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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e] 

汽车：19 年数据点评系列二 
18 年 12 月乘用车销量综述：4 季度终端销量环比表现强势 

[Table_Summary] 
 18 年 12 月乘用车终端同比为-22.9%，批发（剔除出口）同比为-15.5% 

根据中汽协及终端实销情况，18 年 12 月份乘用车终端销售 249 万辆，

同比下降 22.9%；批发（剔除出口）218 万辆，同比下降 15.5%。18 年 1-12

月，乘用车终端累计销售 2141 万辆，同比下降 8.5%；累计批发（剔除出

口）2295 万辆，同比下降 4.8%。 

由于同比基数不正常，环比可能更有意义。12 月乘用车终端销量较 11

月环比增长 38.3%，显著好于政策周期类似的 11 年 12 月 13.3%的环比增

速，剔除新能源乘用车影响后，12 月传统乘用车环比增速仍达 30.6%。由

于单月销量可能存在扰动，我们以没有中美贸易战等因素影响的 1 季度终

端销量情况为参考，18 年 4 季度狭义乘用车终端销量相比 1 季度增长

14.5%，显著好于历史上正常年份（06、07、13、14 年）0.5%的均值，也

好于政策周期类似的 11 年的 10.8%。18 年 12 月份终端实销数据的意义在

于，尽管 4 季度终端销量同比显著下滑，但环比却没有恶化的迹象，当前

环比对于景气趋势的判断更有意义。我们预计，19 年汽车终端销量有望迎

来显著复苏。 

 库存：18 年乘用车渠道库存增加 154 万，12 月渠道库存下降 32 万 

12 月份乘用车渠道库存下降 31.6 万辆，企业库存下降 17.8 万辆，18

年渠道库存累计增加 153.5 万辆，企业库存累计下降 18.3 万辆。18 年乘用

车渠道库存被动上升主要由于终端需求疲弱所致，估计本轮库存周期到底

最快是 19 年 2、3 季度。从投资择时角度来看，当汽车需求从周期底部开

始恢复、库存周期压力较小的时候是汽车股投资布局较好的时间窗口。 

 车型：18 年 SUV 终端、批发销量双双下滑，轿车相对表现略好 

18 年乘用车各细分市场销量均下滑，其中 SUV 终端、批发销量同比

增速分别为-8.1%、-2.9%（17 年两者分别为同比 15.8%、14.9%，SUV

还是 17 年唯一增长的乘用车细分行业），轿车终端销量下滑 6%，表现略好

于 SUV，MPV、交叉型乘用车 18 年终端分别下滑 21.4%、28.4%。 

 系别：12 月仅日系终端同比正增长，18 年德系、日系表现相对较好 

1-9 月德系表现最好，而 10-12 月日系连续 3 个月增速最快，12 月成

为终端唯一同比正增长的系别。18 年德、日系市占率分别为 22.4%、19.8%，

分别上升 2.0、1.7 个百分点；自主、美系市占率分别为 39.4%、10.0%，

分别下滑 1.6、1.6 个百分点；法系、韩系终端销量分别下滑 33%、8%。 

 豪车：18 年逆市增长 13%，宝马终端全年增长 23% 

12 月豪华品牌终端销售 19.6 万辆，同比增长 6.2%；18 年豪华车终端

销量逆市增长 12.9%。豪华车中，奥迪仍为销量领头羊，宝马全年则实现

了 23.2%的增长。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盈利能力稳定、估值有折价的公司具有较好的配置价值。

关税调整、汽车合资企业股比放开中长期或对乘用车企业有一定影响，但

影响可控，长远看中资、外资合作共赢的基础没有改变，放开有助于创新

和加速行业洗牌，乘用车板块我们推荐华域汽车、上汽集团、广汽集团。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不及预期；汽车行业景气不及预期；乘用车行业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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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年 12 月乘用车终端同比下降 22.9%，批发（剔除

出口）同比下降 15.5% 

 

根据中汽协及终端实销情况，18年12月份广义乘用车终端销售249万辆，同比

下降22.9%；批发（剔除出口）218万辆，同比下降15.5%。18年1-12月，广义乘用

车终端累计销售2141万辆，同比下降8.5%；累计批发（剔除出口）2295万辆，同比

下降4.8%。 

 

图 1：乘用车批发销量（剔除出口）、终端实销数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中汽协、中机中心、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由于同比基数不正常，环比可能更有意义。12月乘用车终端销量较11月环比增

长38.3%，显著好于政策周期类似的11年12月13.3%的环比增速，剔除新能源乘用

车影响后，12月传统乘用车环比增速仍达30.6%。 

 

图 2：06-18 年 12 月终端数据环比 11 月情况 

 

数据来源：中机中心、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由于单月销量可能存在扰动，我们以没有中美贸易战等因素影响的1季度终端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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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情况为参考，18年4季度狭义乘用车终端销量相比1季度增长14.5%，显著好于历

史上正常年份（06、07、13、14年）0.5%的均值，也好于政策周期类似的11年的

10.8%。18年12月份终端实销数据的意义在于，尽管4季度终端销量同比显著下滑，

但环比却没有恶化的迹象，当前环比对于景气趋势的判断更有意义。我们预计，19

年汽车终端销量有望迎来显著复苏。 

 

表 1：06-18 年狭义乘用车 4 季度终端数据相比 1 季度情况 

年份 Q1 终端/万台 Q4 终端/万台 Q4 较 Q1 非正常年份情况说明 

2006 94.6  95.6  1.1%  

2007 119.7  112.3  -6.1%  

2008 145.2  117.6  -19.0% 下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 

2009 170.9  242.8  42.1% 刺激政策退坡，年末透支次年需求 

2010 220.1  323.4  46.9% 刺激政策退出，年末透支次年需求 

2011 247.6  274.2  10.8%  

2012 304.2  327.1  7.5%  

2013 362.0  375.3  3.7%  

2014 409.1  417.0  1.9%  

2015 483.4 605.9 25.3% 购置税优惠刺激政策 10 月起实施 

2016 523.2 751.9 43.7% 刺激政策退坡，年末透支次年需求 

2017 461.5 765.8 66.0% 刺激政策退出，年末透支次年需求 

2018 526.5 602.6 14.5%  

06-07、13-14 平均   0.5%  

数据来源：中机中心、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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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18 年乘用车渠道库存增加 153.5 万，12 月渠道

库存下降 31.6 万 

 

12月份乘用车渠道库存下降31.6万辆，企业库存下降17.8万辆，1-12月渠道库

存累计增加153.5万辆，企业库存累计下降18.3万辆。 

18年乘用车渠道库存被动上升主要由于终端需求疲弱所致，12月份行业渠道库

存有所下降，估计本轮库存周期到底最快是19年2、3季度。从投资择时角度来看，

当汽车需求从周期底部开始恢复、库存周期压力较小的时候是汽车股投资布局较好

的时间窗口。 

 

图 3：乘用车企业库存增加值（万辆） 

 

数据来源：中汽协、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图 4：乘用车渠道库存增加值（万辆） 

 

数据来源：中汽协、中机中心、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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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型：18 年 SUV 销量下滑，轿车相对表现略好 

 

18年乘用车各细分市场销量均下滑，其中SUV终端、批发销量同比增速分别为

-8.1%、-2.9%（17年两者分别为同比15.8%、14.9%，SUV还是唯一增长的乘用车

细分行业），轿车终端销量下滑6%，表现略好于SUV，MPV、交叉型乘用车18年

销量大幅下滑20%以上。 

12月份轿车、SUV、MPV、交叉乘用车终端数同比增速分别为-18.7%、-25.8%、

-36.7%、-10.5%，18年1-12月轿车、SUV、MPV、交叉乘用车终端数分别为1082

万、881万、159万、18万辆，同比增速分别为-6.0%、-8.1%、-21.4%、-28.4%。

批发销量方面，18年12月份轿车、SUV、MPV、交叉乘用车批发销量同比增速分别

为-14.3%、-16.3%、-22.9%、-9.6%，18年轿车、SUV、MPV、交叉乘用车批发销

量增速分别为-2.8%、-2.9%、-17.1%、-16.2%。 

 

图 5：乘用车分车型终端实销数月度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中机中心、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图 6：乘用车分车型批发数月度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中汽协、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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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别：12 月仅日系终端同比正增长，18 年德系、日系

表现相对较好 

 

18年1-9月德系表现最好，而10-12月日系连续3个月增速最快，12月成为终端

唯一同比正增长的系别。18年德、日系市占率分别为22.4%、19.8%，分别上升2.0、

1.7个百分点；自主市占率39.4%，下滑1.6个百分点；美系市占率10.0%，下滑1.6

个百分点；法系、韩系18年终端销量分别下滑33%、8%。 

12月份自主、日系、德系、法系、韩系、美系同比增速分别为-29%、7%、-12%、

-67%、-30%、-40%，18年自主、日、德、法、韩、美系车同比累计增速分别为-12%、

0%、1%、-33%、-8%、-21%。18年自主、日、德、法、韩、美系市占率分别为39.4%、

19.8%、22.4%、1.5%、5.2%、10.0%，市占率分别变动-1.6、1.7、2.0、-0.6、0.0、

-1.6个百分点。 

 

图 7：17-18 年乘用车各系别月度增速情况-终端实销 

 

数据来源：中机中心、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图 8：15-18 年乘用车各系别市场份额变动情况-终端实销 

 

数据来源：中机中心、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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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车：18 年逆市增长 13%，宝马终端全年增长 23%  

 

豪华车统计口径：奥迪（包括A3、A4L、A6L、Q2L、Q3、Q5、Q5L），宝马

（1系、2系、3系、5系、X1、X3），奔驰（A级、C级、E级、GLA、GLC、GLK、

V级、威霆、唯雅诺），凯迪拉克、英菲尼迪、沃尔沃、捷豹路虎、讴歌。 

注：本包括统计数据不包括进口。 

在18年乘用车终端累计下滑8.5%下，豪华车18年终端销量增长12.9%。豪华车

中，奥迪仍为销量领头羊，宝马全年则实现了23.2%的增长。 

12月豪华品牌终端销售19.6万辆，同比增长6.2%；18年累计销售195万辆，同

比增长12.9%。我们统计的豪华车品牌中，18年奥迪、奔驰、宝马、凯迪拉克分别

占比30%、25%、24%、10%，18年分别增长6.9%、14.2%、23.2%、14.1%。 

 

图 9：17-18 年乘用车、豪华车终端实销月度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中机中心、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图 10：18 年部分豪华车品牌终端实销月度增速 

 

数据来源：中机中心、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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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盈利能力稳定、估值有折价的公司具有较好的配置价值。关税调整、

汽车合资企业股比放开中长期或对乘用车企业有一定影响，但影响可控，长远看中

资、外资合作共赢的基础没有改变，放开有助于创新和加速行业洗牌，乘用车板块

我们推荐华域汽车、上汽集团、广汽集团。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不及预期；汽车行业景气不及预期；乘用车行业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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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ResearchTeam] 广发汽车行业研究小组 

张  乐 ： 首席分析师，暨南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硕士，华中科技大学发动机专业学士，5 年半汽车产业工作经历，8 年卖方研究经验。

新财富最佳汽车行业分析师 2017、2016 年第一名，2015 年第四名，2014 年第五名，2011、2012、2013 年入围；中国

保险资产管理业最受欢迎卖方分析师 IAMAC 奖 2018、2017、2016 年第一名，2014、2015 年第三名；水晶球 2018 年第

一名，金牛奖评比中多次上榜和入围；2012 年加入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闫 俊 刚 ： 资深分析师，吉林工业大学汽车专业学士，13 年汽车产业工作经历，4 年卖方研究经验，新财富最佳汽车行业分析师 2017、

2016 年第一名、2015 年第四名、2014 年第五名团队成员，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最受欢迎卖方分析师 IAMAC 奖 2018、

2017、2016 年第一名，2013 年加入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唐  晢 ： 资深分析师，复旦大学金融学硕士，浙江大学金融学学士，CPA，新财富最佳汽车行业分析师 2017、2016 年第一名、2015

年第四名、2014 年第五名团队成员，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最受欢迎卖方分析师 IAMAC 奖 2018、2017、2016 年第一名，

2014 年加入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刘 智 琪 ： 分析师，复旦大学资产评估硕士，复旦大学金融学学士，新财富最佳汽车行业分析师 2017、2016 年第一名团队成员，2016

年加入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李  爽 ： 联系人，复旦大学金融硕士，南京大学理学学士，新财富最佳汽车行业分析师 2017 年第一名团队成员，2017 年加入广发

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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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大盘 10%以上。 

持有：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相对大盘的变动幅度介于-10%～+10%。 

卖出：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大盘 10%以上。 

 
[Table_RatingCompany ] 广发证券—公司投资评级说明 

买入：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大盘 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大盘 5%-15%。 

持有：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相对大盘的变动幅度介于-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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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Address] 联系我们 

 广州市 深圳市 北京市 上海市 香港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5 楼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1 号太平金融大厦

31 层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

街 2 号月坛大厦 18 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

大道 8 号国金中心一

期 1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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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1410 室 

邮政编码 510075 518026 100045 2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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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ImportantNotices] 重要声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机构可能与本报告中提及的公司寻求或正在建立业务关系，因此，投资者应当考虑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机构因可能存在的潜在利益冲突而对本报告的独立性产生影响。投资者不应仅依据本报告内容作出任何投资决策。 

本报告署名研究人员、联系人（以下均简称“研究人员”）针对本报告中相关公司或证券的研究分析内容，在此声明：（1）本报告的全部分析

结论、研究观点均精确反映研究人员于本报告发出当日的关于相关公司或证券的所有个人观点，并不代表广发证券的立场；（2）研究人员的部

分或全部的报酬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均不会与本报告所述特定分析结论、研究观点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研究人员制作本报告的报酬标准依据研究质量、客户评价、工作量等多种因素确定，其影响因素亦包括广发证券的整体经营收入，该等经营收

入部分来源于广发证券的投资银行类业务。 

本报告仅面向经广发证券授权使用的客户/特定合作机构发送，不对外公开发布，只有接收人才可以使用，且对于接收人而言具有保密义务。广

发证券并不因相关人员通过其他途径收到或阅读本报告而视其为广发证券的客户。在特定国家或地区传播或者发布本报告可能违反当地法律，

广发证券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以允许于该等国家或地区传播或者分销本报告。 

本报告所提及证券可能不被允许在某些国家或地区内出售。请注意，投资涉及风险，证券价格可能会波动，因此投资回报可能会有所变化，过

去的业绩并不保证未来的表现。本报告的内容、观点或建议并未考虑任何个别客户的具体投资目标、财务状况和特殊需求，不应被视为对特定

客户关于特定证券或金融工具的投资建议。本报告发送给某客户是基于该客户被认为有能力独立评估投资风险、独立行使投资决策并独立承担

相应风险。 

本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的出处皆被广发证券认为可靠，但广发证券不对其准确性、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报告内容仅供参考，报告中的

信息或所表达观点不构成所涉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广发证券不对因使用本报告的内容而引致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除非法律法规有明确规

定。客户不应以本报告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本报告做出决策，如有需要，应先咨询专业意见。 

广发证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信息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反映研究人员的不同观点、见解及分析方法，并不代表广发证券的

立场。广发证券的销售人员、交易员或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其客户或自营交易部门提供与本报告观点相反的市场评论或交

易策略，广发证券的自营交易部门亦可能会有与本报告观点不一致，甚至相反的投资策略。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研究人员于发出

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且无需另行通告。广发证券或其证券研究报告业务的相关董事、高级职员、分析师和员工可能拥有本报告所提

及证券的权益。在阅读本报告时，收件人应了解相关的权益披露（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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