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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第三家工厂即将投产
宝马持续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

本报记者 陈茂利 北京报道

近日，大陆集团、麦格纳、现

代摩比斯、安森美等多家跨国零

部件供应商发布2022年第一季

度财报。

《中国经营报》记者关注到，

受新冠肺炎疫情、电子元器件短

缺以及采购和物流成本增加等

诸多外部因素共同影响，跨国零

部件供应商第一季度经营业绩

受到挑战，多家供应商出现“增

收不增利”，甚至营收、净利润双

降的情况。

不过，在电气化领域收获可

观订单成为部分厂商业绩报表

中的亮点。纬湃科技首席执行

官安朗（Andreas Wolf）针对一季

度业绩表示：“我们在电气化领

域新增订单屡创新高，2022年第

一季度，我们取得了近37亿欧元

的电气化订单，我们倍感自豪。”

本报记者 陈燕南 童海华 北京报道

在“双碳”目标之下，宝马集团

正向着绿色电动加速迈进。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

六五环境日当天，华晨宝马正式

发 布《华 晨 宝 马 汽 车 有 限 公 司

2021 可持续发展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报告》显示，2021 年

华晨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单车生产

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降低 7.8%，

2021年生产过程废钢回收量为7.1

万吨，2021 年回收零配件旧件重

量为867吨。

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高乐表示：“宝马集团将可持

续发展与循环经济视为中国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宝马通过

建立一套透明的报告体系，科学地

衡量可持续发展目标。2021年，我

们宝马集团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和各

个业务板块合力落实相关目标，在

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循环利用方面

取得了扎实进展。秉持‘家在中国’

的理念，宝马在带领汽车产业链绿

色转型的同时，也将与中国经济和

社会同频共进、协同发展，共建清洁

美丽家园。”

与此同时，宝马集团在中国

沈阳生产基地的第三个整车工

厂 —— 里 达 工 厂 将 于 6 月 下 旬

投产。据了解，该工厂遵循 BMW

iFACTORY 生 产 战 略“ 精 益 、绿

色、数字化”标准，BMW 首款纯电

动中型运动轿车——全新BMW i3

已在这里顺利投产，这标志着宝马

可持续发展战略持续落地的又一

里程碑。

当前，我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

度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宝马方面表

示，将秉承“家在中国”的理念，全力

支持辽宁的绿色转型，助力中国实

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的共促发展。

本报记者 夏治斌 石英婧 上海报道

“地球只有一个，可持续发展已

成为沃尔沃汽车除安全之外的另

一基石。”日前，沃尔沃汽车集团全

球高级副总裁、沃尔沃汽车亚太区

总裁兼CEO袁小林对外如是表示。

2022年6月5日是第51个世界

环境日，也是沃尔沃汽车发表汽车

行业首个《环保宣言》的五十周年

纪念日。“只有一个地球”是1972年

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届联

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时的口号。这

一会议将可持续发展提上了全球

议程，并设立了世界环境日。

作为第一个提出环保理念的

汽车厂商，沃尔沃汽车相关人员

在会议上发表了汽车行业首个

《环保宣言》，并表示：“我们作为

问题的一部分，也必须是解决方案

的一部分。”

50年后，瑞典和肯尼亚于2022

年6月2日-3日举办“斯德哥尔摩+

50”国际会议，并于6月5日在瑞典

再次主办世界环境日。值得一提

的是，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仍然

是“ 只 有 一 个 地 球 (Only One

Earth)”，旨在呼吁各国对政策和选

择进行变革，推动践行更清洁、更

绿色、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实现

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在

环保理念的影响下，很多国家、机

构、企业等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可持

续发展、加快能源转型等的环境保

护行动，沃尔沃汽车更是身体力行。

早在1945年，沃尔沃汽车率先

引入了零部件交换系统，通过专业

化处理让老旧零部件重获新生。

此后的近80年，沃尔沃汽车持续引

领全球可持续发展：从20世纪70年

代发明带氧传感器的三元催化器

并第一个用于汽车、80年代针对产

品设计的环保战略进行车辆生命

周期评估、90年代推出全球首款不

含氟利昂的车型，到2000年沃尔沃

汽车成为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创

始成员之一。

2017 年沃尔沃汽车成为第一

个宣布全面电气化的传统汽车厂

商，2019 年成为全球首家利用区

块链技术实现电池原材料追溯的

汽车制造商，2020 年建立绿色金

融框架，2021 年推出汽车行业首

个内部碳交易定价，2022 年成为

全球首家签署 SteelZero 倡议的汽

车制造商。

实际上，沃尔沃汽车已经实现

了全系车型都拥有电气化的目标，

并计划2025年实现全面电气化，届

时纯电车型销量占比至少达到

50%；在2030年成为100%纯电豪华

车企，并积极探索和电气化转型相

匹配的业务模式。

“通过一系列颠覆性的原发创

新，沃尔沃汽车始终致力于向全价

值链推广环保实践，不断拓宽业务

产业边界，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

贡献。”袁小林表示。

众所周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

加深，气候问题越发刻不容缓。沃

尔沃汽车在2019年发布“2040环境

计划”，力求在 2040 年之前将公司

发展成为全球气候零负荷标杆企

业，成为一家循环经济的公司。

其中，气候行动在沃尔沃汽车

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拥有最高优先

级，公司计划于2018年至2025年期

间，将旗下每辆汽车全生命周期中

的碳排放平均降低 40％。沃尔沃

汽车 2022 年第一季度碳排放量较

2018年已下降13.4%。

据悉，2022 年，沃尔沃汽车在

中国的三大工厂——成都、大庆、

台州工厂，以及亚太区总部均已实

现100%电能碳中和。

电气化战略及电气化产品是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沃尔沃汽

车力争在 2030 年成为纯电豪华车

企。今年第一季度，沃尔沃汽车电

气化产品占总销售额的34%，其中

纯电动汽车占8%，在过去两个季度

里翻了一番，创下历史新高。

不仅如此，在不断深化电气化

转型的进程中，沃尔沃汽车尤其关

注中国动力电池等电动汽车相关

行业的潜在价值，始终致力于全面

打造电动汽车生态系统。今年年

中，沃尔沃汽车全球电气化产品产

量将提高到15万辆，电气化产品的

份额也将持续增长。

而在上述规划中，亚太区工业

及商业方面进一步深化的电气化

布局将起到关键作用。今年的世

界环境日，沃尔沃汽车旗下首款纯

电动车型都市豪华纯电 SUV 沃尔

沃 XC40 也迎来了全面焕新上市。

新车提供四驱高性能版、长续航版

和长续航PRO三个配置版本，官方

直售价26.7万元起。

对于沃尔沃汽车的可持续发

展，袁小林表示：“我们致力于以最

高标准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出行解

决方案，将可持续发展放在战略决

策的核心位置，通过努力实现气候

中和，拥抱循环经济并开展负责任

的商业活动，持续促进全球进步并

推动可持续发展。”

在打造“最绿色”电动车的理念

之下，宝马集团的BMW iFACTO-

RY生产战略正在不断推动全球工

厂的转型升级。

宝马方面表示，BMW iFAC-

TORY 生产战略是宝马集团对于

未来汽车生产的总体规划，它确定

了集团工厂和生产技术的未来方

向，并为电动时代的生产网络转型

提 供 一 种 全 球 化 的 解 决 方 式 。

BMW iFACTORY 生产战略将在

宝马集团全球所有工厂中逐步落

实，包括沈阳的三个整车工厂和一

个动力总成工厂。

记者从宝马方面获悉，BMW

iFACTORY 生产战略主要聚焦三

方面：精益、绿色、数字化。精益，即

效率、精确和高度灵活性；绿色，指

的是可持续性、资源的高效利用以

及循环经济模式；数字化，则代表在

生产中使用数据科学、人工智能和

虚拟化等先进技术。

而其中，BMW iFACTORY 生

产战略尤其强调生产的可持续性，

即节约资源、降低能耗、采用先进技

术、倡导循环经济模式。将于2025

年投产“新世代”车型的匈牙利德布

勒森工厂，其可持续理念的重点体现

之一就是完全不使用化石燃料，实现

了生产环节的二氧化碳零排放。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六五环

境日活动中，担任此次国家主场活

动贵宾车的全新BMW i3已经实现

了全生命周期碳减排，包括从设计

开发、供应链、生产、使用到回收阶

段，如采用励磁同步电机，降低了对

稀有金属资源稀土的依赖；在生产

过程中，使用 100%可再生能源电

力，并大量运用先进设备降低能源

消耗，生动诠释了宝马“绿色工厂打

造绿色车辆”这一理念，以实际行动

贡献清洁美丽世界。

事实上，在中国，沈阳生产基地

自2019年起就已实现100%可再生

能源电力供电生产。大东工厂产品

升级项目的涂装车间已实现 100%

可再生水用于工艺过程，也将在未

来进一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另外，虚拟化技术在BMW iF-

ACTORY生产战略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即将开业的里达工厂是宝马

集团第一家从设计之初就完全在虚

拟空间进行规划和模拟的工厂，包

括厂区布局、建筑设计、生产线规划

以及设备测试，都实现了虚拟化。

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融合，不仅

缩短了规划时间，还实现了远程维

护和实时协作。

同时，宝马还在生产中广泛应

用人工智能（AI）技术，来确保每一

台下线的BMW汽车都拥有卓越品

质。比如，在沈阳的动力总成工厂，

将本土团队自主研发的 AI 视觉检

测系统应用在汽缸盖质量检测中，

该系统能识别部件表面的微小瑕

疵，准确率高达99.7%。目前，沈阳

生产基地实现了约100项AI技术的

应用。

2025年投产“新世代”车型将实现零排放

当今，全球面临着来自气候变

化威胁、资源匮乏等多重挑战，共建

清洁美丽世界刻不容缓。除了用先

进技术和理念来支撑宝马的可持续

发展战略之外，宝马还向全社会传

递了公司应对全球可持续危机的积

极行动与庄严承诺。

6月5日，华晨宝马正式发布自

2014年以来的第九份《可持续发展

报告》。报告显示，2021年，华晨宝

马在中国首次成为汽车产量最大的

豪华汽车制造企业，但平均单车生

产碳排放实现了7.8%的降低，取得

了可持续发展治理的优异绩效。

在绿色物流方面，2021 年，从

大连港到沈阳生产基地的货物更

多地采用铁路运输方式，其中铁西

工厂有 50%、大东工厂有 90%的入

厂货物通过火车运达；同时，宝马

成为首家使用中欧铁路和成都综

合保税区进行车辆进口的豪华汽

车企业。

在宝马集团可持续发展战略指

导下，2021 年，华晨宝马可持续发

展绩效依旧卓越，连续三年荣登“汽

车企业绿色发展指数”榜首，沈阳生

产基地也连续第五年获得“国家级

绿色示范工厂”荣誉。

致力于为消费者打造“最绿色”

电动车的宝马集团，计划到2030年

在生产环节将单车碳排放量较

2019年降低80%。目前，宝马集团

电动化进程正在提速，2022 年，宝

马集团量产和试生产纯电动车型

预计将达15款，覆盖约90%的豪华

车细分市场。随着不久前BMW i3

的国产和 BMW i7 在中国亮相，宝

马为中国客户提供的纯电动车型已

达5款。

宝马集团也在提供电动出行服

务方面不遗余力，开展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积极推广绿色电力充电，截

至2021年年底，宝马集团在国内已

经整合了 365713 个充电桩作为统

一的充电网络，覆盖318个城市。

在供应链碳减排方面，华晨宝

马对采购和供应链建立了一系列全

方位的可持续标准和措施，为自身

和商业合作伙伴提供可持续发展相

关指导。通过实施“中国供应链减

排计划”，采用多种方式减少全供应

链的碳排放。

2022年量产和试生产纯电动车型预计将达15款

袁小林：可持续发展成沃尔沃除安全之外另一基石

跨国零部件厂商一季度财报：

营收承压
电气化成利润增长新引擎

“俄乌局势及其对本已居高

不下的能源价格、紧张的物流链

和大宗商品市场产生的剧烈影

响，给过去的这个季度蒙上了阴

影。面对多重挑战，我们采取了

多种举措，从而使其对盈利的影

响降到最低。”大陆集团首席执

行官司徒澈（Nikolai Setzer）谈

及集团第一季度业绩时表示。

大陆集团发布的财报显示，

该集团第一季度销售额为93亿

欧元，同比2021年增长8.2%, 调

整后的息税前利润为 4.39 亿欧

元，同比下滑 39.8%, 调整后的

息税前利润率为4.7%。

与大陆集团一样，现代摩比

斯、安波福、舍弗勒等多家公司

第一季度出现了“增收不增利”

的情况。

比如现代摩比斯销售额相

比去年同期增长 15%至 89.9 亿

美元，但净利润同比下滑14%至

4.19 亿美元。安波福销售额同

比增长 4%至 41.8 亿美元，净利

润却下滑73.8%至0.73亿美元。

记者关注到，现代摩比斯、

安波福、舍弗勒等零部件公司

第一季度都遭遇了供应链难

题，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芯

片短缺。另外，原材料价格上

涨也是影响零部件公司业绩的

重要原因。

“由于缺乏半导体零部件导

致汽车产量下滑，原材料价格上

涨推高汽车钢材价格，以及向

（现代摩比斯）海外工厂运送汽

车零部件的空运费用增加，季度

净利润下降。”现代摩比斯发言

人表示。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

度全球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产

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4.5%

至 1970 万辆（2021 年第一季度

为2070万辆）。其中，欧洲乘用

车和轻型商用车市场汽车产量

为 380 万辆，同比下降 19.1%。

北美汽车市场汽车产量为 360

万辆，同比下降 1.8%。中国乘

用车和轻型商用车的产量同比

增长610万辆，增幅6.1%。

不过，与大陆集团、麦格纳等

零部件巨头“增收不增利”相比，

得益于全球车用功率半导体的短

缺局面，半导体厂商安森美一季

度营收同比大增31%至19.45亿

美元，净利润为5.3亿美元。

在一些供应商、整车厂商为

芯片发愁时，在全球缺芯的大背

景下，安森美却在为产能担心。

有安森美深圳工厂内部人士透

露，其车用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IGBT）订单已满且不再接单，

但不排除订单中存在一定比例

的超额下单。

安森美总裁兼 CEO Has-

sane El-Khoury 针对一季度的

业绩如此说：“我们的重点战略

为安森美的利润率和增长带来

了持续的成果，凭借高度差异化

的智能电源和智能感知产品组

合、长期供应协议带来的强大能

见度，以及应对汽车功能电子

化 、先 进 驾 驶 辅 助 系 统

（ADAS）、能源基础设施和工厂

自动化等大趋势，安森美在保持

发展势头上处于有利地位。”

多家厂商“增收不增利”

虽然一季度遭遇了疫情、供

应链中断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

等难题，但也有零部件供应商财

报非常亮眼。记者查阅财报发

现，电气化业务订单成为这类公

司业绩增长的新引擎。

纬湃科技2022年第一季度

财报显示，该公司第一季度销售

额达22.6亿欧元，与2021年基本

持平。但其调整后的营业利润

同比却大增 164%至 4520 万欧

元。第一季度的净利润为-1130

万欧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亏损大

幅收窄。

记者从纬湃科技方面了解

到，该公司第一季度业绩改善主要

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面对严

峻的市场环境，该公司实施了严格

的成本控制；另一方面是其在电动

化领域斩获多个新订单。

事实上，从大陆集团剥离

后，纬湃科技电气化业务进展顺

利，先后获现代汽车、北美大客

户和国内长城、东风以及造车新

势力企业的多个电气化订单。

正在推动业务向电动化转

型的博世集团，今年第一季度整

体销售额增长了5.2%。其中，业

务规模最大和销售额最高的汽

车与智能交通技术业务销售额

同比增长4.8%。

结合博世集团 2021 年财

报，更容易看出该集团在电气化

转型上的效益。2022 年博世集

团的销售额增长 10%，达到 788

亿欧元。集团息税前利润增长

超过 50%。其中，汽车与智能

交通技术业务 2021 年销售额

增长7.5%。

对于在电动化方面的规划，

博世集团董事会主席史蒂凡·哈

通(Stefan Hartung)在近期博世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博世

将在未来三年内投资约30亿欧

元开发电气化和氢能源等气候

中立技术。另外，未来三年，博

世计划额外投资 100 亿欧元开

展业务的数字转型。

“以绿色电力为基础的电气

化是实现气候中立的最快路

径。这正是博世不断推进可持

续出行的主要原因。”哈通对外

表示，“2021年，博世的电气化出

行相关订单额首次超过 100 亿

欧元。”

舍弗勒也正在加速去内燃

机化，向电气化转型。早在2020

年，舍弗勒便围绕电驱动业务制

定了 2025 年战略，明确逐步退

出或剥离低投资回报率的发动

机、变速器零部件业务，引入燃

料电池业务，积极发展双极板技

术和电解氢技术。2021年8月，

舍弗勒宣布，将旗下内燃机链传

动系统业务打包出售给慕尼黑

私募股权基金 Lenbach Equity

Opportunities II。

舍弗勒一季度业绩亮点是，

新增订单 36 亿欧元（约合人民

币 254.4 亿元），其中 20 亿欧元

是电驱动订单。

根据舍弗勒 2025 年战略，

该公司电驱动业务年增长订

单 目 标 为 ：2020—2021 年 15

亿～20 亿欧元，2022 年之后为

20 亿～30 亿欧元。对比下来，

今年仅一季度订单就已经完成

全年增长订单目标。

“舍弗勒中国电驱动业务发

展目前正在按照企业的战略规

划继续加大投入，进入快速发展

阶段。”舍弗勒相关负责人表示。

电动化业务成新增长引擎

事实上，在中国，沈阳生产基地自2019年起就已实现100%可再生

能源电力供电生产。

报告显示，2021年，华晨宝马在中国首次成为汽车产量最大的豪华汽车制造企业。

在六五环境日活动中，担任国家主场活动贵宾车的全新BMW i3已经实现了全生命周期

碳减排。 本报资料室/图

沃尔沃汽车集团全球高级副总裁、沃尔沃汽

车亚太区总裁兼CEO袁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