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内人士最爱看的汽车资讯 

第 1 页 共 4 页                 http://auto.gasgoo.com/                            盖世汽车资讯                      

 
 
 

 

调查：外资加速经营控制权 中方不应抱有任何幻想 
 
近来，几桩传言已久的关于汽车合资企业的股权及经营权调整之事似乎不约而同地进入了实

操阶段。 
 
最近一桩是关于奔驰营销渠道的整合。尽管北京奔驰和奔驰中国这两家公司的营销渠道整合

具体措施暂未公布，但根据 7 月 28 日北汽集团与戴姆勒东北亚发飙的联合声明，双方推动

北京奔驰与奔驰中国在华营销领域深化合作及资源整合已是定局，且细节将在不久的将来浮

出水面。 
 
营销渠道的整合对北汽与戴姆勒未来合作发展皆是好事，但此次整合背后主要的推动和主导

者可以判断是戴姆勒公司。中国市场的庞大以及巨大潜力使得这家德国豪华车企不可能对目

前销售渠道的混乱置之不理，而通过整合实现更大经营权的控制以保证更多利润是其无需掩

盖的目的。 
 
这一推测在近期盖世汽车网围绕合资车企股权及经营权调整而展开的业界调查中也可得到

验证。在我们设想的关于奔驰渠道整合案最终的几种结局中，我们可以看到主流的观点并不

看好北汽将在此次整合中获取更多的话语权与收益，认为北汽将在与戴姆勒组建的合资销售

公司中获得控股地位的人士仅为 14%；而认为奔驰中国将控股合资销售公司（24%），甚至

北奔销售主导权直接让渡给奔驰中国（36%）的人士总共占参与投票者的 57%；另外，有

26%的参与者认为双方渠道整合的最终结果可能是对等股比组建一家合资销售公司。 
 

 
 
国产奔驰与进口奔驰渠道互相“打架”的问题由来已久，缘何最近渠道整合之事进入了实操

阶段呢？据了解，由于之前北京奔驰引入国产的车型并不多，问题并没有到非解决不可的地

步，而随着北京奔驰计划引进的车型越来越多，矛盾也随之加深。典型例子是，去年在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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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驰 E 级车上市前，奔驰中国突然将进口奔驰 E 级车降价 7~8 万元，直接致使国产奔驰 E
级售价高于进口车，价格体系混乱，销量迟迟不见起色。 
 
而我们认为促使双方下大决心整合的真正原因还是中国市场的发展势头与前景。目前，中国

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豪华车市场。奔驰在华的竞争对手——奥迪与宝马纷纷加快

了扩大产能与经销网络的步伐。此外，今年上半年，奔驰在全球已经被奥迪超过，跌至豪华

车销量第三。而北京奔驰尽管上半年在华销量增幅位居德系豪华车阵营第一，但这很大程度

上市因为国产新车型奔驰 E 级车去年下半年才正式开始销售带来的增长，7 月份北京奔驰销

量增幅已经跌至 1.2%。奔驰面临的竞争压力不小，大力整合迫在眉睫。 
我们再来看中国车市一起关于合资企业股权调整的事件。一汽大众——这家中国最大的整车

合资企业之一，亦是目前中国汽车业唯一一家中方控制60%的合资整车制造企业（其他绝大

多数车企股比均为50:50），目前德国大众公司一方提出提升在合资企业中的股比，由原来得

40%至49%，而且大有胸有成竹之势。大众谋求更大股比与经营话语权决心同样由来已久。

而中国市场仅近年来的良好发展势头也促使大众将这一打算提上了议事日程。 
 
企业公开数据显示，2010 年一汽大众净利润已经达到220亿元，占大众汽车全球经营利润的

三分之一。多争取一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多增数亿元的收入，试问大众怎可能放弃争取其本

该在政策允许下可获得的更大利益？大众心知肚明，在中国市场仍处于较快增长的周期时，

大众更需要快马加鞭加大对合资公司股比的增持，以谋求利益最大化。  

 
最新的新闻显示，国资委即将对股比调整一事评估，一汽出让一汽大众 9%的股权一事接近

成形。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段，一汽大众宣布正式全面清理非授权的经销商，范围涵盖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等 37 个城市在内，堪称一汽-大众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渠道整治。对于这次行动，

一汽大众官方解释是为了维护大众的品牌形象。因为一些非授权的二级经销商存在对用户承

诺达不到、服务态度差等行为，对用户满意度的影响较大。但业内对此多表怀疑，而将此理

解为大众面对汽车经销商集团话语权逐渐加大而采取的一种收权行为，是保证未来长远利益

的战略选择。据了解，一汽-大众目前正在筹建自己的物流、销售网络，在清理未经授权的

二级经销商后，未来将在不具备建设 4S 店条件的地方，发展符合一汽大众各项标准的授权

二级经销商，作为对现有 4S 店销售渠道的补充。而在其中，我们亦可以揣测大众是非常重

要的推导力量。大众在合资企业中的主导地位逐渐开始从产品、技术、采购以及管理领域延

伸至营销和售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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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奔驰渠道整合的事件来看，这是否意味着外资在华开始全面加大经营控制权的力度呢？

调查 2 的结果显示，这一趋势得到了约六成参与者（58%）的肯定。持相反立场的人士仅

占 11%，这部分人认为近来发生的关于合资企业股权或经营权调整之事属于个案，不同合

资公司之间差异较大，不能以偏概全地认为外资开始全面加大经营控制权的力度。 
 
此外，有约 31%的人认为长期来看，外资全面加大经营控制权的力度是必然的趋势，而近

期已经出现了苗头。目前在合资汽车企业中，外资一方显然在产品与技术引进、生产管理以

及质量控制上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为谋取更大利益，他们还将控制权延伸至了上游零部件

企业，也就是采购权的控制，由于我国对汽车零部件企业并没有对外资设限股比，外方可以

通过对配套供应商的指定与控股谋取更丰厚的利润。而到今天中国汽车市场年销量规模已经

接近 2000 万辆，原先由于各种原因，在股权或某些领域经营权上处于劣势的外方开始在合

资企业中加速收权是再正常不过的经济行为。从未来看也是必然的趋势。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中国在全球第一大车市的称谓下，是外资风光无限，自主品牌山河尽

失的现实。 
 
而被视作中外合资双赢典范的上海通用，最近发生的股权调整之事似乎再一次警惕了大家不

要对外资保有任何幻想的念头。 
 
2009 年 12 月，面临破产危机的通用汽车与亟需解决融资需求的上汽集团达成股权交易，

上汽以 8450 万美元的价格从通用手中购买了上海通用 1%的股权后，上汽获得对合资公司

的控股权，整体上市前途光明。作为资本回馈，随后上汽满足了通用增持上汽通用五菱 10%
股权的长期梦想，以及现金入股成立香港合资公司进军印度市场等条件，上汽甚至斥资 5
亿元跨洋购买通用重新 IPO 时近 1%的股权以示支持。 
 
而在经营状况得以扭转后，通用汽车 CEO 丹尼尔•埃克森(DanielAkerson)在今年 8 月 4 日

通用汽车第二季度的财务报告的会议上表示，预计通用汽车将完成与上汽签订的回购上海通

用 1%股份的协议。协议白纸黑字，通用对合资车企 1%股权的回购确实也无可诟病。但关

键问题在于，上汽能否保持对上海通用报表的继续合并这一底线，现在看来亦非易事。 
 
这成为了外资狼子野心、中方孱弱不堪的又一佐证。 
 

 
 
在最后一项调查中，我们对外资在合资车企谋取更大话语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局面进行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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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假设。其中“最大的输家是中国汽车产业”这一结局获得了最高的投票，达 40%。而认

同外资将因此谋得最大利益的人亦多达 33%。但是认可中方因退让沦为陪衬但有可靠稳定

收益的人士只有 22%。 
 
由此看来，谋求从采购、研发一直到营销、售后全产业链的经营权控制是外资，而中方在其

中的退守可能丧失的不仅仅一个企业的短期收益，而是整个中国汽车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