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德时代和蜂巢能源的主营业务均
为动力电池。 其中 ， 宁德时代成立于
2011 年。 蜂巢能源的前身是长城汽车动
力电池事业部，2018 年开始独立运营，
凭借无钴电池技术在动力电池行业脱颖
而出，目前该公司估值达 460 亿元。

韩国市场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
布的 2021 年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排行榜
显示 ，2021 年宁德时代全球装机量达
96.7GWh，市场占有率为 32.6%，位列全
球第一； 蜂巢能源装机量增速同比超过

430%， 以 1%的市场占有率进入全球动力
电池领域前十位置。

近年来 ， 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快
速发展 ， 动力电池企业纷纷寻求产能
扩张 。 仅去年蜂巢能源就发布了 7 次
扩产消息 ，总投资额达 776 亿元 ，并宣
称到 2025 年 ，全球产能将达 600GWh。
有消息披露 ， 蜂巢能源已在江苏证监
局进行了上市辅导备案 ， 拟于今年登
陆科创板。

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独立研究者

曹广平认为：“动力电池企业竞争的主要
目标是扩大市场份额， 进而降低成本，同
时加强融资，避免资金链断裂，以维持企
业存活到新的电池技术突破后，占据一定
的市场份额。 ”

另据悉，宁德时代近期也被负面消息
缠身。 “宁德时代被美国制裁”“宁德时代
与特斯拉谈崩”等消息持续发酵，导致其
股价波动。 随后宁德时代不得不发布《严
正声明》进行辟谣，并表示已向公安机关
报案，将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

2 月 8 日，河北南网首座共享重卡充换电站在德龙钢铁有限公司投运。 该站由国家电网和德龙钢
铁共建，主要包括 4 台 2000 千伏安变压器、10 套充电设备和 2 套换电设备，可实现重卡自动换电及多
辆重卡同时充电。 图为电动重卡驶入换电站进行换电。 成博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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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老老企企业业““冲冲撞撞””加加剧剧

掌掌握握核核心心新新技技术术、、资资源源是是关关键键

������在曹广平看来，目前动力电池行业呈
现以产品战、技术战、宣传战、专利战为特
征的新竞争态势，主要是受上下游和产业
环境压力影响所致。

上游方面， 原材料持续大幅涨价，新
能源汽车补贴持续退坡；下游方面，报废
电池材料难以循环回收利用，加剧电池降
本难度。

值得注意的是，宁德时代此前还起诉

过竞争对手塔菲尔新能源和中创新航，案
由均为专利侵权。 去年，塔菲尔新能源被
判向宁德时代赔偿 2330 万元，涉及经济损
失和制止侵权等相关费用；中创新航的诉
讼案还在审理中。

宁 德 时 代 董 事 长 曾 毓 群 日 前 表
示，扩产并不意味着加剧竞争 ，有创新
材料体系 、 结构体系的产品才值得竞
争，公司将始终通过材料创新 、结构创

新与极限制造 ， 为客户提供最具性价
比的产品。

可以预见的是， 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
快速发展， 动力电池市场化竞争将越来越
激烈，保护专利是企业掌握核心技术、应对
竞争的有效措施。曹广平表示，未来动力电
池行业竞争的关键是掌握核心新技术和核
心资源。此外，企业稳健运营和踩准市场发
展节奏也很重要。

产产品品战战、、技技术术战战、、宣宣传传战战、、专专利利战战齐齐爆爆发发

动动力力电电池池市市场场化化竞竞争争全全面面升升级级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卢卢奇奇秀秀

������据了解，宁德时代此次诉讼由来已
久，案件的被告还包括无锡天宏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和保定亿新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多份法院判决书显示，2018 年-
2019 年， 多名宁德时代员工离职后
分别加入无锡天宏和保定亿新 ，直
接或间接为宁德时代的竞争对手蜂
巢能源工作。 天眼查信息显示，目前
保定亿新已经注销， 但其历史注册
地址与蜂巢能源相同， 且该公司法
定代表人、 执行董事杨红新也是蜂
巢能源总经理。 无锡天宏工商登记
的联系电话则与蜂巢能源公司保定
分公司电话相同。 法院认定，无锡天
宏、 保定亿新与蜂巢能源公司有实

质关联。
据了解， 动力电池企业多为高新

技术企业，行业竞争激烈，各种新企业
大量诞生， 其中电池技术是企业竞争
的主战场。 一旦掌握关键技术的员工
跳槽到竞争对手工作， 可能导致企业
重大利益受损。宁德时代认为，上述离
职员工违反了双方签署的 《保密和竞
业限制协议》，以隐蔽方式进入竞争对
手公司，要求索赔 100 万元违约金。 后
经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定，
上述多名离职员工违反竞业限制义
务，构成违约。

蜂巢能源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
公司正准备应诉，“相信法院会有公正
判决。 ”

近日，宁德时代以不正当竞争为
由起诉蜂巢能源， 案件将于 2 月 23
日在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开

庭。 一边是全球龙头企业，一边是行
业新秀，二者间的纠纷迅速引发业内
外关注。

近年来，随着动力电池行业快速发
展，企业间关于专利侵权、不正当竞争
等方面的法律纠纷频繁发生。业内人士
认为， 动力电池已有一定市场规模，进
一步降本空间有限，而技术创新和人才
将是未来动力电池企业获取竞争优势
的关键。

跨界造车越“热”
越需要冷静思考

■■王旭辉

今年 1 月，为对冲补贴退坡对企业生产制造成本造成
的压力，多家新能源车企调高了车辆售价，但销量仍迎来
“开门红”。 与此同时，入场者不断增加，索尼、团车、佳能
等纷纷宣布造车，5G、大数据等新技术、新材料加快融入
汽车行业，新能源汽车持续升温。 在各种利好驱动下，业
界对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的预计一路上涨，从 500 万辆、
550 万辆上涨到 600 万辆。 与此同时，关于“新能源汽车
高市值是否存在泡沫”“新能源汽车是否过热” 等讨论也
此起彼伏。

目前由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商业模式等没有完
全成型，尤其是智能汽车刚起步，对新入场者而言，行业
仍有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入场者均能分一杯羹。其实，
近年来高调入场但黯然退出者不在少数，即使一些车企
勉强生存下来，也面临各种困难。由此可见，跨界造车并
非易事，尤其是对于没有造车经验的互联网、科技公司
及盲目跟风者而言，更是困难重重。

一边是寄予众望的蓝海，另一边是残酷的市场竞争，
不入场可能错失发展良机，入场可能因方向不明确、资金
不充足、技术不过硬等原因被淘汰，怎么办？笔者认为，跨
界造车越“热”之时，企业、资本越要冷静思考。

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经过多年发展，早已过了“跑马
圈地”的时代，各细分市场均有头部企业。 但毕竟新能源
汽车市场竞争激烈， 技术更新迭代快速， 且规模不断增
长，巨大的市场更青睐“有准备”的企业。尤其是与机械制
造、电动化赛道相比，在智能网联的竞争中，盲目投资、简
单复制没有出路，新入场者要注重差异化优势，研发并推
出不可替代的产品，才能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求。与传统
造车企业相比， 新入场者的优势多集中在动力电池和智
能网联领域，继续发挥好其在互联网、信息通讯等领域的
传统优势，实现“取长”，并加强与传统造车企业的合作，
再实现“补短”，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足。

同时，车辆智能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各层面的软件、
零部件、 芯片等要素绝不是一家车企或一个供应商就可
以全部提供。 当然，无论车企还是智能化、网联化等各级
供应商，谁掌握的关键技术越多，谁就在产品技术和零部
件搭载上越有话语权。 但需要明确的是， 智能汽车刚起
步，谋划主导权为时过早，尤其是互联网、科技公司造车
需要依靠硬件商的能力，打通壁垒，才能吸纳更多的优质
资源，将市场做大。

此外， 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也离不开资本的有力支
撑。 对此，2021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
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规律，要为资本设
置“红绿灯”。持续升温的新能源汽车行业更应如此，只有
进一步完善投资准入、合理引导资本，产业链相关企业才
能在大变革的背景下茁壮成长，有时间、有能力实现技术
快速迭代和产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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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联会：新能源汽车涨价不影响销量提升

本报讯 实习记者杨梓报道：2 月 14 日，全国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发布的今年 1 月全国乘
用车市场分析情况显示，近期随着新能源汽车补
贴退坡和锂矿等基础资源价格剧烈上涨，车企将
有一定的成本压力，但预计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价
格不会大幅上涨，车企有能力化解压力，继续保
持较快增长。 从市场反馈来看，用户对新能源汽
车补贴退坡后的价格变化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和
预期。

据了解，受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动力电池
原材料价格上涨、 芯片短缺等因素影响，2021 年
底以来，特斯拉、蔚来、小鹏、哪吒、比亚迪、广汽

埃安、飞凡、一汽-大众、上汽大众等多家车企宣
布旗下新能源车型涨价， 幅度在 1000 元-21088
元不等。

乘联会指出，2021 年全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火
爆，新能源汽车零售达 299 万辆，同比增长 170%。
由于终端需求旺盛、产能不足，使得未交车订单
充裕， 车辆价格微涨不会严重影响整体市场需
求。 2022 年，很多车企均制定了产销提升目标，预
计全年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将达 550 万辆左右，实
现 70%左右的高增长率。

同时，国家政策对新能源汽车的支持力度巨
大。由于 2022 年的补贴技术指标不变及电池与整
车集成技术提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降低百公
里电耗等技术指标将获得更大的补贴支持，有利
于行业平均技术水平持续提升，并减轻部分车企
的投资压力。

乘联会表示， 新能源汽车规模效益明显，随
着产业规模大幅增长，新能源汽车的固定资产折

旧等成本可以更好地分摊，单车制造成本在指数
型成长阶段更易发挥规模优势。 如特斯拉等车企
公布的财报数据显示，单车毛利达 30%的高位，体
现了较强的抗成本风险能力，这将为车辆智能制
造、技术革新注入新活力。

乘联会指出， 电池的成本压力可以通过
多种方式化解 ，如车企可以通过提升电池性
能 、多元化选择供应商 、将供应商开发纳入
企业内部交易环节等措施改善成本压力 、提
高沟通效率 。 目前超预期发展的 4680 电池
有很大的降本空间 。 同时 ，电池行业的投资
力度空前。

此外，燃油车的定价体系受到消费品高税收
的影响， 而新能源汽车没有消费税等税收压力，
反而有更多的新能源积分，因此高端新能源汽车
的潜在利润丰厚。 如比亚迪、广汽埃安等车型的
电池容量和高端车差距不大， 但价格差别较大，
体现了 A 级车的高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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