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MPANY

在公司
WWW.CB.COM.CN2024.8.12中国经营报 CHINABUSINESSJOURNAL

主编/李正豪 编辑/张靖超 美编/郭婵媛 校对/彭玉凤

zhangjingchao@cbnet.com.cn TMT C1
C1~C8

富士康产能回流：现实考量和未来布局 布局新能源汽车现状与挑战

尽管 iPhone 产能回流的消息

仍待进一步验证，但鸿海在大陆加

码新能源汽车的业务是确定的，也

值得关注。

记者注意到，富士康新事业总

部于2023年4月就在郑州揭牌。同

年6月，富士康新事业总部已开始在

郑州围绕EV（电动汽车）、电池两大

业务板块进行招聘。其中，EV类招

聘岗位多数涉及整车制造链条，覆盖

了刹车、电源回路、转向、动力电池、

内饰造型、动力马达、整车冷却、悬

挂、齿轮与传动等环节。而在电池业

务类板块，富士康新事业总部也设置

了包括建厂主管、储能和乘用车电池

包业务经理等多个岗位。

“新能源汽车试制中心业务是

一项研发和测试新能源汽车的重

要环节，试制中心能够根据设计图

纸制造出样车，并进行一系列的测

试和验证，以确保车辆的性能、安

全性和可靠性。”余丰慧对记者分

析，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正在快

速发展，试制中心业务的市场前景

广阔。然而，这也需要大量的资

金、技术和人才支持，同时面临着

市场竞争和技术难关的挑战。

谈及对富士康切入固态电池

市场的看法，余丰慧表示，固态电

池市场也处于起步阶段，但市场前

景广阔。“然而，固态电池技术目前

还处于研发阶段，需要克服许多技

术难关和商业化难题。因此，鸿海

布局新能源汽车试制中心和固态

电池业务，也需要面对技术和商业

化的挑战。”余丰慧表示。

事实上，因为苹果代工而闻名

的富士康在汽车领域已经布局多

年了。

早在2005年，富士康便收购汽

车线束企业安泰电业，正式进入汽车

业务领域。2019年11月正式对外宣

布布局三大创新产业以及三大核心

技术，鸿海公司下一阶段的成长动

能，其中三大未来产业分别为电动

车、数位健康、机器人。2010年，富士

康成为特斯拉中控触摸屏面板、连接

器、覆盖件等零件供应商，开始涉足

新能源汽车领域。在2020年，富士

康更是与裕隆合资成立鸿华先进公

司，并在一年内发布了 Model C

SUV、Model E轿车和Model T电动

巴士三款自主开发的电动车。

对于富士康而言，其似乎没有

要打造全新汽车品牌的想法，而是

要走为车企代工新能源车型生产

的路线，向所有造车企业售卖富士

康的MIH纯电平台，以及一整套从

设计研发到生产代工的标准方案。

“富士康造车，最终还是会回

到代工模式。”在汽车分析师、中欧

协会智能网联汽车秘书长林示看

来，今后的电动汽车其实会趋同于

电子产品，而富士康在代工上有固

有优势、经验成熟，此外，富士康在

电子产业链上有相当大的议价权。

值得注意的是，富士康的竞争

对手立讯精密也在以 ODM 的方

式进入电动车领域，鸿海董事长刘

扬伟表示，鸿海拥有经营本地化、

软硬件设计、垂直整合与 MIH 开

放系统四大优势，竞争对手没有这

么完整的能力。

根据官方描述，新能源汽车试

制中心项目将规划建设新能源汽

车高端化示范产线，打造向国内外

知名汽车品牌提供制造服务的展

示平台和整车领域的工厂，为后续

新能源汽车量产奠定基础，目标是

将郑州航空港建设成为富士康新

能源汽车板块的核心生产基地。

“富士康想在郑州将先前手机

代工的模式复制到新能源汽车代

工。”沃达福数字汽车国际合作研究

中心主任张翔表示，新能源汽车试制

中心项目主要是为了验证汽车的性

能指标，不过确实是代工新能源汽车

的一个重要环节，未来富士康也有

可能在郑州落地更多新能源汽车代

工的产业链环节。

“以前蔚来、小鹏是代工模式，现

在国内很少有车企代工了。”在张翔

看来，新能源汽车代工可能是未来的

趋势，但在最近四五年时间里，市场

客户可能会很少，主要是因为中国市

场的车企数量太多了，赛道很拥挤，

很难容下代工这一商业模式。对于

整车代工厂而言，需要面临建厂以后

客户订单少、投资难收回的风险，以

及新能源汽车技术更新非常快、投入

高、不能及时产生效益的挑战。

而再次牵手郑州，能否让富士

康在郑州复制iPhone代工的辉煌，

进一步实现其“造车梦”，仍待观察。

本报记者 秦枭 北京报道

数据是建设数字中国

的基础资源和关键要素。

而在众多数据类型中，有

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数据

——时空大数据，此前很

少被提及。但随着千帆星

座首批18颗组网卫星成功

发射升空，中国版“星链”

开建，以及自动驾驶的风

起，“时空大数据”这一概

念跃然纸上，在二级资本

市场时空大数据概念股也

涨幅明显。

《中国经营报》记者近

日在采访中了解到，与普

通大数据相比，时空大数

据兼具时间、空间、属性等

多个维度的信息特征。多

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得

益于人工智能、云计算等

技术的不断成熟，使得相

关行业、企业对时空大数

据的有效挖掘和应用成为

可能。同时，智慧城市、环

境保护、交通管理等领域

的快速发展，对时空大数

据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虽然时空大数据有重要价

值和广阔应用前景，但市

场对其了解尚不够深入，

部分投资者可能跟风追捧

概念股。

时空大数据引关注 多方推进商业化应用

泰伯智库日前发布的《时空数

据治理白皮书（2024）》预测，时空

大数据市场规模在2024年将超过

470亿元，2028年市场将突破千亿

元，2023年至2030年，年复合增长

率将达到19%。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

会将时空大数据定义为，基于统一

时空基准活动或存在于时间和空

间与位置，直接或间接相关联的大

数据。据此，时空大数据由时空框

架数据和时空变化数据两大类组

成。通过数据多维融合和关联分

析与数据挖掘，揭示事物的本质规

律，对事物作出更加快捷、更加全

面、更加精准和更加有效的研判和

预测。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

书长袁帅向记者解释道：“时空大

数据是基于统一时空基准（时间

参照系和空间参照系），活动（运

动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中与位置

直接（定位）或间接（空间分布）相

关联的大规模海量数据集。与普

通大数据相比，时空大数据具有

位置、时间、属性、尺度、多源异构

和多维等特性，这些特性使得时

空大数据在地理信息科学领域具

有独特价值。”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成虎形象

地指出，时空大数据是将时间和空

间信息结合在一起的数据体系。

导航技术告诉人们“在哪里”，而时

空大数据则进一步告诉人们“那里

有什么”和“在什么时间”。

泰伯研究院认为，提升时空大

数据规模和质量、激活数据价值、

建立数据制度、守护数据安全是测

绘地理信息行业发展的新要求和

下一站。因此，时空数据治理有望

成为未来五到十年最重要的研究

课题之一。而作为最有价值并且

治理基础最为扎实的公共数据资

源之一，相关部门已密集推出了一

系列关于时空大数据的政策措施，

旨在持续挖掘并释放其关键要素

的价值。

此前，自然资源部发布了《国

土空间规划城市时空大数据应用

基本规定》，制定了以时空大数据

为核心资源的宏观架构，提出了深

度理解城市运行深层结构的技术

方法。7月29日，自然资源部印发

的《关于加强智能网联汽车有关测

绘地理信息安全管理的通知》提

出，“鼓励地理信息安全应用探

索”，“组织开展高级别自动驾驶所

需的地理信息服务、测试，促进地

理信息新业态发展和新应用推

广”。此举也引爆了二级资本市

场，大量的投资者向上市公司求证

是否涉及时空数据业务，截至8月

7日收盘，时空大数据概念股累计

上涨超10%。

企业方面，中国星网、中国兵

器、中国移动近期共同出资 40 亿

元，成立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

司。此外，各地政府的时空大数据

平台也相继建成。

不过，在天使投资人、资深人工

智能专家郭涛看来，近期时空大数

据受关注度高的原因主要是数字经

济快速发展，其价值日益凸显；同

时，人工智能、物联网、5G 等技术的

发展使其应用场景不断拓展。相关

概念股在资本市场受关注，不排除

有一定炒作成分。虽然时空大数据

有重要价值和广阔应用前景，但市

场对其了解尚不够深入，部分投资

者可能跟风追捧概念股。

市场空间广阔

产能回流与调整考量

此前，富士康要“跑”了的传

闻流传甚广。

近几年，中国部分低端制造

业逐渐向越南、印度转移，苹果开

启分散供应链布局的战略调整，

作为苹果最大代工厂的富士康也

逐步将部分产业链转向印度和越

南，而这引发了外界对富士康要

“跑了”的关注。

一方面，可以看到，苹果从

2017 年开始在印度生产 iPhone

SE。此后不断扩大在印度的制造

业务，组装iPhone 13和iPhone 14

等 机 型 ，到 iPhone 15 和 iPhone

15 Plus苹果从全球发布之日起就

在印度制造并上市销售。天风国

际分析师郭明 曾预测，2023 年

全球有 12%—14%的 iPhone 将在

印度生产，这一比例到2024年将

增加到20%—25%。

另一方面 ，郑州富士康工

厂作为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生

产基地，郑州手机产量面临下

滑的窘境。

2017 年最高峰时，郑州手机

产量接近 3 亿台，而 2023 年的产

量只有不到 2017 年的一半，仅

1.43亿台。手机的产量变化也影

响了河南的出口数据。根据郑州

海关数据，2024 年 1—5 月，河南

出口手机1100万台，相比2023年

同期减少了约1250万台，手机出

口金额为 445.26 亿元，相比 2023

年同期减少了500多亿元。

富士康将新事业总部大楼落

地郑州，布局新能源汽车试制中

心和固态电池项目，这些举动无

疑显示了富士康对大陆的投资重

视程度。于是，外界纷纷表示富

士康“又回来了”。

而对于富士康的态度反转，

外界也并不意外，虽然这几年富

士康一直在通过分散供应链布局

的方式将部分供应链转向印度，

但印度的表现并没有达到苹果客

户的预期，反而还拖了后腿。

此前就有报道称，印度生产

的 iPhone15 出现了许多质量问

题，导致合格率仅为 34%。许多

欧洲消费者对其品质表示怀疑，

纷纷退货。

而近日，又有台湾“中时新闻

网”报道，苹果正在让 iPhone 16

大部分代工业务回流至中国大

陆，富士康为此大举招收新员工，

许多零配件也转回向大陆供应链

采购，部分原本计划将工厂移至

印度的供应链厂商开始出现动

摇，暂时改为观望态度。由于目

前印度工厂 iPhone 代工的良率

（仅五成左右）和卫生管理（大肠

杆菌超标）仍存在问题，导致产品

在输往欧洲与中国大陆两个市场

时都造成了一些困扰，影响了市

场销售量，苹果也因此决定以降

价促销来应对。

有消息说，苹果CEO库克已

前往中国大陆重新调整供应链布

局，今年苹果已将部分产能转回

大陆代工厂，比亚迪、立讯精密等

大 厂 分 食 了 iPhone 16 供 应 订

单。不过，苹果与鸿海方面并未

对此作出回应。也有果链产业人

士向记者表示：“消息仍待验证，

可能性很低。”

时空大数据作为新型基础设

施，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周成虎

表示：“数字中国，没有时空大数据

是不可能的。”其认为，今天的时空

大数据已经进入了空天地海网的

立体时代，要发展空间智能技术、

全空间信息系统，还要发展全息地

图，“就像元宇宙一样，你看不见的

同样也能够展示给你”。

郭涛认为，目前时空大数据

商业化程度处于初级阶段，其可

在城市规划、交通管理、公共安

全、商业智能等领域得到充分利

用，例如为城市规划者提供决策

辅助，帮助优化交通信号灯控

制、改善道路规划；用于犯罪分

析、灾害预警；以及帮助企业了解

消费者行为和偏好以优化营销

策略等。

虽然时空大数据的应用场景

广阔，但作为数据资源并未真正

盘活。

泰伯研究院认为，目前国内对

于时空数据重管理、轻治理，应用

时重平台、轻机制。目前，提到时

空数据，更多的解决方案是效仿企

业数据管理形成时空大数据平台，

收集数据、进行数据分析、挖掘数

据价值，但多为独立板块的数据管

理。数据治理更注重各个组织的

协同。达成数据治理共识、建立统

一的管理战略、管理规范、管理环

境，融合“空天地”、人、车、城、自然

等多源数据，从时间、空间及数据

本身挖掘数据价值，为宏观治理提

供预警、决策等辅助。

目前，各地积极建设时空大

数据平台，采集地方数据接入国

家级平台。但对于已有时空数据

从流通、使用再到交易并未形成

成熟的机制，更难接入到市场中

实现时空数据资产化。同时，除

平台建设外，各方也并未为下游

各场景端应用的机制建设、运作、

安全保障等提供专项资金支持。

如此看来，时空数据资源并未真

正盘活，平台只起到一个容器的

作用。

袁帅表示，时空大数据的大范

围商用还面临一些问题。其一，数

据采集、存储、分析的成本高昂，且

对技术依赖性强，中小企业面临较

高门槛。时空大数据的标准化和

规范化程度还有待提高。

其二，时空数据的隐私和安

全问题也需要得到充分的重视和

解决。目前，各方对时空数据安

全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这可能

会导致数据泄露、滥用、篡改等风

险，从而威胁到国家安全、社会稳

定和个人隐私。

为此，泰伯研究院建议，有关

部门未来应针对时空数据安全制

定严格的管理政策；建立一套完

整的时空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包

括数据格式、加密技术、访问控制

等方面的标准；建立专门的时空

数据安全监管机构，负责对时空

数据的收集、处理和使用进行监

督和检查；针对时空数据的特点

和安全需求，应加大安全技术研

发力度，如开发有针对性的高效

的数据加密算法、设计安全的数

据存储和传输方案等。

仍未真正盘活

本报记者 陈佳岚 广州报道

在富士康（富士康科技集团）

陷入“撤离中国”的传闻中，一则

其加大对河南郑州的投资引发外

界关注。

日前，鸿海科技集团（以下简

称“鸿海”）发布官方消息称，旗下

富士康与河南省政府签署合作协

议，富士康将在郑州投资建设新

事业总部大楼和七大中心，在郑

州布局新能源汽车试制中心、固

态电池项目。

鸿海方面称，此次战略合作，

重点聚焦富士康“3+3”战略产业

转化落地，即以“电动车、数字健

康、机器人”三大新兴产业，以及

“人工智能、半导体、新一代移动

通信”三项新技术领域为发展重

点。为此，富士康宣布在郑州投

资10亿元建设新事业总部大楼，

承载新事业总部功能。

“富士康的一系列动作说明

了对大陆市场的重视，也表明了

富士康正在积极布局新的业务领

域，包括新能源汽车产业。”经济

学家、新金融专家余丰慧对《中国

经营报》记者表示，富士康再次牵

手河南，表明河南在吸引投资方

面的优势和富士康对大陆市场的

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还有消

息传出部分 iPhone 16 订单由印

度回流国内的消息，国内果链企

业或有望获得更多订单。

富士康将新事业总部大楼落地

郑州，布局新能源汽车试制中

心和固态电池项目，这些举动

无疑显示了富士康对大陆的投

资重视程度。

视觉中国/图

再次牵手郑州，能否让富士康在郑州复制iPhone代工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