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5月产销量双双下滑 40%��

海马汽车新能源孤注一掷？

本报记者 黄婉银 童海华 广州报道

近日，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000572.SZ，以下简称“海马汽

车”）公布了一项颇受市场关注的计

划———到 2025 年淘汰传统燃油车。

在此期间， 其还计划在两年内推出

3 个平台 4 个系列车型， 所有车型

均会推出油电混动版，2020 年以后

将推出新能源模块化平台。

不过相比此前同样宣布在

2025 年停售传统燃油车的长安、

北汽而言， 还未在新能源市场拥

有足够市场份额的海马汽车此举

似乎有“孤注一掷”的意味。 正处

在转型阵痛期的海马汽车在 2017

年度业绩由盈转亏后， 今年以来

的累计销量也出现了 43.43%的同

比下滑。

业内受访专家对《中国经营报》

记者表示， 海马汽车现在发布淘汰

传统燃油车的计划一方面是跟随目

前全面新能源化的一种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海马汽车在传统燃油车领

域面临着产品竞争力下降的境况，

加速发展新能源可以有机会取得新

的突破， 也让资本市场看到其发展

新能源的决心。

对此， 记者就如何应对销量

大幅下滑等问题致电致函海马

汽车证代处，截至目前暂未得到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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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 年上半年，海马汽车也

经历了连续 6 个月的销量下滑。 彼

时， 海马汽车公关部负责人黄正华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海马汽车

销量下滑的自身原因一方面在于产

品更新速度较慢，从 2013 年起海马

汽车平均每年推出一款新车。 另一

方面是核心产品 S5 到了生命周期

晚期，消费者预期会下降，这也影响

了海马汽车的销量。

这一点在海马汽车对深交所

2017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中也有提

及。 海马汽车表示，2017 年，公司

正在品类战略推进过渡期间，基于

战略定位的全新产品仍在开发周

期内，原上市产品进入生命周期末

期，产品竞争力下降。 海马汽车方

面此前计划在 2017 年实现 20 万

辆 的 销 量 ， 最 后 全 年 销 量 为

140432 辆。

这一情况延续到了 2018 年，作

为海马汽车主力车型的 S5 海马 S5

在今年四五月份的销量均是刚刚过

千辆，在 SUV 销量排行榜的百名之

外。 而在 2016 年底、2017 年初时，

S5 月均销量都在一万辆左右，成绩

排在 SUV 销量排行榜 30 位前后。

不过，在传统燃油汽车上，海马汽车

目前还是继续聚焦 SUV 和 7 座

MPV，预计在今年下半年投放海马

二代 S5。

整体来看，2018 年 1~5 月，海

马汽车累计销售汽车 35778 辆，同

比下滑 43.43%。 从车型上看，SUV

下滑幅度最大，同步达到 -50.31%，

MPV 销量最少，仅为 2137 辆。海马

汽车前 5 个月累计生产汽车 33519

辆，同比下滑 46.12%。

而今年海马汽车出现产销量大

幅下滑或许是为新能源新品尽快实

现量产让道。 海马汽车证券事务室

主任谢瑞在回复为何 2018 年 4 月

份销量大跌的问题时表示， 公司 4

月份产销数据不理想， 主要为公司

新品将在 6 月底 SOP（指产品量产

下线，下同），现阶段工作重点为限

产清库。

而在 6 月底 SOP 的车型是

300km 续航电动汽车 E3 产品，电

动汽车 E1 和 E5 产品将在今年年

底 SOP。 谢瑞进一步表示，2019 年

以后，插电式混合动力产品、深混产

品、 全新结构长续航智能网联电动

汽车等将陆续投放市场。

汽车行业分析师钟师对记者表

示， 传统车企选择大力加注新能源

也相当于重新换道赛跑， 传统燃油

车难以突破的情况下， 换道新能源

相对有更多机会。 但即便发展新能

源领域， 也无法消除此前在发展传

统燃油车上遇到的问题，如配套、供

应商、 人才等等短板还是要想办法

克服， 这些问题不会因为企业换了

车种就不存在了。

产销双双大跌

官网信息显示，目前，海马新能

源主要在售的产品有爱尚 EV、海马

@3、普力马 EV，而这三款车型从市

场竞争力的角度说， 无论销量还是

本身的产品力都还不够突出。

据车主之家的统计，海马爱尚

在 2018 年 5 月单月还实现了 3278

辆的销量，4 月有 1326 辆， 不过在

此之前其月销量都基本在 500~600

辆。 具体来看， 爱尚 EV160 与 @3

两款新能源车型， 最大续航只有

200 公里， 而多数自主车企早已推

出 300 公里、400 公里以上的续航

车型。

汽车行业知名评论员张志勇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海马汽车目

前还未在新能源方面让市场看见比

较突出的表现。 其需要对自身的新

能源汽车产品进行合理的市场定

位， 对海马汽车这样的传统车企而

言，由于拥有在整车制造的经验、技

术等方面的优势，机会还是很大的。

但现实与理想总是有差距的，

海马汽车虽然早就对新能源有规划，

不过由于推进节奏的缓慢和市场影

响，其新能源汽车产品还需要尽快实

现新突破。 2017年 9月，海马汽车全

资子公司———海马汽车有限公司与

小鹏汽车签署了《小鹏品牌汽车合作

制造框架协议》，双方将合作开展研

发、生产、销售小鹏新能源汽车。合作

项目中，海马汽车方面负责协议产品

的生产，双方初步确定协议产品的生

产产能为 5万辆 /年，该协议期限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止。

该合作内容目前换言之就是海

马汽车为小鹏汽车做代工生产，去年

底河南郑州海马工厂已经进行了小

批量的小鹏电动 SUV下线。此外，海

马汽车预计在今年年末具备投产条

件的“15万辆汽车技术改造项目”也

用于公司对外业务合作方（如小鹏汽

车）产品的生产制造，当然也包括公

司战略产品的生产制造。

钟师进一步表示， 海马汽车为

小鹏汽车进行代工生产也是为了尽

快落地一些新能源的计划， 同时也

能学习一下造车新势力的发展、运

作思路。 但最终还是建立好自己的

品牌去销售， 不过海马汽车的新能

源发展还需要时间， 在这期间让工

厂先运作起来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事实上，海马汽车在 2010 年就

将一笔 24.5 亿元的募集资金对子

公司———海马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进行增资，用于海马新能源 15 万辆

汽车技术改造项目。 在 2016 年 6

月，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又将这一

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海马新能源变更

为海马汽车有限公司。 海马汽车在

对深交所 2017 年报问询函回复中

表示，因公司产销规模未达预期，原

工厂设备及产能情况已满足需求，

为避免产能闲置，提高投资效率，公

司决定延后“15 万辆汽车技术改造

项目”的建设进度。

张志勇认为，“传统车企给造车

新势力做代工的一个直接好处是可

以收取代工费， 但其中也蕴藏着一

定的风险。 在单方投资比较大的项

目中， 如果造车新势力企业届时的

产销量规模不如预期多的话， 可能

会出现前期的投入产出比低的情

况，给传统车企带来一定的压力，如

果是双方共同投资去推进的话没有

太大问题。 ”

代工小鹏意在何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6 月

中旬， 在拜腾汽车举办的发布会

上， 公司的天使投资人冯长革终

于以“拜腾创始人兼联席董事长”

的身份， 站到台前说出其投资创

立拜腾的往事。

除了创立拜腾汽车， 冯长革

还是香港上市公司豪华汽车经销

商中国和谐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的

董事长。

公开资料显示，2014 年，因

为和谐汽车承接了特斯拉汽车在

国内的售后服务， 冯长革由此与

特斯拉汽车 CEO 埃隆·马斯克

见面。 特斯拉汽车使冯长革意识

到传统汽车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变

革。 2015 年，冯长革找到富士康

掌门人郭台铭、 腾讯掌门人马化

腾联合注册成立和谐富腾公司，

计划打造主打高端电动车市场的

FMC（拜腾汽车的前身）和主打

经济型电动车市场的爱车（爱驰

汽车前身）。

此后， 冯长革开始为和谐富

腾找来时任宝马集团副总裁、宝

马 i8 之父的毕福康，另外又挖来

时任英菲尼迪中国总裁的戴雷，

一个为“技术咖”，一个为“中国

通”。不过，随着一系列问题爆发，

和谐富腾内部出现了发展上的分

歧， 腾讯和富士康随即从和谐富

腾撤资。直到 2016 年 12 月，和谐

汽车才联合力合汽车、 晋亨投资

共同对拜腾汽车进行 Pre-A 轮

投资 6000 万美元。 此后，2017 年

8 月， 终于完成了 2.4 亿美元 A

轮融资，再加上 Pre-A 轮的 6000

万美元，共 3 亿美元融资额度，让

拜腾汽车渡过最困难的时期。

冯长革曾被称为河南最神

秘的企业家，2016 年 11 月，河南

省政法委原书记吴天君被宣布

立案调查， 而冯长革在此前的

5 月份已经“消失 ”，相关媒体

报道称其被有关部门带走“协

助调查”。 各种猜测纷然而至，

冯长革旗下公司的经营也产生

波动。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威马汽

车等品牌面临量产交付的“生死

考验”，而且，到目前为止，尚没有

一家造车新势力说自己的订单不

足，恰恰相反，其给人的印象都是

订单有很多，超出想象的多，甚至

达到“一车难求”的程度。

拜腾汽车方面此前曾发布

的首款 SUV 概念车型命名为

M-Byte�Concept， 并宣布 2019

年年底前在国内开设 25~30 家

品牌直销店 ， 第二款概念车

K-Byte�Concept 概念车，定位于

一款豪华中型轿车， 预计 2021

年推向市场。

据相关媒体统计，到 2018 年

6 月， 虽然拜腾汽车完成了 5 亿

美元的 B 轮融资， 加上之前的

Pre-A 轮和 A 轮融资，拜腾汽车

共融资大约为 8 亿美元（折合人

民币 51 亿元左右）。 虽然赶上了

小鹏汽车 2018 年 1 月时累计融

资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水

平，但与蔚来 2018 年 1 月时的累

计融资 150 亿元人民币、 威马汽

车累计融资 120 亿元人民币相

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钟师分析称， 根据拜腾汽车

与一汽集团的合作进展， 很有拜

腾汽车可能寻求一汽集团代工，

如果销售计划提前的话， 只能找

个公司代工， 依据上述两家公司

的计划，拜腾汽车短时间要交车，

肯定会采取代工模式。

生产资质尚缺

拜腾汽车：“量产关”难破

本报记者 刘颂辉 上海报道

近日， 新造车势力之一的拜

腾汽车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

方将在平台技术、投资入股、零部

件采购方面进行一系列合作。

作为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

拜腾汽车曾得到腾讯和富士康的

注资，但由于各方原因，中途发生

了撤资。目前，拜腾汽车已经推出

第一辆携带 49 英寸的感应式中

控屏概念车， 在近日举办的发布

会上， 拜腾汽车再次对外公布第

二 款 概 念 车 BYTON� K-Byte�

Concept， 并表示第一款车将于

2019 年底量产，第二款轿车量产

车则将于 2021 年推向市场。

据国家发改委发布《汽车产

业投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纯电动汽车项目投资门槛进一步

提高，而拜腾汽车尚且还没有新能

源汽车生产资质。 此外，从综合进

展来看，拜腾汽车在南京的生产基

地还没有完工，样车的送检工作也

未完成，相比其他 7家通过国家发

改委和工信部双重资质核准后开

始销售汽车的新势力，以及通过代

工实现快速生产和交付的新势力

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

针对公司的生产进度和资质

问题，《中国经营报》 记者多次致

电并致函拜腾汽车公关方面负责

人，截至发稿，其并未作出回应。

根据拜腾汽车与一汽集团的

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智能新能源

车领域加速布局，在技术层面，一

汽集团计划将一汽的新能源车平

台与拜腾汽车的电动车平台进行

共享和整合， 共同开发新一代拜

腾的电动汽车产品。

对比拜腾汽车去年艰难完成

的 2.4 亿美元 A 轮融资， 今年 6

月份， 拜腾汽车对外高调宣布 B

轮投资人：中国一汽集团、启迪控

股、宁德时代、江苏“一带一路”投

资基金等。这也意味着，作为拜腾

汽车 B 轮融资的领投方，一汽集

团再次与之出现在同一个画框

中，双方的合作进入落地阶段。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

会专家颜景辉表示， 国内有关造

车新势力和传统车企的合作已经

不止一家， 造车新势力在产品方

面独具特点， 只是缺乏传统车企

的制造能力， 传统车企则急求造

车新势力的活力， 借助其前瞻性

的市场理念和产品的先进因素进

行改善。“双方都有比较大的诉

求，一个利益共同点。 ” 颜景辉分

析说。

记者了解到，今年 4 月，拜腾

汽车在南京的工厂试制车间正式

启用， 首批工程试制样车已经下

线， 更多工程试制样车也将陆续

下线，并将开展相关测试工作；公

司计划今年 10 月， 南京工厂冲

压、焊接、涂装、总装四大工艺车

间完工， 进行设备进驻。 截至目

前， 拜腾南京工厂仍然在紧张施

工中。

除了生产车间未竣工， 拜腾

汽车在产品方面还遭到专利侵权

的诉讼。日前，来自台湾的电动车

制造商昶洧汽车在美国正式起诉

拜腾汽车侵犯其“手势控制功

能”、“49 英寸 LCD 仪表盘面板”

和“可交换仪表盘面板”等三项

专利技术。

上述三项专利分别在 2015

年 9 月 15 日、10 月 15 日和 12

月 14 日申请， 并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和 2 月 7 日通过审查。 而查

询拜腾汽车展示此几项功能的时

间点看， 确实在昶洧汽车的专利

保护期中。

汽车行业分析师钟师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类似“专利保卫

战” 的侵权案件在商业上较为常

见，企业之间人才流动，企业在挖

人的时候，总会将一些设计思路和

业务机密带出来，双方谁也说不清

楚。而专利争端都是为了保护企业

各自的利益，具体拜腾汽车和昶洧

汽车会和解， 还是进行法律判决，

需要看双方协商的情况。

南京工厂尚未竣工

或寻求代工？

新架构下更显“鸡肋”

一汽丰田皇冠销量难提振

本报记者 黄婉银 童海华 广州报道

近日，关于一汽丰田皇冠将在明

年 2月正式停产，接替者为丰田新车

亚洲龙Avalon的消息甚嚣尘上。而 6

月 26日，丰田在日本发布了第 15代

皇冠，丰田章男也亲自上阵宣传。

《中国经营报》记者就一汽丰田

皇冠是否会停产退出中国市场的问

题致电致函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一汽丰田”）公关

室，其表示，目前暂时无法回应相关

问题。

另外与停产消息同时引发市场

猜测的还有一汽丰田的官降措施，其

宣布自 2018年 7月 1日起皇冠全系

车型在配置不变的基础上，官方指导

价统一下调 1万元。 对此，一汽丰田

公关室表示，官降是一汽丰田为响应

国家“关于降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

口税的公告”政策号召做出的相应价

格调整，除了皇冠车型，一汽丰田也

对普拉多进行了调价。

一汽丰田皇冠停产的传言之所

以备受关注，一方面是作为老牌“明

星车”， 其近年来在中国市场的竞争

力逐渐降低， 销量始终难以提振；另

一方面也与一汽丰田内部产品架构

有关。 今年北京国际车展期间，一汽

丰田总经理田青久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一汽丰田正处于发展调整

期，今年有四款车型将退市。 ”

一汽丰田在 2005 年引入了日

本第 12 代皇冠并国产，当年就在国

内正式上市，这也是皇冠自诞生 50

年来第一次在日本本土以外生产。

相关数据显示，在 2007 年，皇冠的

销量达到 5 万辆，超过奥迪 A6。 不

过次年，皇冠的销量就开始下跌。

记者统计发现，2008 年皇冠全

年销量约为 4.5万辆，月均销量 3785

辆。 2009年月均销量下滑至 2700余

辆，年底一汽丰田发布了全新皇冠，

2010年月均销量回升到 3700余辆。

此后， 皇冠的月均销量也都在 4000

辆左右，并无再向上突破。

2015 年，第 14 代皇冠上市时，

其定价在 30 万元以下， 与奥迪

A4L、 宝马 3 系等 B 级车处于同一

定价区间。彼时，一汽丰田方面希望

皇冠从价格、 定位上形成差异化竞

争，以最大限度地争夺市场份额，不

过最后还是未能如愿重回主流高档

车阵营。

2018 年 1~5 月，皇冠的累计销

量为 16723 辆， 而其此前多次对标

的奥迪 A6L、 宝马 5 系 Li、 奔驰 E

级车等 C 级豪华车月均销量都基

本在万辆以上， 德系品牌在中国豪

华车市场的份额从 2015 年 ~2017

年一直稳定在 70%左右， 日系始终

维持在 7%左右。

汽车行业知名评论员张志勇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随着国内汽

车市场近些年的发展， 合资公司不

断增多，国产化的国外品牌涌入，另

一方面国内自主品牌也在崛起，因

此市场竞争也就愈加激烈， 皇冠的

竞品车型在不断增多，强者恒强、弱

者恒弱。

汽车行业分析师钟师认为，皇

冠现在对丰田而言显得颇为鸡肋，

丰田的产品、技术是很厉害的，但皇

冠本身有一些特殊原因存在， 即其

并不是一款全球化产品。 皇冠长久

以来只在日本本土和中国市场销

售，日本也是用作出租车、礼宾车之

类的居多，市场比较小众，所以丰田

方面对于皇冠的投入也并不太多，

换代也比较慢。

渐成“鸡肋”

除了销量因素， 一汽丰田皇冠

停产的传言或许还与一汽丰田内部

产品结构调整、丰田 TNGA 构架的

打造有关。

2016 年一汽丰田停产了兰德

酷路泽，2017 年停产了锐志全系

列、 皇冠 2.5L�V6 车型和普拉多

2.7L 车型，这三款车型的共同特点

是大排量、销量不佳。据一汽丰田官

网的信息， 目前普拉多和皇冠分别

只有一款车型，普拉多 3.5L 和皇冠

2.0T。

在 2017 年 4 月的上海国际车

展， 丰田发布了面对未来的造车方

式———TNGA（Toyota�New�Global�

Architechture，丰田新全球架构），并

命名“丰巢概念”。 TNGA“丰巢概

念”不仅仅是产品的平台，它也代表

了丰田汽车在整个生产体系、 制造

体系、研发体系的变化。

一汽丰田在天津的“新第一生

产线”也就是 TNGA 架构生产线预

计能在今年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

预计在 2020 年前，一汽丰田将推出

至少 15 款 TNGA 车型。 传言中要

“接替”皇冠的亚洲龙就是基于丰田

TNGA 构架体系打造的，与第八代

凯美瑞同属于 GA-K 平台。

丰 田 TNGA 分 为 GA-C、

GA-K、GA-L、GA-N 等多个架构，

大多数丰田国产车车型集中在

GA-C、GA-K 两个平台。GA-N 平

台后驱平台目前只有在日本发布的

第 15 代皇冠和雷克萨斯 GS 两款

车型。换言之，如果一汽丰田要更换

第 15 代皇冠，还需要花费不小的成

本在国内专门建一条 GA-N 生产

线。而丰田 TNGA 的建立目的一方

面是彻底将全产业链进行整合，另

一方面是通过零件共享， 缩短新车

的研发周期、降低车型的研发成本。

张志勇认为，比如铃木与菲亚

特这类品牌退出市场其实反而可

能是一件好事， 因为其本身在中

国市场的销量每况愈下， 很难再

翻身。 公司从战略层面的考虑可

能也不愿意再投入太多的精力、

财力去拯救这个品牌， 那不如及

时止损， 重新做出新的选择和品

牌引入。

亚洲龙作为一款中大型轿车，

一直专攻北美市场， 预计在明年

上半年国产上市。 如果一汽丰田

皇冠停产， 那么亚洲龙的新进入

也刚好填补一汽丰田中大型车市

场的空白。 根据天津发改委网站

显示的信息，去年 7 月，天津一汽

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正在对亚洲龙

（480B）项目正在进行主要设备的

招标工作。

TNGA�亚洲龙将接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