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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剑兰 王道海

3月 17日，在百届成都春季糖酒会期间，

以“转型、创新、促跨越”为主题的 2019年五粮

醇品牌营销工作会在成都召开。五粮液集团公

司副董事长、股份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邹涛，五粮

液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朱忠玉出席会议。

五粮醇作为五粮液集团公司系列酒“4+
4”品牌矩阵中的优势自营品牌，在 2018 年第

24 届中国品牌价值 100 强（芬兰赫尔辛基）评

选中，品牌价值突破百亿达到 120.52 亿，居第

42 位。第 100 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和品牌

价值的“双百相遇”预示着五粮醇“百亿品牌”

征程再起，即将迎来跨越式发展。

邹涛指出，五粮醇要加强聚焦优势产品，

巩固优势市场，拓展潜力市场，保持品牌中价

位定位。执行中特别要聚焦优势产品，果断收

缩与品牌定位不符的产品。在转型创新过程

中完成产品的升级打造，在集团规划的战略

轨道中找准自己的跑道，不降轨、不越轨，勇

往向前，精细化运作好产品价位。

针对五粮醇创新品牌传播模式，朱忠玉

指出，五粮醇应围绕“畅享美好生活”的品牌

内涵，以亲和的品牌姿态讲好五粮醇独有的

文化故事。要强化消费场景化、组织标准化，

通过与消费者互动，展现五粮醇的醇厚品味，

使五粮醇成为中端消费者认可的有档次的品

牌。通过数字化赋能商家团队管理，最终构建

一体化、立体化的产品整合传播体系，提高品

牌影响力。

据记者了解，五粮醇作为五粮液集团公

司系列酒“4+4”产品策略中的全国性战略大

单品，对于集团实现“千亿目标”有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和意义。五粮醇公司将继续打造好

这个系列酒的“排头兵”，以五粮酿造技艺为

基础，坚持以打造“小康生活用酒”为己任，发

挥自身“百亿品牌”价值优势，坚决淘汰不适

应市场的产品，重点打造全国性战略大单品，

突出百元价位站位，实现品牌和产品的再升

级。五粮醇公司将在新一轮结构调整升级中，

共铸百亿品牌新梦想！

2019年五粮醇品牌营销工作会在成都召开
五粮醇“百亿品牌”征程再起

广告

热点 Economy

■ 张旭

138 万元。这是北京某小区一个停车位日

前在网上拍出的成交价格。

网友纷纷表示：“以为是北京一套 138 万

的房子，结果只是个停车位，打扰了。”“138
万，在我们这里可以买两套房了。”

现实中，138 万已经不是新纪录，北京已

有小区停车位卖出了逾 200 万的价格。

“138万很正常”

这场在阿里拍卖上拍卖标的物是北京朝

阳区东四环百子湾某小区的一个产权停车位，

经过 5 名竞价者 101 次举牌，最终以 138 万元

的价格成交。

就这一成交价，网友调侃在一些地方可买

两套房并不是没有道理。

1-2 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14102 万

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额 12803 亿元，以此计算，

全国商品房成交均价为每平米 9079 元。138

万元可在很多省会城市买一套 100 多平米商

品房，而在四线、五线城市可买两套房。

不过，尽管 138 万元的价格创下了这一片

区停车位成交价新纪录，但附近居民对此并不

感到意外。

记者实地探访时，有附近居民表示，“这里

是高端小区，一平米 12 万，复式结构 284 平米

起步，一百万的停车位不是事。”“家家户户标

配至少两辆车，这边的停车位配比是 1：1，里
外都停满也不太够。”

记者也发现，该小区周边的所有路边停车

位均已停满汽车，从车库出入以及路边停放情

况来看，豪华车型占多数，包括 GMC 保姆车以

及保时捷、玛莎拉蒂等，车型身价多在百万以

上。

小区业主林先生对记者表示，“小区早期

停车位报价 52 万元左右，最近的成交价已经

涨到 120 万了。”

记者发现，如林先生所言，在上述拍卖的

停车位旁边，一个同样大小的停车位成交价也

达到 136 万元。

对于小区未来停车位价格走势，林先生认

为还会进一步走高。“毕竟停车位数量是有限

的，卖到 138 万也正常，将来可能还要涨。”

价格持续上涨

在北京，停车位成交价折合成每平米的价

格后，比肩所在小区每平米房价的现象不只是

在上述小区，百万元以上的停车位成为越来越

普遍现象。

记者从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处获悉，中关村

附近百万元停车位也为数不少，豪华小区成为

停车位的价格高地。

他说，“房价每平米 14 万元的万柳书院停

车位成交价已突破 200 万元。”这个价格可在

广西首府城市南宁购买两套 90 平米的普通住

宅，房天下数据显示，2 月份南宁商品房每平

米均价 11216 元。

即使不考虑这些为数不多的每平米直逼

房价均价的百万元停车位，随着汽车保有量的

增加，北京的停车位价格也在水涨船高。

家住北京东二环的张先生 2005 年觉得停

车位售价 10 万太贵没有购买，如今发现停车

位不但涨到 50 万元，而且还要等业主卖房不

卖停车位才有机会购买。“放车的地方比车都

贵了，而且想花钱都没机会。”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5 年、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截至 10 月 14 日)北
京市停车位/车库的每平米的成交均价分别为

5762 元、5995 元、5897 元、5989 元，平均一个

停车位的价格约为 21.61 万元、22.73 万元、

22.47 万元、22.95 万元。

一个有趣现象是，2017 年以来，停车位价

格在涨，北京的房价却降了。2017 年 3 月至 4
月，多数热点城市房价创下历史新高，随后在

严厉调控下开始降温。贝壳研究院一份报告显

示，2019 年 2 月，北京二手房均价为每平米

59898 元，较 2017 年 3 月的高点下跌 11.3%。

为何会涨价？

供给不足是停车位价格走高的一个重要

原因。1994 年，北京市确定居住区配建指标为

0.1 停车位/户，并于 1999 年提议、2002 年发布

新的指标修订值为三环以里 0.3 停车位/户、三

环以外 0.5 停车位/户。

2015 年，北京再次修订居住区停车配建

指标，“停车位供给总量宜控制在机动车保有

量的 1.1 至 1.3 倍之间”。这也是住建部 2015
年印发的《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导则》规定，要求

人口规模大于 50 万的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

给总量宜控制在机动车保有量的 1.1 至 1.3 倍

之间。

按照 2015 年的配建标准，北京理想的停

车位数量应在 620 万-740 万个之间，但事实

上停车位数量远远达不到。

北京市交通委在 2017 年底公布的停车位

普查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底，北京市城镇地

区停车位总量 382 万个，夜间停车需求 384 万

个，供需总量相当；但停车位资源空间分布不

均衡，居住车位失衡缺口达 129 万个。其中三

环内严重缺位区占比达 84%，五环内没有停车

位充足区。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除了供

求失衡，土地成本上升也是停车位价格上涨的

原因之一。此外停车位投资价值比较高，对于

小区业主来说，有一个停车位将来卖房时可获

得更多收益，这也导致停车位需求居高不下。

“整体看，在稀缺的一线城市资产里，停车

位依然有明显的价格上涨预期。”张大伟表示。

成开发商捆绑销售的工具

在停车位比车辆少的卖方市场下，开发商

掌握了定价主动权，停车位有时成为地产开发

商任性涨价和捆绑销售的工具。

马先生是陕西某国有企业员工，2016 年

登记购买了单位团购房，当时每平米不到

6000 元，房子将于今年底交房，却被告知收房

前还必须购买一个停车位，一次性付款 21 万

元，“可能开发商也希望能借卖停车位多收回

一些利润吧。”

记者梳理发现，网络上，反映这种情况

网友不在少数。在 2017 年环京楼市迎来史上

最严的楼市调控时，就曾出现过停车位被开

发商捆绑销售，停车位价格占房价一半的现

象。

在北京，有媒体 2018 年 11 月曾报道，北

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幸福家园小区有业主称，

开发商以每个 60 万起，最高 99 万元的价格向

业主出售停车位，业主们难以接受。对此，北京

市住建委工作人员表示，开发商自有停车位出

售、出租完全市场化，不受管控。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

黄石鼎表示，停车位具备小区公共配套性质，

业主有优先使用权，在停车位定价、租售问题

上，开发商与业主应该进行协商。如果市场化

运作下完全由开发商做主，最终造成停车位价

格飞涨，不能真正解决停车位紧缺的难题，管

理部门应该对价格与租售用途进行监管。

涨价背后的停车难该咋破？

由于汽车保有量的不断上升以及现有停

车位利用率不足，停车难已是北京等很多城市

的普遍现象。

ETCP 智慧停车产业研究院与第一财经商

业数据中心联合发布的《2017 中国智慧停车

行业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北上

广的停车位利用率在 40%-50%之间，全国

90%的城市的停车位利用率在 50%以下。

以西安为例，2010 年，西安市机动车保有

量达到 100 万。此后仅仅 8 年时间就增长

200%，在 2018 年 5 月突破 300 万辆大关。

据测算，这 300 万辆机动车 80%集中在主

城区，而对应区域停车位共有 108 万个。这就

意味着还有近三分之二车辆没有停车位可以

停。

然而即使如此，这 108 万个停车位也不能

充分利用。在报告统计的 10 大样本城市车位

使用率中，西安车位使用率约 52%，也就是说

108 万个停车位中只有 50 多万得到了利用。

《报告》指出，10 个样本城市中利用率最

高的深圳不过 55%，最低的武汉利用率仅为

38%。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这些不能停的停

车位，有些是单位内部车位，不对外开放。“还

有一部分是停车位确实因为价格管制的政策

少，很多开发商就在这上面钻空子，涨价、收服

务费、强制交定金、不给产权、垄断等，最终导

致停车位暂时无法使用或售卖。”

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

后盘和林看来，传统停车场“小散乱”问题突出

是停车位利用率低的一个原因。国内绝大多数

停车场依然采用传统刷卡、取票的出入口控制

方式，对 ETC、视频识别等智能技术应用不足，

从而直接降低了停车位利用率。

“通过价格等手段来控制需求和增加供给

固然是破解停车难的方法之一，关键还是在于

提高停车场的智慧化程度，提高停车位利用

率。”盘和林表示。

你买房买停车位了吗？有没遇到过停车

难？对停车位定价问题又怎么看？

138 万！北京一个天价停车位 = 三线城市两套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