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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看展：北京车展成全球性事件

如今的北京车展，不仅仅

是汽车厂家比拼的舞台和观

众赏车的饕餮盛宴，同时也成

为全球媒体共同关注的焦点

事件。

关于北京车展，中外媒体

的报道方式、角度不尽相同，但

归纳起来，几大共识不得不提：

共识一：北京车展的地位

《华盛顿邮报》的观点颇具

代表性：北京车展，已经迅速成

为最主要的全球性事件之一。

该报道指出，“在全球需求疲软

的背景下，全球汽车厂商正将

中国市场看作生命线，因此，他

们对此次北京车展投入了前所

未有的激情。”“在西方汽车巨

头抢占中国市场——努力‘挤

进来’的同时，中国本土品牌则

希望‘打出去’。中国新生的汽

车厂商毫不掩饰他们的目标

——打入全球市场。”

《华尔街日报》的描述则更

为详尽。这篇题为《全球汽车厂

商扎堆北京车展》的报道指出，

本次车展将成为今年世界最重

要的车展之一。各汽车生产商

和它们的供应商也都在竭尽全

力地提高自己的出镜机会。

该报还用几大汽车巨头高管的

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冰岛

火山为欧洲车企高管的出席布

上了阴云，他们差不多要拼了

命才能挤上飞机。但这些高管

都准备往中国出发。”与此同

时，虽然日本汽车生产商因商

业环境艰难而限制了车展活动

的预算，但此次日本所有主要

汽车厂商都将参加北京车展，

这在全球车展中也是少见的。

美联社报道称，在过去，主

流的汽车厂商习惯将新车首发

仪式放在美国或者欧洲举办的

车展，但此次北京车展有 14款

新车型举行全球首发仪式。而

国内的汽车厂商推出包括轿

车、SUV、绿色环保概念车等等

在内的 75款新车型。戴姆勒公

司的发言人特雷弗·海尔表示：

“北京车展将与底特律车展、东

京车展以及巴黎车展并列成为

世界上规模最大、意义最重要

的年度汽车展会。”

日本产经新闻表示，此次

北京车展的兴盛程度，从闪光

灯的数量就能见出分晓。相比

去年受金融危机影响，闪光灯

零零散散的日本东京车展和法

兰克福车展，北京车展要热闹

华丽许多。

国内的媒体对展会的报道

则多了几分自豪：《钱江晚报》

撰文表示，“冰岛的火山云阻挡

不了欧洲汽车大佬们奔赴北京

的脚步，各汽车跨国公司的

CEO 或董事会重量级人物几

乎全部云集北京。4 月 23 日~5

月2日，全球汽车，向东看。”

共识二：中国汽车市场的地位

2009 年，中国汽车产销跃

居世界首位，全球汽车市场格

局悄然变化。2010 年北京车展

的火爆让各路媒体真实感受了

一番汽车产销大国的影响力。

美联社报道，眼下世界各

国汽车巨头都将中国看作是能

够推升全球汽车销量的“发动

机”，而中国国内的汽车企业在

眼看着吉利成功收购沃尔沃之

后都试图把自己的产品以及品

牌推向世界舞台。中国在 15年

前还鲜有私人轿车，但近年来

随着国内汽车销售市场爆炸式

的增长，中国在 2009 年首次超

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消

费市场。

《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

报》等美国主流媒体也开始关

注这一新晋汽车大国。“中国市

场成为各国汽车生产商追逐的

目标，预计这个市场将会推动

整个行业从 2009 年的惨淡中

复元。通用汽车公司 3 月份在

中国的汽车销量已经超出了美

国本土市场。而对于大众汽车

公司来说，去年中国就已经成

了它销量最大的地区。”

法新社用“世界上最大的

客户群体”一词来形容中国汽

车市场，“汽车制造商都在抢食

中国这块全球最大的市场蛋

糕。”“他们希望人们看看他们

的车辆，并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国青年报》援引最新

数据指出，一月，中国汽车销

量是美国、意大利、韩国、德

国、日本的总和。此外，政府补

贴加大了以旧换新的力度，在

去年扩大新购车市场基础上，

这一举措将激活潜力巨大的

二手车置换市场。汽车企业各

个“摩拳擦掌”，高调宣布排产

计划，预计中国汽车业今年产

能将超过 2000 万辆。中国市场

“风头正劲”。

共识三：中外车企的同台竞技

“北京车展上，新能源的交

锋、自主品牌的强势突围、潜伏

于此的价格战以及中国的市场

地位的崛起，各种旋律交织弹

奏。北京车展的空气中隐约有

火药的味道”。《重庆商报》指

出，“汽车产业在 2010 年乃至

更远未来的大决战，已经波澜

壮阔地拉开了序幕。”

法新社也十分关注中外车

企在北京车展上的竞争姿态，

“全球制造商希望留下这样的

印象，他们十分关注中国汽车

市场并给予这里的客户最高优

先权”，“但是，中国汽车制造商

在激烈竞争中显得尤为积极，

希望在国内市场占有更高份

额，并寻求走向国际化路径”。

面对市场和发展前景，北

京车展上的同台竞技只是一

个缩影而已。正如法新社的这

篇报道中说的，“中国是世界

上最大的汽车市场，现在每个

人都想要告诉大家，这是我的

地盘”。

一个世纪前，汽车行业中心

从欧洲转移到底特律，又在上世

纪 70 年代转移到日本。如今中国

不断增长的影响力证明了汽车行

业已经进入另一个发展阶段。

日产 CEO 说，中国汽车销售

从去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越来越多的制造商开始为中国量

身设计车型。

普华永道全球汽车业务分析

机构 Autofacts 日前预测称，2010

年中国轻型汽车销量将在2009年

的高基数基础上增长10%。中国的

人 均 GDP 到 2012 年 有 望 突 破

5000 美元大关，从而将有力推动

轻型车销量增长。

从日产到通用再到大众，中

国的汽车买家都在汽车设计上讨

好中国人。原因很明显：中国的汽

车市场在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第

一大汽车市场，于是各大品牌都

盯上了中国市场这块“唐僧肉”。

对于“北京车展在全球车展

中的地位”这一问题，Autofacts 亚

太地区领先汽车分析师Sudarshan

Mhatre 表示，北京车展无疑在全

球汽车工业和全球媒体中有极强

的“牵引力”，中国代表了全球最

大的汽车市场，并有望以非常快

速的步伐持续增长。北美车展规

模不断地缩减，而与之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北京车展和上海车展的

规模却在不断扩大，新产品发布

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而北京车展

的参展商数量毫无疑问已经超过

了全球其他车展。

有媒体称，不少展商是因为在

本土市场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来中

国寻求“慰藉”。Sudarshan Mhatre

表示，全球车企在过去两年有过一

段十分困难的时期。而中国却能从

容应对这一困难实现增长，并能够

借此机会“抵消”其他市场所遭遇

的不尽如人意。大家愿意到中国来

是理所当然的。

外来户要抢地盘，自主品牌

要守阵地，现在有超过100家车企

在中国“逐鹿”，而这种情况将随

着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发布新的车

型和汽车品牌而加剧，未来一场

恶战无法避免。摘自：《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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