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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工资出炉 哪些行业领跑

不达标禁产禁售 最严国六b排放标准来了

5月9日，乘联会发布4月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点出特斯拉涨价是“很
好的信号”。

此前，特斯拉在四天内两次涨价。对于“好”在哪，乘联会表示，这体现
车企对经营质量的关注，有利于改善消费观望心态。让消费者走出过度期
待降价的预期，恢复正常的购买节奏。

一段时间以来，价格战弥漫车市。一开始新能源汽车彼此血拼，局部战
争随即打响。新能源车市场成长壮大已经撼动了燃油车的市场格局，后者
纷纷加入，意味着战事全面升级。

价格战一旦启动，仿佛停不下来。互相之间是油电对决，共同而言是面
临消费萎缩的困境。销量、利润双升皆大欢喜，但现阶段二者基本不可能两
全。

车企以价换量的算盘，在消费者一端也未必照单全收。降价潮很快在
市场上创造了非理性预期，消费者驻足观望，理所当然认为价格没有最低
只有更低，降价换销量的效果越来越差。

没有供需两侧的双向奔赴， 市场不可能形成健康发展的良性循环。大
降价之后，订单狂欢并没有如期到来，3月汽车产销虽然恢复，但汽车销售
利润率也仅有4.7%。

价格战让考虑买车的人更想观望。没有人真正喜欢价格战，东风的苦，
燃油车都清楚。在严酷的竞争形势下，本就亏损的新能源车企更是被迫咬
牙跟进。

没有一家企业不存在成本红线，更没有一家车企能不计得失后果一直
打下去。价格战“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对任何一家企业都不是好事。

一味降价短期内牺牲利润，长期看还有可能干扰车企后续发展。即便
少部分消费者能够从中短暂获利， 大多数消费者的长远利益可能得不到
保障。

价格战赢得的时间窗口，只会越来越小、越来越窄。最严的国六b标准
即将实施，燃油车库存压力不容小觑。新能源汽车比拼智能化，车企还要安
排大笔资金投向新技术研发，才能保证在竞争中不会出局。

从过往的经验看，每次价格战的发动者，都是有能力完成技术升级的
“价格杀手”。一些只靠低质低价模式发展的企业会不断边缘化，甚至最终
走向破产重整。而只依靠价格战、抄袭爆款创造销量，其上升势头很难长久
维持。

价格战打不出真正的销冠王。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在全社会整体消
费升级的大背景下，汽车业只会大步向前步步精进。无论燃油车还是走向
世界的新能源车，核心研发能力、制作工艺、智能化水平才是真正的竞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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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企价格战打不出“销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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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个行业平均工资保持增长

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
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14029元， 比上年增
长6.7%，增速比2021年回落3个百分点，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6%。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65237元， 比上年增长3.7%， 回落5.2个百分
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7%。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萍
萍解读，据国家统计局对138.1万家规模以上
企业的联网直报统计和72.1万家规模以下样
本单位的调查，2022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
员平均工资保持增长。

据悉， 城镇单位是指城镇地域内从业人
员在5人及以上的法人单位，不包括个体工商
户和自由职业者。 就业人员工资是指单位就
业人员领取的由本单位发放的全部劳动报
酬，包括工资、奖金和各类津补贴，以及单位
从个人工资中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 社会
保险基金及住房公积金等。

在19个行业门类中， 有18个行业的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保持增长。 房地产行业平均工
资水平下降， 部分人员密集型或接触型服务
业平均工资增速较低。数据显示，城镇非私营
单位中， 房地产业年平均工资为90346元，下
降0.9%。城镇私营单位中，房地产业年平均工
资为56435元，下降3.2%。

分地区看，无论是在城镇非私营单位还是

私营单位中，工资水平都是东部最高，东北最
低。其中，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
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直辖
市）。东北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个省。

IT业平均工资突破22万元

2022年， 无论是在城镇非私营单位还是
在私营单位中， 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水平排
在前三位的行业均为技术含量较高的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

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平均工资独领风骚，在各行业中为最高。

城镇非私营单位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年平均工资达到220418元， 突破
22万元。城镇私营单位中，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平均工资达到123894元。

王萍萍解读称，受人们对互联网学习、工
作、社交和网络购物需求量较大等因素影响，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两类单位
平均工资分别增长9.4%和8.1%。

金融业平均工资增长15.6%

从平均工资增速来看， 金融业平均工资
增速最高。数据显示，城镇非私营单位中，金
融业年平均工资达到174341元，增长15.6%。
城镇私营单位中， 金融业年平均工资达到
110304元，同样增长15.6%。

王萍萍解释称，这主要受行业结构调整、
减员增效等因素影响。 以城镇非私营单位金
融业包含的四个行业大类为例， 货币金融服
务业（主要是银行等）、资本市场服务业（主要
是证券基金和投资公司等） 和其他金融服务
业的工资水平较高， 分别为21.6万元、45.2万
元和42.3万元， 平均工资增速分别为6.1%、
2.4%和6.7%，而保险业的平均工资较低，仅为
9.1万元，其增速却高达19.1%。

王萍萍指出， 保险业平均工资增速较高
的主要原因是， 工资水平较低的保险代办员
在2022年大量减少， 使保险业就业人数减少
近23%，工资总额减少8.2%。低工资保险业就
业人员的减少是金融业平均工资水平变化较
大的主要原因。

个人与平均工资水平或存差异

对于个人工资与全国平均工资的差异，
王萍萍解释称， 由于所处地区不同、 行业不
同、单位类型不同，单位之间的工资水平有时
会存在较大差异；在同一单位内部，由于就业
人员所处岗位不同， 工资水平也会存在一定
差异。当前的工资统计使用分组数据，反映不
同地区、行业、单位类型的工资水平，以及地
区内、行业内不同岗位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

王萍萍指出， 平均工资数据可以让我们
了解劳动力市场中相应就业人员大致的工资
水平。但是，由于单位效益不同、个人具体情
况不同，即使是同一地区、相同行业、相同单
位类型和相同岗位的就业人员， 个人工资水
平之间仍会存在一些差异。

王萍萍表示，总之，由于种种原因，具体
到个人的工资水平和增速， 可能与全国平均
水平和增速差别较大，这需要从行业、地区、
单位类型、 岗位以及单位经营状况和个人具
体情况出发进行全面分析，理性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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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平均工资情况。从数据来看，在19个

行业门类中，有18个行业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保持增长。其中，无论是在

城镇非私营单位还是在私营单位中，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水平排在前三

位的行业均为技术含量较高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

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此外，金融业平均工资增速最高。对于个人

工资与全国平均工资存差异的情况，建议理性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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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平均

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22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分行业门类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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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生态环境部、工信部等五部门联
合发布的《关于实施汽车国六排放标准有关事
宜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显示，自今年7月
1日起， 全国范围全面实施国六排放标准6b阶
段，禁止生产、进口、销售不符合国六排放标准
6b阶段的汽车。国六b标准实施的同时，近百万
辆非RDE车型也获得半年缓冲期，这也让悬在
车企与经销商心中的“石头”落地。

最严排放标准设RDE门槛

六年后，国六b排放标准如期而至。
国六排放标准6b阶段政策， 最早要追溯

到六年前。2016年底，环境保护部、国家质检
总局发布《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
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根据规定要求，“国
六”分为ab两阶段，第一阶段为2020年7月1日
起所有销售和注册登记的轻型汽车应符合
“国六a”要求；第二阶段为2023年7月1日起所
有销售和注册登记的轻型汽车应符合“国六
b”要求。

事实上， 国六b排放标准改变了以往等效
转化欧洲排放标准的方式，因此被称为“史上
最严格的排放标准”。据悉，国六b排放标准将
大多数污染物的限值指标标准大幅提升。与国
五排放标准相比， 国六b车型的氮氧化物
（NOX）排放量将下降42%，颗粒物（PM）下降
33%不能超过每千米3毫克， 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蒸发排放限值则下降65%， 总碳氢化合物
（THC）和非甲烷碳氢化合物（NMHC）分别下
降50%。

除限值指标大幅提升外，该标准还采用全
球轻型车统一测试程序、燃料中立原则、全面
强化对VOCs的排放控制、完善车辆诊断系统
要求、简化主管部门进行环保一致性和在用符
合性监督检查的规则和判定方法并引入实际
行驶污染物排放测试， 即RDE（Real�Drive�
Emission），RDE法规要求目前所有的在售车
和新开发的车都需要按照RDE重新实验和重

新申报公告。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汽协”）

相关人士表示：“此前RDE试验结果符合标准
限值要求的， 企业可自主选择在试验报告上
登记‘仅监测’或‘满足标准限值’。但从今年7
月1日起，所有‘仅监测’车型不能继续生产，
所有生产及销售的轻型汽车RDE试验结果均
应为‘满足标准限值’。”不过，在乘用车市场
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看来， 对于车企来
说，相关车型的升级技术并不难，如加装设备
和检测装置等， 但加装相应设施却会提升企
业的制造成本。

事实上， 国六排放标准实施六年来，车
企的技术更新和生产也逐步完成过渡。北
京商报记者了解到，2018年开始，部分商用
车和乘用车企业已开始尝试加装各类设备
以满足国六b排放标准的各项指标。“上汽
大众旗下车型已全部安装颗粒捕捉器。”上
汽大众相关人士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该
装置安装后也让上汽大众旗下车型满足国
六b排放标准。

随着车企技术提升，目前国内新车型已基
本满足国六b排放标准。 机动车环保网发布的
数据显示， 今年4月29日-5月5日环比新增的
18.59万辆车中， 符合6b阶段限值的车型占比
100%、 符合6b阶段限值的车辆占比100%。中
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颜景辉认为，
国六排放标准分两阶段实施已给车企预留切
换时间，让各车企心中有了明确时间表以逐步
完成技术升级。

近百万辆库存车获过渡期

尽管车企逐步完成国六b排放标准切换，
但该政策落地前待消化的库存车还是引发车
市波动，并在今年3月触发价格战。

据统计， 今年3月， 全国有超30家汽车品
牌、上百款车型参与降价，多地政府也相继出
台鼓励汽车消费政策。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

引发本轮促销的背后，是由于市场积压了不少
未满足RDE标准的国六b排放标准车型。 一位
合资品牌经销商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随着各
城市提前进入国六标准， 国五时代已彻底结
束， 而为满足排放要求国六a排放标准的车型
库存量并不高，但市场上有不少非RDE的国六
b车型需要清除库存。

事实上，从去年四季度开始，不符合RDE
要求的国六b排放标准车型的库存问题已经
显现。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去年四季度中汽
协已陆续接到行业部分企业反映，受疫情、市
场等多重因素影响， 部分不符合RDE要求的
国六b排放标准车型库存积压严重。 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1月底，不满足RDE要求的库存
车辆超过189万辆，含已采购部件的库存超过
200万辆。

“本轮库存压力是由客观因素造成。”中汽
协相关人士表示， 主要原因有以下四方面，一
是汽车市场表现不及预期；二是产品生产切换
需要一定时间，企业已采购订回不满足RDE车
型的专属件，需生产整车进行消化；三是新能
源汽车抢占部分传统燃油车市场；四是部分地
区降价行为加剧消费者持币待购。

多重压力下， 虽然今年7月1日起将在全
国范围全面实施国六b排放标准，但政策也为
上述库存车型留出缓冲期。《公告》中提到，针
对部分实际行驶污染物排放试验（即RDE试
验）报告结果为“仅监测”等轻型汽车国六b车
型，给予半年销售过渡期，允许销售至今年12
月31日。

“半年时间销售这些库存车型， 给企业和
经销商留出了充足时间。”崔东树表示，目前国
六b排放标准的非RDE车型库存已不足100万
辆，相信可以在近几个月得到有效解决。而国
六a排放标准车型库存仅剩几万辆， 在接下来
的5月和6月仍有充足的消化时间。充裕的时间
下，市场后期出现大规模促销的情况可能性不
大，价格也会趋于平稳。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