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供应链风险加大

汽车核心零部件进口替代迎来机遇

本报记者 崔小粟 张玉洁

随着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中国汽车市场逐渐好转。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在生产端，车企加班加点，产能并未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需求端消费信心仍不足，恢复尚需时日。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海外疫情蔓延，海外汽车零部件供应链风险将加大，主流整车企业对国内相关零部件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大，核心汽车零部件替代进口迎来机遇。

推进复工复产

焊接、喷漆、组装......在长城汽车重庆工厂的生产线上，2500多名员工正开足马力生产皮卡车，解决订单积压问题。 长城汽车重庆工厂公共关系部部长安玉贺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一季度生产计划受到了疫情影响。 自复工以来，公司产量正在不断提升，目前日产量已超过去年的最高水平。

4月10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重点企业复工复产情况比预料要快。 据协会掌握的23家企业集团最新复工复产调查情况统计，整车生产基地全面复工，员工返岗率86%，复产情况达到去年平均水平的75%。

不过，疫情对众多汽车及零部件生产厂家影响深远。

“差不多丢了两个亿的订单。 ”湖北省某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高管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诉苦。 公司目前仍面临疫情期间订单丢失的问题。

行业头部企业亦不能幸免。 宁德时代4月10日发布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20%-30%。 公司表示，2020年第一季度受疫情和市场等因素影响，新能源汽车装机量大幅下降，公司一季度动力电池销售收入下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比下降。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计，仅考虑国内因素影响，下半年汽车行业可以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但仍然难以弥补一季度和上半年的损失，全年汽车销量或呈负增长。

危中藏机

如何在“寒冬”中生存，将是一些汽车产业链生产厂家须直面的问题。 从目前情况看，高端化、差异化的产品定位和稳健的经营策略，使得一些企业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

按照湖北省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要求，丹江口市东发曲轴有限公司前不久才全面复工。 但公司董事长黄贵国认为，这为企业发展带来了难得的休整期。 “这一行要想技术完全吃透至少需要十年。 技术不过关，只能做低端产品打价格战，从长远看不利于企业发展。 ”

东发曲轴主要从事发动机曲轴的制造和生产。 公司是东风汽车公司4H曲轴产品的独家供货商。 通过东风公司这个大客户，公司锁定了一部分订单。 此外，公司生产一些高端曲轴产品，主要供应海外市场的高端定制需求。

黄贵国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技术升级需要通过不断投资新设备，而人的因素单靠企业管理很难实现。 “传统制造业工作强度大、环境相对差，愿意进工厂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即使来了也难以沉下心消化技术。 复工前我们一直在做线上培训，不少员工端正了态度，复工后工作状态踏实了很多。 ”黄贵国说。

海外形势变化为突破高技术壁垒领域带来成长机会。 某国内大型私募基金高管向中国证券报记者分析称，一些自主核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面临机遇。 “过去由于高技术壁垒及规模劣势，国内核心汽车零部件供应企业没有适配机会。 此次供应链风险将加大主流整车企业对国内相关企业的扶持力度。 ”

太平洋证券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国产整车的国产化率基本在95%以上，仍然依赖于进口的零部件主要集中在发动机、变速箱、燃油喷射系统的核心控制单元，车身稳定系统的核心芯片、连接器等单元，也有部分制造精度要求极高的机械加工件。

消费逐步复苏

随着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汽车消费正逐步复苏。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3月乘用车市场零售达到104.5万辆，同比下降40.4%，同比降幅较2月收窄38个百分点，呈现谷底V型的良好态势。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分析称，经销商订单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的65%以上。 但售后业务恢复先行，终端零售恢复缓慢，新车销售更多以线上积累订单为主。

“最近两周以来，进店消费人数增长明显。 周六周日到店客户达到30至40批，一天可成交10至15辆。 ”北京泊士联负责人赵保中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来的客户来源明显感觉与以前不同。 “消费人群大多数属于刚需，很多是通过直播平台充分沟通后直接来店付款，目的性明显。 ”

今年以来，多地频频出台政策，支持汽车产业健康发展。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浙江、吉林、辽宁、湖南、广州、佛山、珠海、南昌等20个省、市陆续出台促进汽车消费政策，通过汽车下乡、新能源汽车购车补贴、鼓励购买“国六”标准新车等方式促进汽车消费。

政策密集发布给市场带来短期波动。

在江西南昌某事业单位工作的于冬（化名）想入手一台沃尔沃XC60，已经观望了一年左右。 南昌市近日出台了促进汽车消费的鼓励政策，疫情期间在南昌市范围内购买新车的消费者，可以获得1000元/辆的补贴款。

不过，于冬仍然不为之所动。 “相比于买车总价格，1000元补贴吸引力并不太大。 ”于冬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想再观望一段时间，也许后续更多品牌会推出力度更大的让利措施。

长城汽车某4S店的一位销售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现阶段很多消费者仍在等待政策，持币观望者多。 预计第二季度汽车销售情况会比一季度更明朗。

值得关注的是，很多城市要求购买本地生产和销售的汽车才能获得当地政府补贴。 例如，宁波、长春推出的政策要求，消费者购买的新车需为本地生产、销售，并在本地上牌。 长沙市则要求，消费者需要在指定经销商购买上汽大众长沙工厂、长沙比亚迪、广汽三菱、广汽菲克、湖南猎豹等车企生产的车辆，并在长沙上牌方可享受一定补贴。

“地方政府鼓励汽车消费最终还是为了推动本地汽车产业发展。 ”中汽协副总工程师许海东表示，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但并不利于全国整体汽车市场发展。 建议地方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全国市场的流通，可以给大家都带来好处。

许海东表示，汽车消费市场不仅仅是依靠政策刺激，繁荣的核心与宏观经济发展有关。 消费者收入增加、四五线城市以及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这些因素都将支撑汽车产业发展。

‘

A06

公司新闻·汽车 Company

■

2020

年

4

月

13

日 星期一

■

责编：郭宏 美编：王力 电话：

010-63070383

特斯拉A股“小伙伴”

有望成其全球供应商

□

本报记者 崔小粟

标准版Model� 3成功试水中国市场后，特斯拉加

速将这款“走量” 车型在华全面铺开。 4月10日，特斯

拉宣布， 即日起特斯拉Model� 3长续航后轮驱动版

（中国制造）与高性能全轮驱动版（中国制造）开放预

订。 特斯拉相关负责人表示，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正

开足马力生产，产能迅速回升，加速实现2020年产15

万辆的目标。

分析人士称，凭借价格优势与规模效应，特斯拉A

股产业链“小伙伴”未来有望成为其全球供应商。

上海工厂战略地位凸显

特斯拉官网显示，中国制造Model� 3长续航以及

Performance高性能车型起售价补贴后为33.905万元

/辆，补贴前为41.98万元/辆。 国产长续航Model� 3的

国际工况法续航里程为668公里，预计2020年6月起开

始交付。

目前特斯拉Model� 3已实现在售全系车型国产。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国产车型扩容、国产化率提升，特

斯拉的制造成本将进一步降低，抢占更多市场份额。

近期特斯拉上海工厂频繁释放消息。 4月8日，特

斯拉高调曝光了其上海超级工厂内部生产线，全方位

展示了上海超级工厂总装车间、涂装车间和焊装车间

等车间。 特斯拉对外事务副总裁陶琳称，特斯拉上海

超级工厂正开足马力生产，产能迅速回升，加速实现

2020年年产15万辆的目标。

特斯拉上海工厂在2月10日正式复产， 属于国内

较早实现复产的汽车工厂之一。 据了解，目前该工厂

的复工率超过九成，产能已超过疫情前水平。 同时，特

斯拉二期工程建设正在全力推进中。

4月11日，据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微博，特斯拉

上海超级工厂正在招聘员工，岗位包括设备维修技师、

生产班长、质量检验员、超声波检测技师等。

4月3日，特斯拉公布了好于预期的一季度交付数

据。 2020年一季度，特斯拉共生产10.3万辆电动车，同

比增长33%，交付约88400辆，同比增长近15%，创有

记录以来的最好一季度表现。 特斯拉方面表示，上海

超级工厂的生产持续创新高。

乘联会数据显示，3月特斯拉在华销售汽车10160

辆，创下了其在中国市场的月销量新高。 乘联会秘书

长崔东树称，目前特斯拉的销量占中国电动汽车销量

的30%。

4月10日中汽协发布了3月新能源汽车产销数据，

但当月统计数据未包含特斯拉。 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

华表示，按照相关法规要求，国内任何一家汽车生产企

业均需准确、及时、完整向中汽协报送经营数据。 目前

特斯拉没有向中汽协报送相关数据，中汽协无法验证

其数据的真实性。

受疫情影响削减开支

特斯拉上海工厂建设如火如荼，而其他地区的工

厂处境略显艰难。

近日，特斯拉宣布降薪和部分人员休假。 根据特

斯拉北美人事部门发出的一封邮件， 从4月13日起特

斯拉将临时采取降薪措施以削减开支。 具体而言，副

总裁以上级别的工资削减30%， 总监以上级别的工资

削减20%，其他员工工资削减10%。不能在家工作且未

被分配到现场关键岗位的员工将安排暂时休假。

此外，特斯拉全球其他地区的员工将进行一定程

度降薪。

对于特斯拉中国如何实施降薪政策的问题，特斯

拉中国相关负责人4月10日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特斯拉中国区全球副总裁以及总监级别员工自愿减

薪，和美国总部保持一致共渡难关。 其中，全球副总裁

减薪30%，总监级别减薪20%，其他中国区员工的薪资

待遇目前保持不变。 特斯拉方面称，会尽最大努力保

证一线团队不受影响。 特斯拉中国区现有各项业务的

开展以及生产工作将继续按计划进行。

特斯拉预计， 位于美国加州的弗里蒙工厂将于5

月4日重新开工。 降薪措施预计将实施到今年第二季

度末。

欧洲市场方面，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位于德国柏林

的超级工厂建设已停止，由于土壤问题导致其不得不

修改地基，因此需要更新施工申请书并递交柏林市政

府，提出新的地基施工方案。 德国环保部随后证实，在

特斯拉的要求下，早前的地基施工方案申请书将暂停

执行。

国产化进程有望加速

美国市场方面，供应端和需求端同步下滑，特斯拉

二季度表现面临不确定性。

华尔街分析师纷纷下调了特斯拉的全年交付预

期。 Wedbush分析师DanIves预计，特斯拉今年将最

多完成42.5万辆交付。 花旗银行分析师ItayMichaeli

预计，特斯拉今年将交付约43.4万辆电动汽车，低于此

前预计的51.7万辆。

近一个月来，特斯拉股价累计下跌超过20%。兴业

证券汽车分析师指出，短期受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影响，

中美工厂产能投放有所延迟，但上海工厂已基本恢复

正常水平，产能持续爬坡，预计4月初有望达到3500辆

/周的产能。后续，上海工厂的国产化进程有望加速。从

中长期看，伴随上海工厂Model� 3放量、国产Model�

Y上市， 欧洲工厂投产以及Semi、Cybertruck等新车

型上市， 特斯拉将进入为期3-4年的全球市场放量周

期。 凭借价格优势与规模效应，国内特斯拉产业链伙

伴未来有望成为其全球供应商。

国内汽车产业

二季度恢复步伐料加快

□

本报记者 崔小粟 实习记者 吴勇

多家车企近日披露的产销数据显示，3月乘用车产销同

比降幅依然较大，商用车降幅收窄较明显。

分析人士认为，汽车终端销售市场短期受到抑制。随着

企业有序复工，到店客流复苏，行业环比改善迹象明显。 国

内汽车全产业链已度过最差时点。 二季度汽车板块有望加

快恢复，行业景气逐步回暖，但难以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

3月销售情况明显好转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4月10日披露的数据显示，3月汽车

产销均超过140万辆， 分别达到142.2万辆和143.0万辆，环

比分别增长4.0倍和3.6倍，同比下降44.5%和43.3%；1-3月

汽车产销分别为347.4万辆和367.2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

45.2%和42.4%。

从一季度情况看， 占据行业销售总量近九成的十家企

业销量下降幅度微低于行业降幅， 同时行业集中度提升。

1-3月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集团销量合计为329.5

万辆，同比下降41.7%，低于行业降幅0.7个百分点；占汽车

销售总量的89.7%，高于上年同期1.1个百分点。

1-3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轿车生产企业共销售汽车

97.7万辆，占轿车销售总量的73.8%。与上年同期相比，十家

企业销量继续呈较快下降态势。其中，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

降幅明显。

1-3月， 销量排名前十位的SUV生产企业共销售汽车

82.5万辆，占SUV销售总量的60.2%。 与上年同期相比，一汽

大众销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其他企业均呈较快下降。

1-3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MPV生产企业共销售汽车

12.3万辆，占MPV销售总量的90.4%。 与上年同期相比，十

家企业销量均呈两位数下降。其中，上汽通用五菱和长安汽

车降幅明显。

中国汽车品牌仍面临较大压力。 3月份中国品牌乘用

车共销售43.3万辆，同比下降48.2%，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41.5%。 同时，市场占有率比上月下降11.1个百分点。 1-3

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115.5万辆，同比下降47.3%，占

有率同比下降1.5个百分点。此外，1-3月美系和韩系车市场

份额下滑，德系和日系车份额则同比提升。

商用车销量降幅总体低于乘用车

部分车企披露了3月及一季度产销数据。

乘用车方面，吉利汽车公告，公司3月销量为7.3万辆，

环比增长245%，同比下滑41.4%；今年第一季度总销量为

20.6万辆，同比下滑43.8%。

上汽集团3月份产销快报显示，3月产量为20.62万辆，

同比下降64.03%；销量为23.14万辆，同比下降58.56%。1-3

月累计产量65.74万辆，同比下降56.87%，累计销量为67.90

万辆，同比下降55.7%。

江淮汽车3月产销快报显示，3月销量为3.4万辆， 同比

下滑23.13%；今年一季度销量8.3万辆，同比下滑35.53%。

*ST海马3月产销快报显示，今年一季度累计汽车产量

1469辆，同比下降59.94%；一季度累计销量2591辆，同比下

降49.12%。

商用车方面，亚星客车4月8日公告，3月公司生产客车

358辆，同比增长35%；销售客车385辆，同比增长35%。 1-3

月公司累计生产客车536台，同比下降18%；累计销售客车

554台，同比下降16%。

宇通客车3月汽车销量合计1874辆，同比下滑55.77%；

产量合计1976辆， 同比下滑54.40%；1-3月销量累计5156

辆，同比下滑51.26%；产量累计5504辆，同比下滑47.69%。

江铃汽车3月产量2.17万辆，同比下降35.99%；销售各

类汽车2.5万辆，同比下降31.96%。 2020年1-3月累计产量

4.25万辆， 同比下降30.66%； 销量4.5万辆， 同比下降

30.93%。

申万宏源证券指出，2020年一季度汽车行业受疫情波

及， 上游零部件及中游整车生产普遍存在2-3周的延期开

工，下游终端销售市场需求受到短期抑制。 但自3月起行业

有序复工，到店客流复苏，产销端跌幅收窄，环比改善迹象

明显。一季度国内汽车全产业链已度过最差时点，后续潜在

风险集中于全球配套下的海外汽车产业链。

华金证券认为，2020年3月产销出现环比大幅改善，行

业呈现明显的复苏迹象。近期出台了一系列恢复经济、稳定

市场预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稳消费、支持新能源

汽车发展等政策，二季度汽车行业将出现明显的改善。

海外供应链风险加大

汽车核心零部件进口替代迎来机遇

□

本报记者 崔小粟 张玉洁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中

国汽车市场逐渐好转。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

访了解到，车企加班加点，产能并未成为制

约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需求端消费信

心仍不足，恢复尚需时日。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海外疫情蔓延，海

外汽车零部件供应链风险将加大， 主流整

车企业对国内相关零部件企业的扶持力度

加大，汽车核心零部件进口替代迎来机遇。

推进复工复产

焊接、喷漆、组装，在长城汽车重庆工厂的生产线

上，2500多名员工正开足马力生产皮卡车，解决订单积

压问题。长城汽车重庆工厂公共关系部部长安玉贺向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一季度生产计划受到了疫情影响。

自复工以来，公司产量正在不断提升，目前日产量已超

过去年的最高水平。

4月10日，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重

点企业复工复产情况比预料的要快。 据协会掌握的23

家企业集团最新复工复产调查情况统计，整车生产基地

全面复工，员工返岗率86%，复产情况达到去年平均水

平的75%。

不过，疫情对众多汽车及零部件生产厂家影响深远。

“差不多丢了两个亿的订单。 ” 湖北省某汽车零部

件供应商高管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公司目前仍面临

疫情期间订单丢失的问题。

行业头部企业亦不能幸免。 宁德时代4月10日发布

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同比下降20%-30%。 公司表示，2020年第一季度

受疫情和市场等因素影响， 新能源汽车装机量大幅下

降，公司一季度动力电池销售收入下滑，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比下降。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计， 仅考虑国内因素影响，下

半年汽车行业可以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但仍然难以弥

补一季度和上半年的损失，全年汽车销量或呈负增长。

危中藏机

如何在“寒冬” 中生存，是一些汽车产业链生产厂

家需直面的问题。 从目前情况看，高端化、差异化的产

品定位和稳健的经营策略，使得一些企业受到的冲击相

对较小。

按照湖北省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要求，丹江口市东

发曲轴有限公司前不久才全面复工。 但公司董事长黄

贵国认为，这为企业发展带来了难得的休整期。 “这一

行要想技术完全吃透至少需要十年。 技术不过关，只能

做低端产品打价格战，从长远看不利于企业发展。 ”

东发曲轴主要从事发动机曲轴的制造和生产。 公司

是东风汽车公司4H曲轴产品的独家供货商。通过东风公

司这个大客户，公司锁定了一部分订单。 此外，公司生产

一些高端曲轴产品，主要满足海外市场的高端定制需求。

黄贵国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技术升级需要通过

不断投资新设备，而人的因素单靠企业管理很难实现。

“传统制造业工作强度大，愿意进工厂的年轻人越来越

少，即使来了也难以沉下心学习技术。 复工前我们一直

在做线上培训，不少员工端正了态度，复工后工作踏实

了很多。 ”黄贵国说。

海外形势变化为突破高技术壁垒领域带来成长机

会。 某国内大型私募基金高管向中国证券报记者分析

称，一些自主核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面临机遇。 “过去

由于高技术壁垒及规模劣势，国内核心汽车零部件供应

企业没有适配机会。此次供应链风险将加大主流整车企

业对国内相关企业的扶持力度。 ”

太平洋证券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国产整车的国产化

率基本在95%以上，仍然依赖于进口的零部件主要集中

在发动机、变速箱、燃油喷射系统的核心控制单元，车身

稳定系统的核心芯片、连接器等单元，也有部分制造精

度要求极高的机械加工件。

消费逐步复苏

随着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汽车消费正逐步

复苏。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3月乘用车市

场零售达到104.5万辆，同比下降40.4%，同比降幅较2

月收窄38个百分点，呈现谷底V型的良好态势。 中国汽

车流通协会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分析称， 经销商订单

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的65%以上。 但售后业务恢复先

行，终端零售恢复缓慢，新车销售更多以线上积累订单

为主。

“最近两周以来，进店消费人数增长明显。 周六周

日到店客户达到30至40批，一天可成交10至15辆。 ”北

京泊士联负责人赵保中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来的客

户来源明显感觉与以前不同。“消费人群大多数属于刚

需， 很多是通过直播平台充分沟通后直接来店付款，目

的性明确。 ”

今年以来，多地频频出台政策，支持汽车产业健康

发展。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浙江、吉林、辽宁、

湖南、广州、佛山、珠海、南昌等地陆续出台促进汽车消

费政策，通过汽车下乡、新能源汽车购车补贴、鼓励购买

“国六” 标准新车等方式促进汽车消费。

在江西南昌某事业单位工作的于冬（化名）想入手

一台沃尔沃XC60，已经观望了一年左右。南昌市近日出

台了促进汽车消费的鼓励政策，疫情期间在南昌市范围

内购买新车的消费者，可以获得1000元/辆的补贴款。

不过，于冬仍然不为之所动。“相比于买车总价格，

1000元补贴吸引力并不太大。” 于冬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想再观望一段时间，也许后续更多品牌会推出力度

更大的让利措施。

长城汽车某4S店的一位销售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

记者，现阶段很多消费者仍在等待政策，持币观望者较

多。 预计第二季度汽车销售情况会比一季度更明朗。

值得关注的是，很多城市要求购买本地生产和销售

的汽车才能获得当地政府补贴。例如，宁波、长春推出的

政策要求，消费者购买的新车须为本地生产、销售，并在

本地上牌。 长沙市则要求，消费者需要在指定经销商购

买上汽大众长沙工厂、长沙比亚迪、广汽三菱、广汽菲

克、湖南猎豹等车企生产的车辆，并在长沙上牌方可享

受一定补贴。

“地方政府鼓励汽车消费最终还是为了推动本地

汽车产业发展。 ” 中汽协副总工程师许海东表示，这种

现象可以理解。建议地方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全国市场

的流通，可以给大家都带来好处。

许海东表示， 汽车消费市场不仅仅是依靠政策刺

激，繁荣的核心与宏观经济发展有关。消费者收入增加、

四五线城市以及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这些因素都将

支撑汽车产业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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