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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品行业要以刮骨疗毒的

魄力，祛除企业自身不良风气，坚

持道德底线，良心生产经营

连续10年产销量世界第一，2018年增速低于预期——

如何看待汽车销量首现负增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瑾

2018年，我国汽车销量虽然蝉联全球第一，但28年来增速首次出现负增长，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增

速趋缓，增幅回落。不过，抛开产销量数据，汽车产业仍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自主品牌集中度不断提升，

智能网联、共享出行、自动驾驶、汽车服务业等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速，等

等。长期来看，我国汽车保有量远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汽车业发展仍有较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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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酵的“权健事件”将保健
品行业乱象彻底展露在公众面前，
一时间人们纷纷对保健品敬而远
之。在公众的质疑声中，应当如何
认识保健产品，如何正确看待保健
品行业呢？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秘书长
刘学聪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客观而
言，当前我国出现的保健欺诈和虚假
宣传行为，是国际治理的难题，并不是
中国特色。国外保健品、膳食补充剂
产品明示或暗示的“功能声称问题”也
不在少数。

但充分认识保健品行业也是必
须的。保健品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法
律定义。通常意义上的保健品，是指
对人体有保健功效的产品泛称。保
健品概念比较宽泛，既包含保健食
品，也包含保健用品。保健食品概念
更具体，一般而言，市面上销售的可
供人们食用的保健品就是保健食
品。最新发布的《食品保健食品欺诈
和虚假宣传整治问答》显示，保健食
品具有明确的法律定位，保健食品的
产品属性为食品。

刘学聪认为，宣传报道和监管执
法过程中，首先要依法辨别产品属
性，清晰界定是食品还是生活用品，
是保健食品、普通食品还是有毒有害
食品，报道、文件和文书中应根据产
品的实际属性，依法规范表述产品名
称，不能笼统表述为“保健品”，造成事
实不清、监管错位和信息误导，以便于消费者进行清晰地辨别。

在舆论压力下，保健品行业要如何重整旗鼓，赢回消费者
的信赖呢？刘学聪认为，要解决保健品行业的顽疾，政府的严
格监管必不可少。“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行业要以刮骨疗毒的魄
力，祛除企业自身的不良之气，坚持道德底线，良心生产经营，
用高品质产品、合法营销为公众健康作出努力，以此赢得舆论
的支持，赢得消费者的信赖。”刘学聪表示，一方面，监管部门要
加强和完善监管制度，完善保健食品功能评价方法，整顿直销、
规范会销，加大违法惩戒力度，打击欺诈违法行为；另一方面，
行业必须加强自律，规范发展。此外，消费者还要加强自身科
学健康素养，提升防欺诈和虚假宣传的能力。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流通领域

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显示，

2018年 12月下旬，煤炭板块多个品种价

格较年初（2018 年 1 月上旬）有所下滑。

其中，无烟煤为1206.7元/吨，比年初下跌

0.67%；普通混煤（4500大卡）为每吨465元，

比年初下跌3.1%；山西大混（5000大卡）为

522.5 元/吨，比年初下跌 4.9%；山西优混

（5500大卡）为570元/吨，比年初下跌1.7%。

秦皇岛煤炭网发布的数据也显示，

2018年12月26日，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

数报收 569 元/吨，环比下降 1 元/吨，比

2018 年第 1 周下降 9 元/吨。其中，现货

市场主流成交价格向下跌破 600 元/吨，

环比下降21元/吨。这表明，尽管正处于

煤炭消费旺季，但受供需失衡格局延续

影响，动力煤价格缺乏上涨动力，反而出

现了跌幅放大。

2018 年，煤炭市场总体平衡、局部

紧张，其背后是去产能、限产量政策带

来的供需“紧平衡”与部分先进产能受

到约束，以及“公转铁”情况下铁路运

力格局与区域供需环境变化的不适应

所致。2019 年，供给、需求、运输三大

要素将会出现新的变化，煤炭市场“总

量宽松 、结构性不足”的特征将趋于

明显。

从需求侧看，2019 年由于我国经济

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经济面临下

行压力。同时，国家治理大气环境、履

行碳排放承诺，非化石能源对煤炭的替

代作用不断增强，煤炭消费增速将有所

下降，部分地区煤炭消费或将出现负

增长。

从供给侧看，“十三五”去产能目标

任务接近完成，将由总量去产能转向结

构性去产能，先进产能的增量将大于去

产能规模。一方面，随着煤炭市场由总

量过剩向供需基本平衡转变，一批违规

建设的现代化优质矿井将陆续完成整

改，获得市场“准入证”；另一方面，一些

煤炭主产省区经过产能置换，大量优质

先进产能也将建成投产。

从运输角度看，煤炭区域供需格局变

化将对现有运输格局形成较大挑战。在趋

严趋紧的安全、环保措施约束下，东部地区

煤炭供给能力将出现较明显的下降，东北、

西南地区淘汰落后产能形成的供给缺口将

趋于明显，晋陕内蒙古地区将承担起主要

的煤炭外运职责，但与之相适应的运输系

统尚未完善，结构性运力紧张在所难免。

2019年全国煤炭市场供应总体平衡

的格局不会改变，向宽松方向转变的趋

势将进一步加强，煤炭价格下行压力或

将进一步加大。这对煤炭企业经营能力

提出了更高要求，结构性不足和运输难

题也将考验有关部门的调控能力。

有关部门应继续优化煤炭运输通

道；继续完善煤炭“中长期合同”制度和

“基础价+浮动价”定价机制，扩大中长期

合同覆盖面，完善煤炭价格指数体系，建

立健全中长期合同长效监督、评价和考

核机制。

煤炭企业也应认识到，2018 年行业

效益状况的改善，主要缘于煤价在合理

区间波动。不过，目前全行业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不同企业之间

盈利能力差距较大，部分企业扭亏并未

脱困，一些煤矿特别是老国有煤矿历史

欠账多、拖欠职工工资、缓缴社保基金、

安全投入不足等问题比较突出。因此，

煤企仍需居安思危，注重加强市场监测

与分析，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及下游行业

发展变化，准确把握市场走势，科学组

织生产经营；注重内部挖潜，努力降低

成本费用；强化资金管理，加强货款回

收，防范企业风险；创新商业模式，提升

非煤板块盈利能力；注重促优汰劣以及

补欠账、补短板，推动转型升级和高质

量发展。

供需总体平衡 煤价后市承压
林火灿

本报讯 记者白海星报道：奇瑞控
股集团近日与深圳航天工业技术研究
院正式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将发挥
资源优势，共同打造以新能源为载体的
城市综合运营服务平台，助力新能源汽
车产业生态圈建设。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迫切需
要整合产业链资源，打破技术瓶颈，推动
汽车制造与信息通信、人工智能、新能
源、新材料等技术的深度融合。奇瑞作
为老牌车企，目前已经布局了奇瑞新能
源、开瑞新能源、新能源专用车和新能源
巴士等产品。2018年，奇瑞集团新能源

汽车销售8.8万台，同比增长138%。
除新能源整车外，奇瑞集团还布局

了上游的电池包、电机、整车控制器、
T-BOX 通讯控制模块和 TSP 车联网
平台，以及下游的汽车金融公司、网约
车平台、新能源汽车运营公司等，实现
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全布局。

此次合作，奇瑞集团与航天工程院
将以新能源汽车为核心载体，构筑和创
新产业生态圈，并将延伸至研究院、零
部件、产业园、运营平台、金融租赁、大
数据、智能驾驶、军民融合等业务领域，
打造城市级综合运营服务提供商。

奇瑞加速布局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

1月14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
2018年度汽车产销数据。数据显示，2018
年汽车工业总体运行平稳，受政策和宏观
经济因素的影响，产销量低于年初预期，全
年 汽 车 产 销 分 别 完 成 2780.9 万 辆 和
2808.1万辆，同比下降4.16%和2.7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陈士
华表示，从 2018 年度数据来看，我国汽
车销量连续十年蝉联全球第一，但28年
来增速首次出现负增长。

多因素致销量下滑

陈士华表示，2018年我国汽车产业
面临较大压力，产销增速低于年初预期，
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增速趋缓，增幅
回落。

他介绍说，我国汽车销量在2001年
至 2010 年间快速增长，年均增速 24%。
2010 年至 2018 年有所回落，年均增速
5.7%。2018 年的负增长，是 1990 年以
来首次出现销量负增长。

“2018 年，汽车销售 2808 万台，比
上年下降了 80 万台。”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秘书长助理许海东说，2018年月销售
基本维持 7 年销售环比走势，但呈现销
量增长下滑趋势。“2018 年汽车销量下
滑，与宏观因素和市场因素都有关系。
一方面，GDP 缓降、经济结构延续分化
趋势、投资和消费双下降、中美贸易摩
擦、房地产去库存；另一方面，受政策透
支、二手车销售波动、第六阶段排放标准
实施，以及消费升级等因素影响，汽车销
售受到了一定压力。”许海东说。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
长崔东树表示，2018 年汽车销量负增
长的主要原因在于二三线及中西部市
场，尤其是北方市场严重低迷，消费信
心不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助理研
究员周毅表示，去年12月份汽车产销最
终没能超预期发展，各种车型销量均出
现不同程度下滑。这是 2017 年购置税
优惠提前释放购车需求、高增长基数、经
济增速放缓及中美贸易摩擦阴影下不确
定性等多因素叠加造成的。

他表示，没必要对此过分恐慌，从历
史数据来看，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汽
车销量增长率曾经历过三次大幅下滑，
之后便因各种政策或其他因素影响快速
反弹，呈现出较有规律的周期性波动。

“抛开汽车产销量数据，也有可圈可
点之处。”周毅总结说，2018年汽车自主
品牌集中度不断提升，智能网联、共享出
行、自动驾驶技术、汽车服务业等新业态
新技术新模式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产
业快速发展，整车制造和汽车零部件产
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大力开拓海外市
场，这些均体现出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特征。

新能源车仍受追捧

2018年下半年，在乘用车市场销售
普遍低迷的情况下，新能源汽车仍然受
到热捧，销量节节走高。

数据显示，2018年新能源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127万辆和125.6万辆，比上年

分别增长59.9%和61.7%。其中，纯电动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8.6 万辆和 98.4 万
辆，比上年分别增长 47.9%和 50.8%；插
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8.3
万 辆 和 27.1 万 辆 ，比 上 年 分 别 增 长
122%和 118%；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均完
成1527辆。

据了解，工信部正在抓紧制定2019
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进一步缓解了
补贴降低的影响，总的原则是在确保
2021年补贴全部退出后，产业不发生大
的波动，分阶段释放退坡所带来的压力。

“在政策和资本双轮驱动下，2018
年的增长是意料之内的。”北京新场科技
有限公司创始人王彦敏说。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
副秘书长王耀表示，只要补贴靴子没有
落地，这种增长还是会持续下去。但政
策落地后，根据每年的波动情况，产销
量可能会下降。从经验来看，我国占有
全 球 一 半 以 上 的 新 能 源 汽 车 市 场 ，
2019 年 市 场 还 会 有 20% 至 30% 的
增长。

车市低迷恐将延续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电动汽车百人

会论坛（2019）”上，工信部部长苗圩表
示，2018年汽车产业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出现市场下滑，但长期向好的发展前景
没有变，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然
保持了良好势头。

新的一年，汽车行业仍有来自国家

层面的政策支持。1 月 8 日，国家发改
委副主任宁吉喆表示，2019 年将制定
出台促进汽车消费措施。由于其发言
提到从城市进入农村、鼓励农民消费
等 ，业 内 猜 测“ 汽 车 下 乡 ”政 策 或 将
重启。

周毅表示，短期来看，国家已经开
始着手制定政策鼓励汽车消费，预计
2019 年会有一定程度的反弹。长期来
看，中国每千人汽车保有量才 140 多
台，尚不及美国的五分之一，远未达到
发达国家水平，汽车业发展仍有较大空
间，需深化“放管服”改革，为车企提供
良好发展环境，鼓励企业自身压缩成
本、提升服务水平，为消费者带来质优
价廉的好产品。

许海东认为，2019年三线以下城市
消费能力下降，低端SUV受波及大。预
计 2019 年销量将与 2018 年持平，总销
量 2810 万台左右，其中乘用车 2370 万
台，商用车440万台。

崔东树说，对2019年预期是汽车零
增长、乘用车 1%增长。2019 年上半年
情况仍将极其艰难，并且随着国六排放
标准的实施，车市可能会走入谷底，然后
逐步调整过来。此外，随着未来市场进
一步收紧，汽车行业很可能要经历一轮
优胜劣汰，行业整合在所难免，低端产品
很难在消费升级趋势下生存，车企必须
尽快转型升级，早日迈向中高端，形成新
的竞争优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师建华
表示，2019 年市场竞争将更为激烈、压
力剧增，自主品牌的日子会更难过。但
是，从另一角度来看，也要有信心，如此
庞大的市场，总会需要整合和“洗牌”，专
心主业的车企一定会脱颖而出。

“车企要从始至终坚持把产品做
好。”师建华表示，吉利、长城、广汽等自
主品牌，正是因为产品优质，才赢得了市
场，树立了口碑。 近日，广东省佛山市交通运输局与广东中经汇通公司合

作搭建的佛山智能货运平台——“中经行运”正式启动，成为
货运物流业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入融合的智能平台。此次
合作，交通运输部门将为智能货运平台提供合法的车源数
据，中经汇通负责平台的具体开发、市场化运营和推广工作。

据介绍，该平台是佛山市交通运输部门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的重要举措。“平台上线后，
将改变当前货物运输的供需矛盾，提升货运企业运营效率，
有利于降低货运企业成本，提高经营效益。”中经汇通公司
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中经汇通是一家集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于一
体的创新型服务企业，是交通运输政企合作智能货运的试
点平台。除联通货运物流各方、实现货主的发货需求与货
车运力对接速配、减少货运物流成本外，该平台还将提供货
运创新等配套服务，解决货运供需双方的难题。

“目前，市场上的货与车匹配效率不高，智能化程
度偏低，物流成本过高。以技术和模式创新推动货运业
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在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
局长曾阳春看来，佛山智能货运平台的建立，将加快推
进货物运输市场的转型升级，促进佛山市商贸流通实现
数字经济转化。

截至 2018 年底，佛山市在册营运货车约 4.2 万辆、总
吨位42.8万吨，货运业户1.5万家，运输企业4730家，运输
企业车辆数为 2.97万辆，占车辆总数的 70.4%。业内专家
分析，佛山智能货运平台将在货物运输、现代物流、商贸流
通等领域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佛山制造业经济转
型以及大湾区数字化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数字转型 降本增效

佛山搭建智能货运平台
本报记者 庞彩霞

1月14日，满载247吨生鲜年货的首趟冷藏集装箱“百

色一号”班列顺利抵达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货运中心

大红门站。“百色一号”班列是我国首条南菜北运铁路果蔬

绿色通道。截至目前，包括“百色一号”在内的广西至北京

冷藏集装箱班列共计开行146列，运输生鲜货物2175箱，运

输品类有蔬果、冻海产品以及采用源头直运方式的东盟国

家农产品。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中经视觉）

生鲜年货运抵京津冀大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