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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中型客车市场竞争分析
杜　建 ,尹　绩 ,叶　翔

(长安大学 汽车学院 ,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　要:客车行业作为中国汽车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市场占有率和竞争状况关系到整个汽车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为探索中国客车的发展战略 ,应对严峻的市场竞争 ,通过市场调研 、数据收集以及

专家访谈等方式对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趋势 、汽车产业政策以及产业生命周期等进行分析。

分析认为:中国客车行业面临竞争升级 、产业格局调整及企业重组等重要关口;客车的微利时代已

经来临。同时表明:客车企业必须顺应竞争环境 ,创新思路 ,以面对日趋理性和成熟的客车市场;积

极拓展海外市场 ,开发新技术新能源 ,提高管理水平 ,实施品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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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for large-sized and medium-sized bus market in China

DU Jian , YIN Ji , YE Xiang

(School of Automobile , Changan Unive rsity , Xian 710064 , Shaanx i , China)

Abstract:As one of the impor tant elements in Chinas bus industry , bus business has it s large

shares of market and g reat competi tion , and also has something to do w i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who le bus indust ry .In o rder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strateg y of Chinas bus

indust ry , and be ready fo r the severe challenges in markets , the autho rs in this paper , after

conducting market investig ation and co llecting ideas f rom dif ferent experts , analyze it s developing

t rends in Chinas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pment and examines the periods of bus indust ry po licie s

and i ts indust rial life.The resul ts show that Chinas bus indust ry is faced by upg rading in

competi tion and adjustment in indust rial patterns , which means that the micro-benefi t t ime is

coming.The authors think tha t the bus indust ry should be ready for compe titi tive envi ronment

and have crea tive ideas so as to mee t the present bus marke ts rationally and maturally.And it

should also actively open its markets at home and abroad , develop new techniques and new energy

resources , raise management levels and crea te it s new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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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建国以来 ,中国客车行业发展经历了辉煌的 50

年 ,取得了长足进步 ,然而在 2002 、2003年整个中国

汽车市场产销量暴发井喷之后 , 2005年客车行业又

遭遇了下滑的尴尬。总体来讲 , 2006年国内汽车市

场较 2005年下降了至少 3%以上 ,全行业汽车销量

水平进一步走低[ 1] 。相关专家通过对未来中国经济

社会的发展趋势 、汽车产业政策以及产业生命周期

等方面的研究发现 ,中国客车行业已经面临着竞争

升级 、产业格局调整及企业重组的重重考验 ,客车的

微利时代已经来临 。为此 ,客车制造企业必须顺应



竞争环境 ,更新思路 ,以面对日趋理性和成熟的客车

市场 。在这样严峻的行业背景下 ,本文通过分析整

个客车行业竞争状况 ,旨在寻求一种有利于全行业

持续发展的途径与方法 ,进一步提高客车企业以及

整个产业的竞争力[ 2] 。

1　客车产业现状分析

从市场周期来看 ,中国客车行业总体上已经进

入成长期末端 ,将步入成熟期 ,这是一个重要的以激

烈竞争为特征的行业转型期。这一时期的市场特征

表现为买方市场日趋成熟 、需求理性化 、客车生产微

利的出现 ,市场参与者优胜劣汰并逐步向稳定的行

业格局过渡等。

1.1　客车行业总体竞争状况

2005年中国客车行业 5m 以上客车的销售量为

109 811辆 ,比 2004 年下降了 0.9%。扣除出口方

面的增长因素(保守估计出口增量超过 2 500 辆以

上 ,出口增量至少占总销量的 2%), 2005年国内客

车市场的需求比 2004年至少下降了 3%,全行业利

润水平进一步走低。同时 , 2005 年客车市场需求更

加趋于理性 ,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 ,市场空缺所带来

的机遇性机会减少 ,更新需求主导市场行情大发展 ,

客车行业逐步进入了稳定发展阶段 ,总需求变化将

日趋平稳 。

1.2　行业组织结构

客车行业的组织结构呈现出三大阵营:第一 ,以

三家金龙和宇通所形成的第一阵营占据了整个客车

市场的份额 43%;第二 ,由河南少林 、牡丹汽车 、中

通客车 、丹东黄海 、江苏友谊以及扬州亚星构成 ,这

部分控制 34%的市场份额;第三 ,由其他企业所控

制的 33%市场的第三阵营。

中国客车行业前十位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仅为

67%。据统计 ,世界 10个最大的汽车集团集中了世

界近 80%的汽车产量 ,中国前五位汽车企业集团的

市场份额也由 2000 年的44.8%提高到 2005 的

67.0%。可见 ,中国客车制造企业的规模优势并不

明显 ,市场集中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否则必将不利

于整个产业的良性发展和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3] 。

根据中国的汽车产业政策 ,在 2010年前将形成

几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汽车企业集团 ,同时从

进入资本与资质方面对相关的新建汽车项目作出了

更为严格的规定 ———对不能维持正常经营的汽车生

产企业 ,或者在行业内转产 、兼并 、收购或者破产销

壳。因此 ,在新一轮竞争淘汰的基础上兼并重组不

可避免[ 4] 。

1.3　客车市场结构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交通系统

公交优先战略的实施 , 2005年公交车所占市场份额

由 26%上升至 29%,销量增长了 10%,而且这一趋

势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长途卧铺客车

市场份额的持续下降 ,由 2003 年的 6%降至 2004

年的 4%,再到 2005 年的 3%。这一状况主要是公

路运行条件改善以及其他运输水平的提升所导致

的 。伴随着城乡公路 、各级高速公路大力发展 ,以及

水路 、铁路和航空的不断发展 ,今后长途卧铺客车市

场的萎缩将会是必然结果。

2003—2005年中国客车行业在车型方面呈现

出大型客车风采依旧 、中型客车有增有减的趋势 ,如

图 1所示[ 5] 。

2005 年 10 m 以上 的大型 客车增速 高达

13.71%。中型客车虽然呈现整体下降趋势 ,但是有

增有减 ,其中 6 ～ 7 m 和 7 ～ 8 m 车型略有增长 ,而 5

～ 6 m 、8 ～ 9 m 和 9 ～ 10 m 车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下降。

图 1　2003—2005年各长度车型市场变化情况

不同级别车型的市场占有率也呈现出不同变

化 ,如图 2所示。2005年10 m以上公交客车增速为

18.32%,远高于该级别整体客车13.71%的增长速

度 。其中 10 ～ 11 m公交车增速为18.32%,与该级

别整体增速相同 , 而 11 ～ 12 m公交客车增速为

25.10%,高于同级别整体增速 10个百分点 。而 7

～ 10 m的客车销量则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5 ～ 6 m

和 6 ～ 7 m的客车销量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

从公交车与非公交车的销量对比来看 ,在 10 ～ 11 m

车型中公交车销量明显大于非公交车销量 ,其销量

比超过 5∶3。在 11 ～ 12 m车型中 ,公交车与非公

交车销量比略高于 2∶5 。在整个10 m以上的大型

客车中 ,公交车与非公交车销量之比已达 4∶5 。在

8 ～ 9 m和 9 ～ 10 m车型范围内 ,公交车销量分别占

了总销量的 42%和 40%。由此可见 ,公交市场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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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客车市场中所占的地位突出 、作用重大。

图 2　2005年公交车与非公交车各车型销售情况

1.4　客车市场主要竞争者分析

宇通客车以强大的资本 、技术 、自主研发及品牌

实力成为了客车行业的领头羊 ,拥有近 20%的市场

占有率 ,近几年宇通客车发展迅速 , 平均增速为

13.74%。厦门金旅 、苏州金龙和厦门金龙平均增速

分别为 12%、10.78%和3.74%。同时 ,宇通客车产

品线齐全 ,覆盖了6 m以上的客车 ,各产品线销量构

成比例比较均衡 ,不同级别的车型在同级客车市场

上均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 。

厦门金旅客车则是一家以座位客车为绝对主导

的企业。其座位车型中 , 5 m以下车型的销量占据

了全部销量近 50%。厦门金旅是一家以11 m以上

大型客车为主导产品 的企业(5 m以下车型不在研

究之列),其次是 7 ～ 8 m和 8 ～ 9 m 。

2005年苏州金龙客车的销量结构变化不大 ,仍

然以中型客车为主导产品 , 9 m以下车型的销量接

近总销量的 80%。10 m以上车型销量只占 10%。

7 ～ 8 m客车是企业销量最多的一款车型 ,其销量占

总销量的 33.3%。6 ～ 7 m和 8 ～ 9 m分别占到总销

量的 20%和 25%。其公交车型的销量只占总销量

的 11%,虽然还未真正形成主导型产品 ,但是具备

了一定的产销规模。因此 ,集中于旅游团体市场和

部分长途客运市场的座位客车仍然为主流车型 ,占

总销量的 88%。

2005年厦门金龙客车在成为客车行业增长最

快的企业 ,不但总销量有惊人的增长 ,而且产品结构

也趋于合理。该公司突出了自身优势 ,大型客车的

销量比重进一步提高 , 11 m以上车型占到总销量的

50%以上 ,8 ～ 9 m车型接近了总销量的 33.3%,二

者占总销量的 85%。厦门金龙公交车型的销量具

有相当的规模 ,超过了总销量的 20%,继续成为企

业主导车型之一
[ 6]
。

通过对以上 4家主要竞争者的分析可以看出 ,

宇通客车产品线齐全 、销量均衡 ,成为当之无愧的领

头羊。其余 3家虽然不是全系列均衡销售的企业 ,

但是各有长处 ,在围绕主流产品的竞争中拥有一定

的竞争力 ,成为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对领导者形

成一定的威胁与挑战 。除此之外 ,还存在一大批区

域性的大企业 ,例如丹东黄海客车 、扬州亚星客车 、

河南少林客车 、牡丹客车和江苏友谊客车等 。这些

企业产品线有限 ,一般只有两三个大类的产品 ,而且

能形成支撑作用的产品也只是其中的几个产品 。这

些企业往往采取跟随策略 ,集中资源和实力于自己

的一小部分市场 ,争取获得竞争优势 。这一批企业

的存在对区域和个性化需求的满足能起到补充作

用 ,但是就整个汽车行业的竞争规则而言 ,随时有可

能面临优势企业的冲击 ,生存环境充满危机与挑战。

同时还有一股力量是整个客车行业所不能忽视

的 ,那就是一汽 、东风 、江淮这些大集团整和资源 ,对

客车业务的投入与不断重视;北汽福田 、重汽 、南汽

这些商用车巨头的客车情结逐渐显露;社会资本和

外资进入客车行业 。这部分企业往往技术成熟 、资

金雄厚 ,一大批企业拥有极强的品牌优势和较完备

的销售服务网络 ,因此加大客车产品线的投入力度

可以充分体现范围经济优势和横向战略的经济性。

这一股强大的竞争力量在对传统客车企业形成了挑

战的同时 ,也必将对客车行业格局造成重大影响 。

2　对　策

通过多年的发展 ,中国客车市场历经了由数量

与利润同步快速增长 ,数量增长较快 、利润增长缓

慢 ,到数量增长缓慢 、利润不增或反降的变化过程。

产品档次及其盈利能力也由“高档车高利润”时代进

入了“高档车盈利少 、中档车微盈利或不盈利”的时

代 。面临向成熟期转变的关键时期 ,中国客车企业

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开阔思路 ,着眼于未来的市场

竞争 ,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适应市场状况 、有利于产

业发展 、促进企业壮大的战略战术。

2.1　存量竞争加剧 ,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 ,如今国内客车市场产能过

剩已成问题 ,今后一段时间将以更新需求为主 ,更多

的企业开始了存量竞争[ 7] 。为了缓解国内市场的竞

争压力 ,更多的企业应该将目光投向国外市场。实

力强大并有出口经验的企业应该选准时机进入国际

营销阶段 ,将国内市场纳入国际战略的一部分 ,从更

高的角度经营企业 ,而不是永远将国际市场当作国

内市场的补充和竞争压力的止疼针。

郑州宇通客车大量出口古巴 、伊朗;苏州金龙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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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英国商用汽车认证 ,大型客车出口中东 ,参加比利

时车展;中大型客车批量出口津巴布韦;河南少林客

车销到哈萨克斯坦;扬州亚星“天帅”出口沙特阿拉

伯;丹东黄海出口朝鲜。为了进一步巩固客车出口

成果 ,苏州金龙提出以“金龙客车 ,通行世界”为经营

指导 ,在技术 、品质和服务上进一步缩短与欧洲品牌

的差距 ,未来 3年内将斥资 8 亿元人民币用于提升

核心技术 。

2.2　加强农村客车以及公交车的研发与生产

中国将加大对“三农”的投入 ,加快农村公路建

设是“十一五”交通发展的重中之重 。未来 5年将投

资1 000亿元推进农村公路“通达” 、“通畅”工程 ,并

提出积极发展农村客运 ,大力推广适合农村特点的

客车车型 。根据该政策导向 ,未来适应城乡客运市

场的经济实用性中型客车无疑具有巨大的需求潜

力。南京金龙目前已开发出“凌越”系列中型快客 ,

并逐步形成从6 m到8 m 、从经济实用型到高档豪华

型覆盖较全的产品系列
[ 8]
。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

内 ,公交车必将成为客车行业发展的新增长点 。

2005年公交市场所占份额提高了 3 个百分点 , 由

26%上升至39%,总销量由2004年的28 457辆增长

至31 312辆 ,增长了 10%。进一步证实了城市交通

系统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能更

好地促进行业 、区域以及整个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

也能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 、竞争优势和社会影响力 。

2.3　运用新技术 ,开发新能源

根据中国客运市场发展的需要 ,为加快中国客

车的大型化 、高档化 、环保化 、电子化和人性化发展

趋势 ,达到安全 、环保 、节能 、舒适和人性化的要求 ,

积极引导中国客车应用全承载式车身制造技术 ,大

力应用欧 Ⅲ及欧 Ⅲ以上低排放柴油 、燃气发动机 、盘

式制动器 、缓速器 、空气悬挂 、子午线无内胎轮胎 、

GPS 、行驶记录仪 、CAN总线等新技术总成 ,采用模

块化设计 ,优化匹配技术;发展低入口 、低地板城市

客车 、混合动力电动城市客车 、快速公交城市客车 。

由于当今世界面临着能源紧缺 、环境压力 ,因此国内

的客车企业应抓住机遇 ,重点开发柴油 、燃气发动

机 ,不断加大混合动力的研究 ,最终为进入氢燃料时

代做准备
[ 9]
。

2.4　管理创效益

综观各家客车企业在过去几年所倡导的经营理

念 ,凡是以改进和强化管理作为工作重心和突破口

的企业均取得了令人赞叹的业绩 ,再一次验证了行

业发展从“产量时代” 、“产品时代”到“管理时代”的

行业发展规律。通过科学管理 ,综合利用各种手段 ,

将企业的研发 、生产 、销售以及质量 、成本等要素有

机结合起来 ,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强化销售及其管理

的导向作用 ,改变传统的粗放式经营方式 ,建立以业

务流程为核心 、职能分工为依托 、模块化体系为平

台 、考核评价为手段的现代化营销管理模式 。宇通

集团分别于 2001年和 2004年两次对企业销售系统

的管理模式进行较大程度的集中改进 ,使 2004年和

2005年的企业利润分别超过了 3亿和 5 亿;苏州金

龙公司自 2004年第四季度开始着手对销售系统进

行全面改造 ,实施“分项式细化”管理 ,明显提高了对

销售业务过程的可知性和可控性管理 ,使 2005年客

车销量增长了30.35%;2005年初中通客车公司提

出“细节决定成败”的经营理念 ,结果公司在 2005年

市场需求下降的情况下保持了销量不变 。可以说

“管理”是当今客车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法宝 。

2.5　品牌战略 ,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一直以来都是汽车行业的一个热门

话题 ,随着中国汽车业的不断发展 ,打造自主品牌的

呼声日益高涨。许多专家表示 ,中国汽车业只有放

弃“恋外”思想 ,走自主发展道路才能实现真正的腾

飞 。与轿车业相似 ,国内客车业走的也是引进 、消

化 、吸收的路子 ,如今客车单车售价逐渐提升 ,并大

跨步走出国门 ,说明中国客车正在摆脱低档 、低质的

窘迫 ,在品牌 、品质上谋求与世界接轨 。让人欣慰的

是 ,在引进 、消化 、吸收的过程中 ,中国客车企业没有

像轿车企业那样迷恋外资品牌 ,坚持了自主发展 ,像

沃尔沃 、大宇 、丰田等著名外资品牌在国内市场屡遭

冷遇 ,也证明了国产客车自主品牌的优势和实力。

因此 ,坚定不移地造百年企业 、树百年品牌 、不断地

自主创新必将是中国客车企业蓬勃发展的趋势[ 10] 。

3　结　语

对于现今客车行业的环境变化 ,应该辩证地对

待 ,威胁中同样蕴藏着机会 ,生存发展环境的改变也

预示着整个行业的发展和升级。通过对整个客车市

场竞争状况的量化分析与定性研究 ,本文认为只有

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加强农村客车以及公交车的研

发与生产 、运用新技术 、开发新能源 、提高管理水平 、

走品牌战略自主创新 ,才能应对环境的变换 、提升竞

争力 ,使企业以及整个行业不断地发展壮大。

同时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内客车行业还存在

市场集中度低 ,产业结构不够合理 ,经营与技术创新

能力不足 ,新技术商业化 、市场化能力差 ,以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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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理念落后 、设计制造技术水平低等缺陷。今后

行业参与者应该积极地提升自己 ,使自身在变化中

取得主动权 ,不断加强管理 ,研究市场 ,提高产品以

及经营的技术含量 ,最终通过推进管理创新 、技术创

新以及产品创新来应对未来新一轮的挑战 ,走出一

条现代化的 、可持续的产业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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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化养护深化阶段 ,养护主体特征主要表现为:

养护市场分工进一步深化 ,路况咨询 、计划设计 、质

量检测 、养护施工 、质量监理等专业机构普遍建立 ,

管理机构 、养护公司 、中介机构三者之间的市场合同

关系运转协调 、竞争充分[ 11] 。

本文认为 ,跨地域完全社会化养护是市场化养

护运行机制改革的终极目标。实现跨地域完全社会

化养护可使公路养护业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 ,

形成公路养护特有的产业特征和发展规律。

3　结　语

中国各地实施公路养护运行机制改革的进程并

不同步 ,受区域经济 、配套政策 、公路养护运行机制

改革的基础条件 、实施进程等因素的影响 ,各地的市

场化养护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和特殊性 ,具体会表现

为各阶段相互交叉 ,但公路养护运行机制改革的规

律性是趋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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