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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销量见底了吗？ 

因部分省市今年 7 月 1 日开始执行乘用车国六排放标准，经销商加大了促

销力度，6 月汽车销售好转是不争的事实。但常用来衡量汽车销售的指标之间，

增速出现了严重的分化，比如中汽协口径的汽车销量同比增速为-9.6%，而交

强险数据显示 6 月乘用车新上牌量的同比增速高达 39.3%。 

不同口径汽车销量增速分化，给了解汽车销售的实际情况以及判断未来趋

势，增加了难度。本报告先对比四种常用的汽车销售口径，再以此为基础定量

测算今年下半年的汽车销售空间。预计汽车零售量全年同比增速在-8%左右，

底部已经出现，下半年同比有所回升，但主要因低基数。 

汽车低保有量和销售负增长，并不矛盾。日本和韩国的每千人机动车保有

量还在上升，但销量分别在 1973 年和 1996 年首次见顶，经过 6 年和 4 年的

时间才恢复到原先水平。 

 

 

 风险提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压缩汽车等可选消费 

 

 

  

6%

7%

7%

8%

8%

2014-03 2015-06 2016-09 2017-12 2019-03



 宏观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lxsec.com  2 / 12 

  

目  录 

一、四种口径的汽车销售指标 ............................................................................................................................... 3 

（一）乘联会口径 ......................................................................................................................................... 3 

（二）中汽协口径 ......................................................................................................................................... 4 

（三）银保监会口径 ...................................................................................................................................... 4 

（四）统计局口径 ......................................................................................................................................... 4 

二、下半年汽车销量有多大空间？ ........................................................................................................................ 6 

 

图表目录 

图表 1：四种常用的汽车销售指标，6 月同比增速出现了严重分化 ................................................................. 3 

图表 2: 四种口径的汽车销量指标 .................................................................................................................. 5 

图表 3：三个口径的汽车销售绝对量，有较大差别 ......................................................................................... 5 

图表 4：二季度汽车零售数据好于批发数据.................................................................................................... 6 

图表 5: 多个省市提前执行乘用车国六排放标准 ............................................................................................. 6 

图表 6：今年 6 月乘联会侠义乘用车销量环比明显高于往年同期 .................................................................... 7 

图表 7：今年 6 月经销商库存系数超季节性大跌 ............................................................................................ 8 

图表 8：汽车销量上半年和下半年的占比基本稳定 ......................................................................................... 9 

图表 9：日本汽车保有量在上升但销量 1973 年首次见顶，6 年后才恢复原先水平.......................................... 9 

图表 10：韩国汽车保有量在上升但销量 1973 年首次见顶，4 年后才恢复原先水平...................................... 10 

  
  



 宏观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lxsec.com  3 / 12 

因部分省市今年 7 月 1 日开始执行乘用车国六排放标准，经销商加大了促销力度，6

月汽车销售好转是不争的事实。但常用来衡量汽车销售的指标之间，增速出现了严重的

分化，比如中汽协口径的汽车销量同比增速为-9.6%，而交强险数据显示 6 月乘用车新上

牌量的同比增速高达 39.3%。 

图表 1：四种常用的汽车销售指标，6 月同比增速出现了严重分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银保监会、中汽协、乘联会，联讯证券 

不同口径汽车销量增速分化，给了解汽车销售的实际情况以及判断未来趋势，增加

了难度。本报告先对比四种常用的汽车销售口径，再以此为基础定量测算今年下半年的

汽车销售空间。 

一、四种口径的汽车销售指标 

常用的汽车销售指标有乘联会口径的批发和零售量、中汽协口径的汽车销量、银保

监会口径的交强险乘用车新上牌量和统计局口径的汽车类零售额，下面对各个口径逐一

梳理。 

（一）乘联会口径 

乘联会并非官方机构，是由国内 139 家汽车生产商联合成立的社会团体。销量数据

包括厂家批发（国内批发和出口）和厂家零售（仅包括在国内生产并在国内零售的量，

不包括进口车在国内的销售）两种，都是“量”的指标。 

零售数据统计的都是乘用车，不包括商用车。乘用车零售两个口径，一是狭义零售

量，包含基本型（轿车）、多功能（MPV）、运动型多用途（SUV）；二是广义零售量，

除狭义零售外还包括微型客车。 

乘联会口径销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乘联会各会员单位的上报，在数据真实性方面

不受法律制约。批发数据相对于零售数据更真实一些，因为汽车生产商能够直接掌握批

发量。零售数据来源于各个汽车生产商的搜集，并非 4S 店等各个终端销售渠道销售数

据的直接汇总，因此乘联会口径的零售数据，和实际零售量会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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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汽协口径 

中汽协属于行业自律组织，接受民政部和国资委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经政府部

门授权，依法进行行业数据统计，并有权向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查处被调查单位拒报、

虚报、瞒报统计资料行为的建议。因此，中汽协口径的数据相对更为客观、真实。 

中汽协统计的是汽车整车制造汽车，不包含改装车企业。它们发给汽车制造企业的

报表，依据国家统计局工业报表制度制定，汽车生产厂家自己上报，属于工业统计。按

照工业统计原理，厂家生产的汽车只要卖给了经销商，就可以计入销量。因此，中汽协

口径的汽车销量，并非终端销售数据，而是批发量。 

中汽协口径的汽车销量，分成国内制造和 CKD（Completely Knocked Down），CKD

的中文意思是完全拆散，指的是以完全拆散的状态进入中国，之后再用汽车的全部零、

部件组装而成的车，近年 CKD 汽车销量占比在 1%左右。从分类中也可以看出，中汽协

口径的汽车销量，也不包括进口整车。 

和乘联会数据一样，中汽协口径的汽车销量是“量”的指标，不直接受价格的影响。 

中汽协的汽车销量数据，比乘联会的更为宽泛，包括乘用车和商用车，近年商用车

的效率占比在 15%左右。而且在分类上，也要比乘联会更全面、更细致。 

（三）银保监会口径 

银保监会每个月公布交强险数据，其中的狭义乘用车上牌量，包括轿车、SUV、MPV

和交叉型这四种车型，由各个省市自治区逐级汇总所得，最接近终端零售销量。由于统

计的是上牌量，因此这一口径的汽车销售数据也是“量”的指标，包括国产车和进口车。 

（四）统计局口径 

统计局口径的汽车销售，指的是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中的汽车类。它的调查范围

是主营业务为由动力装置驱动、具有四个或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无架线的车辆及其零配件

的销售，且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企业，调查单位通过联网直报的方

式上传基础数据，各级统计机构分级审核、验收和汇总。 

和乘联会、中汽协的数据相比，统计局口径的汽车销售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是“价”的指标，即销售了多少金额，而不是销售了多少辆车。 

第二，它统计的是终端销售数据。 

第三，它统计的是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汽车类零售企业，不包括年主

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以下的汽车类零售企业。 

第四，它对车型有限制，要求有四个或以上车轮，并非所有的机动车，比如农用三

轮车不包括在内。 

第五，它的统计金额中，除了汽车外还有汽车底盘和汽车配件等，其中汽车包括载

货汽车、越野汽车、自卸汽车、牵引汽车、专用汽车、客车和轿车等。 

第六，它的统计没有对车辆产地做划分，既包括了国产车，也包括进口车。 

将上述四个口径的汽车销量指标作对比，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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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四种口径的汽车销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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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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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银保监会、中汽协、乘联会，联讯证券 

由于统计范围、统计环节不一样，近年乘联会、中汽协、银保监会口径的汽车销售

绝对量，有较大差别。 

图表 3：三个口径的汽车销售绝对量，有较大差别 

 

资料来源：银保监会、中汽协、乘联会，联讯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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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个口径中，银保监会口径交强险乘用车新上牌量的统计范围最全，也最接近

我们日常理解的汽车销售量，但每月公布的数据最晚。乘联会口径的零售量，尽管不是

官方机构公布，也不包括进口车的销售，但因为有周度的高频数据，通常用得最多。 

二、下半年汽车销量有多大空间？ 

除乘用车零售数据外，乘联会还公布了批发数据。将乘联会乘用车批发增速，和上

述四个口径的汽车销售增速对比，可以发现零售数据要好于批发数据。 

图表 4：二季度汽车零售数据好于批发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银保监会、中汽协、乘联会，联讯证券 

零售和批发数据的分化，源于多个省市提前执行国六排放标准，今年二季度经销商

加大了促销力度。2016 年底，环保部和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布《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

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要求 2020 年 7 月实施国六 a 标准，2023 年 7 月实施

国六 b 标准。但不少省市提前到 2019 年 7 月执行，其中包括广东、山东等汽车销售大

省。 

图表 5: 多个省市提前执行乘用车国六排放标准 

地区 车辆类型 执行标准 开始执行时间 

北京 重型燃气车、公交、环卫 国六 b 2019年 7月 1日 

 其余车辆 国六 b 2020年 1月 1日 

深圳 汽油车 国六 b 2019年 7月 1日 

 柴油车 国六 b 2018年 11月 1日 

上海 轻型汽车 国六 b 2019年 7月 1日 

重庆 轻型汽车 国六 2019年 7月 1日 

天津 轻型汽车 国六 b 2019年 7月 1日 

海南 轻型汽车 国六 2019年 7月 1日 

广东 轻型汽车 国六 b 2019年 7月 1日 

安徽 轻型汽车 国六 2019年 7月 1日 

四川 轻型汽车 国六 2019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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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车辆类型 执行标准 开始执行时间 

山东 轻型汽车 国六 2019年 7月 1日 

山西 轻型汽车 国六 2019年 7月 1日 

河南 轻型汽车 国六 2019年 7月 1日 

河北 轻型汽车 国六 2019年 7月 1日 

陕西 轻型汽车 国六 2019年 7月 1日 

杭州 轻型汽车 国六 2019年 7月 1日 

南京 轻型汽车 国六 2019年 7月 1日 

其余地区 轻型汽车 国六 a 2020年 7月 1日 

 轻型汽车 国六 b 2023年 7月 1日 

资料来源：联讯证券整理 

2019年7月1日开始执行国六标准的地区，国五标准的轻型汽车不得再销售和上牌。

为了清理国五汽车库存，经销商加大了促销力度，6 月乘联会狭义乘用车销量环比 11.6%，

大幅高于 2011 年-2018 年同期的均值-2.9%。 

图表 6：今年 6 月乘联会侠义乘用车销量环比明显高于往年同期 

 

资料来源：乘联会，联讯证券 

因促销清库，6 月经销商库存系数出现超季节性大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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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今年 6 月经销商库存系数超季节性大跌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联讯证券 

7 月促销因素消退，乘联会数据显示汽车零售再度转弱。回归常态后，汽车销售是

否见底，下半年还有多大空间呢？ 

下文将进行一个定量测算。在开始测算前，需要先明确，这里说的“汽车销售”是

哪个口径。零售端的数据中，银保监会乘用车交强险新上牌数最接近于真实销售情况，

但它的时间序列短，而且波动大，用它的历史数据测算未来趋势容易产生较大误差。 

相对而言，乘联会狭义乘用车的零售量具有季节性特点，便于用历史数据判断下半

年的销售情况，因此汽车销售以它为基准。 

测算的第一步，是剔除促销因素的影响。今年 5 月、6 月乘联会狭义乘用车销量环

比分别为 4.4%和 11.6%，明显高于 2011 年-2018 年相同月份的环比均值 0.7%和-2.9%。

假定国六标准没有提前执行时，今年 5 月和 6 月的汽车销售环比符合季节性，即环比分

别为 0.7%和-2.9%，根据 4 月的销量可计算得 5 月和 6 月的销量，分别为 152.6 万辆和

148.2 万辆。而 5 月和 6 月的实际销量是 158.2 万辆和 176.6 万辆，由于促销透支了 34

万辆的需求。 

接下来的测算有两种方法。方法一是利用汽车零售量在上半年和下半年的分布规律。

2011 年-2015 年，乘联会狭义乘用车零售中，上半年占比 47%左右，下半年占比 53%

左右。2016 年和 2017 年下半年的销量占比上升到 55.0%和 55.5%，主要因这两年的 12

月 31 日，分别是第二次 5.0%购置税税率和 7.5%购置税税率的截止日，在优惠截止前加

大了抢购。2018 年下半年由于汽车销售增速持续放缓，下半年的销量占比又下降到

50.9%。 

假定没有国六标准提前执行时，今年上半年、下半年的乘用车销量占比分别为 2011

年-2018 年同期的均值，即 46.8%和 53.2%。根据乘联会数据，上半年狭义乘用车零售

量为 995 万辆，减去促销透支的 34 万辆后还剩余 961 万辆，当上半年销量占比 46.8%

时，全年的销量为 2053 万辆。 

可计算得 2019 年狭义乘用车销量同比为-8.3%。下半年销量为 1058 万辆，和去年

同期相比，下降了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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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08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