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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款遭群嘲

福特，为什么卖不动了？
◎ 记者 孙婉秋 吴迪

作为一家与中国市场结缘已久的

老牌车企，福特汽车对中国市场越发力

不从心。

去年， 福特中国全年销量 49.6 万

辆，同比下滑 33.5%，销量不及 2016 年

的一半。

更悲观的是，数据下滑的背后是福

特旗下全矩阵的溃败。 合资品牌长安福

特 去 年 销 量 25.1 万 辆 ， 同 比 下 滑

17.61%；江铃福特全年销售 4.8 万辆，不

及 2021 年九成。 高端品牌林肯终结了

连续三年的涨势， 也失去了总舵手；被

寄予厚望的福特电马全年仅售出 4860
辆，尚不及多数新势力车企的表现。

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汽车

市场，福特深感迷茫。

中国车市的脉搏强劲且有力地跳

动着，福特似乎难以触摸，它颓然地收

缩投资、精简组织、调整战略，以期及时

止损。

5 月 24 日， 在一名车主往群里发

了张新旧两款冒险家的对比图后，林肯

的车友群仿佛被点燃。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车友们此刻意见

高度统一，他们吐槽改款的失败，流露出

对林肯抛弃原本端庄经典设计的遗憾。

这样的情绪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都

充斥在群里， 甚至成了车友群的主旋

律，更有不少车主因为嫌弃改版后的车

型，而加速了购买老款车的进程。

4 月初，通过身份认证进群的新车

主林杨（化名）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

虽青睐林肯的设计，但其此前并无近期

换车计划。 3 月底，林杨看到消息说林

肯要在上海车展全球首发新一代航海

家，他从销售口中得知，在 2022 款库存

销售完后，林肯中国将只生产改款后的

2023 款车型。 他抗拒新款车型，认为那

是“审美的倒退”，便赶在 3 月倒数第 2
天定下了一辆老款航海家。

林杨进群的 4 月，林肯车主群迎来

了一波入群小高潮，改款是触发大家提

车的最大诱因。

上海永达林肯中心的销售胡韬（化

名）坦言，3、4 月门店销量增加了不少，

不少客人都对公司改款表示不理解甚

至质疑，平日接待过程中他遭遇最多的

提问便是“为什么要改款”。 虽然以“每

个人的眼光不一样”为由回应，但胡韬

自己也觉得新款设计不如老款，甚至丢

掉了林肯原本的“调性”。

他反问，如果一个设计受众都不认

可，是不是确实存在问题？“但这不是我

一个基层销售能决定的”。

市场口水声砸向的改款车正在被

林肯中国赋予无限期待。

4 月中旬的上海车展，林肯中国总

裁朱梅君说，“什么是潮流？我们很难给

出精确的答案。 但林肯的答案是：不迎

合潮流，去创造潮流。 ”

朱梅君口中要创造潮流的便是全

新一代航海家，她不吝赞美之词，称这

是林肯入华 9 年来最具竞争力的新品，

全面碾压同行竞品，将成为林肯中国冲

击下一个销量里程碑的基石。

10 万辆目标和让更多人喜欢上林

肯、 电动化不缺席成为朱梅君今年的

“施政纲领”。

从进展来看，这些目标的推进并不

顺利。

改款遭到群嘲，没有收获更多人的

喜欢反而让林肯中国失去了原车主们

的支持。

去年迎来品牌一百周年， 林肯中国

本想以超 10 万辆年销量作为“献礼”，却

意外遭遇滑铁卢，全年仅销售 7.93 万辆，

同比下滑 13.4%，结束了过去三年的增长

趋势。 雪上加霜的是，一手缔造了林肯中

国高光时刻的毛京波年内宣布离职。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林肯

汽车便以进口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但

由于车型老旧、性价比低等因素，使其

销量低迷，2008 年被迫退出中国市场。

6 年后，时任福特 CEO 的马克·菲尔兹

看到了中国豪华汽车市场的广阔机遇，

力推林肯重回中国市场。吸取了此前失

败的经验，回归后的林肯推出了一系列

经过改造的车型，这些产品让林肯“二

进宫”开局不错。 2015 年-2017 年，其

销量由 1.16 万辆增至 5.41 万辆。

让林肯中国迈上新台阶的是毛京

波，2018 年升任林肯亚太及中国区总

裁以来， 毛京波提速了林肯国产化进

程，2020 年接连推出飞行家和冒险家

两款国产 SUV， 年度销量跃至 6.18 万

辆，2021 年随着第三款国产 SUV 航海

家的推出， 林肯中国销量来到 9.16 万

辆，同比增长 48%，连续两年成为增速

最快的传统豪华车品牌。 2022 年距离

10 万辆关口仅一步之遥。 随着毛京波

的离职，林肯中国也遭遇滑铁卢。

接任的朱梅君要重振销量， 喊出

10 万辆目标，但今年一季度，林肯中国

销量在 1.43 万辆左右， 全年业绩实现

难度不小。

朱梅君强调的“电动化”正在成为

林肯中国之痛，新推出的冒险家插电混

动版 3 月销量为 2 辆，前 3 个月累计销

量 10 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实际上，林肯在新能源方面步伐的

缓慢与福特中国整体电动化战略不无

关系，与此同时，作为福特汽车当前唯

一的高端品牌，林肯中国的萎靡态势也

折射出福特中国的困境。

4 月，距离换回四缸发动机不到一

年，福特旗下福克斯便遭遇停产，随后

公司高层表态，中国市场战略即将发生

改变，减少在华投资，这被外界解读为

“战略性放弃中国市场”。 消息接踵而

来，5 月，福特中国曝出裁员，其中福特

中国与福特南京研发中心的裁员总数

超 1300 人 ， 长安福特将裁员约 3000
人。

福特中国回应称，“正在打造一个

更加精简、灵活的组织结构，将资源投

入到我们具有优势的核心业务上，努力

实现在华业务目标。 ”

对于裁员的更多细节，福特中国方

面对记者表示， 目前除官方统一回复

外，暂无最新信息。

中国区业绩大幅下滑是福特中国

选择“瘦身”的主要原因。 今年一季度，

福特汽车营收 415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0%，全球销量约 110 万辆，同比增长

9%，但面对中国市场福特依然头痛。

今年的一季报及电话会议上，福特

并未就在华销量进行公示或说明，凭借

其合资公司长安福特与江铃福特公布

的数据看，前者一季度销售 4.48 万辆，

后者销售 2.2 万辆，而旗下纯电品牌福

特电马一季度在华销量仅 370 辆，豪华

品牌林肯一季度在华销量 1.43 万辆左

右。

进口车方面， 据乘联会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进口量最多的品牌是奔驰，

销量达到 4.28 万辆， 而第十名大众进

口量仅有 3490 辆， 而福特并未在前十

中出现。

这也意味着，今年一季度公司在华

销量累计不足 9 万辆。与去年一季度的

12.5 万辆相比大幅度下滑。

颓势延续已久 ，2021 年福特中国

亏损 3.27 亿美元，2022 年亏损了 5.72
亿美元， 福特中国已然由高光走向黯

淡。

2016 年， 福特中国全年销售 127
万辆，创下在华销售记录，彼时丰田的

销量也不过 121.4 万辆， 但好景不长，

2017 年福特中国销量开始直线下滑。

下滑的根源在其“主力军”长安福

特身上，2016 年，长安福特年度累计销

售 95 万辆， 贡献了福特中国四分之三

的销量，2017 年-2019 年长安福特销量

一路从 82.8 万辆降至 18.4 万辆。

有业内人士指出，福特在中国市场

的衰落是其一手造成的， 质量问题频

发、固执的推进三缸发动机、车型换代

慢等原因造成了这一现状。

作为功力深厚的百年车企，福特旗

下不乏明星产品。

此前福克斯是国内热销的 A 级轿

车之一；蒙迪欧可以与迈腾、帕萨特等

热销车型“掰手腕”；SUV 翼虎可与本田

CR-V、丰田 RAV4 等车型硬刚；锐界则

直面汉兰达。

似乎是巅峰来的太早，让福特以为

已牢牢掌握住中国市场的流量密码，旗

下 SUV 翼虎的“断轴门 ”；蒙迪欧的车

内异味；部分车型双离合变速箱顿挫异

响、 故障率频发……事件曝出后不召

回、召回后未解决等一系列问题，逐渐

压垮了福特在中国市场的口碑。

在中国车市瞬息万变的情况下，福

特的换代速度也让市场不解。

五年一换代，一年一改款一直是行

业的常态，但福特并不这样认为，例如

旗下福克斯车型，2011 年推出第三代，

时隔七年才慢悠悠地推出第四代，蒙迪

欧更为“夸张”，甚至在上市九年后才有

了换代车型。

面对这一现象，汽车分析师钟师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福特作为一个全

球性车企， 其在产品端有着自己的考

量，虽然中国市场更为诱人，然而在其

余国家，皮卡、大型 SUV、轻型商用车的

市场更为庞大，福特不愿意因为中国市

场而去放弃收益更高的外国市场，这也

是其不重视中国市场车型换代的原因。

钟师补充道，近些年福特在新车型

上也是下了些功夫，尤其是 SUV 车型，

但是中国市场目前的新能源 SUV 车型

数量过于丰富，福特在新能源方面的转

型还未见效，这也是其无法在目前的中

国市场立足的原因之一。

另有行业分析师向记者补充道，市

场环境对于福特中国的发展同样起到

关键作用， 从财报数据中能明显感受

到， 福特在美国等地区仍处于收益状

态，仅在中国市场处处碰壁。

上述分析师直言，作为美国的本土

车企，福特的产品资源库中轿车的基数

很少，而其 SUV 有着价格高、排量大的

特点，并不适合中国市场，即使后期福

特的城市 SUV 逐渐开始适应中国市

场，但这个阶段中国内本土的车企发展

速度远大与福特，SUV 赛道逐渐拥挤，

在不改变、 不创新的情况下， 福特的

SUV 逐渐失去竞争力，这也是其销量逐

步下滑的重要因素之一。

福特探险者 吴迪 摄

2 林肯滑坡

转型不成就换个思路。 这也是福特

汽车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

在今年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表达的重

点之一，对于福特来说，让中国业务及时

止损是当务之急。

吉姆·法利认为 ，中国不仅是全球

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 ， 数字化方面也

领先全球，所以对福特来说 ，中国非常

重要，“我看到的是电池技术 、 数字化

体验和先进的产品 ， 包括软硬件集

成”。

据公司计划， 福特在华将更专注于

商用车， 这是福特在中国实现盈利的业

务， 并计划将其中国工厂用作经济型电

动汽车的出口基地。

今年的上海车展上 ，Ranger 皮卡

官宣了在江铃福特的国产 ， 同时福特

在全球知名的越野 SUV Bronco 将以

进口车形式引入国内销售。 不仅如此，

车展上带来的都是 Bronco、Ranger、全

新一代福特 F-150 猛禽以及纯电皮卡

F-150 Lightning 等车型 ， 都有着几个

相同的标签 ：“硬核”“小众”，且强调个

性化。

以上车型中，Bronco 和 Ranger 都已

传出将国产的消息， 且两款都是同一平

台下的车型， 但该消息并未被证实。 有

业内人士分析， 这两款车的国产计划极

有可能会实现。

对此，汽车分析师朱玉预测，在中国

市场， 福特未来将更依赖江铃汽车的生

产， 主要是后者专注于商用车等车型的

产销，这也符合吉姆·法利在电话会议上

的新计划。

这也解释了此次裁员为何没涉及江

铃福特。

在经历了 2017 年 、2018 年在华

销量持续下降后，福特当即做出改变，

陈安宁临危受命， 再次加入福特汽车

公司，任职集团副总裁、福特汽车中国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很快，陈安宁于 2019 年 4 月发布

“福特中国 2.0”战略，提出了“更福特、

更中国” 的全新发展理念以及 “产品

330 计划”、 推进林肯品牌国产化等，

在其带领下，福特中国的成绩在 2020
年、2021 年略有回暖， 全年销量分别

为 60.3 万辆与 62.5 万辆， 但与 2019
年的 56.8 万辆相比，上升幅度不大。

陈安宁的福特中国本土化之旅结

束于今年 2 月， 接替他的是一位从未

有过汽车行业从业经验的领域新人吴

胜波，经过五个月“见习期”后，吴胜波

转正。

有行业声音将此举视为福特汽车

的“收权”，在其看来吴胜波更像是福

特内部的嫡系生。

除了人事变动外， 福特电马在中

国市场推行失败、新能源转型“佛系”

等因素， 也是推动其再次改革的原因

之一。

据悉， 目前福特的纯电动产品仅

有一款福特电马，为了使其加速发展，

去年 9 月， 福特官方宣布在中国成立

福特电马赫科技有限公司， 旨在加速

在中国市场的电气化转型计划。

福特电马 Mach-E 虽在海外销量

表现不错， 但却没能在国内市场激起

浪花，2022 年销量仅为 4860 辆，这是

由于国内新能源发展过快， 市场 “内

卷”严重。

对于福特电马的失利， 其实不难

预料，有试驾过电马的车评人直言“与

目前本土新势力没有可比性”，在他看

来福特电马的出现只是让他更坚定了

“油改电没有未来”。

他补充道， 福特电马自称是完全

从零开始研发的一款电动车， 但制造

福特电马的平台却是由生产福克斯和

翼虎的 C2 架构改进而成 ，“油改电 ”

的车在中国并不是没有， 但多数都是

外资为了加速发展本土新能源不得已

而为之， 这样的车在中国本土竞争力

堪忧。

在主力产品的新能源化方面 ，4
月上市的锐界 L 配备最新的混动技

术 ， 而其余新车如新一代蒙迪欧 、

EVOS 等仍以燃油动力为主， 新能源

转型仍未见效， 产品迟迟未见大面积

铺开。

这样的表现与公司高管的态度不

无关系， 此前有长安福特高层表示，

“向电动化转型不必太激进”。 显然，

这句话并不适用于中国新能源汽车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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