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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制造行业观察——2018年三季度 

作者：联合资信  工商一部  贺苏凝 

摘要 

2018 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总体平稳，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

汽车市场保持较大规模，但由于之前年度实施的汽车优惠政策退出，投资拉动因

素弱化，关税政策落地、中美贸易战持续、股比放开时间表初定等因素令外部竞

争环境存在不确定性，国内乘用车、商用车三季度销量同比均有回落，SUV 首

度出现负增长，新能源汽车仍维持良好增长，经销商、尤其自主品牌经销商库存

压力较大。 

汽车制造企业三季度收入增幅放缓，利润总额已转为小幅下滑态势，整体经

营压力大；业务存续债发行人的主体级别集中于 AA+及以上的高级别区间，经

营层面的分化趋于明显，各家发行人在行业景气度弱化时期对于经营性资金回流

更予以关注。 

考虑乘用车市场基数过高，短期内即便推出新一轮消费刺激政策，边际效果

仍可能趋于弱化，或难恢复至之前年度的增长速度；环保政策严控、地方债支持

经济建设、PPP 项目落地率提升、物流需求持续等因素仍有望支撑商用车的市场

需求，但考虑到经济放缓、监管趋严以及 2017 年的消费需求释放，商用车市场

或难达到近两年的销量高点。 

 

一、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1. 经济增长保持平稳，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增速均有所回落 

2018 年第三季度，在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总体平

稳，GDP 同比实际增长 6.5%，增速较上季度和上年同期略有下降，物价水平温

和上涨。 

2018 年 1~9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8.3 万亿元，同比增长 5.4%，

增速较上半年（6.0%）和上年同期（7.5%）均有所回落，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速

延续年初以来的平稳态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持续回落，制造业投资增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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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二季度以来稳步上升的良好态势；同期，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7.4 万

亿元，同比增长 9.3%，增速较上半年（9.4%）和上年同期（10.4%）均有所回落，

保持较快增长受益于国家推动消费转型升级、扩大信息消费、降低相关产品进出

口关税等利好政策，增速回落则主要受到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居民部门杠杆率不

断上升以及股市持续下跌导致消费活跃群体“财富效应”消失等因素的抑制，其

中汽车消费增速（0.2%）较上半年有所回落，主要由于购置税恢复以及部分地区

房地产投资热情上升的抑制影响，但新能源汽车销量获大幅增长。 

表 1  2017/2018年各季度中国主要经济数据（单位：万亿元、%） 

  

2017 年 2018 年 

一季度
Q1 

二季度
Q2 

三季度
Q3 

四季度
Q4 

一季度
Q1 

二季度
Q2 

三季度
Q3 

GDP 18.0 20.1 21.2 23.5 19.9 22.0 23.2 

GDP 增速 6.9 6.9 6.8 6.8 6.8 6.7 6.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速 
6.8 6.9 6.7 6.6 6.8 6.7 6.4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增速 
9.2 8.6 7.5 7.2 7.5 6.0 5.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速 
10.0 10.4 10.4 10.2 9.8 9.4 9.3 

数据来源：Wind资讯-国家统计局 

注：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均为自当年初 

进行累计计算； 

2. GDP 增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实际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速为名义增长率。 

2.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利率水平略有回落，推动地方政府债发行 

2018 年第三季度，央行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在美联储缩表和加

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等背景下，对部分银行下调存款准备金 0.5 个百分点（释

放 7000 亿元），之后并额外给予 MLF 资金用于支持贷款投放和信用债投资1，并

将中低评级信用债纳入 MLF 合格质押品范围，市场流动性维持合理充裕；利率

水平整体较为平稳且略有回落，M1、M2 增速处于相对低位，社会融资规模增速

继续下降，新增人民币贷款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为主要融资方式，财政部于 8

月发布《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快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发行进度，助力发挥地方债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的积极作用。 

截至 2018 年 9 月底，全国 PPP 项目管理库累计项目数 8289 个、投资额 12.3 万

亿元，较 6 月底继续增加，管理库累计落地率 49.3%，较 6 月底继续提高。2018 年

                                                 

1对于信用债投资，AA+及以上评级按 1:1 比例给予 MLF，AA+以下评级按 1:2 给予 MLF 资金，要求必须为产

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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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较上季度新增管理库项目 540 个、投资额 3471 亿

元，期内福建、江苏、深圳等地相继出台新的政策推进 PPP 项目规范健康发展。 

展望未来，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带来诸多不确定性的背景

下，国内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也有所增加，经济存在较大下行压力。

虽然居民消费有望保持平稳增长，进出口增速有望平稳，但考虑到固定资产投资

或将继续放缓，四季度经济增速或将继续小幅回落。 

 

二、行业政策与关注 

1.合资股比放开时间表初定，宝马集团拟控股华晨宝马并新设合资公司 

国家发改委于 2018 年 4 月以答记者问的形式提出取消外资股比限制的时间

表：2018 年取消专用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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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通过 5 年过渡期实现汽车产业的限制放开。 

同年 7 月，长城汽车（601633.SH）披露与宝马（荷兰）控股公司签署合资

经营合同，双方拟各出资 50%成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标准产能预计为 16 万辆，

产品涉及传统燃油车和纯电动乘用车；同年 10 月，宝马集团宣布与华晨中国汽

车控股有限公司订立股权框架协议，将收购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晨宝马”）25%股权（预期将不迟于 2022 年交割）使之成为控股子公司，且华晨

宝马也与沈阳市政府就扩建工程等事项签订投资协议，使其辽宁沈阳基地成为宝

马品牌全球化产品的生产基地。 

按照此前汽车产业政策规定，汽车整车、专用车、农用车和摩托车中外合资

生产企业中的中方股份不得低于 50%，同一外资企业在华同类产品最多拥有 2

个合作伙伴。根据本次给出的时间表，一方面了放宽了外资的市场准入，增加了

中高档汽车及车型的供给，有助于推动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在基础材料、零部件

配套、整车组装和汽车后服务等各方面的竞争和合作；同时，时间表给予乘用车

企业一定缓冲期，而且落实了“专用车、新能源车、商用车、乘用车”的开放顺

序，有助于本土、合资品牌做好应对准备。 

 

2.中美贸易摩擦 

2018 年 8 月 8 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约 160

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宣布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清单二的商品，自

2018 年 8 月 23 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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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18 日，美国总统宣布新一轮关税，将对价值约 2000 亿美元中

国进口商品征收额外关税，关税将于 2018 年 9 月 24 日生效，至年底前为 10%，

之后税率将增至 25%。同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

于美国的 5207 个税目、约 6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10%或 5%的关税，自 2018 年

9 月 24 日起实施。 

随着贸易战的持续，进口汽车和涉及进出口的零部件供应商会受到直接影响，

企业要么选择维持价格竞争力、自行消化部分关税，要么转嫁给消费者而抬高产

品售价，在行业竞争越发激烈、中国发布下调进口车关税的背景下，进口汽车厂

商会面临份额、盈利的双重压力，加之未来可能实施的“合资股比放开”，从长

远看，进口车、尤其进口豪华车和新能源车的国产化进程可能会被推进。 

 

三、行业运行分析 

1. 汽车保有量增速放缓 

根据公安部统计数据，截至 2018 年 9 月底，中国的汽车保有量达 2.35 亿辆，

相比 6 月底保有量增长了 2.62%，相比上年底增长了 8.08%。根据国家统计局统

计数据，截至 2017 年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较大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

其中保有量前五位的省份依次为山东、广东、河南、江苏和河北，分别为 1929.55

万辆、1894.22 万辆、1274.45 万辆、1612.82 万辆和 1387.21 万辆，北京市则是

全国保有量最高的城市，达到 563.10 万辆。近十年来，中国汽车保有量始终保

持两位数增长，人均保有量相比国际平均水平仍有差距，但受制于人口密度、交

通拥堵、限行政策以及基数规模大等因素，增速已呈现出逐年放缓的态势。 

图 1  2010~2018 年上半年中国汽车保有量及销量的增长情况（单位：%） 

 
资料来源：Wind资讯-公安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注：2018年 6月底/上半年增速均以上年同期数量作为基数。 

2. 汽车市场 2018年三季度增速全线回落，仅新能源汽车仍保持良好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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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前三季度，中国汽车完成销量 2044.95 万辆2，同比增长 1.14%，第

三季度完成销量 638.65 万辆，同比下降 6.99%，环比下降 7.17%，变动态势均为

2016 年以来的低谷（2015 年前三季度也呈现类似低谷）；传统销售旺季的金九月

完成销量 239.41 万辆，低于 2016/2017 年同月销量，且同比出现 11.55%的下滑，

环比上升 13.82%。其中，乘用车销量前三季度累计增长 0.40%，低于上半年增

速 4.27 个百分点，轿车和 SUV 在第三季度均出现下滑，排量低于 1.6 升和高于

2.0 升的车型降幅均超过 10%，按 1~9 月累计销量计，韩系品牌增长较快，德、

日系呈小幅增长，自主品牌略有下滑，法、美系降幅较为明显；由于地产投资可

能受到制约、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放缓的影响，商用车销量前三季度累计增长

5.22%，低于上半年增速 3.53 个百分点，货车和客车在第三季度出现不同程度下

滑，上年增长较快的半挂牵引车由于政策因素已基本释放（《GB1589-2016》和

《关于进一步做好货车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意见》促进了部分规格的

牵引车销售），第三季度销量同比、环比均有明显回调，轻型客/货车、重卡、货

车非完成车辆第三季度仍保持增长。 

表 2  2017～2018年中国汽车市场细分品种下的各季度销量及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万辆） 

期间 

汽车 乘用车 商用车 

2017Q3

同比 

2018Q3

同比 

2018Q3

销量 

2017Q3

同比 

2018Q3

同比 

2018Q3

销量 

2017Q3

同比 

2018Q3

同比 

2018Q3

销量 

一季度 7.37 2.59 718.31 5.05 2.57 610.02 22.59 2.69 108.28 

二季度 1.07 8.31 687.99 -0.95 7.02 567.80 12.70 14.85 120.20 

三季度 5.85 -6.99 638.65 4.02 -7.74 543.99 18.51 -2.43 94.66 

四季度 0.87 -- -- -0.15 -- -- 8.36 -- -- 

累计 3.59 1.14 2044.95 1.86 0.40 1721.81 15.10 5.22 323.14 

资料来源：Wind资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表 3  2018年第三季度及前三季度的乘用车各细分市场销量及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万辆、%） 

指标 

乘用车（全市场） 乘用车（国内制造） 

轿车 MPV SUV 交叉型 合计 
排量≤1.6

升 

1.6 升<排

量≤2.0升 

2.0 升<排

量 

2018 Q3 272.16  37.29  224.30  10.24  543.99  354.38  145.96  16.91  

同比 -6.77  -15.34  -7.85  -0.06  -7.74  -11.34  -2.09  -14.69  

2018 年 1-9

月 
841.56  125.48  720.76  34.01  1721.81  1144.64  458.12  49.88  

同比 1.17  -13.52  3.55  -18.85  0.40  -2.15  5.74  -17.10  

                                                 

2本文中的各期累计销量为 Wind 资讯所披露单月销量的加总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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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资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注：2018年前三季度，国内制造乘用车销量占乘用车总销量的 98%以上。 

 

表 4  2018年第三季度及前三季度的商用车各细分市场的销量及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万辆、%） 

期间 

客车 货车 

大型 中型 轻型 
非完整 

车辆 
小计 重型 中型 轻型 微型 

半挂 

牵引车 

非完整 

车辆 
小计 

2018 Q3 1.70 1.50 7.41 0.77 11.37 6.13 2.86 37.21 16.15 9.46 11.47 83.29 

同比 -19.60 -20.08 1.35 -40.89 -9.72 7.85 -36.72 3.01 41.15 -37.78 0.28 -1.34 

2018 年 1-9 月 5.15 4.25 22.27 2.35 34.02 23.78 11.21 128.31 47.56 35.94 42.32 289.12 

同比 6.33 8.70 0.11 -35.39 -1.77 38.30 -12.09 9.99 7.63 -23.84 22.70 6.11 

数据来源：Wind资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新能源汽车在 2018 年第三季度仍维持了快速的市场扩张，但对比上半年接

近翻倍的增势，仍有所回落，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分别实现销量 22.72 万

辆和 7.90 万辆，同比增长 37.73%和 107.80%，环比均实现增长。2018 年前三季

度，上述两类新能源汽车分别完成销量 53.85 万辆和 17.66 万辆，同比增长 65.78%

和 145.51%，成为前三季度汽车市场的亮点。 

表 5  2018年第三季度及前三季度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销量情况（单位：万辆、%） 

期间 
纯电动车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合计 

销量 同比 销量 同比 销量 同比 

2018Q3 22.72 37.73 7.90 107.80 30.62 51.60 

2018 年 1-9 月 53.85 65.78 17.66 145.51 71.51 81.15 

数据来源：Wind资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汽车的进口与出口呈现分化。根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2018 年前三季度，

中国出口汽车及汽车底盘 87.12 万辆，同比增长 20.34%，出口金额合计 114.6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14%；进口汽车及汽车底盘 87.13 万辆，同比回落 4.37%，

进口金额合计 394.26 亿美元，同比增长 7.33%，增速较上年同期均有明显回落，

主要源于第二季度的进口下滑；单独看第三季度，出口数量、出口金额基本持平

于第二季度，进口数量、进口金额较第二季度均有明显提升。 

 

3. 经销商凸显库存压力 

销售增长始终承压的轿车在2017年7～9月均实现了正向增长（10月再度转负），

乘用车库存量也一路降至 10 月 93.00 万辆的低点；而 2018 年 6 月以来，乘用车库存

量始终居于高位，10 月达 111.80 万辆，汽车经销商库存指数也于 9 月达到 1.82 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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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较上月上升 0.16 个点），在“金九月”凸显出高于往年的库存压力。 

从品牌的角度来分析库存。根据 1-9 月库存系数月均值的排序，合资品牌的

库存压力相对较低，进口品牌次之，自主品牌库存压力较大；值得注意的是，进

口品牌 1～6 月库存指数居于相对高位，但 7 月之后明显回落，可能由于当月进

口关税下调、中美惩罚性关税正式实施，各进口品牌调整销售策略以适应政策。 

 

图 2  近年来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指数 

 
资料来源：Wind资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在新车市场增幅回落、经销商库存压力凸显的情况下，二手车交易量仍进一

步攀升。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统计数据，2018 年前三季度，二手车交易量达

1014.73 万辆，同比上升 12.91%（上年同期增速为 22.31%），9 月达到 122.06 万

辆的单月成交量高点。同时，二手车平均交易价格也呈现小幅提升，2018 年 1～

9 月均值为 10.53 万元，较上年 1～12 月均值提升 0.61 万元。 

综合以上。2015 年 10 月其施行的小排量汽车购置税减半政策带动了来年乘

用车市场的增速提升，鼓励了彼时的市场消费需求，进入 2017 年该优惠政策虽

“减半退坡”，部分经销商仍在下半年的“政策倒计时”中叠加优惠以激励需求、

消化前期库存压力。而 2018 年以来，优惠政策彻底退出，叠加部分消费需求已

提前释放、市场基数水平高等因素，年内消费需求呈现乏力、市场增速放缓，经

销商、尤其具备区域覆盖能力的大型经销商逐步拓展新车销售外的业务（售后、

维修、二手车交易等）。 

综上所述，乘用车市场具有一定消费基础和消费韧性，但在居民消费增速放

缓、消费活跃群体“财富效应”消失的外部环境下，由于现有市场基数规模大、

之前年度优惠政策的实施预支了部分购车需求，以及受制于人口密度大、部分城

市交通拥堵的现状，2018 年市场增速明显放缓，7~9 月更出现了销量同比下滑的

情况。乘用车经销商库存压力凸显，尤其 SUV 增速自高位逐步回落，发力 SUV

的自主品牌受之影响而份额下滑；在地产投资受到制约、基建投资增速放缓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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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环境下，商用车仍保持了较大规模的销量，但 7~9 月环比有所回落；新能源汽

车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中国汽车进出口规模不大，目前表现仍稳定，但随着降关税策落地、中美贸

易战持续，外部环境对现有进口车市场结构、销售政策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四、企业效益和资产结构 

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数据，截至 2018 年 9 月底，纳入统计的汽车制造企业

共计 15045 家，较上年底增加 279 家，较 6 月底增加 94 家；其中 3047 家企业发

生亏损，较上年底增加 1197 家，较 6 月底增加 151 家，亏损总额 462.60 亿元，

相比 6 月底亏损面扩大 180.30 亿元。 

截至 2018 年 9 月底，上述企业资产总额合计 7.67 万亿元，延续增长态势，

其中存货和应收账款净额合计分别为 0.78 万亿元和 1.35 万亿元，分别占资产总

额的 10.14%和 17.55%，存货比重较上年底略有上升。2018 年前三季度，上述企

业实现主营业收入合计 5.99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0%（上半年增速为 10.60%），

实现利润总额合计 0.45 万亿元，同比下降 3.80%（上半年增速为 4.90%）。 

进入三季度，汽车制造行业收入增幅放缓，库存压力提升，在原材料及人力

成本压力持续、营业费用及管理费用侵蚀的影响下，利润总额已转为小幅下滑态

势，整体经营压力较大。 

表 6  2017年末及 2018年各季度末汽车制造企业经营状况（单位：家、亿元、%） 

期间 亏损单位 亏损总额 
主营业务

收入同比 

利润总额 

同比 

主营业务成

本同比 

营业费用 

同比 

财务费用 

同比 

管理费用 

同比 

2017 年末 1850 421.20 10.80 5.80 11.40 9.30 -3.20 10.40 

2018 年一季度末 3278 156.00 7.90 -4.70 8.90 3.30 10.40 9.80 

2018 年二季度末 2896 282.30 10.60 4.90 11.40 9.10 -4.00 10.30 

2018 年三季度末 3047 462.60 7.20 -3.80 8.10 10.10 8.80 11.20 

资料来源：Wind资讯-国家统计局 

 

五、2018 年第三季度汽车制造行业企业发行债券情况 

2018 年第三季度，汽车制造行业3共发行信用债 10 支（统计口径不包括结构

                                                 

3本文的行业统计口径采用 Wind 资讯-信用债 Wind 行业分类为“可选消费-汽车与汽车零部件-汽车”行业的

统计口径，仅对一家发行人的分类作出调整：由于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产品为汽车零

部件，属于零部件供给多元化的企业，未将其纳入统计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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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融资工具、境外债券，下同），共涉发行人 6 家，单笔债券规模最高达 30 亿元

（为定向工具），发行金额合计 151.00 亿元。其中，期限在 1 年（含）以内的债

券 3 支，发行金额合计 65 亿元；期限在 1 年以上的债券 7 支，发行金额 86.00

亿元，其中有 2 支债券设置了回售/票面利率调整权。上述 6 家发行人包括 1 家

外资企业、2 家民营企业、3 家地方国有企业，除戴姆勒股份公司不涉主体级别

外，其余 5 家均为 AAA 级别企业。 

表 7  2017/2018 年各季度汽车制造行业信用债发行发行概况（单位：亿元、支） 

指标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发行支数 6 7 7 7 9 8 10 

发行额度 83.00 74.57 148.00 89.00 138.00 142.80 151.00 

资料来源：Wind资讯 

注：行业分类口径引用信用债 Wind行业分类为“可选消费-汽车与汽车零部件-汽车”行业的统计口径，

下同。 

表 8  2018年第三季度汽车制造行业债券发行情况（单位：亿元、年、%） 

证券简称 发行人 
发行 

总额 

发行 

日期 

债券 

期限 

票面利率

(发行时) 

发行时 

主体评级 

发行时 

债项评级 

18 华汽债 02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5.00 2018-9-13 5 6.30 AAA/稳定 AAA 

18 华汽债 01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5.00 2018-9-13 3+2 5.40 AAA/稳定 AAA 

18 京汽集 MTN001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0.00 2018-9-3 5 4.69 AAA/稳定 AAA 

18 北汽集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0.00 2018-8-29 5 4.69 AAA/稳定 AAA 

18 亚迪 02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16.00 2018-8-21 2+2 5.75 AAA/稳定 AAA 

18 戴姆勒 PPN004BC 戴姆勒股份公司 10.00 2018-8-16 3 4.50 -- -- 

18 吉利 MTN002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0 2018-8-15 3 4.55 AAA/稳定 AAA 

18 戴姆勒 PPN005BC 戴姆勒股份公司 30.00 2018-8-16 1 3.70 -- -- 

18 京汽股 SCP002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00 2018-8-13 0.7397 3.60 AAA/稳定 -- 

18 比亚迪 SCP003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15.00 2018-8-13 0.7397 4.75 AAA/稳定 -- 

资料来源：Wind资讯 

注：上表中涉及期限为“N+M”的债券，票面利率仅体现首期票面利率。 

汽车制造行业发行人的主体级别集中于 AA+及以上的高级别区间。2018 年

第三季度，汽车制造行业未发生发行人主体级别变动的情况。 

 

六、存续债发行人的财务状况 

截至 2018 年 11 月 13 日，发行债券尚处存续期的发行人共 18 家，其中披露

2017 年度财务数据的发行人 17 家（戴姆勒股份公司无相关信息），披露 2018 年

三季度财务数据的发行人 12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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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盈利角度看，在已披露 2018 年三季报的 12 家发行人中，7 家发行人利润

总额同比下滑，其中 2 家利润总额为负（上年同期为 1 家），主要由于债务负担

偏重、期间费用压力大、产品销量下滑等因素导致，行业竞争态势仍较为严峻；

利润涨幅超过 15%的发行人有 4 家，也是利润规模最大的 4 家，主要源于拥有的

自有品牌、合资品牌销售业绩向好，各家发行人经营层面的分化趋于明显。 

表 9  存续债发行人的利润情况对比（单位：家） 

主体级别 

2017 年 2018 年前三季度 

总家数 利润总额为负 同比下滑 总家数 利润总额为负 
同比下

滑 

AAA 10 1 4 7 -- 2 

AA+ 2 -- 1 1 1 1 

AA 4 -- 1 4 1 4 

AA- 1 -- -- -- -- -- 

合计 17 1 6 12 2 7 

资料来源：Wind资讯 

注：上述主体级别指发行人最新主体评级。 

从现金流的角度看，考虑到部分发行人的经营主体包括了下属合资子公司

（不纳入合并范围），本段同时分析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在已披露 2018 年三季

报的 12 家发行人中，5 家发行人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呈净流出状态，其中现金流

净额同比下滑的仅有 2 家，其余各家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或好转；10 家发行人

的投资活动现金流呈净流出状态，最终有 7 家筹资活动前现金流呈现净流出（上

年同期为 8 家），在销量和利润承压的情况下，发行人的经营性资金回流状况仍

有所改善。分季度看，12 家发行人经营活动的现金回流大体仍集中于市场下滑

较严重的第三季度，与上年第三季度的情况正好相反，整体看，各家发行人在行

业景气度弱化时期对于资金回流更予以关注。 

表 10  存续债发行人经营、投资、筹资活动现金获取情况（单位：家） 

科目 
2017 年 2018 年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经营活动现金流

净额（加总） 
139.97 106.05 66.79 698.77 141.42 221.19 336.51 -- 

投资活动现金流

净额（加总） 
-160.95 -199.50 -71.92 -471.62 -224.73 -410.79 -341.19 -- 

筹资活动现金流

净额（加总） 
78.18 237.45 -168.32 292.62 54.02 393.65 -57.01 -- 

资料来源：Wind资讯 

注：1.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12家发行人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的加总数，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同理； 

2.2018年前三季度投资活动大额净流出主要是受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利控 

股”）的影响，吉利控股在 2018年第 1~3季度的投资活动现金流净额分别为-85.48 亿元、-349.10 

亿元和-156.98 亿元，其上年同期分别为-32.58 亿元、-95.36亿元和-86.5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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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总结与展望 

2018 年第三季度，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有所放缓，国内乘用车、

商用车市场增速均有回落，之前增势良好的 SUV 首度出现负增长，经销商库存

指数居于高位。一方面，受制于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波动导致的市场消费需求乏

力，且部分地区房地产投资热情上升、股市持续下跌导致消费活跃群体的“财富

效应”消失，均对可选消费形成抑制；另一方面，由于汽车市场的整体销量已达

很高规模，且刚退出一波阶段性的优惠政策刺激，目前处于需求缓释期，增长动

力不足。从细分市场看，关税政策落地、中美贸易战持续、股比放开时间表初定

等因素令外部竞争环境仍存在不确定性，进出口规模虽然不大，但进口市场的竞

争格局可能会对自主品牌、合资品牌的竞争格局产生连带影响；自主品牌目前处

于中低端价位车型的激烈竞争中，品类覆盖有待提升（前十大轿车车型主要为合

资品牌），所以小排量车消费提前透支、SUV 销量增速高位回落、股比放开推进，

均成为自主品牌面临的短期压力和优化产品结构的动力。 

展望未来，汽车市场仍将面临增速持续放缓、库存高位的双重压力。乘用车

方面，考虑到基数因素，短期内即便推出新一轮消费刺激政策，边际效果可能趋

于弱化，或难恢复至之前年度的增长速度，但随着四季度及未来新车型及改款车

型的不断布局，经历 2018 年的增速低谷，来年销量有望恢复增长；商用车方面，

目前基建投资放缓，且新版 GB1589 和治超治限新政带来的增购需求基本已释放，

虽然环保政策严控、地方债支持经济建设、PPP 项目落地率提升、物流需求持续

等因素仍支撑需求，但商用车市场或难达到近两年的销量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