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降价疾风劲刮 新能源车市场酝酿变局

本报记者 王辉

冬季寒潮之下，2021年开年的国内新能源车市却如火如荼。 在特斯拉再度对Model� Y车型挥出大力度降价“大棒”之后，中国新能源车行业似乎在一股“价格战的疾风”中拉开了新一年的帷幕。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当前新能源车市场看似白热化竞争的背后，则是产销两端近年来少有的同步“井喷” 。 相对处于竞争“后手”的国内车企，也依然处

于全行业和全市场的风口之上。

特斯拉开足马力

1月5日上午，中国证券报记者实地探访了特斯拉位于上海临港的超级工厂。 “目前工厂生产线已经实行三班倒24小时生产计划，预计我们在今年春节期间也只能轮休。 ”特斯拉工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特斯拉工厂的一位保安工作人员称，最近几天查车、查人、放行的工厂外围安保工作量，也已经大幅增加。 “目前我这道门每天通过的人流量就有2000到3000人，几位门岗昨天甚至有些忙不过来。 ”

一位在厂区外泊车后匆匆离开的某生产设备供应商工作人员向记者边挥手边说：“不方便多说，总之很忙。 ”

在工厂西侧中部大门之外，大批穿着有“中国五冶”和“科瑞”标识的建筑工人和技术工人，正迎着上海多年来少见的冬日冷风，陆续走出厂门，在工厂外的生活区开始陆续进入简单的午餐时间。 有工厂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特斯拉三期工厂可能于近期正式完工，这一新生产厂区的落成，将进一步大幅提升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电动车生产能力。 记者从现场

了解到，在距离特斯拉三期工厂不足200米的大门另一侧，特斯拉四期工厂的早期土地规划，也已经展开。

特斯拉在2020年10月21日发布的三季度的财报中披露，上海超级工厂Model� 3车型年产能已达25万辆。 机构研究显示，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目前周产量已达8000辆，以此测算，年产能约40万辆。 特斯拉于北京时间1月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特斯拉的全球产量初步统计为50.97万辆。

国内车企产销两旺

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斯拉紧锣密鼓加紧生产的同时，目前国内新能源车的销量，也已呈现出井喷迹象。 1月5日下午，记者在位于浦东张江的一家比亚迪官方直营4S旗舰店了解到，当前比亚迪多款新能源车车型出现“现车一车难求”的状况。 该4S店销售顾问告诉记者，目前比亚迪“宋”“唐”“汉”三款新能源SUV和轿车车型，在客户下单之后预计要在三到四周后

才能拿到现车。 近期该4S店的新车销量较往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增长。

“作为上海地区最大的比亚迪4S店之一，2020年11月和12月，我们店的新车销量大概在600至700多辆，而在2019年12月时的销量数据则是100多辆。 ”该销售顾问表示，“可能你对每月销售700辆新车没有概念，主要是两点：一个是目前上海地区一线燃油汽车品牌的一家普通4S店每月销售也就是100多辆；另外，如果每月销售700辆，我们单店每年的销售量就已经

接近1万辆。 ”与此同时，该比亚迪4S店的定价策略上也颇令人意外。 对于近几年一款口碑较好的车型“宋”（SUV），该4S店在当前新车大卖之际，仍然给出了在17.9万元（标准配置款）的官方指导价之上再降价1.6万的优惠。

而记者在1月5日对蔚来、理想等其他一些国产新能源车品牌上海地区的询购电话沟通中，也同样了解到，叠加近几年国产新能源车驾乘体验及品质的持续提升，以及中央和地方对于新能源车产业的长期扶助，目前上海地区新能源车的销售，正在持续“芝麻开花节节高” 。

“疾风”中积极迎战

对于当前国内新能源车市场产销两端的同步井喷，业内人士指出，去年以来，随着被称为行业“鲶鱼”“鲨鱼”的特斯拉持续掀起“降价狂潮” ，国内新能源车企在面对新一轮行业竞争加剧的同时，也在这轮行业“疾风”中积极迎战，寻找差异化竞争和发挥自身优势的着力点。 从某种程度上看，在目前国内新能源车销售总量依然处于绝对低位的背景下，价格“乱

战”之后，将会酝酿新的行业格局。

上汽集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上汽将会从多方面着手，更好地在新能源车行业中迎战，把握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机遇。 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要努力满足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 对于特斯拉等海外车企未涉足的混动产品方面，上汽集团方面表示，目前欧洲市场的插电混动产品与纯电产品销量旗鼓相当。 在此背景下，上汽集团在“纯电动、

插电混动、燃料电池”三条技术路线上持续投入、继续大力度投放各类新能源产品的同时，也将继续大力发展插电混动技术和相关产品，进一步发挥上汽等国产厂商在混动产品上的研发和技术优势。

此外，多位国内厂商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表示，特斯拉去年以来的畅销，除了降价之外，固然有其人机接口、电池管理技术、品牌营销等方面的优势，但从电池、车型设计、内饰等产品硬件整体情况来看，国产新能源车相比并不存在明显劣势。 对于国内厂商而言，相关产品的差异化优势，可能仍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积累和发挥，也同样有待于消费者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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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年连闯关 人民币延续“稳中偏升”

●本报记者 罗晗

1月5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盘中连闯

三关，一度收复6.43关口，创逾两年半新高。

新年以来，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双

重返6.4时代， 在岸人民币近两日涨幅超过

700点。

分析人士指出，2020年， 在疫情防控、出

口贸易、中外利差、美元走势等因素的影响下，

人民币走出了一波强劲的升值行情。 展望后

市，考虑到美元弱势以及基本面因素，人民币

对美元汇率仍有升值基础， 但在全球经济复

苏、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逐渐恢复常态等情景

下，人民币升值脚步料放缓。

创逾两年半新高

1月5日，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盘中接

连收复6.45、6.44、6.43关口，最高涨至6 . 4292

元，创2018年6月19日以来新高。离岸人民币

对美元汇率则率先突破6 . 42关口，最高涨至

6 . 4129元，续创逾两年半新高。 不过，人民币

汇率涨幅临近中午快速收窄， 午后保持震

荡。 在岸人民币日盘收盘价小幅收跌，报

6.4640元。

就在1月4日，在岸人民币涨770点，离岸

人民币涨逾500点。 东证期货宏观策略资深分

析师元涛认为，人民币大幅升值的主要原因是

弱势美元的预期叠加热钱流入加速，也与企业

结售汇有一定关系。

Wind数据显示，1月4日至5日，美元指数

延续跌势，最低跌至89.45，续创2018年4月下

旬以来新低。 截至1月5日17:00，美元指数报

89.73，连续三个交易日低于90。

新年伊始的人民币升值行情延续了

2020年的势头。 2020年全年，在岸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涨4264点，升值幅度约6.71%，接近

2017年水平，终结了2018年、2019年的“两

连贬” 。

2020年人民币汇率运行主要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1月至5月，受到外部环境、地

缘政治、海内外疫情、美元流动性等诸多因素

影响，汇率波动较大，总体贬值。 第二阶段是5

月末至年底，海外疫情扩散且防控滞后，欧美

经济遭受重大冲击，主要经济体大力实施货币

宽松举措。同时，中国疫情防控取得成效，企业

复工复产秩序良好， 货币政策也恢复正常化。

在这7个月时间内，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涨

逾6000点。

升值速度料减缓

上海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胡月晓认为，基

于人民币国际化和经济基本面对比变化，人民

币“稳中偏升” 长期趋势不变，原因主要包括

三方面，一是疫情最新变化再次提升了中国经

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性，人民币资产对

海外投资者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 二是未来2

至3年，中国经济增长将继续领先全球经济；三

是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少有的实施正常

货币政策的国家。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人民币虽有升值基

础，但速度可能减缓。 2021年，随着海外产业

链逐渐恢复，国内“供给替代” 效应减弱，加之

进口额料在经济复苏背景下增加，经常项目顺

差规模或收缩。 美联储在2020年采取了接近

零利率的利率政策并购买巨量资产，货币政策

宽松空间已经有限， 美元贬值幅度料不及

2020年。 此外，主要经济体都趋于复苏，而货

币政策在此背景下走向正常化后，中外利差也

难大幅走阔。

降价疾风劲刮

新能源车市场酝酿变局

● 本报记者 王辉

成交续破万亿 春季行情分化特征凸显

●本报记者 吴玉华

1月5日，A股继续上攻， 主要指数续创阶

段新高。沪深两市放量明显，成交额超1.26万亿

元，连续两个交易日突破万亿元。 分析人士表

示，虽然个股分化较为明显，但成交持续放量，

表明市场整体偏暖，A股春季行情有望延续。

呈现三大特点

5日盘面呈现三大特点：

一是个股分化严重， 两市有1633只个股

上涨，98只个股涨停；下跌个股数为2384只，

跌停个股数达32只。

二是龙头股出现分化， 食品饮料板块中，

伊利股份上涨7.54%续创历史新高，贵州茅台、

五粮液、今世缘等多只白酒股均以历史最高价

收盘，其中贵州茅台收盘价站上2000元，五粮

液市值超过建设银行，位居A股第四位。 同时，

多只行业龙头股如海康威视、隆基股份、比亚

迪等继续创历史新高。 但在这些龙头股价格不

断创历史新高之时，此前连创历史新高的龙头

股金龙鱼冲高回落，盘中一度涨逾12%，但收

盘时下跌1.72%，宁德时代下跌0.52%。

三是市场做多热情蔓延至科技股， 电子

板块上演“涨停潮” ，板块内士兰微、韦尔股

份、晶方科技等多股涨停。

未来星基金经理胡泊表示，当前市场对一

季度行情的一致预期程度较高，所以市场做多

热情高涨，同时这种做多热情主要聚焦在业绩

确定的龙头个股上，因此这些个股不仅因为业

绩增长获得了股价上涨的机会， 更多是市场

风险偏好提升带来了估值大幅提升机会。 但

当前整体市场估值已经处于较高水平， 机构

抱团现象也比较严重， 所以需要时刻防备出

现市场分歧，导致大幅波动的风险。

主力资金净流出

从资金面上来看，资金表现分化。 Wind

数据显示，1月4日两市融资余额增加236.97

亿元，但北向资金净流出5.42亿元，1月5日北

向资金继续净流出44.44亿元。

从1月5日沪深股通十大活跃成交股情

况来看，Wind数据显示，比亚迪、海天味业、

贵州茅台、美的集团、五粮液、隆基股份等各

行业龙头均被北向资金净卖出3亿元以上，

海康威视遭北向资金净卖出25.59亿元。

从主力资金情况来看，Wind数据显示，

继1月4日净流出161.27亿元后，1月5日主力

资金再度净流出333.34亿元， 出现主力资金

净流出的个股数为2829只，主力资金净流入

的个股数为1292只。 中小板主力资金净流出

45.03亿元， 创业板主力资金净流出97.67亿

元，沪深300主力资金净流出6.35亿元。

从行业主力资金情况来看，仅有电子、家

用电器、食品饮料、通信行业出现主力资金净

流入， 净流入金额分别为57.65亿元、7.43亿

元、4.71亿元、0.21亿元； 电气设备、 非银金

融、汽车行业主力资金净流出金额居前，分别

净流出59.63亿元、46.52亿元、40.11亿元。

四条主线“掘金”

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分析师王汉峰表示，

年初的A股市场，板块表现可能受“年初效

应” 、基本面、估值等多重因素影响，较为波

动。 目前市场估值处于历史区间均值偏高水

平，需在波动中重视结构性轮动。

招商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夏表示，1

月市场将继续保持上行趋势， 主要原因在于

2021年一季度有望迎来近10年最高业绩增

速，一季报行情可期。

对于板块配置，王汉峰表示，近期建议关

注：一是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链2020年

表现较好，年初股价可能也有所波动，但处于

中上游高景气的领域； 二是科技及产业自主

领域，关注科技硬件板块，自下而上选股，逢

低吸纳； 三是消费在2021年可能继续复苏，

也是自下而上选股的重点方向，包括家电、汽

车及零部件、家居、酒店、其他可选消费、食品

饮料、医药等；四是周期性行业中，关注后续

景气程度可能继续改善、 估值不算高的部分

金属原材料、原油产业链等。

特斯拉开足马力

1月5日上午，中国证券报

记者实地探访了特斯拉位于上

海临港的超级工厂。 “目前工

厂生产线已经实行三班倒24

小时生产计划， 预计我们在今

年春节期间也只能轮休。 ” 特

斯拉工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特斯拉工厂的一位保安工

作人员称， 最近几天查车、查

人、 放行的工厂外围安保工作

量，也已经大幅增加。“目前我

这道门每天通过的人流量就有

2000到3000人，几位门岗昨天

甚至有些忙不过来。 ”

一位在厂区外泊车后匆匆

离开的某生产设备供应商工作

人员向记者边挥手边说：“不

方便多说，总之很忙。 ”

在工厂西侧中部大门之外， 大批穿着有

“中国五冶” 和“科瑞” 标识的建筑工人和技术

工人，正迎着上海多年来少见的冬日冷风，陆续

走出厂门， 在工厂外的生活区开始进入简单的

午餐时间。有工厂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特斯拉

三期工厂可能于近期正式完工， 这一新生产厂

区的落成， 将进一步大幅提升特斯拉上海超级

工厂的电动车生产能力。 记者

从现场了解到， 在距离特斯拉

三期工厂不足200米的大门另

一侧， 特斯拉四期工厂的早期

土地规划，也已经展开。

特斯拉在2020年10月21

日发布的三季度的财报中披

露，上海超级工厂Model� 3车

型年产能已达25万辆。 机构研

究显示，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目前周产量已达8000辆，以此

测算，年产能约40万辆。 特斯

拉于北京时间2021年1月3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

特斯拉的全球产量初步统计为

50.97万辆。

国内车企产销两旺

值得注意的是， 在特斯拉

紧锣密鼓加紧生产的同时，目

前国内新能源车的销量，也已呈现出井喷迹象。

1月5日下午，记者在位于浦东张江的一家比亚

迪官方直营4S旗舰店了解到，当前比亚迪多款

新能源车车型出现“现车一车难求” 的状况。该

4S店销售顾问告诉记者， 目前比亚迪 “宋”

“唐”“汉” 三款新能源SUV和轿车车型，（下

转A03版）

冬 季 寒 潮 之 下 ，

2021年开年的国内新能

源车市却如火如荼。在特

斯拉再度对Model� Y车

型挥出大力度降价 “大

棒” 之后，中国新能源车

行业似乎在一股“价格战

的疾风”中拉开了新一年

的帷幕。中国证券报记者

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当前

新能源车市场看似白热

化竞争的背后，则是产销

两端近年来少有的同步

“井喷” 。 相对处于竞争

“后手” 的国内车企，也

依然处于全行业和全市

场的风口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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