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

18
□ 2020 年 11 月 9 日

□主编：别凡 □版式：徐政
□电话：010-65369469����□邮箱：biefan8582@163.com 新能源汽车·企业

近日有消息称， 观致汽车正大力扩建
产能， 计划在昆山和西安两地分别增建产
能为 10 万辆/年和 12 万辆/年的工厂，且
两家工厂未来生产的车型都是新能源汽
车。 其中，昆山基地将投产代号为 C26E 的
纯电 SUV 和 C21E 纯电轿车，而西安工厂
投产的车型暂时未有消息。 观致汽车方面
表示，待工厂全部投产后，其年产能最高可
超过 50 万辆。

然而，销量持续下滑的观致汽车，如今
执意闯入竞争激烈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实
在让人为它“捏一把汗”。

高开低走
冲刺中高端品牌失利

资料显示， 观致汽车成立于 2007 年
12 月，由奇瑞汽车和以色列量子集团共同
出资，作为高端品牌打造，在人才队伍上也
吸引了包括前北美大众汽车执行副总裁长
石清仁、 前瑞典萨博公司整车集成总工程
师毛杰、 前宝马整车性能与底盘总工程师
施可等众多车企精英。同时，观致汽车也迅
速吸引了伟世通、麦格纳、博世等国际一流
供应商。 高调的观致汽车在当年众多自主
品牌中十分亮眼。

2013 年 3 月，观致汽车旗下首款车型
观致 3 在日内瓦车展发布， 吸引了不少目
光。 但转观销量，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期。 乘

联会公布的数据显
示，2014 年观致 3 的
全年销量仅为 6967
辆，虽然该款车型的
市场反应在之后几
年略有起色，但近期
数据显示，今年 5-8
月， 其销量仅为 547
辆。 业内人士指出，
观致汽车的技术完
全依靠奇瑞汽车，而
同期的奇瑞汽车并
没有高水平的储备
去打造中高端产品。

随后，由于奇瑞
多品牌战略的失误，
加之观致市场表现

不佳，品牌知名度撑不起其较高的售价，错
失冲刺自主高端品牌的黄金时期， 最终在
2017 年 12 月被宝能集团投资控股， 目前
宝能集团已拥有观致汽车 51％的股份。

然而， 宝能的控股并未改变观致汽车
销量惨淡的局面。 据统计， 观致汽车今年
1-9 月的累计销量为 6543 辆， 同比下跌
55%，平均月销仅 700 辆左右。 作为宝能接
手后的首款全新量产汽车， 观致 7 备受消
费者和制造商期待， 但数据显示， 今年 8
月，观致 7 上市后首月销量仅为 436 辆，并
不理想。

发力纯电
多款车型仅停留在概念阶段

近年来， 进军新能源汽车市场似乎被
观致汽车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早在
2016 年，观致汽车就制定了“两栖战略”，
提升燃油车竞争力的同时， 不断发力新能
源汽车。 2017 年，观致汽车在上海车展上
发布了和科尼塞克联合打造的全新电动超
跑概念车 Model K-EV；2018 年的广州车
展上，观致汽车又发布了观致 3 EV 车型；
近日，沉寂了 3 年后的观致汽车表示，将持
续推行“油电并举的发展路径”，从观致 7
起，将保持每年推出 1-2 款全新车型的节
奏，到 2025 年实现从轿车、SUV 到 MPV，
从传统燃油车到新能源车型，从 A0 级到 B
级车型的覆盖。

但观致真的能被新能源汽车市场接
受吗？记者梳理相关资料发现，观致汽车
此前曾发布的多款纯电动车，包括 MILE
1、Model K-EV 以及今年北京车展上推

出的 Milestone，都只停留在概念阶段，均
尚未量产。

业内人士指出， 在如今竞争激烈的新
能源汽车市场中， 与其他市场主流自主品
牌相比， 售价的偏高、 销售渠道的严重匮
乏， 使本就处在行业边缘的观致汽车的存
在感进一步降低。

定位模糊
核心技术仍待打造

汽车行业专家张志勇曾表示，一直以
来，观致汽车自身定位不明确，一心只想
打造高端品牌形象， 事实上早已脱离实
际。 同时，观致汽车过高的定价与消费者
对于观致的认可度之间存在很大差距。而
观致汽车自身结构沉重、运营成本支出过
大，导致其在亏损局面下，卖得越多亏得
越多。

与此同时，一直定位国际化的观致汽
车，不仅在国内市场销量低迷，在国际市
场也未有所建树，鲜有车型在海外市场实
现出口。

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国家对于新能源
汽车的政策性补贴支持正逐年减弱， 所有
布局新能源汽车的车企都面临着补贴政策
退坡的压力。不仅是观致汽车，不少市场定
位模糊、无优势技术的自主品牌车企，在当
前新能源汽车行业汹涌的“洗牌”浪潮下，
不敌龙头企业和造车新势力的多方竞争，
很难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站稳脚跟。

“新能源车企应将重心放在打造核心
技术上， 这才是自主品牌迈向高端的核心
竞争力。 ”上述业内人士进一步表示。

“两栖战略”成果寥寥

观致汽车遇“难关”
■■ 本报实习记者 杨梓

大众增资江淮大众
75%股权方案获批

本报讯 11 月 2 日， 江淮汽车集团
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接到江淮大众的通
知，江淮大众增资相关事宜已获得安徽
省发展改革委备案通过。

今年 5 月底，安徽省国资委、大众中
国投资、江汽控股签署《关于向安徽江淮
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增资之意向书》。
随后在 6 月 11 日，江淮汽车与大众汽车
签署江淮大众投资协议和产品组合框架
协议。

根据协议， 江淮汽车和大众中国投
资将向合资公司江淮大众增资。其中，大
众中国应认购江淮大众等价于 45.2 亿
元注册资本的新股权， 江淮汽车应认购
江淮大众等价于 8.38 亿元注册资本的
新股权。

上述认购完成后， 大众中国将成为
江淮汽车控股股东江汽控股的股东，持
有江汽控股 50%的股权， 安徽省国资委
持有江汽控股 50%的股权并仍控制江汽
控股。同时，大众中国对江淮汽车的持股
比例将提高至 75%， 江淮汽车的股份将
降至 25%。

关于此次股改，江淮汽车公告称，此
举标志着江淮汽车与大众汽车的战略合
作进入新阶段， 标志着大众集团新能源
汽车中国生产基地在安徽设立， 也标志
着大众集团新能源汽车研发中心总部落
户合肥。

伴随大众中国对江淮大众持股比例
的增加， 大众集团也将把更多车型导入
该合资公司。江淮汽车以客车起家，2004
年进军轿车市场，2015 年扩充新能源汽
车板块，2017 年底与大众中国合资成立
江淮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根据公告披露的信息， 大众集团承
诺授予江淮大众 4-5 个纯电动汽车品牌
产品。此外，在中国法律允许且取得许可
前提下， 大众将优先考虑在江淮大众生
产大众 B 级车、C 级车等插电混动汽车
和燃油车。

按照规划，江淮大众将力争在 2025年
实现年产量 20万-25万辆、总收入 300亿
元的目标； 到 2029年达到年产 35万-40
万辆汽车、总收入 500亿元。 （刘可）

恒大集团148亿元
转让广汇集团所有股权

本报讯 11 月 1 日， 广汇汽车发布
公告称，恒大集团与申能集团以及公司
实际控制人孙广信签署关于目标公司
广汇集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恒大集团
将其所持有的广汇集团 40.964%的股权
以总价 148.5 亿元出售给申能集团，交
易完成后，申能集团成为广汇集团的第
二大股东，恒大集团不再持有广汇集团
股权。

2018 年 9 月， 恒大集团与广汇集团
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广汇集团股东
向恒大集团转让 23.865%的股权，总代价
为 66.8 亿元。 此外，恒大集团斥资 78.1
亿元向广汇集团增资，增资完成后，恒大
集团将总计斥资 144.9 亿元， 持有广汇
集团 40.964%的股权，成为该公司的第二
大股东。

恒大集团当时表示， 公司进行股权
投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未来的发
展，和广汇集团展开全面战略合作，推动
恒大在汽车销售、能源、地产及物流等领
域的发展。

广汇汽车是我国第一大汽车经销商
集团。 其 2019 年报显示， 营业收入为
1705 亿元，同比增长 2.58%；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6 亿元，同比下降
20.16%。

而此次接手股权的申能集团是上
海市国资委出资监管的国有独资有限
责任公司，主要从事电力、城市燃气等
能源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经营
管理，是保障上海市能源供应安全的重
要主体。 此外，申能集团还从事金融企
业股权的投资与资产管理业务。

今年 7 月，恒大将其旗下上市公司
“恒大健康”更名为“恒大汽车”，实现内
部借壳上市。 8 月， 恒大汽车发布六款
“恒驰”品牌新车，覆盖 A 到 D 级车型，
以及轿车、轿跑、SUV、MPV、跨界车等
车型。 恒大汽车预计， 恒驰产品将于
2021 年上半年试生产， 力争 2021 年下
半年量产。 （王轩）

■■ 本报记者 李丽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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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银隆隆新新能能源源蓄蓄力力““翻翻盘盘””

10 月 30 日， 因董明珠入股而备受行
业瞩目的银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银隆新能源”）900 万股股份在阿里拍卖
官网上竞拍，但最终因无人问津而流拍。根
据阿里拍卖的记录，自今年 7 月以来，银隆
新能源已经历 9 次股份拍卖，然而，总共仅
成功交易了 3 笔。 曾经因“明星投资人”入
股而头顶光环的银隆新能源， 未来的造车
之路将何去何从？

股权拍卖数月
几乎无人问津

记者翻阅阿里拍卖网站记录了解到，
今年 7 月 10 日，银隆新能源进行了首次股
份拍卖， 以 105 万元的价格拍卖 3 万股股
份，但最终流拍。 此后，该公司又举行了 8
次股份拍卖， 其中最高拍卖金额达到 6.96
亿元， 但成交的仅有 3 次， 总成交额仅为
210 万元。 同时，该公司拍卖的股价也从最
初的 35 元/股降至 27 元/股。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 7 月举行的两场
股份拍卖外， 其他拍卖均在竞买须知中指
出，该股票已被冻结查封，股份拍卖由被执
行人委托拍卖。

据了解，作为我国最早布局先进电池
技术的企业之一，银隆新能源最初从储能
行业切入，2008 年，该公司选择进军新能
源汽车行业。 2010 年，银隆新能源与美国
奥钛纳米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收购协议，掌
握了钛酸锂电池先进技术，借此开启了新
能源汽车“造车”之路。 随后，银隆新能源
分别于 2015 年、2016 年完成两轮融资。企
查查信息显示，2016 年 12 月 15 日， 银隆

新能源获得了 30 亿元战略投资， 投资方
包括万达集团、京东、中集集团以及董明
珠个人等。

拥有多位“明星投资人”加持，银隆新
能源也开启了新的扩张之路。 2017 年，银
隆新能源发力乘用车市场，推出 SUV 等多
款纯电动乘用车车型。然而，当年的产销数
据显示， 该品牌车型进入市场后最终也未
能激起太大水花。

“明星光环”
难掩钛酸锂电池颓势

登陆如今的银隆新能源官网， 已难觅
纯电动乘用车的踪影。 记者查阅该公司官
网了解到， 目前该公司产品已不再包括乘
用车，其产品品类多为公交车、观光车等，
同时也包括物流车、摆渡车等专用车车型。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银隆新能源在纯
电动乘用车市场的式微， 很大原因来自于
钛酸锂电池在激烈的电池材料路线竞争的
中“落败”。

2016 年，正是明星投资人“疯狂”入股
新能源汽车之年。曾有行业专家预测，以银
隆新能源等企业为首主推的钛酸锂电池将
与三元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形成 “三足鼎
立”之势。一直以来，与其他负极材料相比，
钛酸锂材料负极具有安全、高寿命等优势，
在电池反应中能够维持结构稳定， 大幅降
低电池热失控风险。 同时，有研究指出，钛
酸锂电池循环寿命可达 25000 次以上，在
储能领域拥有较明显的成本优势。

然而，这些优势却不足以“撬动”磷酸
铁锂与三元电池在电动乘用车领域的 “江

山”。 根据高工锂电发布的数据， 到 2018
年，钛酸锂电池市场份额已遭受严重挤压，
在我国整体动力电池装机量大幅上涨的背
景下， 当年钛酸锂电池装机量仅为 0.5 吉
瓦时， 同比下降幅度高达 13%， 与当年
21.57 吉瓦时的磷酸铁锂和 30.70 吉瓦时
的三元电池相差甚远。

赛道转换
能否“翻盘”仍未可知

时至今年， 钛酸锂电池的市场份额仍
在不断缩小。 数据显示，今年 7 月，我国动
力电池装机中磷酸铁锂电池装机量为 1.63
吉瓦时，三元电池达 3.18 吉瓦时，而钛酸锂
电池装机量仅约为 13 兆瓦时，且这一数量
基本全部由银隆新能源带动。

然而， 银隆新能源仍未放弃。 2019
年， 银隆新能源推出新一代氢燃料电池
客车。据官方信息介绍，银隆新能源自主
研发的氢钛动力总成技术由 “氢燃料电

池发电系统＋钛酸锂动力电池组”组成，
集成了氢燃料电池的高能量转化效率与
钛酸锂电池的高功率、高安全、长寿命等
优势， 总体上具有续航里程长、 动力强
劲、环境适应性强、运行噪音低、排放零
污染、运行高安全等优势。

同时，银隆新能源的“明星股东”也尚
未将其放弃。 天眼查信息显示，截至目前，
董明珠仍是该公司董事， 且持股比例达
17.46%，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 同时，该公
司其他股东则包括大连万达集团、 阳光人
寿保险等实力企业 ， 持股比例分别为
3.73%、11.6%。

今年 10 月，银隆新能源似乎也曾迎来
“转机”。 2019 年，洛阳银隆新能源有限公
司宣布在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区投资建设洛
阳新能源产业园，今年 10 月，银隆纯电动
市政环卫车正式下线交付， 这也成为今年
该公司的“高光时刻”。

赛道转换，银隆新能源能否翻盘？业界
仍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