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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

10年前，其次是现在。”汽车产

业迎巨浪时代，行动力不仅是

最好的商业模式，更是重新定

义思维方式的前提。坚实迈

出改革步伐，精准发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北汽集团三季度业

绩持续向好。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

从北汽集团方面获悉，北汽集

团旗下多家上市公司陆续发布

三季度财报。

其中，北京汽车销量、营

收、净利强势增长，经营水平

显著提高。数据显示，北京汽

车归母净利润为 40.17 亿元，

同比大幅增长24.96%；北汽蓝

谷加强自主研发，与产业链上

的龙头企业深度合作，不断突

破技术壁垒，满足用户个性化

需求，营收同比增长 63%；北

汽福田净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超越市场预期，新能源产品今

年累计销售同比增长 90%，夯

实了商用车第一市场地位。

有分析认为，北汽集团改

革成果加速显现，做实高质量

发展实效，从乘用车到商用车，

从新能源转型到海外业务发

展，北汽集团核心主业在今年

前三季度呈现出良好的竞争性

增长态势，为四季度收官奠定

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尹丽梅 童海华 北京报道

在国际碳壁垒“紧箍咒”越念

越紧的背景下，中国动力电池产

业出海局势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碳’已成为先发国家保护本

地产业的一把利器，短期内，国际

碳壁垒会削弱我国动力电池产业

竞争力，提高国内动力电池企业、

新能源汽车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合

规成本和风险。”近期，中国汽车战

略与政策研究中心绿色低碳部副

部长石红在2023年全球新能源与

智能汽车供应链创新大会上表示，

上文所述的成本包括研究、“犹豫”

等隐性成本，认证、试验、咨询所涉

及的费用等一系列显性成本，以及

由于对政策与国际法规认识不够

深刻而导致的误判成本。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动力电

池技术已处于全球领先水平，新材

料、新结构创新技术不断涌现。然

而，随着产业进入 TWh（亿千瓦

时）时代，我国动力电池及产业链

主要环节结构性产能过剩难题浮

现。国内动力电池市场已是“红海

一片”，于是更多的企业将目光放

在了出海上，以寻求增长空间。

不过，多位受访业内人士对

《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在国际

市场尤其是欧盟市场，碳壁垒已

经成为中国动力电池企业出海绕

不开的“拦路虎”。

面对碳壁垒这一话题，合肥

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轩高科”）工程研究总

院副院长徐兴无连续用了几个

“非常麻烦”“非常复杂”表达了他

的看法。“面对这些挑战，加速出

海，海外建厂是国内主流动力电

池企业的共同选择。”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秘书

长马仿列指出，在全球低碳、减碳

的大背景下，尤其是欧洲出台了

碳排放相关法规后，我们在电池

发展过程中要想融入全球体系，

中国电池企业必须要尽早把低

碳、绿色和碳足迹纳入发展计

划。“我们应促进动力电池绿色低

碳发展，加快构建动力电池碳足

迹标准体系，并与国际社会提前

对接，以实现标准统一和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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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产业出口竞争被削弱
中国企业迎战国际碳壁垒冲击波

北汽集团交出高质量发展成绩单：
三季度旗下上市公司实现竞争性增长改革成效凸显

持续推动改革北京汽车归母净利增加24.96%

积极推进出海探索蓝谷前三季度回升向好

在全球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格

局中，中国动力电池始终处在第

一梯队。

11 月 7 日 ，韩 国 研 究 机 构

SNE Research 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今年1—9月，全球市场动力电

池装车量约为485.9GWh，同比增

长 44.4%。在全球动力电池装机

量 TOP10 企业名单中，中国企业

依然占据 6 席，市占率达 62.9%。

宁德时代与比亚迪市占率之和依

然过半，达到52.6%。

随着国内动力电池市场逐渐

饱和，出海成为大家共同的选择。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累

计出口动力电池达89.8GWh，占同

期中国国内总产量的两成。其中，

欧盟是中国锂电池等绿色产品的

重要出口市场。SNE Research 披

露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在欧洲累

计规划产能超过了260GWh。

石红认为，在国际碳壁垒高墙

广筑的背景下，我国动力电池产业

面临以下挑战：核算范围大，覆盖动

力电池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数

据要求多且高；企业需要引用欧盟

认可的数据库，而这些数据对中国

实际情况存在高估。就企业实景数

据而言，由于“材料获取和预处理”

碳排放从采矿开始算起，供应链长、

涉及面广、工艺复杂，企业通过建立

实景数据计算难度较大；法规对“电

池制造”环节碳排放的数据要求较

高，电池企业需精准掌握实景数据

并上报，数据安全受到威胁；国内外

对绿电认证要求不同，相关认定短

时间难以达成一致。

“无论是电池护照的信息披

露，还是电池回收，对我们而言都

是挑战，但是我们必须得应战。”徐

兴无表示，中国目前每生产1KWh

动力电池约产生 100kg 的当量

CO2，约为先进国家的一倍。未

来，可以从降低碳排放，加大对节

能、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进行供应

链的创新等维度去推进降碳工作。

据徐兴无介绍，国轩高科获得

了大众动力电池定点项目，但大众

要求生产制造全部使用绿电。为达

到这一要求，国轩高科选择自建光

伏等绿电或购买绿电指标，同时在

供应链企业方面选择那些减少用电

量和能耗的产品，贝特瑞新材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线总经理庞春

雷表示，公司积极进行全球产业链

的布局，为应对挑战，在IRA法案提

出之前，就已经布局了印尼基地建

设，预计2025年会投产。

“美国IRA法案对电池原材料

和零部件都有本地化的要求和限

制，尤其是对中国。具体来看，到

2024年，IRA法案对于原材料的本

地化要求是要达到40%，对于电池零

部件的要求是要达到50%。到2029

年，该法案对原材料的本地化要求

要达到80%，对于电池零部件的本地

化则要求达到100%。在欧洲市场，

现在我们在与欧洲一些客户的接触

过程中，他们也给我们提了本地化

方面的要求，希望我们在2027年能

做到90%以上的本地化率，挑战还是

非常大的。”蜂巢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张成建议，在出海策

略上，为应对挑战，国内企业要一起

联合出海，这一点非常重要。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比日

韩企业有成本优势，但是中国企业

在海外市场上能否像在中国市场

上一样保持成本优势，这是很关键

的一个点。海外市场比中国市场

更为苛刻，中国企业在海外布局的

时候，最重要的是要适应海外市场

的环境。”浙江华友循环科技战略

发展中心副总经理李垣赞表示，为

应对挑战，公司一直在强调要构建

产业链垂直整合的竞争优势。与

此同时，布局海外新能源汽车市场

最重要的是要有成本优势，公司已

在钴矿、锂矿、镍矿等上游资源，前

驱体、正极等中游材料，回收利用

等下游循环环节进行了布局，以此

来保障成本优势。

碳壁垒对于中国动力电池产

业链企业而言是必须要跨越的一

道坎。石红建议，在国际碳壁垒的

压力之下，中国动力电池企业应借

此机会看到自己在碳管理方面的

薄弱短板，通过碳足迹分析识别高

碳环节，改进生产经营方式，提升

低碳竞争力；并与上下游企业跨界

信息共享，夯实数据基础。对于政

府而言，则是要完善国家碳管理体

系，加强国际协调。

北汽蓝谷第三季度数据显示，

2023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93.08

亿元，同比增长63%；在行业普遍降

价促销、市场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中，

销量达到54753台，同比增长91%。

据了解，北汽蓝谷成功开辟

“智能亲子车”新品类 SPV（Smart

Parenting Vehicle），极狐考拉“迅速

走红”，开启预售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就收获了 5206 台订单；与此同

时，北汽蓝谷还推出了极狐阿尔法

S森材版和T森林版、阿尔法S先行

版，展现了洞察用户需求、对应用

场景准确开发等能力。截至 2023

年9月末，极狐汽车运营门店共214

个，共覆盖67座城市。

按照规划，未来极狐汽车将以

场景造车为理念陆续推出 7 款新

品，逐步实现产品策略场景化应用

的彻底转型。

目前，北汽蓝谷正在持续深化

产业链合作，积极推进创新出海探

索，为 2023 年四季度和 2024 年的

发展筑牢根基。子公司北汽新能

源与华为宣布开展智选合作，首款

车型定位为高端智能纯电动轿车；

值得注意的是，北汽新能源与宁德

时代的合作迎来关键进展，极狐将

率先步入新能源汽车超充时代；北

汽新能源与博世高阶智能驾驶项

目也正式定点启动。

在海外市场方面，北汽新能源

与日本TURING公司正式签署高

阶智能驾驶产品合作意向书，首款

合作车型计划于 2024 年进入日本

市场销售；极狐汽车与阿联酋本奥

米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合作

协议，双方联手开拓阿联酋和沙特

两大中东市场。

北汽蓝谷方面表示，面对复

杂的外部环境和行业整体运行压

力，北汽蓝谷将专注产品品质，精

准洞察并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

持续布局，以“持之以恒”的心态

扩大市场。

碳壁垒大棒挥下

以碳为核心的新型国际绿色

贸易壁垒正在形成。

截至目前，欧盟已经搭建起低

碳“三板斧”，先后发布实施燃油车禁

售令、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俗称“碳关税”）以及《电池

与废电池法规》（以下简称“《新电

池法》”）。

其中，《新电池法》已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正式生效，并且将于

2024年2月18日起强制执行。法

案强调对涉及电池原材料采购、

制造、使用和回收的整个电池生

命周期进行监管，对电池护照、碳

足迹披露、可再生原材料使用比

例，按照时间节点进行监管是《新

电池法》的核心。

碳足迹是指电池全生命周期

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包含上游原材料开采加工、

中游电池生产制造、运输及下游消

费端所产生的碳排放。电池护照

则是电池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系

统，会记录电池全生命周期数据。

《新电池法》要求，自2025年2

月 18 日起，在欧盟成员国上市或

投入使用的电动汽车电池必须提

供碳足迹报告。2028 年 2 月 18

日，欧盟会对电动汽车动力电池

碳足迹设定最大排放阈值，在欧

盟市场销售的动力电池产品生命

周期内碳足迹不可超过该规定数

值。从 2026 年 8 月 18 日起，所有

动力电池产品需贴有包含一般信

息的电池标签，自 2027 年 2 月 18

日起，所有电池应贴二维码，LMT

电 池 、工 业 电 池（容 量 大 于

2kWh）、电动汽车电池应提供电

池护照。至 2027 年年末，在欧盟

国家销售的电池关键材料钴、铜、

镍的回收率均需达到90%，金属锂

的回收率要求为50%。

除了欧盟以外，美国等国家亦

出台相关准入政策，提高了贸易壁

垒，如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

日本《蓄电池产业战略》、韩国

《2030二次电池产业发展战略》。

“欧洲《新电池法》出台的背

景是，现在中国新能源汽车真正

实现了弯道超车，全球销量占比

60%以上。欧洲也要发展新能源

汽车，但是他们发现电池、原材料

大部分都是从中国进口。因此，

他们接受不了，要设置壁垒。”徐

兴无表示，碳足迹的核算方法比

较复杂，“不是请一个第三方机构

搞一个报告就行了，人家认不认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报告里的每

一项数据都要别人认，人家不认，

你就白做了”。

而且，碳足迹的核算还涉及

动力电池从原材料开矿到产品及

原材料生产，电池的包装、运输以

及其后续的使用、维护、回收等

“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过程。

在石红看来，欧盟推出燃油

车禁售令、“碳关税”和《新电池

法》政策的目的就是要设置“绿色

壁垒”。

“燃油车禁售令，通过强制

性法规和罚款的方式，在欧盟内

部确定了要倒逼产品的电动化

转型。但是随后他们发现，动力

电池所有的产业链都在亚洲，因

此他们就设计出了一套政策去

保护本地产业链的韧性，其中就

包括一系列碳壁垒相关法令。”

石红称，“碳关税”通过配额和缴

费的方式提高了进口材料的成

本，目的是可以保护本地的一些

材料企业。

石红认为，《新电池法》的发

布是一个典型的里程碑事件。“因

为要满足这个法令，不是花钱就

能解决的，它是一个产品准入机

制，不符合这个要求就出局，不能

在欧盟的市场销售。这个政策本

质上利用了欧盟可再生能源占比

比较高、能源结构相对清洁的优

势，逼迫所有产业链企业到欧洲

投资，从而提升本地产业链的韧

性。可以说‘三板斧’政策已经形

成了一整套机制互补的低碳管理

体系。”

一位动力电池从业人士对记

者表示，电池护照的信息披露要

求，对企业的管理和技术能力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给电

池材料的回收利用增加了合规难

度，可能影响中国动力电池在欧

洲市场的竞争地位。

中国企业应考“接招”

近年来，北汽集团持续推动改

革，一系列经营举措有力地推动了

北京汽车实现销量、营收、净利的

强势增长，健康的核心财务数据展

现出公司经营较大的增长空间和

增长潜力。

北京汽车第三季度业绩合并

报表显示，前三季度营业总收入

为 1544.1 亿元，同比增长 8.83%；

归母净利润为 40.17 亿元，同比大

幅增长 24.96%；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 230.33 亿元，同

比大幅增长 31.8%，经营水平显著

提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

前三季度，中国汽车制造业利润总

额为 3459.9 亿元，同比增长 0.1%。

相比之下，北京汽车前三季度营业

利润同比增长 4.1%，净利润同比

增长 6.2%，在整个行业内的表现

较为出色。

中汽协数据显示，2023年1—9

月 ，中 国 乘 用 车 产 销 分 别 完 成

1816.8万辆和1813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 5.6%和 6.7%。其中中国品牌

乘用车同比增长 21.2%，市场份额

升至 54.6%；汽车出口 338.8 万辆，

同比增长60%。

今年 1—9 月，北京汽车整体

已累计销售 77.3 万辆，同比增长

超 8%，基本锁定全年增长态势，

出口销量增速为 141.2%，基本面

持 续 向 好 ，整 体 产 销 增 幅 均 超

乘 用 车 市 场 平 均 水 平 ，跑 赢 市

场大盘。

2023年，北京汽车在战略层面

以“一个北京”为核心，持续强化内

部改革成果。市场层面，以国内、

国际“双战略”为引领，以“提升销

量”为中心，生产、批发、终端三箭

齐发，燃油车、新能源车、越野车深

挖增量；运营层面，直面市场精益

管控，体系协同保障交付。

自主品牌“北京”1—9 月销量

同比增长 87.6%，连续三个季度实

现正增长。北京汽车同步挖掘国

际增量，1—9月累计出口汽车2.97

万辆，同比大幅增长141.2%。魔方

登陆欧洲市场，在西班牙、比利时、

罗马尼亚等国实现销售；在科威

特，北京汽车已经成为当地消费者

心中的中国越野车第一品牌。

中国动力电池企业应借此机会看到自己在碳管理方面的薄弱

短板。

电池护照的信息披露要求，给电池材料的回收利用增加了合规

难度。

碳壁垒对于中国动力电池产业链企业而言是一个必须要跨越的一道坎。 本报资料室/图

据悉，北京汽车将在广州车展期间正式推出全新BJ40。 本报资料室/图

今年以来，北汽福田积极调整

战略部署，发布了新能源战略以及

新能源生态布局规划，以不断迭代

的领先技术、多元化产品组合，不

断完善新能源物流运输解决方案，

加速绿色转型。

日前，北汽福田在云南交付

200 辆新能源物流车，为当地物流

公司提供新能源物流用车和全场

景新能源解决方案，以绿色产品和

全方位的便捷服务，助力云南省交

通运输行业的绿色转型。

据统计，今年前9个月，北汽福

田累计销售45万辆、同比增长25%，

而新能源汽车累计销售就达到

26397辆、同比大增90%。仅在9月

份，北汽福田的新能源汽车就已销

售4225辆，同比增长98.08%。

据刚发布的北汽福田三季度财

报统计，2023年三季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同比增加1.21亿元，实现大幅

增长，超越市场预期。近段时间，北

汽福田欧曼、奥铃、欧马可、祥菱品

牌的新能源车型集中上市，同步收

获众多订单，彰显出用户对北汽商

用车新能源车型的肯定与信赖。

今年前三季度的优异成绩单

让北汽集团吹响了“再出发”号

角。北汽集团方面表示，旗下整车

板块将持续加快新能源化、智能化

转型，加速研发成果的进一步落

地，乘商并举实现国内、国际双市

场齐头并进，延续竞争性增长态

势，形成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势能。

新能源战略加速推进福田前三季度销量大增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