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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消费者对车辆操控安全性、舒适性等要求的提高，使缓

速器逐渐成为中国商用车市场的主流配置，从产业政策层面

如何支持缓速器产业做强做大是论文的最终目的。

2 中国缓速器产业支持政策概况
产业扶持政策包括目标选择和实施保障两个层面。其中

目标选择层面包括结构优化政策、组织调整政策、技术支持

政策和布局引导政策；而产业扶持政策的实施保障政策包括

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和措施 [1]。

2.1 目标选择层面的产业支持政策
① 2011 年 3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该

目录首次将电涡流缓速器纳入汽车产业结构调整鼓励类目录。

② 2019 年 11 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本

目录首次将液力缓速器纳入汽车产业结构调整鼓励类目录。

2.2 实施保障层面的产业支持政策
① 199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颁布的《营运客车

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标准》（JT/T325—1997）规定在大型

高三级公路营运客车上应加装缓速器。

②中国 1999 年发布的《汽车制动系统结构、性能和试

验方法》（GB12676—1999），参考 ECE 第 13 号法规中《关

于 M、N、O 类机动车制动的统一规定》中制动系Ⅱ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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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A 型试验制动性能的规定，详细规定了装配缓速器的车

辆其制动性能及试验方法。

③ 2002 年，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建 设 部 发 布 CJ/T162—

2002，明确在城市运营的超 1 级特大型客车、超 1 级大型客

车与超 2 级大型客车上均须配置缓速器，而运营在城市与郊

区中的其他等级客车可以选装缓速器。

④ 2012 年 9 月，由中国公安部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委

员会和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联合发布的《机动车运行

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2）明确提出辅助制动的新

标准：客车（车长大于 9m）、货车（总质量大于 12t）和

所有危险货物运输车，应装备缓速器或其他辅助制动装置。

2.3 产业支持政策现状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看出当前中国对缓速器行业的产业支

持政策主要集中在实施保障层面，即终端产品安全配置标准

及缓速器相关性能试验标准等方面，而在经济方面的政策措

施相对较少。与此同时，目标选择层面的产业支持政策也较少。

3 中国缓速器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
3.1 中国缓速器产品应用现状

根据产品技术路线不同，目前中国市场上的缓速器产品

主要有电涡流缓速器和液力缓速器两种，由于两种产品工作

原理不同，加上中国强制性法规对该类产品应用场景存在的

不同侧重，导致目前两种产品推广领域、推广范围、规模化

程度等方面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电涡流缓速器方面，其原理为通过转子切割定子产生的

磁力线，使转子盘内部产生漩涡状的感应电流进而实现向转

子施加阻碍其旋转的电磁力，从而产生制动力矩。因此其优

点在于反应时间相对较短、车辆制动效果好（低速时），对

应缺点为制动力矩相对较小、重量较大等，所以目前旅游车、

长途客车以及公交车是电涡流缓速器应用较集中的领域，整

体缓速器安装率已在 70% 以上。

液力缓速器方面，其原理为通过电子控制系统控制比例

阀向工作液贮槽内使工作液充满工作腔，使转子产生缓速力

矩进而达到车辆减速的目的。其优点在于同等重量下较大的

制动力矩下、噪音小、制动平稳等。因此，该类产品能有效

缓解载重货车在长下坡路段中的制动需求，使得中重卡领域

是其应用比较集中的市场。由于目前中国暂时并未出台相关

强制性安装的法规，一方面使得产品规模化推广相对落后于

电涡流缓速器；另一方面，随着终端司机对于卡车安全性、

舒适性的要求逐步提升，下游用户的安装需求逐渐释放，近

几年在售后市场领域呈现较快增长。

3.2 中国缓速器行业竞争格局
目前中国缓速器行业呈现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群雄纷争

的格局，外资企业方面，主要参与者有 ZF 公司、VOITH（福

伊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ALLISON 变速箱公司）、泰

乐玛等；而内资企业主要的参与者有法士特、特尔佳、洛阳

凯迈机电等。

由于液力缓速器产品与电涡流缓速器产品应用领域及各

自特点，具体到两类产品的专项竞争上又呈现出不同的格

局。电涡流缓速器方面，特尔佳作为电涡流缓速器领域领军

者也是行业标准制定企业，其占据着中国缓速器 35%~40%

左右的份额，稳居第一位。而在液力缓速器方面，由于外资

品牌成熟的技术积累、长期的品牌溢出效应等因素，使得在

该领域竞争中存在着天然的优势。然而随着中国汽车零部件

企业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市场经验的日益丰富，以法士特

为代表的本土化液力缓速器品牌也逐步打开市场、与国际品

牌同台竞争，近年来表现良好 [2]。

4 产业支持政策研究相关方法原理
4.1 实证原理

政策研究的实证原理是指，研究者对政策内容、拟解决

问题、相关方的福利分析等进行客观描述、观察、计量和推

理的过程。

4.2 价值原理
政策研究的价值原理，是指研究者对某项政策的受益者

或受损者，从其对政策价值角度进行的判断分析。其研究要

回答的问题是：喜欢什么？因为什么？为什么目的？为谁？

多大风险？应优先考虑什么？

4.3 规范原理
政策研究的规范原理是指政策研究对该为、不该为以及

如何为所进行的指向性明确。

4.4 可行性原理
政策研究可行性原理是指政策研究根据所确定的政策方

向和目标设计不同政策方案，并逐个分析所设计方案在法

律、经济、规范等方面是否可行。

4.5 优化原理
政策研究的优化原理是指任何政策必须经过反复比较、

分析、筛选，才能逐步优化出满意方案。

5 促进缓速器行业进一步发展的政策建议
从缓速器行业当前的竞争格局及行业发展趋势来看，智

能化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流趋势，因此，促进产业进一步发

展的政策建议主要围绕当前产品推广以及产品智能化升级

方面展开。

5.1 产品推广方面
主要从法律、经济手段两方面入手。法规手段方面，主

要是加快商用车缓速器全面强制安装的法规立法进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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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建立团队，并定期发展新成员，让满意度较高的顾客

转化为代理，实施代理（会员）制，奖惩分明，刺激消费的

同时扩大了客户群体 [3]。

6 社会意义
6.1 提供了正宗风味的中国新疆特产

项目在该校运营以来受到了各大消费者的喜爱，尤其是

远离中国新疆的同胞们，盼来了他们期待已久的家乡的味

道。与此同时，还给在校中国新疆同胞以及线上线下喜欢中

国新疆特产的客户提供了好的特产品质及服务。在社交软件

中点赞转发免费赠送活动在校内区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

大大提升营业额的前提下，赢得了良好口碑。由于产品是中

国新疆本地优选，人工搬运过来，物美价廉，收获了一批回

头客。我们调查发现市面上葡萄干、红枣的口味与正宗的新

疆特产口味相差很大，即使售卖的是新疆葡萄干但价格大多

都在 80~100 元 / 千克，而我们所销售的葡萄干在同等质量

下销售价格是 60 元一千克。价格和质量上也有足够的优势，

性价比高的当然不只有葡萄干，除此之外中国新疆大枣、沙

枣、薄皮核桃、巴旦木等诸多产品也对比市面上的产品有足

够的优势留住消费者，使得大学生也能消费得起。为了广大

消费者能够买到正宗且价格适宜的中国新疆特产我们的店

由此而生。

6.2 宣传新疆，领略风土人情
销售特产只是其次，最主要的目的是将此平台打造成为

一个宣传新疆的窗口，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笔者希

望通过宣传中国新疆风俗，加强大家对中国新疆的认识，给

大家带来正能量，让广大师生领略到中国新疆独特的风土人

情，愿意投身到中国新疆的建设中去。

6.3 响应脱贫攻坚，帮助当地人销售特产
中国新疆特色产品销售区域发展不均衡，东部和中部一

些地区，中国新疆特色产品销售情况良好，市场美誉度高，

特别是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中国新疆

特色产品很受消费者欢迎，而西南、东北等地区相对来说市

场发育程度较低，一些城市和城市群的消费潜力还没有得到

充分开发。究其原因，不仅包括营销理念滞后、市场定位模

糊、产品附加值低、品牌效益差等因素，还包括销售渠道单

一、产销信息不通畅等因素。这些问题一方面损害了生产者

的利益，对中国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一定障碍；另一方面，

消费者不容易买到价廉物美的中国新疆特色产品，也损害了

消费者的利益。我们的项目正是试图解决中国新疆特色产品

区域营销实践中的产销矛盾，为消费者提供在线下单即可在

一小时送货上门的服务。在其他平台下单一般都是从中国新

疆发货再到客户手中需要一周以上时间。相比之下我们大大

减少了送货时间，使客户能拥有更好的购物体验。

6.4 以己之力，共话民族团结
56 个民族是一家，在一次次销售中，与各民族朋友的

接触中，感受到了真诚与友好。

7 结语
我们的项目正是试图解决中国新疆特色产品区域营销实

践中的产销矛盾，为消费者提供在线下单即可在一小时送货

上门的服务。中国新疆特产销售渠道虽多但多地依旧停留在

传统销售模式下，因而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销售，均有很大

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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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方面，区域性交通主管部门尝试与保险等相关行业联合

探索后期加装缓速器车辆保险事故赔偿解决方案 [3]。

5.2 产品未来智能化升级方面

智能驾驶、车联网作为商用车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对

传统汽车零部件产品智能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产

品智能化感知、控制等技术的研发、匹配等将成为汽车零部

件企业未来主攻方向。因此，建议中国省市各级政府出台专

项引领汽车零部件行业产品智能化技术开发及规模化匹配

等方面的引导政策，进一步促进以缓速器产品为代表的汽车

零部件产业智能化及结构调整。

6 结语
随着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市场经

验的日益丰富，再加上中国适时出台相关产业支持政策，必

将推动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进一步做强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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