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靖斌 广州报道

近日，长安汽车智能

化、电动化转型的“捷报”

频频传来。

11 月 17 日，在 2023 第

二十一届广州国际汽车展

览会（以下简称“广州车

展”）现场，长安汽车以社会

价值引领科技应用为方向，

发布长安汽车电池规划。

继 发 布 全 新 电 池 规

划、长安“金钟罩”电池品

牌发布7天后，11月24日，

长安“金钟罩”首款标准电

芯即于时代长安工厂正式

下线。全新电池规划加速

落地，为长安汽车立足新

阶段、进军新赛道注入全

新动能。

与此同时，11月21日，

长安汽车与蔚来在重庆签

署换电业务合作协议，双方

将在推动换电电池标准建

立、换电网络建设与共享、

换电车型研发、建立高效的

电池资产管理机制等方面

展开合作。

而在智能化方面，11

月 25 日，长安汽车更是携

手华为签署《投资合作备

忘录》，并与华为的智能汽

车解决方案业务的核心技

术和资源整合新公司。

事实上，长安汽车一

系列的“捷报”背后，与长

安汽车的“三大计划”密不

可分。长安汽车相关负责

人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长安汽车持续推进第三次

创业——创新创业计划，深

入实施新能源“香格里拉”、

智能化“北斗天枢”、全球化

“海纳百川”计划，布局长安

启源、深蓝汽车、阿维塔三

大智能电动品牌，形成满

足不同细分市场需求的新

发展格局，全力向智能低

碳出行科技公司转型，向

世界一流汽车品牌迈进。

本报记者 陈茂利 北京报道

“ 仍 有 70% 的 客 户 选 择 了

燃油车”“新能源汽车盈利具有

一定挑战”“坚持‘油电并重’

战略”。

尽管“向电动化转型是大势

所趋”已经在传统车企中形成共

识，但向电动化转型，传统汽车

公司更倾向于采取“油电并重”

策略，多种技术路线并行推进。

近期，有多位传统车企高管

谈及采取“油电并重”战略背后的

原因，《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

这类战略选择是由市场、消费者、

业绩、新能源业务研发投入大等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燃油车是包括大众、丰田、

宝马、奔驰、通用等传统汽车巨

头的基本盘，基本不牢、地动山

摇。在新能源车型推进还未达

预期，第二增长曲线刚刚起步的

情况下，保证燃油车的基本盘，

为新能源业务发展提供现金流

保障，这对于传统车企转型至关

重要。”“汽车新四化”产业研究

者、知行韬略合伙人杨继刚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当被问及奔驰如何平衡燃

油 车 以 及 新 能 源 车 的 发 展 态

势？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股份公

司董事会成员、负责大中华区业

务的唐仕凯（Hubertus Troska）向

记者指出：“毫无疑问，我们希望

在 2024 年继续推动纯电车型在

华销量的增长，与此同时，仍会

在 2024 年推动我们在燃油车领

域的增长。无论是电动车还是

燃油车，我们都致力于把最优秀

的产品交付给客户。”

深入实施“三大计划”长安汽车携手华为深耕新能源赛道

传统车企转型之路：坚定“油电并重”战略

智能化、电动化转型提速

11 月 25 日，长安汽车牵手华

为引爆了国内的汽车圈。

根据备忘录，华为拟将智能汽

车解决方案业务的核心技术和资

源整合至新公司，长安汽车及关

联方将有意投资该公司，并与华

为共同支持该公司的未来发展。

据了解，长安汽车与华为成立

的新公司将致力于成为世界一流

的汽车智能驾驶系统及部件产业

领导者，并作为服务于汽车产业的

开放平台，对现有战略合作伙伴车

企及有战略价值的车企等投资者

开放股权，成为股权多元化的公

司。新公司将继续高质量服务好

客户，并与伙伴共同推动智能汽车

技术创新和领先、促进汽车产业繁

荣发展。

长安汽车董事长、党委书记

朱华荣表示：“长安汽车与华为

双方发挥各自优势资源，并与战

略伙伴车企携手，深度协同和战

略合作，将加速智能化技术大规

模商业化落地，让全球用户都可

以享受一流智能化体验，推动中

国智能汽车产业向规模化、集约

化、共享化发展，提升汽车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推动中国汽车

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推动核心技

术突破引领，推动中国汽车品牌

迈向世界一流。”

华为常务董事、智能汽车解决

方案BU董事长余承东亦表示：“我

们一直认为，中国需要打造一个由

汽车产业共同参与的电动化、智能

化开放平台，一个有‘火车头’的开

放平台。我们与长安深化合作，同

时还会与更多战略伙伴车企一起

携手合作，不断探索开放共赢的新

模式，共同抓住汽车行业电动化、

智能化转型的机遇，实现我国汽车

产业崛起的梦想。”

事实上，在电动化的浪潮中，

长安汽车也迎来产业规划与技术

的突破。

长安汽车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技术创新方面，在刚刚结束的广州

车展，长安汽车发布了电池规划，

分享了进军新能源动力电池行业

的技术、产品、体系规划。

据了解，长安汽车将打造国际

领先的自研电池品牌长安“金钟

罩”，通过电池与整车的内外兼

修，全面解决用户在能量密度、充

放电效率、循环寿命、低温性能等

方面的焦虑，带给用户“长寿命”

“真安全”“超高效”“快补能”的全

新体验。

11 月 24 日，长安汽车首款标

准电芯在时代长安工厂完成下线

仪式，这是继广州车展发布全新

电池规划之后，长安汽车进军动

力电池领域的又一里程碑事件。

长安汽车相关负责人介绍，长

安汽车通过“快离子环石墨”“超高

导电解液”“多梯度分层极片”“ 电

芯温控技术”等多项前沿技术的加

持，使电芯具备了高质量、超快充、

长循环、真安全等多项“技艺”。

此外，11月21日，长安汽车与

蔚来在重庆签署换电业务合作协

议，双方将在推动换电电池标准建

立、换电网络建设与共享、换电车

型研发、建立高效的电池资产管理

机制等方面展开合作。

朱华荣表示：“在国家大力发

展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的背景

下，蔚来换电模式的落地，具有

里程碑意义，长安汽车和蔚来此

次换电业务合作，将推动新能源

汽车产业进一步高质量发展，意

义重大。未来，长安汽车将不仅

仅在换电领域与蔚来合作，也将

在其他平台性、基础性生态领域，

从能源、充换电、整车、生态等方

面，持续加强和蔚来的合作，共同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格局的构

建，形成共创共享、互利互惠的良

性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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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计划”指引转型

“油电并行”推进转型

事实上，长安汽车之所以能在

智能化、电动化转型中“披荆斩

棘”，也离不开“三大计划”的指引。

在新能源战略——“香格里

拉”计划方面，长安汽车深耕“三

电”核心技术，其核心零部件自主

可控步入新的阶段。“七合一”超集

电驱、“七合一”智能整车域控制

器、微核高频脉冲加热等技术实现

行业首发，处于行业领先水平。此

外，长安汽车持续攻坚动力电池核

心技术，包括与宁德时代共同投资

15 亿元建立的时代长安动力电池

有限公司，年产能将达到25GWh，

助力长安汽车新能源发展步入快

车道。而长安汽车电池规划的发

布，长安“金钟罩”首款标准电芯正

式下线以及与蔚来签署换电业务

合作协议，更是助力长安汽车加速

向智能低碳出行科技公司转型。

在智能化战略——“北斗天

枢”计划方面，长安汽车不仅与华

为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业务的核

心技术和资源整合新公司，还创新

开发SDA平台架构，实现全球开创

性产业化的中央+区域环网架构开

发及车型搭载，系统时间同步精度

控制在1微秒内，单点通信故障可

无感恢复，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长安汽车打造行业领先的“灯

塔工厂”，构建数字孪生全场景，部

署30类算法模型，实时监控运营指

标，实现制造全过程数字化，制造

效率提升20%。运用一体化压铸、

钢铝混合生产等先进工艺技术，焊

接自动化率达 95%。全面推动数

字化转型，构建“云-网-平台-场

景”全新商业模式，持续优化国际

领先的精益制造体系；此外，基于

SDA平台，长安汽车还打造出一款

可变形、可互动、自定义、自充电的

“智能汽车机器人”CD701，这款车

将于明年量产上市，助力长安汽车

挺进“数智新汽车”时代。

而在海外战略——“海纳百

川”计划方面，目前，“海纳百川”计

划在多个区域落地，其中东南亚事

业部已完成当地注册，成为公司首

个集研、产、供、销、运于一体的海

外组织。

8 月，长安汽车泰国子公司成

立；11月，长安泰国工厂开始动工，

并在泰国举办长安汽车东南亚发布

会；在泰国布局全球的“右舵生产基

地”，将在2024年实现投产，首期产

能10万辆，二期将增加至20万辆。

10月，长安汽车在墨西哥发布

墨西哥战略与皮卡品牌。在欧洲

市场，长安汽车正设立欧洲总部，

将全新开发并导入一系列本土化

产品。同时，长安汽车将加快布局

欧洲、美洲、中东及非洲、亚太、独

联体五大区域市场，强化国际品牌

形象及品牌认知。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

院副院长、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宋向清指出，长安汽车“三大计划”

的核心是打造具有国际一流汽车

品牌水准的核心竞争力，对自主品

牌、国内外市场、人才引进、资本合

作以及全球新能源汽车标准的制

定和规则的设计都具有促进作用，

是中国汽车品牌高速发展过程中

自我修复、自我实现的先锋之举。

“这有利于在新一轮汽车产业

升级和市场竞争中拔得头筹，占得

先机，达到先发制人之目的。有利

于激发企业内部活力，激励企业员

工的创造性，激活效能不高的资源

和要素，促使企业在自我革命中挖

掘潜力，强化实力，焕发第二春。

有利于强化长安汽车品牌形象，强

化企业盈利能力，强化企业对外合

作主导权，促进企业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宋向清表示。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

朱克力则表示，长安汽车自主品

牌的技术路线和市场竞争力，将

推动新能源汽车电动化与智能

化的产业链发展。通过自研电

池规划，长安汽车有望引领电池

技术的进步，提高整个行业的技

术门槛。同时，与蔚来、华为等

企业的合作，将有助于推动相关

产业链的协同创新，加速智能化、

电动化技术的普及和应用。这种

产业链合作模式，将提升整个新

能源汽车产业的竞争力，推动中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向全球领先地

位迈进。

大众是跨国车企中向电动化

转型最为激进的一家车企，但这并

不意味着大众放弃燃油车业务。

基于更为现实的考量，大众在面向

“电动化”这一终极目标时，选择践

行“油电并重”的战略。

“新能源汽车盈利具有一定挑

战，我们在燃油车方面的积累能够

为我们继续投入新能源汽车，推动

新能源销量（增长）和（为）研发奠定

扎实基础。所以，大众汽车坚持‘油

电并重’战略，一方面在燃油车市场

继续巩固优势；另一方面，我们正在

加快电动化转型。”近期在广州车展

上，大众汽车乘用车品牌中国CEO

孟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

不仅大众，奔驰也选择“油电

双行”战略，“奔驰在迈向电动化的

过程中，践行着‘全面电动’的承

诺，但不可忽视的是，当下仍有

70%的客户选择了燃油车。因此，

我们在‘油电双行’的产品布局下，

向不同需求的客户提供相对应的

产品。”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张焱

指出。

丰田也是多种技术路线的拥

趸者。丰田汽车社长佐藤恒治在

11月初的日本移动出行展上表示：

“也许大家会心怀疑虑，是不是丰

田纯电不行才强调多路径，丰田做

纯电动车能行吗？没问题的。而

且不仅仅是纯电动车没问题，氢燃

料电池和混动、插电混动也没问

题。丰田在电动化、低碳化上始终

坚持多路径发展，因为市场需求是

多样的，我们会在全球推动多路径

发展，这点是一直不变的。”

韩系车一直都主张多技术路

径实现“低碳环保”。北京现代常

任副总经理吴周涛在公司举办的

Hi-Tech 超级技术日上表示：“北

京现代内部已经确认了坚决向电

动化、智能化转型的发展思路，但

同时北京现代目前仍是以油车为

主，‘油电双行’是目前北京现代的

主要发展策略。”

“别被新能源车型的快递增长

迷失双眼，真正的‘大头’依然是燃

油车。根据乘联会发布的数据，

2023年10月中国乘用车市场零售

销量为203.3万辆，新能源车零售销

量为76.7万辆，渗透率为37.73%，而

燃油车占比依然高达62.27%。如果

再将视角扩展到国际市场，除了新

能源领域高歌猛进的中国市场外，

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九成以

上依然是燃油车，这也是诸多传统

车企坚持‘油电并重’的战略底气。”

杨继刚分析称。

“油电双行”并不意味着只单

纯地推出油车和纯电汽车（BEV）

两类车型，插电式混动（PHEV）的

车型被越来越多的车企认为是新

能源赛道的增长点。

乘联会数据显示，今年 1～10

月，BEV、PHEV 零售销量分别为

336.27万辆、107.26万辆，增速分别

为 19.2% 、82.6% 。 从 数 据 来 看 ，

PHEV虽然销量不及BEV，但增速

远超后者。

良好的市场前景，促使头部车

企加速研发、推出PHEV车型。2021

年1月，比亚迪发布DM-i超级混动

技术，带动了PHEV车型销量一路高

歌猛进。看到市场“红利”，随后长

安、长城、吉利、奇瑞等车企开始加速

追赶，打造插电式混动系统，近两年

来，相继推出数款PHEV车型。

除了自主品牌，以及在混动领

域深耕多年的日系品牌外，德系代

表大众、宝马、奔驰也开始重视

PHEV赛道。

“我们认为，在纯电市场保持

快速增长的同时，插电混动车型的

需求不减，市场体量增速迅猛，它

将成为新能源市场增长的重要贡

献力量。”张焱表示。

“我们已经对插电混动市场进

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因此，我们

会继续倾听用户声音，推出更多插

电混动车型，加快布局。这也是我

们工作的重点之一，相关工作正在

有条不紊地开展中。”孟侠表示。

TrendForce（集邦咨询）发布的

2023 年第二季度全球主要 PHEV

厂商销售市场份额显示，比亚迪

PHEV 市 场 份 额 占 比 最 高 ，为

36.5%，形成绝对领先，理想汽车紧

随其后，占比 9.9%，沃尔沃、奔驰、

宝马占比分别为4.6%、4.3%、4%。

虽然市场格局未定，但可以预

见随着更多车企进入插电式混动

赛道，市场蛋糕会越来越大，竞争

也将更加激烈。

离不开燃油车“反哺”

“油电并重”战略选择背后有

多方面的考量，除了燃油车仍具有

可观的市场规模，消费者对汽车产

品的需求多元化等原因，很关键的

一点是，燃油车业务是传统汽车公

司“稳利润”的压舱石。

翻看汽车公司的财务报表可

以发现，目前，传统汽车公司仍依

赖燃油车业务来保持公司整体的

盈利水平，为尚未实现盈利的新能

源业务输血。

“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身在燃油车

市场上的优势。尽管燃油车市场总

体规模在缩小，但集团凭借自身规模

和成本优势，仍保持可观的盈利。这

将为集团在华智能网联汽车业务发

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大众汽车

集团（中国）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贝

瑞德在2023年中国汽车论坛上表示。

目前，大众电动车业务未能实

现可观盈利。上汽大众一名高管

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大众ID.3目

前仍处于亏损状态，降价前每辆车

的亏损为 2.7 万元，降价后每辆车

的亏损超过4万元。

受电动汽车业务影响，梅赛德

斯-奔驰第三季度利润率不及预

期。对此，梅赛德斯-奔驰首席财务

官哈拉尔德·威廉(Harald Wilhelm)

在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公司仍致力于实现电动汽车目标，

但如果电动汽车的利润率低于此前

预期，可能会通过燃油车产品组合

带来的回报来提高整体回报率。”

反观丰田虽然一直被质疑在

电动化方面“慢半拍”“犹豫不决”，

但其利润和销量却没有被“转型

慢”拖累。丰田2024财年上半年总

营收为 21.98 万亿日元（约合人民

币10703.6亿元），同比增长24%；净

利润为2.6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1290.47亿元），同比增长117.1%。

2024财年上半年，丰田全球累

计销量为 517.24 万辆，同比增长

9.07%，其中，丰田纯电车型销量仅

为5.9万辆。从销量结构来看，燃油

车业务是丰田净利润增长引擎。

不仅跨国车企困顿于“电动车

业务回报率低”，梳理国内上市车

企半年报也可以发现，除比亚迪、

理想外，一些尚未在新能源销量上

形成规模效应的车企只是“赔本赚

吆喝”。甚至是卖得越多，亏得越

多，很多车企开展新能源业务仍处

于烧钱阶段。

插电式混动成“香饽饽”

在电动化的浪潮中，长安汽车也迎来产业规划与技术的突破。

长安汽车在广州车展发布“金钟罩”电池。 本报资料室/图

目前，“海纳百川”计划在多个区域落地，其中东南亚事业部已完成当地注册，成为公司首个集研、产、供、销、运于一体的海外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