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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兰 张家振 上海报道

临近晚上 10 点，位于上海

市临港新片区的特斯拉上海超

级工厂内部依旧灯火通明，每

隔几分钟，装载着国产 Model 3

的货车便接连从工厂内驶出。

这是《中国经营报》记者日前实

地探访特斯拉超级工厂时看到

的场景。

回忆起上海市和特斯拉在

2019 年共同创造的“当年开工、

当年投产、当年交付”的“特斯拉

速度”，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以下简称“上海经信委”）智能

制造处处长韩大东向记者回忆

道：“这确实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任

务，行业内没有这样的记录。当

时我们建立了一个微信工作群，

群名是‘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

决战’，过去这三年我们就是处于

‘每天都在决战’的状态。”

与此同时，以上汽集团为代

表的本土汽车品牌也进一步拉动

了上海市汽车产业的发展，形成

了以安亭地区、临港新片区、金桥

及张江地区等为代表的多层次产

业集群。根据上海市政府办公厅

此前印发的《上海市先进制造业

发展“十四五”规划》，到2025年，

上海市将努力提升汽车全球话语

权和市场份额，整车及零部件产

业规模达到1万亿元。

上海经信委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早年间，特斯拉的进入引

爆了国内的新能源产业链；近年

来，上海市政府推动传统车企的

转型，支持上汽集团等企业，培育

本土高端新能源汽车品牌。”

上海汽车产业向新图强：争夺全球话语权

“引进特斯拉项目的谈判，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主要是由

于特斯拉计划在上海建设独资

工厂，而当时在国内的汽车制

造业有外资股比的限制，我们

都在等相关政策的落地。”韩大

东向记者回忆道。

据了解，2018 年 6 月 28 日，

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发布了《外

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

清单）（2018年版）》，明确从当年

7月28日开始取消专用车和新能

源汽车的外资股比限制。当年7

月10日，美国特斯拉公司与上海

市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与上

海临港管委会和临港集团共同签

署了纯电动车项目投资协议。

根据协议，特斯拉公司将在

上海临港地区独资建设集研发、

制造、销售等功能为一体的特斯

拉超级工厂。此后，特斯拉上海

超级工厂在上海临港新片区快速

建成，并成为我国汽车行业放开

外资股比限制后的首个外商独资

整车制造项目。

借助上海超级工厂释放出的

巨大产能，特斯拉在中国和全球的

销量迅速“井喷”，巩固了其新能源

汽车第一梯队的国际地位。特斯

拉方面近日向记者表示：“2021年，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交付量超

过48万辆，同比增长了235%，而特

斯拉在 2021 年的全球交付量为

93.6万辆。这也意味着，特斯拉上

海工厂的交付量占比已经超过

50%，占据了‘半壁江山’。”

另一方面，特斯拉正在考虑在

中国建设新工厂。2021 年 10 月

份，特斯拉CEO马斯克在年度股

东大会上称，新工厂可能在2022

年开始选址，在 2023 年作出决

定。不过，特斯拉方面向记者表

示：“目前选址工作尚未开始。”

据介绍，在引入特斯拉项目

时，上海市政府便表示，这将助推

上海高端制造业发展，加快建设

世界级汽车产业中心，为上海迈

向卓越的全球城市提供有力的支

撑。上海经信委相关负责人向记

者指出，3 年左右的发展结果证

明特斯拉犹如一条“鲇鱼”，不仅

触发了上海汽车产业的转型，还

推动了全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迈入

发展的“快车道”。

“特斯拉的进入，让国内消费

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普遍

得到了提高，也拓宽了国内新能

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空间。”韩大

东也告诉记者，特斯拉目前的国

产化率已经达到了 90%，为国内

的企业带来了发展的机会，提升

了国内汽车产业链的整体发展

水平，并带动了超10万人就业。

特斯拉“鲇鱼效应”

特 斯 拉 和 上 汽 集 团 等 整 车

企业面向“新四化”（电动化、网

联化、智能化、共享化）的布局也

带动了上海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的发展。

根据上海市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2 月发布的《上海市加快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实施计划（2021—

2025 年）》，到 2025 年，本地新能源

汽车年产量超过 120 万辆；新能源

汽车产值突破3500亿元，占全市汽

车制造业产值35%以上。

在韩大东看来，上海能够吸引

新造车企业及相关零部件企业进

入的首要原因，便是上海本地优越

的营商环境及产业生态：“政府部

门高速的办事效率，并且敢于先试

先行，敢啃‘硬骨头’。”

上海还在大力布局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抢占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机遇

风口。2021年8月，上海市政府与宁

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宁德时代”，300750.SZ）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宁德时代的入驻是我们主动

邀请的。”上海市经信委一位负责

人告诉记者，当时宁德时代董事长

曾毓群想向母校上海交通大学捐

献一笔费用，以成立未来能源研究

院。上海经信委获悉这个消息之

后，相关负责人组织宁德时代和上

海交通大学三方开了一个时长 45

分钟的早餐会。

韩大东表示：“经过几个月的

洽谈后，当初在早餐会上的承诺全

部兑现。目前，宁德时代的几个项

目全部在同步推进，其中电池工厂

的推进速度最快。目前，宁德时代

已经开始租赁厂房进行生产，2022

年预计该工厂能够实现两三百亿

元的产值。”

在氢能源发展方面，上海经信

委方向记者强调：“氢能燃料正在

成为上海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

重点之一。”根据计划，上海市正在

积极扩大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

支持燃料电池汽车在具备条件的

郊区公交、重型载货、冷链运输、环

卫、非道路移动车辆等领域示范应

用，推动在机场、港口、铁路等交通

枢纽实施一批示范应用项目。

“当前为了推广氢能，上海已出

台加氢站建设补贴、运营补贴等扶

持政策。”据接近市场的有关人士介

绍，2021年9月份，《临港新片区打

造高质量氢能示范应用场景实施方

案(2021-2025 年)》发布，并指出到

2025年，把临港新片区打造成为上

海氢能发展先行先试区、综合示范

区和产业引领区。

2021 年 12 月末，《嘉定区加快

推动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

展的行动方案（2021-2025）》正式

发布，并提出到 2025 年，嘉定区氢

能及燃料电池汽车全产业链总产

出力争突破1000亿元；实现燃料电

池汽车产业总部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企业技术中心总数超过100家；

燃料电池示范应用车辆总数不少

于3500辆。

根据计划，上海市将抓住全球

汽车产业变革调整的窗口期和机

遇期，支持本市汽车龙头企业加快

战略转型，增强自主品牌核心竞争

力，拓展国际主流市场，培育壮大

新势力车企；到2025年实现万亿级

产业规模，着力打造世界级汽车产

业中心。

抢占新能源风口

上汽集团作为国内产销规模

最大的本土汽车企业之一，则被上

海市政府寄予了打造自主高端新

能源汽车品牌的厚望。

据了解，上汽集团已在新能源

领域设立两大品牌，即智己汽车和

飞凡汽车，并推动两大品牌独立运

营。其中，智己汽车定位于高端新

能源品牌，飞凡汽车则主攻中高端

新能源智能化产品。

韩大东向记者透露：“智己汽

车和飞凡汽车是独立运作的公司，

生产制造基地都在临港新区，是上

汽集团重点打造的两个自主高端

新能源汽车品牌，同时也是上海市

政府推动传统车企转型的样本。”

上汽集团方面也向记者表示：

“公司将R品牌通过飞凡汽车以独

立品牌、独立公司的方式进行市场

化运作，探索数据驱动和产业共创

的新模式，有助于加快开拓中高端

智能电动车市场。”

根据上述《上海市加快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实施计划（2021—

2025年）》，上海市将支持生态主导

型企业发展，“支持上汽集团发展

新能源汽车，至 2025 年，自主品牌

乘用车新能源车型销售占比超过

30%，集团新能源汽车销售占比超

过20%，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综

合实力国内领先。”

目前，上海市已经形成了三

大汽车产业集群。其中，位于嘉

定区的安亭地区重点在新能源汽

车核心技术研发、关键零部件产

业化、示范应用方面取得突破；临

港新片区加快全产业链布局，持

续扩大高端新能源汽车生产能

力，推动整车出口；金桥及张江地

区发挥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软

件、通信设备产业优势，在视觉识

别、车用操作系统、车规级芯片等

领域加快布局。

据了解，上海市正在嘉定区

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中心核心承

载区，并已建立了电动汽车国际

示范区、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固

定式加氢站以及上海第一个以氢

能产业为特色的高科技园区嘉定

氢能港。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上海市

嘉定区已集聚蔚来汽车、理想汽

车、小马智行、地平线和重塑科技

等汽车“新四化”相关企业 340 余

家，其中规模上企业88家。2021年

1~11月，汽车“新四化”实现总产出

1117亿元。

而临港新片区也依托特斯拉

等头部企业，加大新能源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链上下游布局，汽车领域

关联企业已突破60家，2020年产业

规模突破 600 亿元。根据规划，到

2025年，临港新片区智能新能源汽

车工业总产值目标为1200亿元，是

新片区首个有望突破千亿级的产

业集群。

壮大汽车产业集群

C9上接

根据红旗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销量快报显示，12 月，红

旗汽车销量为 3.91 万辆，刷新单

月销量纪录，全年累计销量突破

30 万辆，同比增长超 50%。不过，

红旗只完成了年度销量目标的

75%，有专家分析，红旗未能完成

销量目标，主要还是受到芯片供

应影响。

分车型来看，红旗 H5 与 HS5

依然是“中流砥柱”，为品牌贡献了

主要的销量；旗舰车型红旗 H9 和

E-HS9也逐渐获得市场认可，2021

年分别销售40000辆、5400辆。

凯迪拉克 2021 年全年累计销

量23.31万辆，同比增长1.4%，再度

创下年度销量新纪录。其中，由

CT4 、CT5 、CT6组成的“新美式高

档后驱轿车家族”，全年累计销量

达9.46万辆，同比增长13.6%。

针对中型高档轿车细分市场

的主力车型 CT5，全年累计销量

6.21万辆，同比增长37.9%。另外，

凯迪拉克在 40 万元级大型高档

SUV市场投放的XT6，全年累计销

量3.80万辆，同比增长43.1%。

沃尔沃 2021 年中国市场全年

销量突破 17 万辆，同比增长 3.1%，

创历史新高。从具体车型来看，沃

尔沃 XC60 全年销量达 6.50 万辆，

同比增长 6%；S60 共售出 2.80 万

辆，同比增长29%；XC90销量同比

增长16%。

在高档车市场中，BBA一向有

着绝对的话语权与统治地位，但随

着这两年造车新势力崛起，它们的

话语权和统治力却在逐渐被削弱，

尤其是在电动化领域。

乘联会发布数据，在2021年新

能源 SUV 零售销量排行榜 Top15

中，有8款是造车新势力的产品，分

别是特斯拉 Model Y、理想 ONE、

蔚来ES6、蔚来EC6、小鹏G3 、哪吒

V、威马 EX5、蔚来 ES8。传统高档

品牌阵营，只有宝马 X3 BEV 以全

年累计交付2.1万辆的成绩上榜。

目前，在新能源轿车领域，是

自主品牌造车新势力和传统车企

的天下。

“传统高档品牌与造车新势力

在电动化领域的差距不只是销量，

‘蔚小理’等造车新势力依托智能

电动化攻势被贴上了‘科技’的标

签，但这一点却是传统高档品牌电

动产品的短板。”有汽车行业分析

人士向记者表示，“比如 BBA 的一

些电动产品还不能实现 OTA 升

级。与竞品相比，续航里程也不具

备优势。”

造车新势力已经抢占用户心

智，以BBA为首的传统高档品牌明

确感受到来自对手的危机。在对

手的环伺中，传统高档品牌的电动

化转型均在加速。

为了进一步加快在华的电动

攻略，宝马方面表示，计划在 2022

年推出26款新产品，其中7款是新

能源产品，包括 5 款纯电动车型：

创 新 BMW iX、创 新 BMW i4、

BMW iX3、纯电动 BMW 3 系、一

款纯电旗舰，以及两款插电式混合

动力车型。

2022年，奔驰将在中国推出21

款新产品，其中含8款新能源产品，

其中包括纯电及插电式混动车

型。梅赛德斯-奔驰内部人士表

示，“新能源市场在近两年进入快

速增长的时期，这也与我们的预期

一致。根据品牌战略和对市场、客

户——尤其对中国市场客户的了

解，梅赛德斯-奔驰将积极推出覆

盖各个细分市场的新能源产品。”

依托大众集团，奥迪方面近日

再次放出消息，将加速向智能网联

和可持续高端出行提供者转型，在

未来5年内对未来车型项目的预投

资将增至约 370 亿欧元，其中在电

动化和混动化领域就将规划约180

亿欧元。

二线高档品牌雷克萨斯正在

向纯电品牌转型，丰田汽车社长丰

田章男表示，“丰田从 2022 年到

2030 年的 9 年间，总计将投入 8 万

亿日元用于电动化转型，导入30款

电动车型，其中包括纯电动、插电

式混动、氢燃料以及普通混合动

力。同时，雷克萨斯品牌届时将转

为一个纯电品牌。”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有形市场

商会常务副理事苏晖对记者表

示，2021 年车市总体向好，但收入

减少，购买力下降对高档车市场

有影响，同时汽车电动化、智能化

正在加快发展，高档品牌将面临更

多挑战。

造车新势力围追与传统高档突围

另一方面，特斯拉正在考虑

在中国建设新工厂。

到2025年，临港新片区智能新能源汽车工业总产值目标为1200亿元，是新片区首个有望突破千亿级的

产业集群。

上海经信委方面向记者强调：“氢能燃料正在成为上海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点之一。”

打造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

临近晚上10点，位于上海市临港新片区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内部依旧灯火通明。 盛兰/摄影

东风日产e-POWER中国首款车型交付
如何实现“全新驾乘体验”？

作为 e-POWER 导入中国市

场的首款车型，e-POWER轩逸在

2021 年广州车展上市后，2021 年

12月底正式交付。

作为日产三大动力领域布局

之一，e-POWER 发力节能汽车

赛道，欲在当下提供融合燃油、纯

电、混动技术路线的优点，以“快、

顺、静、省”的“全新驾乘体验”著

称。e-POWER 此前已经受市场

考验并备受好评，2021年12月，凭

借e-POWER背书的两款车型又

拿下了 2021~2022 日本年度车型

大奖。

“全新驾乘体验”背后
e-POWER 轩逸，如何实现

“快、顺、静、省”的“全新驾乘体验”？

e-POWER 技术的标签为融

合动力，e-POWER 给出了自身

的解决方案。从技术原理上看，

e-POWER 车型行驶中全程用电

驱动，内燃机只用于发电，不参与

驱动汽车，始终工作在上佳工况。

逐一来看，“快”是指加速更

快，从最直观的参数表现上看，

e-POWER 轩 逸 的 0~50km/h 加

速时间为 3.8s，0~100km/h 加速时

间为9.8s。亮眼的参数背后，其搭

载了高功率专业电动机，起步阶

段即可输出 300N·m 的同级最大

峰值扭矩，驱动效率极高，动力输

出强劲。

与此同时，e-POWER 轩逸

采用的是电池体积和重量均大幅

压缩的小容量电池，从而减少整

车负担，但这也对电池的充放电

倍率提出了格外高的要求。得益

于日产在电驱和电池管理技术

上的长期积淀，该困难得以克服，

e-POWER轩逸采用功率型电池，

具有急速蓄能、瞬间释放的功能，响

应迅捷，可以从容应对各种工况。

“顺”和“静”，则分别指行驶平

顺和更高的静谧性。

具体来看，e-POWER 轩逸

之所以能获得更为平顺的驾驶体

验，一方面来自于其 100%电机驱

动，动力线性输出，另一方面为日

产特有的电机控制技术，逆变器

以 1/10000秒的精度控制电机，抑

制扭转共振，让加速更平顺。

静谧性方面，e-POWER 轩

逸喊出巡航工况下其“静谧性能

佳，驾驶室内聆听音乐和交谈毫

无干扰”，从技术上看，其可根据

车速和道路环境情况，智能匹配

内燃机启动时机，以达到上佳静

谧感受。

备受用户关注的“省”方面，具

体指省钱、省心、省时。

从数据上看，e-POWER 轩

逸的油耗低至 3.9L/100km，如此

燃油经济性背后，原因为其采用

了热效率高达43%的内燃机，且运

行时内燃机持续处于上佳工作区

间。另外，由于技术原理的不同，

e-POWER 车型加油补能方式无

疑更快捷。

践行“双碳目标”
伴随全球气候变暖、国家践行

“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东风日产亦

承担头部车企的责任，积极践行节

能减排。

从汽车产业发展现状来看，由

于纯电车型在解决部分技术难题、

降低成本、完善配套设施等方面

需要时间，用户正在面对一个多元

化的动力市场，节能汽车拥有巨大

的发展空间，东风日产积极引入

e-POWER技术，推动汽车行业电

驱化进程。

“（e-POWER技术）融合日产

70年纯电技术和近90年燃油技术

沉淀。”东风日产方面表示。

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总经理辛宇近期称，e-POWER

技术创造了独特的技术理念，将优

化后的内燃机和电动系统相结合，

实现优势互补，“使得 e-POWER

车型在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明显

降低”，这对于行业降碳，有着重要

作用。

e-POWER 技术已接受市场

的考验。e-POWER 车型在日本

累计销量已突破 50 万台，NOTE

e-POWER 位 居 日 本 紧 凑 级 车

型销量前列；2021 年 12 月，凭借

e-POWER 背 书 的 两 款 车 型 又

拿下了 2021~2022 日本年度车型

大奖。

根 据 东 风 日 产 的 规 划 ，在

e-POWER 轩逸之后，2022 年东

风日产会继续推出e-POWER车

型，预计到 2025 年将完成 10 款电

驱化车型的投放，其中包括 7 款

e-POWER车型和3款Zero Emis-

sion日产纯电车型。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