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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则“问界起诉广州问界

M7 事故鉴定公司”的新闻登上微

博热搜，引发了广泛关注。

2025 年 1 月 3 日，重庆问界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发布了一条新的

诉讼开庭公告。公告显示，问界汽

车将深圳市南粤财物评估鉴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粤财物评估

鉴定公司”）以“侵权责任纠纷”起

诉至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案

件定于 1 月 22 日开庭审理。值得

注意的是，南粤财物评估鉴定公司

曾是广州问界M7事故车主委托的

事故鉴定机构。

对于被起诉一事，南粤财物评

估鉴定公司相关负责人回应《中国

经营报》记者时表示，由于案件已进

入司法程序，目前不便接受采访。

然而，这起事件并非赛力斯首

次因智能驾驶安全性问题而成为

舆论焦点。记者根据公开报道的

统计发现，除了此次广州问界 M7

事故外，问界品牌还涉及另外 5 起

引发广泛关注的事故。这些事故

再次引发了公众对于智能驾驶技

术及其安全性的广泛讨论。

另外，记者还注意到，尽管赛

力斯在 2024 年公布的销量成绩单

中显示其全年销量大幅增长，但

其 12 月份的单月产销数据却开始

承压，并且同比出现下降。随着

12 月产销量的下滑，赛力斯 2024

年全年的产销量增速也失去了三

位数增速。

针对“问界起诉广州问界 M7

事故鉴定公司”的诉讼事件，以及

12月产销下滑的原因，赛力斯如何

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控制与透明

度，确保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等问

题，记者联系赛力斯方面采访，但

截至发稿，赛力斯尚未作出进一步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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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驾驶安全又遭质疑
问界起诉事故鉴定公司

起诉鉴定公司引热议

宁德时代拟赴港上市 万亿市值背后的战略野心

赴港上市加速全球布局

海外竞争压力加剧

赛力斯对外发布声明，否认了关于数据被修改的指控。

事实上，这并非赛力斯首次

因智能驾驶问题引发事故后受

到质疑，在2024年，赛力斯频频

卷入有关智能驾驶安全性的争

议，令其在公众与媒体中的关注

度持续升高。

其中，4 月 26 日，一辆问界

M7 Plus在山西运城发生交通事

故，撞上养护车后起火，车内三

名乘客不幸遇难。事后，逝者家

属对事故中的AEB（自动紧急刹

车系统）未能起到作用以及电池

起火问题提出了质疑。

紧接着，8 月 27 日，在江西

赣州市南康区的一个停车场内，

一辆正在充电的问界 M5 突发

火灾。赛力斯于事发当晚在微

博发布声明称，虽然事故车辆起

火，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且电

池包并未发生起火或燃烧，事故

的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然而，10 月 7 日，赛力斯再

度遭遇安全问题。当天，一辆问

界新 M5 在云南宾鹤高速公路

上发生碰撞 ，造成 11 只羊死

亡。事发时，车主启用了智驾系

统，车辆在经过一个大转弯时未

能及时减速，导致其与羊群发生

碰撞并撞上路边护栏。车主表

示，在事故发生后及时进行制动

和转向才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

仅三天后，10 月 9 日，湖北

江西商会副会长罗某驾驶一辆

问界 M9 时，遭遇大货车撞击，

导致一死两伤。网传的微信群

聊天记录显示，罗会长在医院接

受抢救后，专门提醒大家谨慎使

用自动驾驶功能，特别是购买了

问界M9的车主。对此，赛力斯

发布了相关说明，称经数据分

析，事故发生时车辆已退出智驾

模式，且制动、转向和加速功能

正常，正在配合交警部门进行进

一步调查。

记者注意到，尽管赛力斯全

年销量大增，但 12 月份单月的

产销却开始下滑。其2024年12

月份汽车合计产量同比下降

26.66%至39415辆，12月份汽车

合 计 销 量 同 比 下 降 22.56% 至

41495辆。

受12月份产销量同比下降

影响，赛力斯 2024 年全年的产

销量也失去三位数增速，其2024

年 汽 车 合 计 产 量 同 比 增 长

93.89%至 496431 辆，2024 年汽

车合计销量同比增长 96.98%至

497008 辆。而在 2024 年前 11

月，赛力斯产销量累计增幅分别

为125.92%和129.22%。

记者注意到，宁德时代在全

球市场的竞争压力逐渐加大，尤

其是在面对日韩动力电池厂商的

激烈竞争时，其在海外市场的布

局急需更多资金支持。这种压力

不仅来源于海外市场的扩张需

求，还与日韩厂商在技术创新和

产能扩张上的快速跟进密切相

关。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宁德时

代不得不寻求更多资金注入，以

加强其在全球市场，尤其是在供

应链领域的竞争力。

韩国市场调研机构 SNE Re-

search 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

年1—10月，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

达到了约686.7 GWh，同比增长了

25.0%。其中，宁德时代以 252.8

GWh 的装机量稳居全球第一，同

比增长 28.3%，市场份额达到了

36.8%。预计宁德时代将连续第八

年保持全球装机量第一的位置，领

先优势明显，且远超排名第二的比

亚 迪（115.3 GWh，市 场 份 额

16.8%）。

然而，从海外市场的表现来

看，宁德时代面临的挑战日益加

剧。2024 年 1—10 月，宁德时代

在海外市场的动力电池装机量为

76.6 GWh，排名全球第一，海外

市场份额为 26.4%。但这一优势

与韩国 LG 新能源的差距仅为 1.5

GWh，市场份额相差不到 1 个百

分点（LG 新能源的海外市场装机

量为 75.1 GWh，份额为 25.9%）。

这意味着宁德时代在海外市场的

竞争地位并不稳固，尤其是在日

韩厂商的激烈竞争中，领先优势

相对较弱。

此外，韩国 SK On、日本松下

和韩国三星 SDI 等厂商也在海外

市场占据了重要份额。2024 年

1—10 月，SK On 的海外装机量为

31 GWh，市场份额为 10.7%；松下

为 28.4 GWh，市场份额为 9.8%；

三星 SDI 为 26.2 GWh，市场份额

为 9%。可以看出，宁德时代在海

外市场不仅面临着来自日韩厂商

的直接竞争，还需要应对它们在

技术创新和产能扩张方面的持续

跟进。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宁德时代

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有所提升（增加

0.9个百分点），但在除中国外的海

外市场，其市场份额却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增长率仅为7.8%。相比

之下，比亚迪和中创新航的增速远

超宁德时代，尤其是中创新航，其

装机量在2024年增长近四倍，而特

斯拉也在逐步抢占市场份额，成为

第九大动力电池供应商。

这种竞争加剧的局面使得宁

德时代迫切需要更大的资金支持，

以确保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扩

张和应对来自日韩厂商的压力。

摩根士丹利的分析报告指出，参考

近期通过 A+H 股发行的上市公

司，其A股股价折让幅度在10%至

20%之间，因此预计宁德时代此次

H股募资规模将介于68亿至77亿

美元之间，远高于此前市场传闻的

50亿美元。

若宁德时代成功募资 77 亿美

元，其IPO募资规模将超越邮储银

行，成为港股历史上募资第七大的

公司。摩根士丹利认为，尽管宁德

时代目前已持有约208亿美元的现

金储备，但此次募资所获得的新增

资金，将极大地促进其全球产能布

局，尤其是匈牙利厂房的扩建以及

与 Stellantis 在西班牙共同建设的

50GWh产能工厂等项目。

经济学家兼新金融专家余丰

慧向记者表示，宁德时代选择此

时赴港上市，一方面是为了借助

香港这一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

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增强其全球

资金实力；另一方面，这一举措将

有助于提升公司在国际市场的品

牌影响力，尤其是在面对日韩动

力电池厂商的竞争压力时，香港

的上市平台能够为其全球化战略

提供有力支持。

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

鹏也指出，宁德时代选择此时赴

港上市，显然是其全球化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香港上市，

宁德时代不仅能够拓宽融资渠

道、降低融资成本，还能通过吸引

国际资本和引进先进的管理经

验，进一步提升其全球竞争力。

王鹏认为，这一举措将有助于宁

德时代巩固其在全球动力电池市

场的领导地位，推动公司国际化

进程，最终增强其在全球市场中

的综合竞争力。

最近，关于“问界起诉广州问

界 M7 事故鉴定公司”的事件再度

登上微博热搜，吸引了广泛关注。

天眼查App的最新信息显示，

重庆问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已新

增一起开庭记录，表示将南粤财

物评估鉴定公司诉至重庆市沙坪

坝区人民法院，案件定于 1 月 22

日审理。起诉缘由是“侵权责任

纠纷”。

据了解，南粤财物评估鉴定公

司是广州问界M7事故车主委托的

第三方鉴定机构。

事件的起因可以追溯到 2024

年7月6日，当时一辆问界M7在广

州发生交通事故。随后，事故车主

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了一份南粤财

物评估鉴定公司出具的报告。报

告指出，在事故发生前五秒钟内，

驾驶员曾试图踩下刹车踏板，但刹

车系统未能正常工作；同时，事故

车的行车记录仪数据丢失，显示有

人为删除的痕迹，导致多个视频片

段无法查看；此外，赛力斯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于7月8日发布的事故

报告数据和结论存在修改和不实

之处。

赛力斯随后对外发布声明，

否认了关于数据被修改的指控。

赛力斯称，根据对车辆数据的分

析，事故发生时，车辆的转向与制

动功能都正常，且车辆处于人工

驾驶状态，电门开度为100%，没有

主动制动记录。事故车主对此结

论不满，委托南粤财物评估鉴定

公司进行了独立鉴定。此举引发

了广泛的网络讨论。目前，案件

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双方将由法

院或共同指定的第三方鉴定机构

进行事实认定。

在2024年11月9日，赛力斯再

次回应了关于事故数据修改的传

闻。赛力斯表示，在事故发生后，

已应车主要求提供了事故报告，并

委托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

进行独立鉴定。2024年7月18日，

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出具

了 编 号 为 中 机【2024】痕 鉴 字 第

GDGZ0706 号的《司法鉴定意见

书》。该报告指出，事故发生时，车

辆的行驶速度约为94.7公里/小时，

制动踏板未踩下，加速踏板完全踩

下，车辆的制动和转向系统均未发

现异常。

赛力斯坚称：“我们没有删除

或修改任何行车记录仪数据和事

故报告。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事

实的认定应由法院最终查明。在

此之前，我们呼吁大家不要捏造和

传播不实信息，我们也将采取法律

手段捍卫我们的合法权益。”

对于赛力斯委托的北京中机

车辆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

见，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书长

张翔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该鉴定

报告并不能充分代表公正与完整，

并指出这一事件反映了当前汽车

行业中的普遍问题。他表示：“如

今，所有的事故数据都掌握在车企

手中。一旦发生事故，第三方机构

难以获取完整数据，因此，车企在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既是运动员

又是裁判员，这一问题至今没有得

到有效解决。类似的案件屡见不

鲜，车主往往承担责任，而车企几

乎没有责任承担的案例。”

张翔进一步解释道：“要准确

判断交通事故的责任，必须依赖

客观的数据，但目前这些数据掌

握在车企手中，尤其是自动驾驶

数据。没有第三方机构或政府部

门来管理这些数据。如果车企能

将自动驾驶数据存储在第三方云

平台上，且在发生事故后由第三

方提供报告，公平性和公正性将

大大增强。”

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

鹏则认为，车主在委托第三方机构

进行事故鉴定时，若其结果与车企

结论相左，车企应采取积极的举

措，以确保事故调查的公正性。他

建议，车企应主动提供事故时的车

辆数据、系统记录和相关技术分析

报告，以便第三方机构和公众能够

核查。此外，车企还可以邀请独立

的第三方专家或机构参与调查，以

确保透明度和公正性。通过这些

措施，车企不仅能增强消费者对产

品安全性的信任，还能有效维护品

牌形象和市场声誉。

事故背后的隐忧

尽管赛力斯全年销量大增，但12月份单月的产销却开始下滑。

本报记者 陈靖斌 广州报道

近期，宁德时代的赴港二

次上市计划终于得到了官方确

认，标志着这家全球领先的电

池制造商在资本市场战略上迈

出了重要一步。公司发布公告

称，计划通过发行境外上市外

资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主板上市。此举的核心目标

不仅是推动宁德时代的全球化

战略，还意在建立更加国际化

的资本运作平台，进一步提升

公司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宁德时代赴港二次上市的

决策，源于其在全球市场扩张

过程中对资金需求的急剧增

长。随着公司加大在全球范围

内的产能布局，尤其是在欧洲

及其他关键市场的投资，资本

需求显著增加。目前，宁德时

代已在海外建成三座电池工

厂，分别位于德国、匈牙利和西

班牙。尤其是匈牙利工厂，其

投资额超过人民币500亿元，而

西班牙工厂的总投资预计将达

到人民币309亿元。

尽管宁德时代在全球电池

市场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尤其

在装机量和市场份额方面稳居

第一，但其在海外市场面临的竞

争压力依然不容小觑。特别是

在与日韩动力电池厂商的竞争

中，宁德时代的领先优势日益缩

小。以LG新能源为例，宁德时

代 与 其 之 间 的 差 距 仅 为 1.5

GWh（吉瓦时），竞争态势愈发

紧张。此外，国内的比亚迪和中

创新航也在电池领域实现了超

高速增长，特斯拉等全球巨头的

“抢生意”更是加剧了这一压力。

面对如此复杂的竞争格

局，宁德时代如何应对日益加

剧的市场挑战，成为业内关注

的焦点。《中国经营报》记者联

系宁德时代方面采访，但截至

发稿时，尚未收到公司进一步

的回应。

2024 年 12 月 26 日，宁德时代

宣布计划发行 H 股并在香港联交

所上市。这次上市计划涉及发行

港股数量不超过公司发行后总股

本的5%，同时设有不超过15%的超

额配售权。此次上市的资金将主

要用于推动宁德时代的国际业务

扩展、海外项目建设以及补充境外

运营资金等。根据公司发布的公

告，具体的发行时间和规模将在

2025 年 1 月 17 日召开的临时股东

大会上公布。

宁德时代的这次赴港上市，并非

突如其来的决定。事实上，随着公司

在全球范围内产能的扩展，尤其是在

欧洲市场的持续投入，资本需求也随

之增加。2024年12月，宁德时代与

全球汽车制造巨头Stellantis集团签

署了合资协议，计划在西班牙共同

出资建设一座大型磷酸铁锂电池

工厂。这座位于西班牙萨拉戈萨

市的工厂预计投资规模达到40.38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09亿元），将

成为宁德时代在欧洲的首座合资

工厂。与此同时，宁德时代在欧

洲的布局也在逐步扩大，德国和

匈牙利的工厂已经投入运营或正

在建设中。

宁德时代在欧洲的扩展步伐

可追溯至2018年。当年，宁德时代

与德国图林根州政府签署协议，计

划在该州埃尔福特市建设电池生

产基地以及智能制造技术研发中

心。德国工厂的投资额约为18亿

欧元（约合人民币132亿元），初期

规划产能为14GWh。随着2023年

1月德国工厂的正式投产，宁德时

代成为首个在海外投产的中国动

力电池制造商。

紧接着，宁德时代于2022年宣

布在匈牙利投资建设新能源电池

产业基地，项目总投资额不超过

73.4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535 亿

元），规划产能为 100GWh。预计

该工厂的一期建设将在2023年完

成，整体建设将在 2025 年左右投

产。宁德时代欧洲地区运营总监

Jason Chen 表示，匈牙利新工厂的

投产将在2025年下半年实现。

宁德时代的赴港上市计划，是

公司应对国际扩张带来的资金需

求压力的重要举措。为了支持全

球化战略，宁德时代在融资方面进

行了多方尝试。

早在 2023 年，宁德时代就曾

计划在瑞士发行全球存托凭证

（GDR），但由于国内监管机构对

募资规模的担忧，最终该计划被

暂停。同年 11 月，路透社报道

称，宁德时代已经开始考虑在香

港上市，并与财务顾问展开了讨

论。香港作为全球资本市场的重

要枢纽，其相对宽松的监管政策

使得宁德时代能够更灵活地筹集

资金，以满足其在全球范围内扩

展的资金需求。

问界M7。 本报记者 陈靖斌/摄影

宁德时代生产车间。 图片来源：企业官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