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斯拉或将迎来首个盈利财年

中国供应链将深入全球供给

□本报记者 崔小粟

当地时间10月21日，特斯拉公布了第三季度财报，营收和净利润同比、环比均实现大幅增长，特斯拉迎来了“历史上表现最好的一个季度” 。

这是特斯拉连续第五个季度实现盈利。 分析指出，不出意外的话，特斯拉或将在2020年实现全年盈利。 对于特斯拉来说，价格更加低廉的Model� 3以及明年即将在中国正式下线的Model� Y，将会是其短期内保持行业领先的关键。 伴随激进的研发投入与资产扩张，国内公司大概率会深入或是主导各环节的全球供给。

连续第五个季度实现盈利

财报显示，特斯拉第三季度实现营收87.71亿美元，同比增长39%，环比增长45%，高于市场预期84.78亿美元，营业利润率达9.2%。 在美国通用会计准则（GAAP）下，特斯拉实现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3.31亿美元，同比大增131%，环比大增218%，连续第五个季度实现盈利。 在非GAAP准则下，实现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8.74亿美元，同比增长156%，环比增长94%。

三季度继续增长的很大原因在于车辆交付量的进一步提升。 报告期内，汽车业务收入76.11亿美元，同比增长42%，环比增长47%；汽车业务营业利润率达27.7%，高于二季度的25.4%。

数据显示，特斯拉第三季度共生产14.50万辆汽车，同比增长51%，环比增长76%；交付13.96万辆汽车，同比增长44%，环比增长54%，再次创下新高。 其中，Model� 3和Model� Y产量12.80万辆，同比增长60%，环比增长69%。 Model� 3和Model� Y交付量12.43万辆，同比增长56%，环比增长55%。

尽管相比于Model� S和Model� X，Model� 3和Model� Y的价格更为亲民，但在规模化生产和交付下，特斯拉第三季度汽车业务毛利率达到27.7%，总体毛利率达到23.5%，均创下新高。

值得关注的是，特斯拉毛利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工厂有关。 在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及培育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政策支持下，特斯拉位于上海临港的工厂获得了不少优惠（例如能够以低息取得贷款），同时，随着本土供应链的形成，整体效率也进一步提升。

维持今年交付50万辆汽车目标

特斯拉表示，尽管非常困难，但仍然维持今年交付50万辆汽车的目标。 实现交付目标主要取决于Model� Y和上海超级工厂产能的逐季增长，以及在物流和交付效率方面的改善。

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该公司仅交付了31.9万辆汽车，这意味着其需要在第四季度交付18.1万辆汽车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在当天的电话会议中，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并未详细说明第四季度的前景，但他预计2021年销量将大幅增长。 特斯拉将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经放在中国市场上。 马斯克称，上海工厂的Model� 3的产能已经增加至25万辆/年。 “由于电池成本的降低以及在当地采购水平的提高，我们已经将Model� 3的价格降至24.99万元人民币。 ”

东吴证券电新分析师认为，特斯拉第四季度销量增长主要来自：一是中国市场标准版Model� 3降至25万元、长续航降价至31万元将带来满产满销，预计季度销量将突破5万辆；二是美国工厂Model� Y产能爬坡，目前单月已超1万辆，有望再上台阶。 2021年欧洲及德州工厂投产，Model� Y量产，销量有望至100万辆，后续低价车型推出，推动电动车平价，引领全球电动化。

扩张产能同时，特斯拉在持续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驾驶能力。 财报发布的前一天，特斯拉推送了完全自动驾驶系统（FSD）的测试版，并表示该推送会极其缓慢及谨慎。 在财报电话会议上，马斯克表示FSD将在几周内尽快完成测试，并争取年底前推送。 马斯克还称完全自动驾驶系统在第三季度带来的递延收入约为1000万美元。

相关供应链有望迎来长周期增长

尽管特斯拉财报亮眼，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大增131%，现金流和毛利率等所有关键指标均超出预期，但仍有投资者不禁质疑，特斯拉目前高达4000亿美元的估值合理吗？ 年内，特斯拉股价已飙升逾400%，目前市值超过4000亿美元，远远高于包括丰田和大众在内的传统汽车制造商。

有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特斯拉销售已经放缓。 在中国，特斯拉今年已数次降价，但根据乘联会数据，其在9月上海生产的Model� 3销量略有下滑。 在欧洲，特斯拉同样面临着来自传统汽车制造商日益激烈的竞争。 因此，对于特斯拉来说，价格更加低廉的Model� 3以及明年即将在中国正式下线的Model� Y，将会是其短期内保持行业领先的关键。

10月19日，特斯拉中国表示，其上海超级工厂正式启动整车出口业务，出口车辆为Model� 3标准续航升级版,与供应中国市场的车型保持一致，出口地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十余个欧洲国家。

招商证券分析师游家训认为，未来五年欧洲新能源车的销量和渗透率会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相对应的动力电池的需求也会快速增长。 伴随激进的研发投入与资产扩张，中国公司大概率会深入或是主导各环节的全球供给。 其中，在欧洲市场，中国中游优质企业已经切入欧洲主流车企供应链。 随着车企配套经验与材料体系的不断积累与完善，叠加中国企业在制造于成本控制方面的优势，预计其竞争力将进一步加强，相关电池材料、电池、电气系统公司，有望迎来长周期增长。

华西证券分析师崔琰指出，特斯拉通过不断降本、不断降低车型售价维持产品竞争力。 中国零部件供应商在具备稳定供应能力的同时成本优势突出，特斯拉海外工厂建设有序推进，供应链全球化程度提升，特斯拉中国供应商有望借机进入特斯拉全球配套体系。

连续第五个季度实现盈利

财报显示，特斯拉第三季度实现营收87.71亿美元，

同比增长39%，环比增长45%，高于市场预期84.78亿美

元， 营业利润率达 9.2% 。 在美国通用会计准则

（GAAP）下，特斯拉实现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3.31亿美元，同比大增131%，环比大增218%，连续第五

个季度实现盈利。 在非GAAP准则下，实现归属于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8.74亿美元，同比增长156%，环比增长

94%。

三季度继续增长的很大原因在于车辆交付量的进

一步提升。 报告期内，汽车业务收入76.11亿美元，同比

增长42% ， 环比增长47% ； 汽车业务营业利润率达

27.7%，高于二季度的25.4%。

数据显示， 特斯拉第三季度共生产14.50万辆汽

车，同比增长51%，环比增长76%；交付13.96万辆汽车，

同比增长44%，环比增长54%，再次创下新高。 其中，

Model� 3和Model� Y产量12.80万辆， 同比增长60%，

环比增长69%。 Model� 3和Model� Y交付量12.43万

辆，同比增长56%，环比增长55%。

尽管相比于Model� S和Model� X，Model� 3和

Model� Y的价格更为亲民，但在规模化生产和交付下，

特斯拉第三季度汽车业务毛利率达到27.7%，总体毛利

率达到23.5%，均创下新高。

值得关注的是，特斯拉毛利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

与中国工厂有关。 在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及培育新能源汽

车产业链的政策支持下，特斯拉位于上海临港的工厂获

得了不少优惠（例如能够以低息取得贷款），同时，随着

本土供应链的形成，整体效率也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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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业链重构为零部件企业带来新机遇

□本报记者 宋维东

在日前举行的2020中国汽车供应链大会上，与会人

士表示，当前汽车产业链正加速重构，为零部件企业带来

了新的发展机遇。特别在汽车“新四化” 发展的重大机遇

下，汽车产业链要紧紧围绕电动化、智能化创新发展，努

力攻克核心技术，破解“卡脖子” 难题，加速产业间跨界

融合，抢抓发展机遇。

保障产业链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汽车供应链大会的前身为“中

国汽车零部件行业年会暨高峰论坛” 。 业内相关人士表

示， 今年活动名称的改变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产

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产业发展的能力有了本质提升。

汽车产业链纵向延伸长、跨界融合面宽。构建畅通安

全的产业链、供应链是汽车产业发展的根基所在。

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付炳锋看

来，在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汽车零部

件产业迎来了更为广阔的创新发展机遇。 “我们有全球

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和较为完备的制造体系。当前，全球

至少50%以上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与中国有关， 世界上主

要汽车零部件巨头均在华投资建厂。 他们把中国视为立

足亚洲乃至辐射全球的制造基地， 大部分将研发及测试

中心设在中国。 整车技术集成在本地已经实现了同步开

发，对零部件技术创新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 ”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兼行业发展部部长李邵

华表示，在规划发展研究过程中，非常关注产业链、供应链

和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发展问题。 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零

部件行业运行趋势和整个汽车行业是保持一致的，也进入

到波动调整阶段。 同时，产业链集群效应表现非常明显。

李邵华表示，当前行业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以大型整

车企业为核心形成零部件的集聚区。 各地方政府支持打造

特色零部件产业集群，也是形成地区性产业良好的基础。当

前，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垂直整合能力，

尤其在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 我国汽车供应链

显示出较强的稳定性，产业链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提升。

对于汽车产业链的构建，有业内人士表示，要完善和

畅通产业链，保障产业链有足够的体量，能够真正地循环

和畅通，守住底线，保证产业链安全；产业链要健康自主，

用更多技术强化产业链发展；要持续扩展产业链，推动包

容协同发展；产业链要协调、高效，实现互补和融合，既要

有质量，又要有度量。

汽车工业是目前我国制造业单一产品最大的行业之

一，也是各方关注最多的产业之一，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陈斌表示，零

部件是汽车产业链安全问题的核心， 也是汽车工业的基

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汽车工业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汽

车零部件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并支撑着连续十余年产

销规模世界第一的中国汽车工业， 同时也支撑了合资汽

车品牌的发展和我国自主汽车品牌的发展。 ”

巨大发展机遇

近些年来，我国汽车产业取得了长足进步。 这其中，

汽车零部件行业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在汽车出口商

品中，汽车零部件更是占据着主导地位。

李邵华指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新车市场，保

有量不断增加。 伴随着市场的增长，中国汽车制造和产品

技术水平已经与国际接轨，电动化和新一代信息化技术正

在引领产业下一步的发展。 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加速发展，

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此外，整车及零部件海外事业稳

步推进，进出口总额不断提升，一批具有比较优势的零部

件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已经开始进入到全球配套体系。

李邵华表示， 新一轮技术革命为产业转型提供了广

阔空间和无限机遇。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产业转型难度，

但也倒逼产业加快转型速度。未来，汽车产业将出现产业

链、产品、营销、制造等变革的可能。 变革、创新、融合、开

放成为汽车产业未来发展的主题。

这其中，软件带来汽车产品功能定义上的变化，移动

储能、数据、信息等新的途径也拓展了整车和零部件盈利

的空间，为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企业带来机遇。此外，产业

链重构给零部件企业带来创新发展的机遇， 越来越多的

以汽车为中心的生态圈在兴起， 给传统汽车产业注入了

新的活力。产业间跨界融合发展、相互赋能将成为未来行

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相关人士表示，汽车电动化、智能化已是大势所趋，

也是中国汽车产业从跟随到超越并引领的历史机遇，将

改变汽车产业的供应链形态。产业链、供应链将会带来更

广阔、更丰富的发展空间，将对国内外生产服务和研发等

各类企业带来发展机遇。

加快补短板

当前，我国汽车零部件产业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

仍有巨大提升空间。“总体看，构建安全可控的汽车产业

链的核心问题就是加速发展零部件产业， 补短板、 强长

板，推动其向价值链中高端水平迈进，使其有力支撑我国

自主品牌汽车可持续健康发展。 ” 陈斌说。

陈斌表示， 产业融合不够是导致我国汽车产业链问

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汽车产业链的短板代表性地反映了

我国制造业的短板。 特别是工业专用材料、工业软件和控

制系统、 专用生产设备和检测系统三个关键环节始终受

制于人。

为此，陈斌建议，我们要打破行业壁垒，推动多领域

交叉融合，弱化专业和部门的壁垒，打破行业界限和资源

分割，打开企业围墙，推动汽车工业与软件产业、材料工

业、新能源产业等相关行业间的交流合作和融合创新，弥

补多学科交叉领域的研发空白， 力争在汽车电子和汽车

机电一体化零部件方面取得突破。

此外，整车企业和零部件企业要协同创新，要有同舟

共济的精神和唇亡齿寒的危机感，维系好整零关系，构建

安全可控的产业链体系。 用户、企业、汽车和零部件企业

牵头，产学研用共同努力，突破汽车专用生产设备及专用

检测系统。政府有关部门要设立畅通产业链专项计划，梳

理汽车产业链上所有梗阻和不通畅部分，理出清单，齐心

协力，融合创新。

一些行业专家也表示，在车规级芯片、传感器、橡胶

等核心二级部件和原材料方面， 我们的短板和瓶颈问题

在疫情之后进一步凸显。 我们要充分发挥先进制造产业

投资基金、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等的作用，以市场化

形式发挥投资的引领作用，与广大企业共同努力，创造更

多创新成果，推动中国汽车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引领全球

汽车零部件新一轮的发展。

同时，零部件企业要强化融入生态圈的意识，发挥传

统优势，利用新技术、新模式实现转型发展，在产业链重

构过程中抢占先机。

赢合科技总裁许毅：

锂电设备行业应携手电池

企业发力国际化

□本报记者 崔小粟

赢合科技总裁许毅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到

2020年，锂电设备已基本实现了国产化覆盖，以最晚国产化的涂布机

为例，2018年以前高端涂布机还依赖进口，目前进口替代已经结束，行

业已经进入发力国际化阶段。在“走出去” 的进程中，设备、材料供应商

都有中国企业的身影。此外，锂电设备企业还应协同国内电池企业携手

走向国际化，提升企业竞争力。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赢合科技是动力电池智能自动化设备行业龙头企业， 也是首家具

备提供动力电池智能化数字工厂整体解决方案能力的企业。 在行业投

资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公司在去年11月迎来新的控股股东上海电气。

许毅表示，在引进上海电气的战略投资后，经过一年的磨合，公

司发生了许多变化。 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高速增长，锂电设备行业

也水涨船高。 在此过程中，公司必须要快速扩大研发和生产规模，抢

占位置。

许毅称，锂电设备作为非标行业，企业对资金链的需求很大。 近两

年来许多中小企业被淘汰， 首先是由于没办法承受因快速扩大规模而

带来的资金链风险，其次是小企业不能够完全投入研发。“赢合科技以

前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之前我们考虑的是今年如何运营， 明年如何运

营？ 但上海电气入股后，给了我们足够的支持，公司会在研发、生产管

理、人才储备方面大力投入。 现在我们至少要看未来五年的发展。 ”

10月23日，赢合科技发布三季度报告。 公告显示，公司前三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17.5亿元，同比增长26.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8亿元，同比增长17.39%。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创

新，研发投入约占前三季度销售收入的8%。

据许毅介绍，锂电设备的技术迭代非常快，赢合科技每年的产品几

乎都有技术革新。从研发上，公司目前正在研发如何更好匹配单机与整

线。“原来公司从做单机逐渐到给客户交付整线。现在反过来又从整线

倒推，如何将单机做得更稳定、效率更高从而更好匹配整线。 ”

许毅举例说，公司目前正在迅速提高自动化程度。 “单机方面，我

们给国外某客户提供的卷绕机，原来是单卷备料自动换料，需要半小时

换一次料。 去年我们推出的产品是3小时换一次料，现在可以做到6小

时，未来要做到9小时。 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车间的人越来越少，车间

环境也得到很大的改善。 ” 在设备连接方面，过去公司有辊压机、分切

机，现在公司交付的更多的是辊压分切一体机；过去用的是模切机、叠

片机，现在交付的是叠片模切一体机。 总体的要求就是人越来越少，自

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如果未来可以做到无人化车间，电池产品的质量也

将有很大提升。

“我经常跟我的团队讲，老大可以活下来，老二可以生存，老三会

很危险，老四基本上没有机会。 对于设备企业，我们要不断加大研发投

入，加大生产规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引进上海电气作为战略平台和

战略股东的原因。 因为我们看到了，锂电设备行业对于技术门槛、资金

门槛、管理门槛的要求正在变得越来越高。 但我们必须要进门槛，不然

就是死路一条。 ” 许毅说。

聚焦A类客户

赢合科技在三季报中表示，受益于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一体化

和集成化创新，公司锂电设备性能和品质持续提升，市场竞争力持续提

升，客户结构及订单质量持续优化。 前三季度与宁德时代、比亚迪、LG

化学、盟固利、ATL、冠宇、中航锂电、国轩等国内外一流企业签订锂电

设备订单，新签锂电订单合计超过30亿元。

为什么集中做头部客户？ 许毅称，实际上，产品并不是闭门造车所

得，一定是在客户提出需求之后，设备厂想办法满足电池厂的定制。 这

种定制并不代表个性化，而是代表了技术迭代。 她举例称，宁德时代向

公司定制采用基材的4.5μ厚的涂布机， 其他企业目前并不敢试水，一

是因为研发周期长，二是对于批量化生产的综合考虑。虽然目前是特殊

定制，但这是行业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一旦市场成熟，很快会变成标准

产品，在全行业推广并大批量使用。

据了解，作为锂电池制造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涂布直接影响着

电芯的质量和一致性。经历了第一代单层涂布机后，赢合科技已相继迭

代出第二代单层涂布机、二代双层挤压涂布机、全自动高速涂布机、全

自动高速双层挤压涂布机等多系列产品。 2020年上半年，公司新推出

的1600mm宽幅涂布机，远超市场上1000mm的涂布宽幅，可以适用于

4.5μ的基材，提供更高的烘箱加热效率，适应更大卷径的接带功能，新

增的自动穿带装置，可节省30%至50%的穿带时间。

“一款产品的前期投入需要一到两年的专业团队研发才能成功。

我们认为头部客户提出高需求、高要求，实际上是在引领行业发展。 一

个企业要有优秀的产品和研发，才能给客户提供价值。而公司只有做出

过硬的产品，才能在行业内站稳脚跟，公司才有生存空间。 这也就是为

什么赢合在研发上肆无忌惮地高投入， 也更愿意和敢于与大客户合作

的原因。 ” 许毅称。

许毅表示，从动力电池厂的角度看，它的下游客户车厂对于产能、

产值、批量化、稳定性要求都非常高，因此动力电池企业间的竞争也异

常激烈。 “从2018年开始，赢合科技对客户做出分级A+、A、B、C。 现

在，我们的客户只剩下A+和A，也就是全球前十大企业。 因此，从整个

销售体系而言，我们集中做全球前十大企业客户，我们也相信，资本市

场的资金链和客户体系也一定聚焦于这些A类客户。 ” 许毅说。

发力国际化

按照规律，优秀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大多分“三步走” 完成企业

蜕变。 第一步，立足国内，成为某个细分领域的佼佼者并完成进口替

代；第二步，通过技术升级、品牌升级，进入海外客户供应商序列；第三

步，通过服务升级，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成功成为跨国公司并深耕当

地市场。

许毅认为，2018年以后， 锂电设备行业已经基本实现进口替代，

到2020年已经全面实现进口替代。 现在，行业已经进入发力国际化的

阶段。

赢合科技已经在这方面有所布局。目前，公司已借助上海电气旗下

公司德国MANZ进一步深耕欧洲市场。 公开资料显示，MANZ是德国

高科技设备领域知名的上市公司，上海电气持有其19.67%的股权。 在

锂电设备领域，MANZ的模切、叠片、热复合设备全球领先，与赢合科

技的锂电设备业务协同性较强。

“与MANZ的接洽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初期MANZ可以帮助赢

合的设备走向欧洲，在走向欧洲的同时，可以帮助我们‘啃’ 欧洲的

各项标准，还可以帮助团队做安装调试特别是服务培训。” 许毅表示，

与德国MANZ进行深度合作后，更有机会发挥协同效用，联合深耕海

外大客户， 拓展欧洲的重要锂电企业以及海外的其他领域自动化设

备客户。

在许毅看来，锂电设备行业走向国际化，与三大模块密不可分，一

是要有明确的国际化目标，二是要有全球合作伙伴，三是具备坚实的技

术力量和有竞争力的产品为国际客户带来价值。此外，锂电设备企业更

应协同国内电池企业，携手走向国际化，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特斯拉或将迎来首个盈利财年

中国供应链将深入全球供给

□本报记者 崔小粟

当地时间10月21日，特斯拉公布

了第三季度财报，营收和净利润同比、

环比均实现大幅增长， 特斯拉迎来了

“历史上表现最好的一个季度” 。

这是特斯拉连续第五个季度实现

盈利。分析指出，不出意外的话，特斯拉

或将在2020年实现全年盈利。 对于特

斯拉来说， 价格更加低廉的Model� 3

以及明年即将在中国正式下线的

Model� Y，将会是其短期内保持行业

领先的关键。 伴随激进的研发投入与

资产扩张， 国内公司大概率会深入或

是主导各环节的全球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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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今年交付50万辆汽车目标

特斯拉表示，尽管非常困难，但仍然维持今年交付

50万辆汽车的目标。 实现交付目标主要取决于Model�

Y和上海超级工厂产能的逐季增长，以及在物流和交付

效率方面的改善。

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该公司仅交付了31.9万辆汽

车，这意味着其需要在第四季度交付18.1万辆汽车才能

实现这一目标。

在当天的电话会议中，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并

未详细说明第四季度的前景， 但他预计2021年销量将

大幅增长。 特斯拉将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经放在中

国市场上。 马斯克称，上海工厂的Model� 3的产能已经

增加至25万辆/年。 “由于电池成本的降低以及在当地

采购水平的提高， 我们已经将Model� 3的价格降至

24.99万元人民币。 ”

东吴证券电新分析师认为，特斯拉第四季度销量增

长主要来自： 一是中国市场标准版Model� 3降至25万

元、长续航降价至31万元将带来满产满销，预计季度销

量将突破5万辆； 二是美国工厂Model� Y产能爬坡，目

前单月已超1万辆，有望再上台阶。 2021年欧洲及得州

工厂投产，Model� Y量产，销量有望增至100万辆，后续

低价车型推出，将推动电动车平价，引领全球电动化。

扩张产能同时，特斯拉在持续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

力”驾驶能力。 财报发布的前一天，特斯拉推送了完全自

动驾驶系统（FSD）的测试版，并表示该推送会极其缓慢

及谨慎。 在财报电话会议上，马斯克表示FSD将在几周内

尽快完成测试，并争取年底前推送。 马斯克还称完全自动

驾驶系统在第三季度带来的递延收入约为1000万美元。

相关供应链有望迎来长周期增长

尽管特斯拉财报亮眼， 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大增

131%， 现金流和毛利率等所有关键指标均超出预期，

但仍有投资者质疑， 特斯拉目前高达4000亿美元的估

值合理吗？ 年内，特斯拉股价已飙升逾400%，目前市值

超过4000亿美元， 远远高于包括丰田和大众在内的传

统汽车制造商。

有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特斯拉销售已经放缓。

在中国，特斯拉今年已数次降价，但根据乘联会数据，

其9月在上海生产的Model� 3销量略有下滑。 在欧洲，

特斯拉同样面临着来自传统汽车制造商日益激烈的竞

争。 因此，对于特斯拉来说，价格更加低廉的Model� 3

以及明年即将在中国正式下线的Model� Y， 将会是其

短期内保持行业领先的关键。

10月19日，特斯拉中国表示，其上海超级工厂正式

启动整车出口业务， 出口车辆为Model� 3标准续航升

级版,与供应中国市场的车型保持一致，出口地包括德

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十余个欧洲国家。

招商证券分析师游家训认为，未来五年欧洲新能

源车的销量和渗透率会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相对

应的动力电池的需求也会快速增长。 伴随激进的研发

投入与资产扩张，中国公司大概率会深入或是主导各

环节的全球供给。 其中，在欧洲市场，中国中游优质企

业已经切入欧洲主流车企供应链。 随着车企配套经验

与材料体系的不断积累与完善，叠加中国企业在制造

成本控制方面的优势， 预计其竞争力将进一步加强，

相关电池材料、电池、电气系统公司，有望迎来长周期

增长。

华西证券分析师崔琰指出， 特斯拉通过不断降

本、不断降低车型售价维持产品竞争力。 中国零部件

供应商在具备稳定供应能力的同时成本优势突出，

特斯拉海外工厂建设有序推进， 供应链全球化程度

提升， 特斯拉中国供应商有望借机进入特斯拉全球

配套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