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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能源汽车步入快速发展

期，产业链上游企业营收与净利“水

涨船高”，包括动力电池企业宁德时

代、亿纬锂能，动力电池隔膜企业恩

捷股份，以及汽车玻璃制造企业福

耀玻璃等均收益不俗。

与此同时，上述新能源汽车产业

链企业已着手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

拓展并延伸企业价值链，强化产业链

整体协同。例如，亿纬锂能已与恩捷

股份合资设立公司，且经营范围涉及

矿产资源开采等，这也意味着二者双

双进军动力电池原材料领域。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加速

拓展业务版图的同时，新技术也不

断涌现。宁德时代透露麒麟电池已

实现量产，赣锋锂业规划推出三元

固液混合锂离子电池，而亿纬锂能

也已发布大圆柱电池。资本市场对

上述新技术消息反应积极，相关技

术涉及的多只个股持续上涨，助推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技术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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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势新能源提升净利润

在福耀玻璃 2022 年报中，福

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表示，2023

年，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严峻，欧美

发达国家经济将继续减缓，消费

需求将进一步降低，供应链恢复

稳定尚需时日，社会面信用风险

预计加大等，将成为年度发展的

重要影响因素。

实际上，当前越来越多的新

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打出“安全

牌”，保供、求稳成为行业发展共

识。基于此，新能源产业链企业

愈发加大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把控

和布局，以期形成产业链优势并

协同发展。

在企业自身拓展业务方面，

记者了解到，除了此前已布局的

锂盐版块，融捷股份将于 2023 年

规划投资设立融捷电源，主要从

事动力电池正负极材料的开发、

生产和销售，为融捷股份的产业

布局增加一环。

而在产业链相关企业合作拓展

业务方面，近期，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企业，尤其是动力电池产业链相关

企业之间的合作愈发明显且深化。

企查查消息显示，3月21日，云

南亿捷锂业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

本1亿元，亿纬锂能持股55%、恩捷

股份持股45%。云南亿捷锂业有限

公司经营范围包含非煤矿山矿产资

源开采、矿产资源勘查、基础化学原

料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矿物洗选加工、常用有

色金属冶炼等。

这也意味着动力电池企业亿

纬锂能和专注动力电池隔膜的

恩捷股份借此合资公司，双双进

军动力电池原材料领域，同时，

二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绑定更为

紧密。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亿纬锂能

2022业绩快报，报告期内该司营收

达363.05亿元，同比增长114.82%；

归母净利润 35.1 亿元，同比增长

20.79%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1.84 元 。

报 告 期 内 ，随 着 新工厂、新产线

进入量产阶段，该司动力电池出

货规模增长迅速，实现营收同比

增长114.82%。

相对于新能源汽车营收和净利

润发展情况，动力电池企业等新能

源汽车产业链企业业务面更宽泛，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

链企业营收和净利润等收益呈现正

增长。

产业链企业拓展业务布局

绝大多数已发布2022年度报告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均受益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而实现业绩上涨，并借势拓展并布局产业链上游领域。

新能源车产业链企业拓展业务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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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产业链企业愈发加大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把控和布局，以期形成产业链优势并协同发展。

当前，全固态电池、半固态

电池成为业内热议焦点，吸引资

本市场关注，多只涉及全固态电

池或半固态电池领域个股股价

被拉升。

尽管资本市场反应积极，但

宁德时代董事长、总经理曾毓群却

直指全固态电池或半固态电池技

术落地搭载仍有难度。在宁德时

代2022业绩说明会上，曾毓群坦

言，目前行业研发方向上有全固

态、半固态（半液态）电池等多种技

术形态，有很多科学及技术的基础

问题尚未解决。

曾毓群表示：“宁德时代深

耕10多年，仍然认为全固态电池

等领域难以形成有技术可行性

和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就像前

几年行业在喊的石墨烯电池等

某些技术仍然未见真正落地。”

相对而言，宁德时代的凝聚态电

池可更快实现量产。

宁德时代方面表示，麒麟电池

已经实现量产。根据宁德时代与

赛力斯最新签署的长期战略合作

协议，AITO问界汽车新车型未来

将全面搭载宁德时代应用第三代

CTP技术的麒麟电池，能量密度最

高可达255Wh/kg，可实现整车超

千公里续航。同时，电池采用电芯

大面积冷却技术，可支持5分钟快

速热启动及10分钟快充。

受该消息面影响，3月29日10

时，麒麟电池板块指数报904.593

点，涨幅达2%，成交19.97亿元。

其中涨幅前4只个股分别为：飞荣

达 每 股 报 价 18.17 元 ，涨 幅 达

4.67%；银轮股份每股报价 14.37

元，涨幅达4.59%；铭利达每股报价

45.88元，涨幅达3.45%；宁德时代

每股报价400.13元，涨幅达1.92%。

而在大圆柱电池方面，包括宁

德时代、亿纬锂能等动力电池企业

均有布局。宁德时代方面表示，应

个别客户特殊应用要求，公司已研

发成功4680、4695等大圆柱电池，

能量密度接近麒麟电池。亿纬锂

能、鹏辉能源均针对家用或户用储

能市场，推出40135圆柱电池。

在钠离子电池方面，宁德时

代钠离子电池 2023 年将实现产

业化，同时将持续升级产品性

能。目前，宁德时代已发布的第

一代钠离子电池可应用于各种

交通电动化场景（包括二轮车），

尤其在高寒地区具有优势。同

时，宁德时代开发的 AB 电池系

统解决方案，将钠离子与锂离子

混搭，弥补钠离子电池现阶段能

量密度短板，发挥其高功率、优

低温性能的特点。

亿纬锂能则在投资者互动

平台表示，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6日推出钠离子电池，基于层状

氧化物正极和硬碳负极，以C40

铝壳为载体。此前，亿纬锂能中

央研究院副院长赵瑞瑞在产品

发布会上表示，虽然钠离子电池

能量密度目前低于锂电池，但钠

离子电池低成本、长循环的优势

将在大规模储能、动力电池领域

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3 月下旬，融捷股份、恩捷股

份、福耀玻璃等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企业陆续公布2022年度报告，得益

于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加大，上述产

业链企业在过去的一年中基本实现

营收、净利润双双上涨。

融捷股份2022年报显示，报告

期该司实现营收29.92亿元，同比增

长 225.05%；归母净利润为 24.4 亿

元，同比增长 3472.94%。尤其在

2022年第四季度，融捷股份实现营

收13.1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11.85

亿元，达到全年最高值。

根据融捷股份2022年报，报告

期内，该司前5大客户中，第一名为

融捷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第二名

为比亚迪，均为融捷股份关联方。

其中，融捷股份向第一名客户主要

销售锂精矿 5.53万吨（6%品位），向

第二名客户销售电池级锂盐 1308

吨、销售锂电设备658台。

对于净利润大幅增长，融捷股

份主要归因于投资的联营锂盐厂。

记者了解到，融捷股份联营锂盐厂

一期 2 万吨/年锂盐项目于 2023 年

1月1日开始试生产，并于7月进入

正式生产阶段。报告期内，联营锂

盐厂实现营业收入60.57亿元，共销

售锂盐1.42万吨，其中关联交易销

售 数 量 4420 吨 ，关 联 交 易 收 入

17.07亿元。报告期内，联营锂盐厂

实现净利润33.37亿元，为融捷股份

贡献投资收益13.35亿元，成为融捷

股份2022年度净利润的最大来源。

而专注于生产汽车玻璃的福耀

玻璃2022年年报显示，报告期内，该

司合并实现营收280.99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19.05%；利润总额55.7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09%；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56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1.16%。

福耀玻璃表示，随着汽车“新四

化”发展以及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

断提升，越来越多的新技术集成到

汽车玻璃中，推动汽车玻璃朝着“安

全舒适、节能环保、美观时尚、智能

集成”方向发展，智能全景天幕玻

璃、可调光玻璃、抬头显示玻璃、超

隔绝玻璃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

升，较上年同期上升6.21个百分点。

除此之外，主营锂电池隔膜的

恩捷股份在2022年报中表示，受益

于该司湿法锂电池隔离膜产量和销

量持续稳定增长等因素，该司报告

期内业绩实现大幅提升，湿法隔膜

产能规模超70亿平方米，全球湿法

隔膜市占率约为46%。

专注导热材料等领域的飞荣达

2022 年营收 41.25 亿元，同比增长

34.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9618.71万元，同比增长219.62%。

报告期内，该司收入增长主要得益于

公司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光伏及储

能等）等业务规模增长。

动力电池新技术涌现

目前，全固态电池、半固态电池、大圆柱电池、钠离子电池等多

项动力电池技术层出不穷，资本市场反应积极。

造车新势力车企在高端新能

源汽车领域的布局，夺走了部分豪

华车的市场份额，已从“狼来了”变

为难以忽视的事实。

根据乘联会的统计数据，2023

年1月～2月，在30万元～40万元纯

电动车型中，蔚来ET5、宝马X3、宝

马3系、蔚来ES6、阿维塔11分别以

1.23万辆、0.7万辆、0.67万辆、0.37

万辆、0.34万辆位列TOP5之列。

而 2023 年前 2 个月，在 40 万

元以上的纯电动车市场，领军车

型主要是蔚来 ES7、蔚来 ET7、奔

驰 EQE、凯迪拉克锐歌以及极氪

009。可以看到，造车新势力在

豪华车市场已有着不可忽略的

存在感。

记者注意到，近日理想汽车

CEO 李想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电

动车对燃油车的进攻顺序是：第

一步，二线的自主品牌、合资品

牌、豪华品牌；第二步，一线的合

资品牌；第三步，一线的豪华品

牌。自主一线品牌会完成新能源

的自我替代，超豪华品牌和超跑

品牌不受影响。

而作为传统豪华车车企的代

表人物之一，奔驰 CEO 康林松日

前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中

国目前最具活力的新能源细分市

场在 30 万元人民币以内，这个价

格区间的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如

果我们看高档车，甚至是豪华车市

场，就会发现竞争其实还没开始，

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电动车几乎

是没有的。”不过，康林松同时表

示：“在转型时期，我们会认真对待

每个竞争对手。我会开很多竞品

车型，认真评估每一个对手。不光

是新势力，还有所有的传统厂商。”

在电动化赛道上，相较于自主

品牌以及造车新势力，豪华车企转

型的步伐更为缓慢，目前尚未有体

量可观的销量成绩以及具有竞争

力的产品。

根据乘联会披露的统计数据，

2023年2月，自主品牌中的新能源

车渗透率为52.9%；豪华车中的新

能源车渗透率为22.6%。

虽然传统豪华车品牌电动化

转型仍处在阵痛期，但现阶段一个

明显的态势是，豪华车品牌对中国

高端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表现出

极高的重视。

康林松对记者表示：“对于高

端豪华电动细分市场的成长，我们

也需要从战略上多一些耐心。”在

康林松看来，目前发展最快的新能

源汽车细分市场仍然是价格在30

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市场，大致占整

个新能源汽车 95%以上的市场份

额。“奔驰在这个价格区间的产品

布局相对较少，但高端电动车市场

在加速发展，奔驰也有更多豪华纯

电车型推出，在这一细分领域我们

可以有所作为。”

据悉，今年奔驰将在中国推出

6款纯电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包括全新 EQS 纯电 SUV 和全新

EQE 纯电 SUV。至 2023 年底，奔

驰在华新能源产品矩阵将达 17

款，覆盖较广的豪华细分市场。

同为豪华车三强的奥迪亦在

不断调整在华电动化转型策略和

节奏。

今年3月，奥迪官宣高层人事

调整，自 3 月 1 日起曾慧芳（Katy

Tsang）将出任奥迪中国市场营销及

销售执行副总裁。对此，奥迪中国

总裁温泽岳表示：“曾慧芳女士在中

国及全球市场拥有丰富的销售和

市场营销经验，这对公司加速电动

化转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温泽岳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

时表示：“对于未来我们有宏大的

计划。我们将通过革新产品生产、

优化销售网络来强化奥迪的在华

地位。随着新品的推出，我们肯定

会在市场中有更好的表现。”

“2024年和2025年，我们会以

新品推出的方式在中国的电动车

市场开启新一轮攻势。”奥迪全球

CEO杜思曼近期在接受媒体记者

采访时说道。

宝马集团也在加速推进产品

电动化。3月26日，宝马集团董事

长齐普策（Oliver Zipse）在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今年内宝马在

中国市场将提供 11 款纯电动产

品，几乎涵盖所有核心细分市场。

在 2025 年下半年，宝马集团将投

产新世代车型，并在之后 24 个月

内密集推出6款新世代车型。

除 了 豪 华 车 头 部 阵 营 的

“BBA”，记者注意到，捷豹路虎也

推出了相关举措推进电动化转

型。本月初，捷豹路虎与奇瑞捷豹

路虎共同宣布启动在华人事调整，

自4月1日起，吴辰将正式出任联

合市场销售与服务机构（IMSS）总

裁，直接向捷豹路虎全球董事、捷

豹路虎中国CEO及总裁潘庆及奇

瑞捷豹路虎董事会进行汇报。业

内认为，吴辰的加入将使得捷豹路

虎迎来更为稳固的本土化管理团

队，助力捷豹路虎加大本土化工作

的推进，推进电动化转型。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当前二线

豪华阵营中的“大哥”，今年年初，红

旗亦宣布将“ALL IN”新能源，并全

域推动所有车型的电动化。记者从

一汽红旗方面获悉，按照规划，一汽

红旗到2025年总销量将达到100万

辆级，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50

万辆；到 2030 年，销量突破 150 万

辆，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销售主体。

豪华车市场座次重排：“BBA”领跑 二线豪华品牌迎“压力考”

本报记者 尹丽梅 童海华 北京报道

国内豪华车市场迎来升温，各

品牌之间正在展开一场混战。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公布了

2023 年 2 月机动车交强险的上险

统计数据。2月，豪华车新车上险

总 量 达 26.94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28.12%，豪华车新车上险量占乘用

车市场份额突破2成，达20.48%。

具体来看，今年2月，中国汽车市

场豪华品牌销量前十名分别是奔驰、

宝马、奥迪、特斯拉、红旗、蔚来、沃尔

沃、雷克萨斯、凯迪拉克、捷豹路虎。

可以看到，奔驰是今年2月国

内豪华车市场销量冠军，宝马以

2071辆的差距位列其后，奥迪依然

排在第三。值得一提的是，在销量

前十的豪华品牌中，除雷克萨斯与

凯迪拉克外，其他品牌的销量均实

现同比正增长。

《中国经营报》记者还注意到，

2023年2月，豪华车市场的另一大

看点是造车新势力的“搅局”。造

车新势力蔚来汽车跻身二线豪华

品牌，位于2023年2月豪华品牌上

险量TOP10榜单第6位，呈现出蚕

食二线豪华品牌市场份额的态

势。特斯拉则位列榜单第4位，仅

次于“BBA”（奔驰、宝马、奥迪）。

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业内人

士对记者表示，目前的行业趋势是

二线豪华品牌调整压力加大，造车

新势力与豪华品牌正在展开全面

竞争，豪华品牌车企的电动化需要

加速。“高端新能源汽车品牌的快

速崛起正在改变着豪华车市场格

局，传统豪华车市场尤其是二线豪

华品牌持续承压。”

相对于2023年开年首月豪华

车市场的“冷淡”，2月豪华车市场

已有所升温。

根据乘联会披露的数据，2023

年1月，国内豪华车零售19万辆，

同比下降36%，环比下降28%。而

在2023年2月，国内豪华车零售20

万辆，同比增长 23%，环比增长

8%。乘联会方面表示，去年受芯

片供给影响的豪华车缺货问题逐

步改善，豪华车市场逐渐走强。

从中国银保监会公布的车企

上险数来看，2023 年 2 月，豪华车

市场依然是“BBA”唱主角。

上险数据显示，2 月，奔驰以

57401辆的销量成绩超越宝马、奥迪，

坐上豪华车销量冠军宝座。宝马的

销量为55330辆，落后奔驰2071辆，

位于豪华车品牌榜单第二位。从

2023年1～2月累计的销量数据来

看，宝马则以117352辆的成绩位居

豪华品牌榜单第一位，奔驰的销量为

116700辆，仅落后宝马652辆。

近两年，奔驰与宝马的“排位

赛”竞争程度在加剧，二者你追我

赶，成绩仅在伯仲之间。2022年，

宝 马 以 79.2 万 辆（含 BMW 和

MINI汽车）的销量，位居“BBA”之

首。奔驰则以75.17万辆的销量成

绩紧随其后。2023年1月，宝马再

次以 62008 辆的成绩登上豪华车

品牌榜首，奔驰的销量为 59297

辆，二者之间的差距为2711辆。

从上险数据来看，同处于豪华

品牌第一阵营的奥迪，与奔驰、宝

马之间的销量差距则相对较大。

数据显示，奥迪 2 月共上险 40234

辆新车，同比增长1.8%，环比增长

9.26%。2月，奔驰与宝马分别领先

奥迪17167辆、15096辆。

虽然国内豪华车市场“BBA”

三足鼎立的格局难以在短时间内

撼动，但在二线豪华车阵营中，随

着造车新势力的强势搅局，竞争格

局已悄然生变。

记者注意到，2 月，特斯拉以

34082辆的销量成绩位居豪华品牌

榜单第四位，仅次于“BBA”。特斯

拉的这一销量表现已成为常态。

除了特斯拉，造车新势力蔚来

汽车 11908 辆的销量，同比增长

110.24%的强势表现，跻身豪华品

牌榜单第 6 位，将沃尔沃、雷克萨

斯、凯迪拉克、捷豹路虎、林肯等传

统二线豪华品牌甩在身后。

在传统二线豪华车阵营，红旗持

续领衔二线豪华品牌。2月，红旗的

销量为17110辆，是豪华品牌上险量

TOP5榜单中唯一的一个国产品牌。

记者注意到，在二线豪华车阵

营中，除沃尔沃外，雷克萨斯、凯迪

拉克、林肯等品牌的上险量均出现

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雷克萨斯

的降幅最大，达到21.48%。

上险数据显示，沃尔沃、雷

克萨斯、凯 迪 拉 克 、捷 豹 路 虎 、

林 肯 2023 年 2 月 的 销 量 分 别

为 10857 辆 、10153 辆 、8835 辆 、

8024 辆、3949 辆，同比变动幅度

分别为 37.9%、-21.48%、-7.93%、

59.11%、-6.22%。

可以看到，在豪华车阵营中，

一线豪华品牌与二线豪华品牌之

间呈现出两极分化趋势，一线豪华

品牌仍然占据豪华车市场主导地

位，而二线豪华品牌在造车新势力

的挤压下，面临市场份额被造车新

势力蚕食的现状。

“当下，传统二线豪华品牌可谓

腹背受敌。一方面‘BBA’将产品价格

进一步下探，挤压二线豪华车市场；

另一方面，造车新势力凭借有竞争力

的高端新能源汽车亦在强势抢夺豪

华车市场。与此同时，在电动化赛道

上，传统二线豪华车企在转型和反应

速度上相对较慢，这使其较为被动。”

上述资深业内人士对记者说道。

新势力“搅局”豪华车市场

电动化转型仍是竞争焦点

问界汽车新车型未来将全面搭载宁德时代应用第三代CTP技术的麒麟电池。 本报资料室/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