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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我国
出台《汽车工业产业
政策》，对汽车行业
的合资股设置了持

股比 50%的上限，2004 年
版、2009年版汽车产业政策
中，该项限定政策均得到延续。

今年4月10日，我国汽车
产业“平地起惊雷”：“下一步要
尽快放宽外资股比限制特别是
汽车行业外资限制。”博鳌亚洲
论坛2018年年会上，中国汽
车产业大步开放、合资股比加
速放开的趋势正式定调。

10月 11日，宝马集团与
华晨集团相继宣布宝马将以
29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
华晨宝马25%的股权，宝马集
团对华晨宝马的持股比例提升
至75%，３年后完成交割。

此举标志着合资车企外方
股份比例不超过50%的政策
正式“破冰”，中国汽车产业正
式进入合资股比放开的时代。

全国汽车产业股比放开
第一个吃螃蟹的为什么是华
晨宝马？

持股比例下降后，华晨怎
样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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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结束的广州车展，让躁动
的 2018中国车市开始收官。

记者注意到，与往届车展不同
的是，在这样一个新闻频出、热点不
断的中国车市“年度总结现场”，更
多人把目光聚焦在华晨集团的掌门
人祁玉民身上。

“这不意外，毕竟，在中国汽车
行业，我们又一次成为‘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面对纷至沓来的提
问，祁玉民笑言。

这只“螃蟹”就是指一个月前
宝马集团对华晨宝马的持股比例
提升至 75%、华晨集团“破冰”我国
合资车企“股比放开”之举。

相比消息甫出时身处舆论漩
涡所受的巨大冲击，广州车展上，
再谈华晨股比放开，祁玉民显得举
重若轻。

“不超过 5年，现在一些不理解
华晨的人会明白我们抢到了怎样
一个先机。”从广州回沈阳的途中，
祁玉民对本报记者肯定地说，“以
后会有很多企业来华晨取经。”

也许，这个时间没有祁玉民想
象得那么久远。

的确，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车
市参与者而言，2018 年无法不让人
印象深刻。

在经历“春+夏”史上最长淡季
后，“金九银十”不但未如期而至，

“史上最‘寒’9月”却迎面而来。
数据显示，9月份国内乘用车市

场销量 206 万辆，同比下滑 12%，1
月至 9 月销量 1726 万辆，同比仅仅
微增 0.6%。

如果把这样的数字放在 4 月
出台的汽车业“新政”背景板上来
看，祁玉民的预言或许更容易被
理解。

堵住退路
做强自主品牌

“与其坐而论道，不如抓紧时间学
习。股比放开，让我们坚定了做强自
主品牌的决心。”11月23日，初冬里一
抹暖阳下，祁玉民不想再谈“舆论漩涡
里那些飞沫四溅的浪花”。

“如果我们能在历史性选择出现
的时候，抓住正确的那端，学会向同行
者学习，一切就都很值得。”祁玉民的
笃定，有华晨既定的目标做背书。

在更加开放的大趋势下，在华晨
宝马的后合资时代，华晨最想学习的，
是未来在中国汽车市场甚至全球汽车
市场上存活下去的能力。而做强自主
品牌，让中国汽车走向世界这个目标，
是华晨的“初心”，也是华晨前行的最
大动力。

抢先布局股比放开，投入更加激
烈的竞争环境，倒逼华晨坚定了做强
自主品牌的决心。如今，在宝马的技
术、经验、人才支持的共同作用下，华
晨自主品牌正积蓄力量，蓄势待发。

也正是源于这个“初心”，虽然眼
下华晨的自主品牌产生的利润贡献相
对不大，但是，华晨对自主品牌的支持
一直未曾松懈，每年自主研发方面的
投入都占年销售额的 10%左右，并坚
持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与大师同行，我们不忘学习。向
宝马学习，发展中华品牌力量。现在，
华晨已经成功建立了M8X平台，可以
自主制造五款到六款智能化燃油车、
混动车甚至是纯电动车，自主品牌正
处于厚积薄发的状态。”华晨集团的科
技研发团队介绍说，将“中华”打造成
自主乘用车中的高端品牌，将“金杯”
打造成具有影响力的商用车知名品
牌，将“华颂”打造成国际知名的高端
汽车品牌，华晨自主品牌的“三支长
箭”，搭弓在弦，镞指长空。

股比“破冰”，对华晨而言，新的时
代已经开启，他们会抓住关键机遇期，
准备好自己的技术平台、研发支持、零
部件体系以及海外布局，“关紧后门，
堵死退路，下决心提速中华自主品牌
建设，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股比“破冰”，对大多数尚未成长
起来的中国汽车品牌而言，未来开放
的市场态势更加明朗。他们会争分夺
秒提升产品竞争力、提升企业体系能
力，做强自有品牌，将产业开放当作企
业发展的“新起点”“新拐点”吗？

答案无他。
“毕竟，只有为企业打造参与市场

竞争的实力，才能在更加开放的市场
环境下，有避免被淘汰并持续发展的
可能。”祁玉民如是说。

本文照片由宝马中国提供

股比放开华晨落子，自主品牌如何更强？
本报记者 唐佳丽 刘 佳

在沈阳打造了高档乘用车制造基地

在中国发展了350多家零部件供应商
其中近四分之一位于辽宁

2017年
BMW汽车在中国销售了56万辆
其中的40万辆由华晨宝马生产

像华晨一样，中国的合资车企
曾经被称作“躺赢”的一代。

40年前，改革开放大潮正起，中
国合资车企应潮而生。彼时，中国汽
车制造企业大多具有央企、国企背景，
按照相关规定，合资生产企业的中方
股份比例不得低于50%，这种合资模
式一度被称为“以市场换技术”。

独特的“合资车企”模式为我国
汽车工业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但
在“外资股比例不得超过50%”规则
的庇护下，本土车企傍着合资企业
的技术、市场等优势，不费吹灰之力
便能分得五成利润，这样温暖的“怀
抱”，让部分中方车企逐渐丧失了自
主开发的动机、信心和能力。

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躺
赢”的日子不该长久。在完全市场
化的行业中，只有充分参与竞争，才
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活力。

4月“新政”就这样打破了部分
车企“躺赢”的世界，将他们送到充
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合资股比红
线5年内放开，自2018年7月末起，
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
外资股比限制；2020年取消商用车
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车
外资股比限制以及合资企业不超过
两家的限制。

这些被业内称作“平地惊雷”
的政策，“炸醒了在舒适区躺着赚
钱的合资车企”，辽宁社会科学院
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天
维认为，“如果说，5 年内汽车行业
将全部取消限制的时间表还让一
些人心存侥幸的话，华晨宝马合资
新股比的诞生，便彻底打消了人们
所有的疑虑。”

事实上，对我国车企而言，股比
放开虽说是炸醒“躺赢”美梦的一枚
深水炸弹，但是，如今早已成长起来
的中国汽车企业，在更加开放的市
场环境中已经不断成长，竞争也好、
合作也罢，都能应付自如。

“合资企业放开股比已经酝酿
很久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
面开放新能源汽车领域，工信部、发
改委现在也正在向这个方向推进，
再加上4月的新政策定调明确，在这
样的背景下，大部分车企早就应该
做好了思想准备。”广州车展上，国
内一家知名车企负责人对记者表
示，“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
快，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选定华晨和
宝马试水。”

“用心良苦。”对此，张天维一语
概括，“在当下的国际经济竞争形势
大背景下，中国汽车产业试水股比
开放，首选欧洲企业合作当属必
然。”作为全球豪华车的旗帜，德国
宝马不仅品牌效应突出，多年来，其
在中国发展基础扎实、合作模式清
晰以及现下强烈的扩大投资意愿，
都符合优选条件；另一方面，华晨汽
车作为辽宁省属国企，在与外资合
资合作进程中，不仅与外方达成信
任，获得其核心技术，同时还拥有自
主研发基础，优势明显。

张天维指出，股比的放开将让
国内车企多年来“坐收渔利”的稳定
利润额产生不稳定因素，国内部分
央企、国企自主品牌乘用车如发展
继续滞后，在不断开放的市场环境
下将面临发展“阵痛”，甚至是淘汰
风险。

坚冰已破，充分竞争之春天正
在到来。

“挑战与机遇同时存在，就看谁
能抓住机遇。”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秘
书长张进华认为，“合资股比放开，
本土车企的保护期宣告结束，压力
陡增。但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合资
企业以前的技术品牌等优势，本就
在一点点减弱。”

随着政策倒计时的开始，在有
序开放的竞争新格局下，本土车企
也迎来新的发展契机，重压之下人
们期待中国品牌的出色表现。

4月“惊雷”炸醒“躺赢”的合资本土车企

“做大的蛋糕切开后，还是比
小蛋糕大，这个道理已经被人们熟
知。但是，遇到具体事项时，人们
往往就会忘记这个道理。”祁玉民
这番感慨，出自一笔被“外人”算出
来的账。

宝马宣布股比提升当日，全世
界很多网站都即时通报了这样一
则消息：当日，华晨集团四只股票
之一的华晨中国股价大跌。

这样的下跌源于一道简单的
数学题：假设华晨宝马销量保持原
状，华晨占华晨宝马的股比变为
25%，那么华晨 2017 年净利润会从
43.76 亿元下降至 17.57 亿元，2018
年上半年净利润会从 36.77 亿元下
降至 17.28 亿元，直降 53%。由此，
股价相应下跌在所难免。

不过，人们忘记计算的是华晨
基本面上的变化带来的另一道简单
的数学题。

股比变化当日，华晨集团与宝
马集团在沈阳举行了 15 周年庆典
暨华晨宝马第三工厂奠基仪式。在
向中国乃至世界展示 15 年合资合
作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还联合
宣布了一系列的重磅利好信息：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股东双方将延长
华晨宝马的合资至2040年；新增投
资30亿欧元，用于现有及新增生产
设施建设项目；未来三年到五年内，
华晨宝马年产能将增加至65万辆，
新增5000个工作岗位；新建的第三
工厂作为电动车生产基地，产品将
出口全球……

“一方面华晨宝马增加了30亿
欧元的投资，合资公司的整体规模
实现了扩张；另一方面无论是产值
还是销量，到 2025 年都会完成翻
番，两者叠加，股比变化所带来的盈
利影响会抵消多少？”祁玉民的这道
题，看似简单，内涵却不少。

除了看得见的 30 亿欧元的巨
额投资，多年来的开放合作以及

今后进一步的融合，让华晨已经
获得的四样宝贝——核心技术、
应得利润、经营管理、培养人才方
面 的 经 验 更 加 厚 实 。 这 样 的 收
获，获益几何？

股比虽然改变，但经双方协定，
华晨集团依然保留了重要股东权
利，合资公司的财务总监仍由华晨
派驻，涉及合资公司重大事项，华晨
仍然拥有话语权、决定权。这样的
权益，折价几多？

此外，股比改变的同时，双方同
时签署了一份有关未来合作与支持
的备忘录，宝马集团承诺，将继续在
四个领域提供特定支持，包括继续
对华晨自主品牌的开发、整车整合
和技术升级方面全力提供支持；助
力华晨打造零瑕疵工厂，优化生产
结构；在新车整车、零部件质量管理
上进行支持；进一步完善经销商管
理培训，涉及技术领域的售后支持、
物流改进、客户关怀等方面内容。
这样的支持，如何估值？

难以计算的还有几年来宝马
和华晨携手做过的许多“蛋糕”。
从 2003 年第一座铁西工厂竣工，
到 2017 年第二座大东工厂建成投
产，再到今年位于铁西中德产业
园的第三座工厂奠基；从 2003 年
10 月第一辆宝马车下线，到 2015
年 1 月第 100 万辆宝马车下线，再
到 2018 年 2 月第 200 万辆宝马车
下线，华晨宝马以让人目不暇接
的速度飞快发展。

沈阳市最大纳税企业，高档乘
用车制造基地，并同步布局研发中
心、发动机工厂、动力电池工厂以及
整车生产智能工厂，带动汽车产业
及零部件的生产发展，延伸产业链
条，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强
大的动力与支撑……

华晨的“蛋糕”不但基座做得
更大，“蛋糕”主体也将多层、立体、
丰厚。

做大的蛋糕切开后还是比小蛋糕大

宝马和华晨“牵手”之后

2003年宝马集团来到中国沈阳与华晨集团合资成立了华晨宝马

2003年 铁西工厂竣工
2017年 大东工厂建成投产
2018年 位于铁西中德产业园的工厂奠基

2003年10月 第一辆宝马车下线
2015年 1月 第100万辆宝马车下线
2018年2月 第200万辆宝马车下线

华晨宝马沈阳动力电池中心，工
人运用新技术进行作业。

华晨宝马铁西工厂的车身车间，机器人正在装配车辆。

汽车行业外资股比放开

1994年
《汽车工业产业政策》规

定，生产汽车、摩托车整车和
发动机产品的中外合资、合
作企业的中方所占股份比例
不得低于50%

2018年
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

车外资股比限制

2020年

2022年
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

宝马集团是我国宣布汽
车行业外资股比放开后的首
家获益者，按计划，其在华晨
宝马的持股比例将提升至
75％

建厂

生产

发展

辽报制图 董昌秋

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