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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合资车比进口质量差很多|合资车质量为什么那么
差-股识吧

一、合资车和国产车都是中国制造为什么相差那么大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开的国产车，新车就漏雨，4万公里后全漏（漏油、漏水、漏
气、漏电）。
到年审了，发动机全是油泥！怎么刷也刷出来，最后还要统一对发动机喷上一层银
粉漆-----这样还能入过眼去（把油泥盖住）。
第二年开的进口车，差别太大了。
8万公里没故障 （仅换过一次雨刷胶皮条），刷车时用水冲冲发动机就干净了----
因为发动机不漏油。
生产技术、设备落后但价格上有很大优势，知足吧朋友！现在国产车应该可以将就
着使用的，比以前好太多了。
呵呵~~~我们这里有家有实力加工汽车配件的，是日本设备。
一年到头只会干一样活，别的不会用干不了。
设备上加了卫星定位，从一个车间挪到另一个车间立即瘫痪！据说是怕转为军工！

二、国产车和合资车质量上的差别很大吗

最近一两年的时间里明显体现出，同价位下国产车用料厚道，合资车减配加价。
质量是要开几年才看得出来的。
五年前的国产车质量真心不咋地，不过近几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制造国，任
何东西都是谁造的多谁进步快的。
但是五年以内的国产车都没开到五年以上，到底质量好不好，没有几年看不出来。
从用料方面来看质量肯定有很大的提升。
两三年前的国产车现在用的车主基本没什么大问题，更早的国产车那时技术、质量
真心不行。
两三年前的国产车也就用了两三年，两三年没问题也说明不了质量没问题。
但是合资车里这这些年重大质量问题事件真不少啊！大众断轴门、大众DSG事件门
，丰田刹车事件门、福特断轴门。
些都是合资车减配、使用劣质配件造成的。
国产车技术真心不如合资车，但是便宜的合资车人家也不会给你用多好的技术，所
以同价位方面合资车也别提什么技术优势。
现在可以肯定的说25万以内的国产车的技术不会比同价位的合资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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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万以上的技术，国产车还没有量产的车型，有倒是有这样的技术，只是15万以上
的国产车就已经很难卖了，25万以上就更不用想了，现在国产车要把最好的技术拿
出来做辆车，哪怕40万的品质，售价只要超过25万以上就是做得再好也没人买单，
低于25万肯定亏本谁都不愿意做。
超过40万的合资车的技术，国产车真心达不到。
超过25万的合资车的技术，量产的国产车都没几个型号能达到的。
不论国产车、合资车都是中国的工厂组装的，组装工艺需要自动化生产线，好的生
产线拼装出来的汽车接缝小，整体性好，车与车各部分之间的差异小。
前些年合资的生产线用的汽车装配的自动化机械领先国产的太多了。
要引进一条生产线都是动辄上百亿，甚至上千亿的投入才行的，那是技术封锁加资
金有限，国产汽车公司没能力没渠道建设这样的生产线，所以那时国产车的质量和
合资车没法比。
后来合资车不用交那么多关税，又没竞争对手，所以暴利获取利润好几年，国产汽
车公司也开始有点钱了，但是利润还是国外品牌的高，虽然是卖掉一辆车一家赚一
半，但是国外公司要求采购的配件都是他们控股或者进口配件产商的，这些配件都
是高价销售给合资企业的，所以实际利润还是外国赚了大头，中国出钱出力只拿到
小头。
但是再怎么说也是赚到些钱了。
为了摆脱被国外公司控制的局面，国产汽车公司现在都在积极的推出自己的品牌，
造自己的汽车，目的都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打响自己的品牌。
所以现在国产汽车都是拿着合资赚到的钱贴补自己品牌发展，几百亿投资个先进生
产线，销量还不及合资的几十分之一，而且降价销售还不一定有人买。
汽车是个零部件很多，很复杂的工业产品，仅仅是一两项技术先进也说明不了汽车
技术好、汽车质量好。
国产车不足合资车就是造车历史短，积累经验少，每一家只是在某方面掌握某些技
术，很多其他技术却还落后的许多。
但是好在汽车配件里，只有发动机与底盘是被严格技术封锁的，其他配件，哪怕变
速箱都能从汽车配件产商获得。
在国产车重点打出的车型上面，国产汽车公司在自己技术不行的方面都尽量采购质
量好于同级别合资车的配件。
底盘、发动机也可以通过收购获得技术，只是大部分收购的都是老旧技术，但是也
有个别情况是收购到性能好的老技术的。
从国产车这几年的发展，先进生产线建设、使用的配件档次的情况上来说，现在的
国产车质量未必比合资车差，就算差也不会差太多。
但是具体质量怎样，没经过个七八年的考验谁都说不清。
但是七八年后汽车市场格局又是怎样，也很不好说。
十年前的大众质量非常好，很多车现在都能用，但是现在的大众减配闹出的质量问
题可真不少。
十年前谁知道大众质量好？现在有多少人清楚大众减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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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什么合资轿车即使是十年前的产品质量也比现在大多数自
主品牌要好

四、合资车和进口原装车的质量还是有差距的

哎，一汽丰田一汽大众，都是一汽生产的，质量恐怕都差不多，价格能实惠点就满
足了。
进口车用不起，万一坏个零件能一下子掏光你的钱包！

五、为什么合资轿车即使是十年前的产品质量也比现在大多数自
主品牌要好

问题是现在的合资轿车质量远远不如十年前。
十年前合资车刚刚起步，刚刚起步要打响品牌，用料就要厚道些，并且定价也要尽
可能的低。
哪像现在那些合资车减配加价。

六、合资车质量为什么那么差

喜欢国产微车的配置和价格，又怕象论坛上说的易出毛病合资车里面感觉赛欧似乎
价格最低最实惠，就是不知合资车与国产车质量究竟悬殊有多大，如果相差不大，
真不如买国产划算

七、合资车和国产车都是中国制造为什么相差那么大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开的国产车，新车就漏雨，4万公里后全漏（漏油、漏水、漏
气、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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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年审了，发动机全是油泥！怎么刷也刷出来，最后还要统一对发动机喷上一层银
粉漆-----这样还能入过眼去（把油泥盖住）。
第二年开的进口车，差别太大了。
8万公里没故障 （仅换过一次雨刷胶皮条），刷车时用水冲冲发动机就干净了----
因为发动机不漏油。
生产技术、设备落后但价格上有很大优势，知足吧朋友！现在国产车应该可以将就
着使用的，比以前好太多了。
呵呵~~~我们这里有家有实力加工汽车配件的，是日本设备。
一年到头只会干一样活，别的不会用干不了。
设备上加了卫星定位，从一个车间挪到另一个车间立即瘫痪！据说是怕转为军工！

八、为什么很多人都说日系合资车差

原因有很多1 有一种民族情结在内，毕竟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有目共睹的。
2日产车的价格在中国最贵，那一辆本田雅阁来说，在美国大约7万人民币买得到，
在日本12万左右，在中国却要20万左右3日本车做工虽好，却华而不实，车很薄，
除了日系的越野车外，别的车都不耐撞，这是很多人放弃日系车的主要原因。
而且这几年日本车频频出事，最著名的是丰田刹车门，曾让丰田名誉扫地。
4日系车重舒适性，却不注重操控及动力。
除了雷克萨斯及日产的个别车型外，没有几款注重这点的，而这些注重动力性能的
却都是百万豪车。
如果买车，建议你买10万以上的，日系车最重要的是舒适性，买价格低的车舒适性
就显示不出来了，整体来说日系车还是不错的，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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