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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热点

实现销量持续攀升
用“敢为”赋能品牌新纪元

很显然，众多车企在2020年均面临着
疫情时期与车市变革带来的双重挑战；但
超乎外人想象的是，东风日产凭借全价值
链体系不仅再次经受住考验，更通过全新
的品牌主张“敢为”，用实际行动向外界展
现了这头“大象”持续向上的势能。

数据显示， 其2020年12月收获终端
销量132883辆，同比增长2.8%，在连续9
个月实现销量正增长的同时，2020年终
端销量达到1133186辆，表现出破“疫”复
苏的强大韧性。其中，轩逸组合是最大的
功臣，在连续8个月蝉联乘用车销量冠军
后，12月再创佳绩，终端销售62596辆，同
比增长1.2%，全年终端销售537642辆，同
比大增15.4%，问鼎年度销量冠军宝座。

同样吸睛的还有集技术日产核心科
技“VC-TURBO超变擎”“ProPILOT超
智驾”与“Nissan Connect超智联”于一身
的第七代天籁，12月终端销量16026辆，

同比劲增30.4%， 全年终端销量118088
辆，释放出高“驾”值势能。 此外，SUV阵
营2021款奇骏与2021款逍客在细分领域
中依然充分发挥车型优势，1-12月累计
终端销量达成386917辆， 并再度位列合
资SUV销量排行榜前十。

可以说， 在行业迭代浪潮中主动求
变的东风日产，2020年以“敢”致胜，并为
2021年的提速换挡赋能。 以LOGO焕新
开启品牌新篇章的东风日产，2021年将
带来全新跨界纯电SUV Ariya以及大换
代车型奇骏等。值得一提的是，东风日产
已经启动生产与服务的升级。 特别是随
着2020年11月18日常州工厂正式投产，
东风日产在产能上形成了广州、襄阳、郑
州、大连和常州纵贯南北、各有侧重的战
略布局。对此，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党委常委，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副
总裁，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副总经理陈
昊表示：“产能扩大了也有好处， 它让我
们更加有动力和压力， 同时我们也可以
向股东方争取更多的产品和资源。”换句

话说，这也是东风日产“敢为”品牌新纪
元赋能的最直接体现。

加速日产智行在中国的落地
构建更美好的“人·车·生活”

全新品牌主张“敢为”二字，是东风日
产向外界宣示准备迎战下一阶段的决心。
陈昊表示：“品牌焕新赋予东风日产最重
要的使命，就是擦亮‘技术日产’这块金字
招牌。 ”要知道，80多年来，日产在全球汽
车行业内研发和推出了一系列领先技术，
正是这些领先技术， 使得日产品牌和车
型，具有了独特的品牌价值和产品魅力。

基于此，作为品牌向上的牵引力，东
风日产全方位聚焦5大核心技术，以加快
推进“日产智行”在中国市场的落地，为
消费者构建更自信、 更兴奋、 更互联的
人·车·生活。

“日产智行”是日产一系列新技术的
统称，包含VC-Turbo超变擎、e-POW－
ER、Zero Emission日产纯电、ProPILOT
超智驾和Nissan Connect超智联。 2020年

11月20日， 东风日产发布了由VC-
TURBO超变擎、e-POWER和Zero E－
mission日产纯电三大动力技术组成的

“日产动力天团”， 旨在通过三种不同的
动力形式， 带来更多元化的动力选择和
更好的动力体验，并计划于2021年在3款
全新车型上进行搭载。

不难看出， 东风日产的策略是传统
动力与新能源动力齐头并进。 在燃油动
力方面， 其全球唯一的量产可变压缩比
涡轮增压发动机VC-Turbo超变擎，已
经搭载在第七代天籁上； 而基于全新电
动平台开发的全新跨界纯电SUV Ariya，
则是其新能源车型的代表， 运用了日产
Zero Emission纯电技术。 在混动技术领
域， 日产的e-POWER区别于传统的并
联式混动技术， 是一个全电机驱动的传
动系统，车轮完全由电机驱动，而燃油发
动机仅为电池充电。未来，东风日产将把
Zero Emission日产纯电和e-POWER等
电动系统在5年内布置在9款车型上，赋
能更美好的生活。 （陈镟）

特别报道

东风日产提速换挡出击2021年
经历了中国车市的“黄金十年”，经历了

“车市拐点”，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东风日
产2020年不仅实现了全年终端销量超113
万辆的捷报，更以第6年跨越百万辆的稳健
之势跑赢大盘。

究其缘由，这是东风日产跟随市场和消
费者需求不断做出调整的结果。 2020年以
来，从LOGO焕新、技术焕新、营销焕新……
我们可以看到，东风日产用年轻“敢为”的姿
态在行业变革过程中继续保持优秀，并以此
拉开2021年的提速换挡期。

挑战焕新敢为“”

内燃机技术变革正在不断升级
排量变小但发动机越来越“高效”

如果说去年12月12日召开的全球
“气候雄心峰会”，让各行各业的“节能减
排”任务更加迫在眉睫，尤其是汽车行业
的低碳化， 将成为各大车企竞相追逐的
一大方向。那么，去年10月中国出台的新
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下称“路线图
2.0”），实际上也早已进一步明确小排量
高效发动机和以小排量发动机为主体的
混合动力， 将成为未来10年甚至30年的
市场主流。

根据“路线图2.0”的规划，到2035年
节能汽车销量占比达50%，其中HEV（油
电混合动力） 是主力。 而无论是HEV、
PHEV还是48V轻混技术，核心就是一台
高效内燃机。同时，根据工信部出台的汽
车双积分要求，到2025年，车企平均单车
油耗要降低到4升/百公里以下，对此，许
多行业专家指出：“降低油耗， 获得正积
分是企业生存的关键， 而发动机降排增
效、 整车轻量化是降低整车油耗的关键
措施。 ”

近十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各大车企
都纷纷投入到小排量高效发动机的研发
当中，例如宝马、通用、奔驰、捷豹路虎、
沃尔沃等，都是以单缸0.5升的容积对发
动机进行模块化的设计和生产。 再比如
丰田最近在中国导入的TNGA 1.5L
Dynamic Force，不仅排量、体积明显减

小，而且在配备了高速燃烧组件之后，能
够通过改变进气道形状来改善滚流，将
喉道滚动比从2.5~2.8提高到3.0， 实现
油耗和输出优化。 同时拥有双喷射、燃
料直喷、集成式排气岐管、多孔喷射器
等技术，既提升动力又降低排放。 尤其
从热效率角度看，TNGA 1.5L Dynam－
ic Force发动机实用热效率已经超过
40%，性能超过了竞品搭载的1.0T和1.5L
发动机。

显然， 高效内燃机在降低碳排放量
的潜力已经吸引了一众国际巨头的入
场，这将进一步提升内燃机的军备竞赛。
有业内人士预计， 在未来可能更加严格
的排放标准之下， 汽车发动机的排量可
能还会更小，当然，前提是随着技术的进
步让其越来越“高效”。

如何看待小排量发动机
消费者是时候要换一种心态了

在可预见的未来，内燃机仍然还是动
力装置的主导， 也将深度结合电动化、网
联化和智能化，实现不断地优化。 但崔东
树此前也发出了市场拷问：“如何推进小
排量发动机，考验各个车企的智慧。 ”

谙熟消费心理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商学院MBA中心主任王刚教授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消费者会根据不同需求，
去选择不同的产品。 他说：“推出更多小
排量发动机车型， 汽车企业更多是在满
足消费者需求基础上， 尽量将产品做到
简单。 越是简单，产品可靠性也就越高，
受众也就越大。 ”

拥有一辆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轿
车的车主梁小姐也告诉记者，其当初购车

的唯一要求就是不能因为各种小毛病去
维修，而实际驾驶感受与家里原有的豪华
车相比，其实一般人也感觉不出差别。

记者梳理市面在售的一些主流车型
看到， 小排量发动机在动力参数上并不
弱，而油耗却低得惊人，尤其与同级车型
相比， 完全符合消费者对于家用车的需
求。 例如最近刚刚上市的丰田TNGA架
构下卡罗拉/雷凌1.5L车型，其油耗表现
不仅超越竞品， 甚至比同门车型的1.2T
版本更低。此外，目前市场上小排量高效
动力的覆盖也不再局限于轿车， 已逐步
延伸到SUV、MPV领域。

记者同时从技术专家张格雷所投资
的汽修店数据分析了解到， 其店2018年
到2020年（前11个月），搭载小排量发动
机车型的数量是逐年增加， 这不仅体现
在绝对数上，也体现在同比增幅上。张格
雷特别提到：“相比纯电动，在成本控制、
可靠性、全生命周期使用成本等方面，小
排量发动机车型有显著的优势。 ”

正如张格雷所说， 豪赌某一种技术
方案，无疑是有风险的。要在未来移动出
行市场中立足， 汽车企业不能有任何技
术短板，要有纯电动，也要有小排量。 我
们有理由相信， 随着发动机小排量化的
全面普及， 以及消费者基于更多对产品
的体验之后，将会慢慢改变心态。有句话
说得好，一旦节点来临，所有的技术储备
都将转化成不可阻挡的消费趋势。

发动机小排量化将全面普及
助推2021年汽车消费新趋势

当下，节能减排已成为全球共识，特别是对于汽车产业来说，尽管全面向电动
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但业界其实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在新能源化道路上，小排量
发动机将是未来结合48V、HEV、PHEV长期过渡阶段的最佳动力形式。

换句话说，高效内燃机的进一步研发，对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具有现实
意义。 事实上，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随着“双积分”政策的落地、消费
者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汽车消费的小排量化趋势已越发明显。 例如近期发布的
2020年度“中国心”十佳发动机榜单显示，10款获奖发动机中1.5L排量占了7款，
相比2019年度的榜单，其发展趋势不言而喻。 全国乘用车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预
测，2021年是小排量发动机车型普及的重要年份，随着主流车企发力小排量发动
机车型，相信市场会迎来新的增长动能。

■新快报记者 陈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