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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报废依据有欠科学性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近日与公众见面，

但《征求意见稿》对汽车报废的限定条件是否科学？值得人们关注。 

从整体看，《征求意见稿》是将以前的若干与报废相关的规定集纳到一个文件中了，在

简化人们查找相关文件、规定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从整体上看，对整车报废的条件约束，

一是使用年限，二是行驶公里数，惟独没有整车的技术状况。 

从使用年限角度看，不少单位的车在使用年限内并未达到《征求意见稿》要求的公里数，

车况良好，且能够达到出厂时的安全、环保要求。现在有不止一家企业宣布，其车身能够保

证 12 年不修穿，或者说，8 年、10 年报废时，车身仍然完好，这样进行强行报废无疑是一

种浪费。另外，北京出台了限行规定，每七天限行一天，北京车辆的使用年限是否应当增加

1/7 呢？ 

从行驶里程讲，私家车 60 万公里报废的依据何在？若干年前捷达就跑出了 60 万公里无

大修，夏利跑出了 73 万公里无大修的记录，如果这样车况的车给报废了，岂不是浪费？在

重卡、大型客车方面，跑 100 多万公里无大修的非常正常，如此强制报废必然给个人和集体

财产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当初制定报废的时限和行驶公里数标准时，参考了当时产品的实际质量状况，并在一定

程度上考虑到促进汽车生产消费的因素。但如今，我国汽车整体质量水平已经与国际接轨了，

实物质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水平，汽车消费已经从当初公款消费为主，

私人消费需要政策刺激的状况，进入了汽车消费快速增长的时期，而完全不需要刺激了，且

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因此，沿用原来的使用年限和行驶里程建立的报废标准是否依

然合理？我国属于大陆法系，法规是要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和改进的，对原有的法规进行调

整是必要的，但调整需要根据现实情况，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从汽车产业链角度看，汽车制造涉及到钢铁、电解铝、有色金属加工、塑料、化工、橡

胶、石化、玻璃等诸多行业，是个高耗能、高污染，且耗费大量资源的产业。我国是个资源

匮乏、环保压力巨大的国家，对车况良好的车辆进行强行报废，无异于加重国家资源负担和

环境负担。对于汽车立法的初衷，在保障车辆安全、环保的前提下，首先要考虑的是国家资

源的节约，这是个战略性问题。而《征求意见稿》对车辆报废提出的依据竟然是使用时间和

行驶公里数，显然有失科学性和合理性。 

从当前的经济形势看，诸多中小企业正陷于困境，如果按照标准将其车辆——生产资料

报废了，对这些企业的经营无异于致命的打击，这有悖于国家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初衷。如

果这些企业为了生存而不按规定报废汽车，那么法规等于失去了其应有的严肃性。 



建议有关部门对我国当前车辆的实际质量水平、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的正常损耗状况进

行调查，同时参考发达国家的相关法规，在一个科学合理的基础上，制定一个符合中国国情

的报废标准。 

 

 

 

 

 

中国汽车产业的新变量 

10 月 11~12 日，以由汽车制造大国向汽车制造强国转变为主题的“2011 全球汽车论坛”

在成都举行，中外汽车界的高层齐聚一堂，可谓当前国内水平最高的论坛之一。从论坛发出

的信息看，中国汽车产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 

“十二·五规划”中关于汽车产业要做的工作已经被广泛解读，而工信部装备司司长张

相木的几句话却点中了核心，那就是，过去 10 年，中国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依靠的是合资

合作获取技术和市场扩张的拉动，通过这条路，中国一跃成为世界汽车制造大国，但这条路

无法使中国从汽车制造大国变为制造强国，从制造大国变为制造强国的唯一途径就是自主创

新。从这个角度出发去理解“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若干任务和发展方向，企业界当有更

深刻的理解。 

“钱从哪来，到哪去”是论坛中的一个分论坛，从参与交流者发表的观点，结合张相木

讲话的精神，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汽车产业依靠产业资本发展的路子已经基本结束了，

未来汽车产业的发展，更多地需要依靠非产业金融资本的助推。这个助推中，除了直接看到

的资金外，还有相关的管理技术。其中，管理技术的介入，将大幅度提升中国汽车产业链的

整体实力。 

营销模式的讨论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根据与会者的发言可以看出几个要点：第一，

4S 店营销模式将逐渐让位于大卖场模式，理由是汽车销售利润大幅下降，难以支撑 4S 店的

费用，唯有高端品牌能够支撑。而售后服务将成为经销商获取利润的重要手段，因此用户满

意度将成为企业成败的重要参考指标。第二，互联网营销将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互联网营

销不会对传统的营销模式带来冲击，而会增加新的营销手段、增强经销商营销力。在中国，

互联网营销正处于初级阶段。第三，经销商不仅将介入二手车的买卖，而且要介入废旧车辆

的回收与拆解。第四，随着消费者在市场中地位的日益提升，厂家的地位将日益下降，从而

形成新的厂商关系，大集团与大经销商全方位的合作模式已经初现。第五，经销商开始追求

自己的品牌，以自己的品牌获取利益已成为一种趋势。第六，在经营困难的情况下，滚动发

展难以适应市场的需求，一些条件好的经销商走上了资本市场之路，通过上市融资获得更大

的发展。 

合资自主仍是争论的焦点，有合资企业的大集团认为搞合资自主是个不错的选择；传统

的自主品牌认为合资自主是对自主品牌的打压；合资企业的外方出于保护自己的技术优势，

只愿意将落后的平台拿给合资企业搞“自主”；政府认为本土自主品牌和媒体对合资自主给

产业带来的损害是过虑了，搞合资自主的目的是要在“十二五”末期达到自主品牌占总销量

比例。可以说，在合资自主问题上，不仅存在争议，而且存在着战略选择上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