前，中欧班列实现了往返运输。在出口产品的同时，还

从俄罗斯、波兰、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进口木材、粮食、牛奶

等货物。在带动沿线贸易升温的同时，也开始从外需拉动型

转向内需拉动，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通过上半年铁路货运数据还可以发现，国家铁路累计发

送货物虽然同比增长 3.6%，货运收入却同比下降了 4.2%。

这主要是因为铁路部门为疫情防控和保供应链稳定付出了

一定的成本。

国铁集团货运部负责人介绍，上半年，面对疫情给物流

供应链带来的严重影响，国铁集团充分发挥铁路大能力、全

天候和调度集中统一指挥的优势，开辟绿色通道，积极抢运

防疫和民生物资，做到随到随运、应运尽运。同时，落实中央

减税降费政策，下浮部分货运杂费，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推动

企业复工复产。

作为全国最大的铁路局集团公司，疫情暴发后，中国铁

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货发量始终保持了 10%以上的同比

增幅。煤炭、金属矿石、钢铁、粮食等大宗货物通过铁路大动

脉源源不断运往全国各地，有力促进了防疫工作的开展，助

推了全国企业复工达产。

展望下半年，国铁集团货运部负责人表示，随着我国经

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货物运输需求将持续增长，铁路部门

将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加大货运能力有效供给，不

断提升货运服务品质，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多作贡献。

据《经济日报》

新势力接连爆雷下半年回暖
汽车业淘汰惊心动魄:

从铁路货运量回升看经济回暖

“饭店餐饮业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之一，但疫情

也加速了住宿餐饮行业绿色化、数字化、多业态化的进程。住

宿餐饮企业开始了客房预售、食材零售、直播带货、运维私域

流量、社群营销、无接触服务等多种尝试。”7 月 17 日，第九

届中国饭店文化节暨全国饭店业振兴大会开幕式在广州举

行，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韩明在开幕式上说。

韩明指出，由于商务客源、旅游客源、会展及宴会客源断

崖式减少，1月 ~5月份全国住宿业平均入住率不足 40%。据

国家统计局 7月 16 日发布的最新数据，1 月 ~6 月全国餐饮

收入 14609 亿元，同比下降 32.8%。

“从长远来看，本次疫情加速了住宿餐饮行业转型的步

伐。例如，加速数字化转型，通过在线办公、在线培训、社群营

销、智能化服务等，发力线上服务；加速绿色发展，适应消费

者对放心、安全、健康的新发展需求。”韩明说。

另据了解，近年来，酒店行业连锁化和品牌化呈现逐渐

提升的趋势，疫情更是加速这一进程。专家指出，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背景下，很多单体酒店不能承受经营压力，真正能够

抗风险的是连锁酒店。现在，一些连锁酒店透露出的加快开

店计划，正是迎合酒店连锁化大背景所做的一项决策。

杨召奎

疫情加快住宿餐饮行业
转型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