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第三季度以来， 合资品牌电动汽
车销量不断回升。最新数据显示，上汽大众
9 月累计销售新能源汽车 15003 辆，同比增
长超 186%，这是上汽大众新能源车销量首
次突破 1.5 万辆。 另外，9 月，上汽通用新能
源车销量也突破万辆大关，达 10002 辆，同
比增长 168%，环比增长 24.8%。

在业内人士看来， 合资品牌电动汽车
销量“意外”增长与近期接连下调在售车型
价格密切相关。不过，虽然“降价换量”初显
成效， 但合资品牌的电动化转型仍任重道
远，亟需寻求发展新路径。

■■ “以价换量”初见成效

乘联会数据显示，今年 9 月，我国新能
源汽车零售销量达 74.6 万辆， 同比增长
22.1%，市场渗透率达到 36.9%。 其中，自主
品牌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到 59.4%，主流合
资品牌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仅为 6.2%。

为提升市场份额， 合资车企在电动汽
车领域不断展开价格攻势。其中，上汽通用

2024 款别克微蓝 6 续航 430 公里版本近日
已降至 9.98 万元，限量 5000 台。今年以来，
上汽大众 ID.3 的售价也不断下调：3 月，大
众 ID.3 全系车型均优惠约 2 万元；7 月，又
推出限时价格，降价幅度达 3.7 万元，起售
价降至 12.59 万元。

此外， 一汽大众也在今年 7 月对旗下
ID 系列纯电车型进行降价， 最高降幅达
8.7 万元；9 月， 又对 ID.4CROZZ 车型开
启优惠促销，限量 3000 台，优惠力度接近 5
万元 。 9 月 20 日 ， 一汽大众旗下 ID.
CROZZ 系列 2024 款上市即推出限时优
惠活动，全系优惠达 4.35 万元。

事实上， 今年年初特斯拉打响新能源
汽车降价“第一枪”后，不少自主品牌随之
降价，合资品牌是随后被迫卷入其中。但近
期，合资车企在尝到“以价换量”的“甜头”
后，降价变得更主动。

电车人产业平台创始人马前程表示：
“部分合资品牌‘以价换量’是适应市场竞
争新形势的选择。造车新势力率先崛起、传
统汽车集团后来居上，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

场渗透率已经超过 30%，合资车企
作为中国汽车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市场策略，抢占
一定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后面将
面临无法在中国汽车市场立足的
巨大风险。 ”

不过 ，也有观点认为 ，虽然降价促
销短期内或可提振销量，但并非长久之
计。 汽车行业分析师邵元骏提出：“车企
降价应该更为理性，要根据企业自身发
展情况与未来规划找准产品定位，并进
行合理定价。 售价决定整体品牌的市场
定位，策略一旦打错品牌形象就很难再
重新建立。 ”

■■ 仍被燃油车产业链牵绊

一直以来， 合资车企的优势集中在燃
油车领域。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合
资车企实际并未及时跟上， 仍被沉重的燃
油车产业链牵绊。 眼看市场份额不断被蚕
食，合资车企选择通过“以价换量”的策略
来提高销量。

马前程认为， 合资车企目前仍然主要
依赖燃油车销售，在推广新能源汽车方面，
动力和积极性明显不足， 合资车企的新能
源车型定价过高，大幅降价是理性回归、是
适应市场需求的明智之举。

目前，销量下滑、电动化转型跟不上市
场，几乎成为合资品牌的共性。相比我国自
主品牌车企，合资车企新能源汽车电动化、
智能化优势并不突出，面临多重挑战。一位
大型合资车企内部人士此前接受 《中国能
源报》 记者采访时坦言：“发动机是我们的
强项，油耗低、动力性和可靠性好，但这些
在电动汽车里都不存在了，而我们在电池、
电机等方面并无优势。 ”

目前来看， 自主品牌借助新能源汽车
的先发优势正进一步占领市场。 随着未来
竞争加剧， 部分合资品牌面临被淘汰的命
运。近几年，合资车企在我国市场发展每况
愈下，广汽三菱、东风雷诺、长安铃木等不
少合资车企都已相继败走。

谈及合资车企加快电动化转型亟需解
决的棘手问题，马前程表示，合资车企目前
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燃油车这个包
袱，以及体制机制如何快速转变。 “如何快
速适应新的技术方向、 新的市场竞争和新
的用户需求， 如何实现从燃油车向新能源
汽车平稳过渡， 这些对于合资车企而言都
是非常大的挑战。 ”

■■ 不断探索转型新模式

新能源浪潮下， 合资品牌也在不断探
索转型新模式。 例如，大众集团、奥迪汽车

今年分别与自主品牌牵手“借技术”，引发
业内广泛热议。另外，部分合资车企为跟上
中国市场的电动化转型步伐， 也开始模仿
自主车企，尝试推出独立新能源子品牌。 9
月 21 日，东风本田在品牌焕新暨新能源汽
车品牌发布会上，推出全新新能源品牌“灵
悉”，和其首款新能源概念车“灵悉 L”，并
计划于 2024 年上市。

“合资车企推出新品牌对推动电动化
转型是一个不错的探索。 从市场和用户层
面看，新品牌更容易与新技术、新产品、新
服务结合， 打造一个有别于传统品牌的新
形象，符合新能源汽车用户的心理需求。从
车企经营层面看， 独立品牌更有利于大胆
采用新的营销、渠道和服务模式，新的体制
机制更容易帮助合资车企实现转型升级，
适应新能源汽车时代的市场竞争。 ”马前程
表示。

未来， 随着合资车企不断深耕新能源
领域， 自主品牌也不可轻视合资品牌的潜
在竞争力。在受访人士看来，自主品牌的新
能源汽车势头强劲是不争的事实， 无论创
新研发车品还是保障营销模式都取得了长
足进步。 但合资品牌积累多年的研发和制
造技术， 拥有成熟完善的产业链、 销售网
络、经验和方法。 “尽管船大调头难，但合资
品牌的转型将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最
大变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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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车企积极探寻
电动化转型新路径

■本报记者 姚美娇 杨梓

A 股光伏玻璃企业增收不增利的情况正在
持续。 以旗滨集团为例，其发布的第三季度报告
显示，虽然 7-9 月公司营收大增，但截至第三季
度末，公司半年净利润同比仍在下滑。

不过，在分析机构看来，第四季度是光伏
产业的传统旺季， 随着下游市场对光伏玻璃
需求走高， 光伏玻璃持续去库存， 供需总体
将显现紧平衡趋势。 在市场供需影响下，第
四季度光伏玻璃价格将如何变化成为产业内
讨论焦点。

■■■■ 企业增收不增利

作为首家发布今年第三季度报告的 A 股上
市光伏企业， 旗滨集团 7-9 月实现营收约 43 亿
元，同比增长 28.48%，净利润为 5.96 亿元，同比
大增 251.89%，扣非后净利润达 5.75 亿元，同比增
幅 294.87%。

旗滨集团表示，随着需求端好转，第三季
度公司玻璃产销、 库存情况均保持较好水平，
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同时，随着国内原燃料价
格下降，增厚了利润空间；加之光伏玻璃产能
逐步释放，深加工玻璃销量增加，盈利水平进
一步提升。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今年初以来的情况
看， 第三季度的业绩高企并没有扭转光伏企业
上半年的财务表现。 1-9 月，旗滨集团实现营收
111.85 亿元，同比增长 13.68%，净利润为 12.48
亿元，同比减少 0.42%。 整体仍增收不增利。

不仅是旗滨集团，今年上半年，安彩高科、福
莱特、亚玛顿等企业同样是营收增长、净利润下
滑。而这一现象的出现和上一轮光伏玻璃涨价脱
不开干系。 2021 年，在供不应求背景下，光伏玻

璃价格大涨， 从 20 元/平方米左右一路飙升至
40 元/平方米。 此后，随着新产能的投入，光伏玻
璃价格有所下降，但截至目前，光伏玻璃价格仍
处于 19 元/平方米至 27 元/平方米区间，尚无明
显增长。

■■■■ 走势预测严重分化

有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中旬，我国光伏
玻璃总窑炉座数为 136 座， 产线共计 505 条，其
中，在产窑炉 116 座，在产产线 461 条，光伏玻璃
企业开工率为 82.25%，环比持平；光伏玻璃企业
产能利用率为 93.7%，环比持平；国内光伏玻璃
在产日熔量为 9.44 万吨/日，环比持平。

第三方大宗商品市场研究机构卓创资讯分
析称，第三季度，我国终端光伏电站项目陆续启
动，加之海外订单跟进，组件厂家开工率尚可，部
分大厂接近满开。随着生产推进，部分刚需采购，
玻璃厂家成交陆续好转， 库存呈现连续下降趋
势。加之纯碱新产能投产晚于预期，供应偏紧，价
格涨幅明显，玻璃生产成本增加。 9 月，光伏玻璃
订单价格上调 2 元/平方米，超出预期，已经是年
内高值。

卓创资讯表示，上述背景下，目前市场对光
伏玻璃价格未来走势预测明显分化。 部分券商
在分析报告中称，第四季度，下游需求仍将维持
较高水平，和此前一样出现抢装潮。再考虑到原
材料价格居高不下， 对光伏玻璃价格起到支撑
作用，光伏玻璃价格还有继续增长的空间。另有
观点认为， 虽然第四季度部分招标项目推进，
需求端存一定支撑，但不足以推动价格继续上
涨。同时，近期组件价格下滑，部分企业成品库
存压力明显，后期生产积极性或受挫，开工下

滑可能性较大，预计光伏玻璃价格可能出现下
行趋势。

■■■■ 产能增速明显放缓

事实上，2019 年以来，光伏玻璃产业已经历
两轮涨价潮。 2021 年，修订版《水泥玻璃行业产
能置换实施办法》发布，对光伏玻璃新建项目不
再要求产能置换。 随着大批光伏玻璃新建项目
上马，光伏玻璃价格逐渐步入下行通道。

从目前情况来看，光伏玻璃市场已经摆脱了
供应不足的局面。 据卓创资讯数据，2022 年，光
伏玻璃新点火窑炉 32 座， 日熔量合计 3.25 万
吨，复产窑炉 4 座，日熔量合计 3050 吨，至当年
年末在产产能为 7.59 吨/日，年内新点火及复产
产能占总产能的 46.85%。 这也导致光伏玻璃企
业投资新建项目越来越谨慎。 今年以来，新点火
窑炉为 15 座， 合计日熔量 1.86 吨， 复产窑炉 2
座，合计产能 1350 吨/日。 按照目前在产产能核
算，新点火及复产产能占总产能的 21.77%，增速
明显放缓。

在此背景下， 市场已有警惕产能过剩的声
音。 不过，也有企业反其道而行之。 亚玛顿近期
发布公告称， 拟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
调整，计划终止“BIPV 防眩光镀膜玻璃智能化
深加工建设项目”， 将该项目暂未投入使用的
部分募集资金余额 8000 万元用于 “年产 4000
万平方米超薄光伏背板玻璃深加工项目”。亚玛
顿指出，公司产品是 1.6 毫米超薄光伏玻璃，超
薄光伏玻璃产能提升需求紧迫。

9 月中旬，福莱特董事长阮洪良在半年度业
绩说明会上同样表示，目前光伏玻璃市场整体属
于供需匹配，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

本报讯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十周年。 十年来，鼎和保险公司以“能源行业
保险专家”为定位，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持续推进能源业务拓展合作，为共
建国家和地区发展注入新动力， 书写互利共
赢新篇章。

近年来，响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战略部
署，结合国际市场环境和自身资源禀赋，鼎和保
险积极谋划布局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市场。

鼎和保险连续 3 年保持穆迪 A3 （稳定）评
级，并于 2023 年首次发布鼎和保险 ESG(环境、
社会和公司治理)评分，彰显了稳定的盈利能力、
稳健的资本水平以及良好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
理能力。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发展潜力巨
大，这既意味着广阔的市场机遇，也意味着共
同发展的责任。 鼎和保险海外业务拓展能力
持续增强，业务规模不断增长，服务区域不断
扩大，为越南永新电厂、中老铁路供电项目、
老挝南塔河水电站等项目提供国内独家保险
保障。

截至目前，鼎和保险已落地 15 个共建“一带
一路”国际项目，总保障金额达 26.73 亿美元，总
保费同比增长超 200%。 与澳门电力合作实现港
澳市场业务零突破。 同时， 与香港金融机构就
“保险连接证券（ILS）”等创新风险分散模式开展
合作研究，获取成熟市场相关经验。

今年 9 月，在第 20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
中国太平集团在广西南宁举办第三届中国太平
国际（东盟）保险合作与发展论坛，鼎和保险与太
平再保险、太平香港、太平澳门和太平再保险顾
问一起加入中国太平-东盟保险共同体。 未来，
鼎和保险将在服务中国-东盟自贸区、参与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方面迈出新步伐。

“一带一路”既是造福世界的“发展带”，也
是惠及人类的“幸福路”。未来，鼎和保险将持续
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境外项目拓展，助力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共建国家和地区实现共
同发展。 （叶芳池 林明师 张涵玥）

光伏玻璃供需紧平衡 价格走势再生变？
■本报记者 董梓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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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 比亚迪两大新能源汽车巨头
第三季度财务数据呈现 “冰火两重天”局
面。 从利润表现看，特斯拉大跌、比亚迪暴
涨，双方差距进一步收窄。作为电动汽车领
域的巨头，特斯拉一直被誉为“电车之王”，
比亚迪虽然在新能源汽车总销量上已实现
超越， 但在纯电车领域曾与其存在一定差
距。 然而，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特斯拉
在纯电车领域渐失优势， 比亚迪则展现出
强劲势头。

■ 单季度盈利或首次过百亿元

从比亚迪披露的业绩预告来看， 公司
前三季度业绩表现喜人。数据显示，比亚迪
前三季度预计盈利 205 亿元-225 亿元，同
比增长 120.16%-141.64%； 第三季度单季
预计盈利 95.46 亿元-115.46 亿元，同比增
长 67.00%-101.99%。 值得注意的是，若第
三季度净利润突破百亿元， 将是比亚迪单

季度净利润首次破百亿元。
比亚迪利润飙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规

模化优势，另外，海外市场的持续扩张也是
其利润提升的关键。一位业内人士向《中国
能源报》 记者分析称：“比亚迪产品线非常
宽，产品综合竞争力也很强，在很多细分市
场都是龙头。比如今年，吉利、长安、长城的
插混产品都刚刚开始上量， 而比亚迪作为
较早发力插混技术的厂商， 上半年插混产
品在其新能源车总销量中的占比已超过
50%。此外，比亚迪也在加速海外布局，海外
业务成为其新的增长点。 ”

相比利润狂飙的比亚迪， 特斯拉的业
绩表现则有些不尽如人意， 虽然收入方面
仍占优势，但增速明显放缓。 数据显示，特
斯拉第三季度总营收为 233.5 亿美元，同比
增长 9%，为三年来最慢增速；净利润同比
大幅下滑 44%至 18.53 亿美元；毛利率也再
创新低， 第三季度毛利率进一步下滑至
17.9%，为近四年来新低。

业内有分析指出， 特斯拉毛利率走低
主要受“以价换量”战略的影响。今年年初，
特斯拉分别在中国、日本、韩国等多国大幅
调降旗下车辆售价。但到了第三季度，特斯
拉全球新车交付量却不升反降。数据显示，
今年三季度， 特斯拉全球销量为 43.51 万
辆，环比下滑 6%。

■ 纯电销量几乎追平特斯拉

从纯电动汽车市场来看， 比亚迪也有
取代特斯拉问鼎“销冠”之势。

不同于比亚迪纯电、插混两条腿走路，
特斯拉旗下车型基本都为纯电型。作为“老
对手”，比亚迪在总交付量上早已超越特斯
拉，但纯电车型交付量一直落后。

但是，从最新数据来看，比亚迪纯电车
型销量已几乎追平特斯拉。第三季度，比亚
迪纯电车型销量为 43.16 万辆；而同期特斯
拉交付 43.51 万辆，两者之间相差无几。 有

分析认为，按此形势发展，不排除第四季度
比亚迪纯电销量将超过特斯拉， 成为全球
纯电动汽车销量冠军。

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行业独立研究
者曹广平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比亚迪和特斯拉各有特点，各自在全
球市场、国内市场上阶段性胜出。 “比亚迪
赢在丰富的横向产品线和纵向产业链布
局， 其产品线包括混动和纯电车型等，并
且放弃了燃油车，混动和纯电车型可以共
用部分平台与大量零部件。 产业链上，上
至电池、电驱动，下至后市场，都比特斯拉
的产业链布局更显深入与全面。 特斯拉则
通过创新技术增加车辆功能、 性能和降
本，包括其智能驾驶方面的拉动也起到了
很大作用。 ”

“未来，比亚迪、特斯拉在纯电动汽车
市场上的发展会各有千秋。 ”曹广平进一
步分析称，“单一的纯电动路线以及车型
较少都具有一定局限性， 影响车企发展。

特斯拉也试图改变 ‘手里牌不多更难打’
的局面。 另外，从战略角度看，特斯拉处于
在全球布局瓶颈期，产能战略也可能分散
其产品力上升的速度。 反观比亚迪，坐拥
混动进军纯电动、坐拥国内市场拓展国外
市场，产品线宽，所以在战略布局方面较
为稳健。 ”

■ 国产品牌崛起势不可挡

在电动汽车领域，有观点认为，比亚迪
在全球市场迅速崭露头角，也凸显了中国企
业正在影响和改变全球汽车产业格局。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已连续 8 年位
居全球第一， 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销量和
市场占有率也节节攀升。在业内人士看来，
无论是技术还是市场， 中国新能源汽车正
处于从量变到质变、 从规模型向规模效益
型转变的新阶段。

“当前，中外汽车产业都在重构，我国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方面，有政策鼓励优势、
市场先发优势、零部件量价优势，进而促成
了整车销量优势。 ”曹广平表示，“不过，在
全产业链的深度和广度上仍有不足， 包括
核心关键的芯片、器件、传感器、软件、设备
上，还有一定差距。可以说，目前，我国新能
源汽车产业优势与压力并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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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逼近全球纯电动汽车销冠
■本报记者 姚美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