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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新阳光7款车型上市，售价7.98万-11.28万元
入门中级车价值战再升级，东风日产一马当先

汽车尾气对雾霾
影响不止4%

本报讯 继国家环境保护部

监测司副司长朱建平日前对中科

院雾霾源提出质疑之后，北京市

环境保护局官员昨日也表示，中

科院的结论值得推敲。

朱建平说，做雾霾的源解析，

需要一年以上时间的监测，获取

大量的监测信息，要做大量的源

分析，还要有一定的研究模型。选

哪些监测点也非常重要。

201 3年1 2月30日，中科院大

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仁健课题

组对外公布，在北京，“ 汽车尾气

与垃圾焚烧” 对雾霾的平均贡献

只有4%。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副 局 长

方力说，每年在北京路面上的汽

车要消耗汽油400万吨、柴油200

万吨。“ 如果这600万吨油烧完

之后，只占4%，你想象一下，再找

出 24 倍 于 600 万 吨 油 的 废 气 排

放源，到哪里能找出这么多废

物啊！”

方力说，张仁健课题组称“ 二

次无机气溶胶”占26%，而二次无

机气溶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汽车

尾气排放转化的。单就他们的结

论来说，汽车产生的污染贡献量

也不止4%。

方力介绍，从北京市环保局

收集到的各方面数据，汽车对

PM2.5的贡献度通常在20%~ 30%。

青年报 程元辉

本报讯 有关合资整车制造

企业股比红线的争议再次甚嚣

尘上，中国汽车政策主导的汽车

企业红利分配时代还将继续。

近日，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每月例行信息发布会上，中汽协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发布

了中汽协关于不同意放开汽车

整车生产领域外资股比限制的

意见，明确反对现阶段放开汽车

整车合资股比限制。

董扬表示，中汽协的理由有

三个方面：一是汽车产业不是一

般的制造业，而是支撑国民经济

转型升级的战略性产业；二是建

成汽车强国是汽车产业的战略

目标，中国已具备建成汽车强国

的基础和条件；三是如果放开汽

车整车股比的限制，我国汽车产

业的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

董扬的三条理由理直气壮：为

国为民。笔者认为，放眼中国初期

汽车制造业，三个理由都十分充

分，在汽车高速发展三十年，几乎

所有跨国汽车巨头都以合资的身

份参与到中国竞争，合资股比的规

定似乎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其实，一份20年前制定的《 中

国汽车产业政策》 仍适用于今天

的汽车产业发展，要为我们国家

政策的制定们和决策们汗颜了。

1 994年颁布的《 中国汽车

产业政策》 至今已经延续1 6年

之久，其中规定中外合资车企的

股比外资方不得超过50%。其实

样板最早发生在1 985年，上海大

众率先以50：50的股比开创中外

合资先河，政策官员以上海大众

为样本修订了股比“ 红线”。

如果说1 994年制定50%股比

的“ 红线”是保护还处于襁褓中

的中国汽车工业，从今天汽车产

业发展的角度看，前期的确保护

了中国汽车产业，但是在以后的

十年中，“ 红线” 政策起到了相

反的作用。

中国国有汽车企业借助政

策进行大规模的合资，股比“ 红

线”看似一种合理产业政策，但

恰恰纵容了国企汽车企业的投

机和大跃进心理，直接作用是保

护了国有汽车集团的利益，造成

了国有汽车企业一心主抓合资，

不思自主核心技术的突破，从而

造成中国汽车产业再次起步的

时候又晚了十年。因此看，政府

的政策多是照顾到国有汽车企

业的利益，忽略了民营企业的利

益和自由的市场竞争因素。

笔者以为，现在中国汽车工

业有能力承担政策解锁以后的

风险，这几年奇瑞和吉利快速发

展甚至到海外夸张，中国国有汽

车集团在自主品牌研发上投入

成果卓现，因此，50%的股比红线

以及一个跨国公司只能有两个

合作伙伴的红线都可以取消。

现在中国汽车工业竞争非

常激烈，该到中国的企业都已经

进入中国。希望解锁政策红线能

给中国汽车发展再添一把火，中

国汽车产业的整合也不能只靠

国有资本进入，应该多重投资角

色都要参与，也要涵盖民间资

本、外资等，政策不应该成为部

分利益阶层的保护伞。

“ 汽车合资股比规定”应改改了

秉持着“ 新阳光用心为你”

的品牌理念，由东风日产联合优

酷发起的情感互动活动“ 爱是阳

光 再说一次我爱你” 从春节前

就受到了广大网友的追捧。通过

温馨唯美的原创影片引导，创建

了一个承载爱、传递爱和说出爱

的广阔平台，以深度互动的方式

将温情扩散至城市的每个角落。

而2月1 4 日当天，“ 阳光使

者” 新阳光作为爱的传递者为参

与用户带来的阳光惊喜，更是将此

次东风日产“ 爱是阳光 再说一次

我爱你” 暨新阳光上市活动推向

了高潮。同时，东风日产正式宣布

新阳光上市：作为201 4年马年春

节后上市的首款重量级新车，新

阳光共推出三大级别7款车型，售

价区间为7.98万元-1 1 .28万元。

继承了历代产品技术领先的

DNA，这次新款上市的新阳光在原

有的超大空间基础上，携百公里

仅5.6L超低油耗这一重磅产品优

势震撼登场，并且把1 .5L入门中

级车的价格首次下探至7万元区

间，引领该细分市场进入价值决

胜的新阶段。

更值得一提的是，2月1 4 日

至4月30日期间，为了庆祝阳光品

牌全球累计销量突破1 800万辆，

消费者购买新阳光更可获赠同级

车独有、价值6000元的“ 手机智

能互联系统” 和“ 倒车可视系

统”。这一举措让新阳光在同级

车市场中更具价值竞争力。

产品四大升级
成就越级新阳光

阳光车型至今已历经十代传

承，在全球累计赢得了1 800万消

费者的信赖，成就了良好的用户口

碑。每一代阳光的推出，都在保留

原有优势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进

化，此次上市的新阳光也不例外。

目前，80后已经成为入门中

级车消费的中坚力量，其购车决

策兼顾时尚和实用两大价值。在

此背景下，东风日产基于消费观

念变化的洞察，依托日产全球先

进技术和研发团队，打造出“ 技

术派优值家轿”———新阳光。

新阳光在继承原有超大空

间、超低油耗两大核心技术优势

的基础上，进行了22项全面升级，

实现了外观、内饰、安全、节能四

大升级。

外观档次升级———新阳光前

脸拥有全新家族式前格栅，搭配更

富个性的犀利鹰式前大灯；车身线

条流畅动感，尾部造型大气硬朗，

结合1 5英寸旋风动感铝合金轮辋，

整体外形更显动感、时尚。

内饰品质升级———新阳光融

入最新一代Modern Li vi ng 内饰

设计，内饰布局时尚、简约，同时

加入丰富的人性化科技，提供更

加舒心、精彩的驾乘体验。

安全全面升级———新阳光采

用了加强型Zone Body区域车身

撞击缓冲结构，配合安全舱组合

设计及一系列先进主动安全系

统，为车主带来五星级的安全保

护。新阳光还配备了高灵敏度的

倒车雷达，拥有三个超声波传感

器，辅助驾驶者判断障碍物，全面

提高车辆的安全性能。

节能效率升级———作为东风

日产的家轿典范，新阳光搭载了

同级独有的“ 燃油双喷发动机”

+“ XTRONIC CVT变速箱”的黄金

动力组合，为客户带来百公里

5.6L的省心超低油耗。

“ 价值战”升级
全面发力家轿矩阵

如果说新阳光超越期待的产

品力体现了东风日产在造车上的

一贯诚意，那么其低至7.98万元

的售价更让消费者感受到了厂

家带来的价值感。事实上，纵观

东风日产近两年的产品定价策

略，不难发现东风日产的打法非

常纯朴而且一贯：回归消费需

求，大打“ 价值战”。

产品方面，新阳光搭载的同

级最先进动力总成，使其百公里

油耗低至5.6L，仅此一项每年即

能为车主节省3000元。同时，东风

日产为新阳光车主装载了仅在中

高级车上才有的手机智能互联

系统和倒车可视系统，带来超越

同级的领先科技体验。服务方

面，除了常规的3年1 0万公里、金

融及保险优惠政策，新阳光车主

还可以享受“ 60天免费出险代步

车”、“ 7天包换品质无忧承诺”

等增值服务。综合考虑购车、用

车、养车的各种成本，新阳光必

将成为入门级中级车的全新价

值标杆。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本次新

阳光7.98万元的起始定价带来了

极强“ 杀伤力”：凭借极具诚意的

价格，东风日产新阳光成为首款8

万元以下的1 .5L入门级中级车。

匹配超值装备和增值服务，如此

有竞争力的定价，势必带来中级

车市场的新一波“ 震荡”。

201 3年，明星车型新轩逸累

计销量259,531 辆，201 3年后半期

更跻身国内销量最高车型排行榜

TOP 3，是不折不扣的“ 中级家轿

第一车”。与此同时，骐达全年销

售1 29,346辆，阳光则达1 1 2,963

辆，201 3年4月才上市的新生代骊

威，也取得了月均销量超7000辆

的好成绩。四款重磅车型合计贡

献 了 东 风 日 产 全 年 总 销 量 的

61 .1 8%，其能量可见一斑。此番新

阳光的上市，将与新轩逸、骐达、

骊威形成更具竞争力的家轿军

团———东风日产全面发力家轿矩

阵的战略至此已跃然纸上。

“ 在家轿市场，诚意永远是

打开消费者心扉最好的敲门砖。

新阳光不仅具备更强的产品力、

还为消费者创造了更多更实际的

价值。我们相信，新阳光的上市，

必将引领入门级中级车市场全新

的价值决胜时代。”东风日产副

总经理任勇表示。

周培骏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