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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球的貿易市場陷入了動盪不定的狀態，汽車與農工業產品淪為北京
政府與白宮之間關稅角力的談判籌碼。當時有些車廠聲明不受到關稅角力的影響，也有

些車廠對汽車銷售的前景感到堪憂。本文引用Focus2Move網站公布的數據並整理出2018年度
車廠銷售排行，Focus2Move專做車市分析並從300家當地的汽車供應商收集銷售數據。透過此銷售排
行，我們就能窺探過去一年以來各家汽車廠牌的景氣表現。此外，目前已有三家車廠公布了2018全年的
財報，其中的各地區銷售數據也備註於此銷售排行中。

2018汽車大廠銷售動態

2018 
排行

廠牌 2018銷量 2017銷量 同年比 (%) 2018市佔率 (%) 2017市佔率(%) 2018各地區零售銷量

1 豐田 8,753,623 8,593,004 1.9 9.3 9.2

2 福斯 6,942,036 6,816,613 1.8 7.4 7.2

3 福特 5,560,131 6,117,740 -9.1 5.9 6.5

北美: 2,920,000輛，下跌1.5%
南美: 365,000輛，下跌 2.1%
歐洲: 1,533,000輛，下跌3.0%

中東與非洲: 109,000輛，下跌8.4%
亞太: 1,055,000輛，下跌32.6%

4 本田 5,025,342 5,079,565 -1.1 5.3 5.5
5 日產 4,970,661 5,024,642 -1.1 5.3 5.4

6 現代 4,534,500 4,433,747 2.3 4.8 4.7

北美: 872,000輛，下跌1.0%
南美: 320,000輛，上升5.1%
歐洲: 589,000輛，下跌 5.9% 
俄國: 196,000輛，上升14.1%
中國: 790,000輛，上升0.7%
南韓: 721,000輛，上升4.7%
印度: 550,000輛，上升4.3%

7 雪佛蘭 4,151,274 4,138,463 0.3 4.4 4.4
8 起亞 2,900,247 2,794,448 3.8 3.1 3.0
9 賓士 2,583,949 2,524,644 2.3 2.7 2.7

10 雷諾 2,552,664 2,665,085 -4.2 2.7 2.8
11 寶馬 2,132,005 2,075,100 2.7 2.3 2.2
12 寶獅 1,994,606 2,067,258 -3.5 2.1 2.2
13 奧迪 1,818,815 1,859,052 -2.2 1.9 2.0
14 馬魯蒂 1,633,061 1,620,764 0.8 1.7 1.7
15 馬自達 1,610,645 1,562,591 3.1 1.7 1.7
16 吉普 1,591,225 1,405,923 13.2 1.7 1.5
17 飛雅特 1,481,079 1,645,216 -10.0 1.6 1.7
18 吉利 1,455,215 1,258,464 15.6 1.5 1.3
19 鈴木 1,437,385 1,407,874 2.1 1.5 1.6
20 別克 1,343,680 1,448,487 -7.2 1.4 1.5
21 斯柯達 1,277,501 1,203,242 6.2 1.4 1.3
22 長安 1,253,562 1,426,130 -12.1 1.3 1.5

23 三菱 1,216,387 1,015,946 19.7 1.3 1.1

美國: 118,075輛，上升14%
西歐: 178,414輛，上升19%

東歐: (未公告銷售數字)，上升79%
俄國: 45,391輛，上升87%

24 五菱 1,106,770 1,133,082 -2.3 1.2 1.2

25 雪鐵龍 1,066,712 1,032,478 3.3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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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汽車廠牌銷售排行 (單位：輛) 

排行當中前十大(更精確來說應該要包括第11名)車廠的全
球銷量大致都落在200~800萬輛之間，其餘名次的車廠則都有超過

100萬大關。其中排行的榜首是豐田汽車，它的銷量超過875萬輛，市
占率為9.8%，它與第二名的福斯汽車的銷量差距達到200萬輛之多。話雖

如此，從同年比的角度來看的話，豐田去年的銷售成長率只有微幅的1.9%，
而它的市占成長率同樣也只有微幅的0.1%。其實整個前25大排行當中就有將近

半數的12間車廠的銷量和市占出現微幅或較不顯著的成長力道。

特別引起筆者注意的是第三

名的福特汽車。福特在去年仍是名列前茅

的車廠，但銷量從6百萬大關跌落到556萬，使得成長率明
顯下跌9.1%，市佔率下跌0.6%。再仔細看，它在各地區的銷量
都下跌，尤其在亞太地區的銷量重跌32.6%。我們都知道中國
是目前亞洲最大的汽車市場，那麼福特的銷量表現會不會是美

中貿易戰的後果？美國財經科技網《商業內幕》和美國政治媒

體《華盛頓觀察家報》都在新聞報導中提到，去年中國的經濟

放緩和川普對中國開徵的關稅是最有可能的影響因素。美國

CNBC新聞台則引述IHS Markit（經濟預測及商業諮詢機構）
分析師的論述，提到福特因為生產出了問題，所以它推出新車

款和出貨的速度跟不上中國消費者的求新求變和新鮮感。

再往下看，25大車廠排行榜中也有一些表現不佳車廠，其
中有10家出現了微幅或明顯的銷量下跌，這10家也佔了整個排
行榜的近半數。飛雅特的銷售情況與福特類似，下跌了10%。通
用汽車的別克(Buick)品牌銷量下滑7.2%，中國的長安汽車和
五菱汽車分別掉了12.1%和2.3%。出乎筆者意料的是，中國的

吉利汽車和日本的三菱汽車是去年最大的受益者，銷量分別成

長了15.6%和19.7%。吉利汽車被譽為中國的汽車龍頭之一，它
在去年中國經濟成長力道放緩的背景下似乎是逆勢飛漲。根據

todayonline.com的報導，在全球媒體大肆報導川普揮舞的關稅
大刀時，吉利汽車當時就透露當地的媒體，稱美中貿易摩擦的

白熱化對自家車廠的衝擊非常小，而且有信心達成2018年的銷
售目標並繼續把事業拓展到歐洲與東南亞。看來本文的2018汽
車廠牌銷售排行似乎也證實了這一點。三菱汽車的V形復甦計
畫讓它推升了銷售的動能，為日本與海外市場的銷量帶來雙位

數的成長，尤其它在俄國市場猛爆性飆升了87%，在東歐也成
長了79%。

總結來看，前25大排行中有近一半的車廠銷量僅有微幅的
成長，另一半則是微幅到顯著的成長，只有少數出現暴增的銷

量。這意味著2018汽車市場的景氣不那麼正面。有些經濟學家
預測2019年的經濟表現可能處於低檔，但我們先別忘下結論
牽連到政治因素。放眼全球的汽車供應鏈是一個強穩而充滿

前景的經濟體，理應給它時間來重拾熱銷產業的輝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