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摄影 本报记者 崔小粟

北京亦庄某一汽大众奥迪4S

店的告示牌。

芯片打“喷嚏” 车市“重感冒”

部分车型现货紧张 展车也有人抢

本报记者 崔小粟

“现在整个行业都缺芯片，库存不充沛。 新车订货至少一个半月才能提车。 ”广汽传祺某4S店销售经理张峰（化名）无奈地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8月25日，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北京多家汽车4S店了解到，马来西亚等海外部分地区近期疫情出现变化，对汽车芯片生产造成了影响，销售端供应不足。 丰田、奥迪、广汽传祺、长城汽车等多家汽车销售人员向记者表示，订货周期延长，部分车型甚至一车难求。 在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有的消费者甚至展车也要。 今年的“金九银十”车市不会有过多优惠，有的车比去年贵两三万元。 预计芯片短缺对国内汽车工业的影响将持续到明年春季。

扎堆抢芯片

“芯片供应紧张从去年就开始了，而近期海外疫情变化导致全球汽车公司忙于抢芯片，目前市面上没有多少现货可扫。 ”一汽丰田某销售总监金云成（化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马来西亚是全球半导体产品第七大出口国，其中英特尔、英飞凌、意法半导体、恩智浦、德州仪器、安森美等国际半导体巨头在此设有生产基地。 Statista数据显示，在全球半导体后端封装市场，马来西亚占据8%的份额。 据报道，意法半导体位于马来西亚麻坡的一家封测厂部分产线一度关停。

“博世ESP/IPB、VCU、TCU等芯片受到影响，预计8月之后基本处于断供状态。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徐大全表示。

近日，长城汽车旗下坦克品牌称，由于芯片供应问题，ESP和四驱控制器等关键零部件短缺，已完成提升的工厂产能无法释放。 订单等待周期受到不同因素影响，交付等待周期预估在4-5个月。

一家半导体领域私募股权公司高管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马来西亚是汽车芯片集中封测产地，7月初汽车排产已受到影响。 意法半导体库存水平较低，博世ESP系统的核心芯片是L9369，基本来自意法半导体，而国内乘用车制造近70%-80%需要使用ESP。 意法半导体芯片停产，会对装配ESP的汽车产量产生较大压力。

据AutoForecastSolutions统计，截至8月9日，全球范围因芯片短缺导致的汽车减产已达585万辆。 预计2021年全球汽车减产或超过700万辆。

丰田、大众、福特、通用等多家车企近日宣布 ，在全球不同地区减少汽车产量 。 丰田汽车表示，由于汽车芯片短缺，计划 9月将其全球产量削减40%，全球减产规模约36万辆。 大众汽车表示，沃尔夫斯堡工厂8月23日 -27日只开设一个班次。 这是该集团全球范围最大的工厂。

终端提货难

预订了保时捷卡宴的吴先生近日接到销售人员的紧急电话。 “3月份订的车，原计划8月底提，销售突然说缺芯，可能要推迟到11月底才能提车，甚至更晚。 ”吴先生直向中国证券报记者摇头。

大众旗下的豪华品牌奥迪也不能幸免。 “芯片短缺，车源紧张，奥迪全系车型产量下降30%，涉及A4L、A6L、Q5L等畅销车型。 奥迪全系车型优惠幅度大幅减少，缺芯问题仍将延续。 ”在北京亦庄的一家一汽大众奥迪4S店，芯片短缺、车源紧张的告示赫然在目。

该店一名销售经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现在车源更加紧张。 8月份厂家突然告知，国产车型中A4L减产50%，Q5L、A6L减产60%。 Q5L没有现车，如果预定，提车要到10月份之后。

除了进口车辆和合资品牌，多家头部自主品牌也面临缺货局面。 8月18日，吉利汽车集团CEO淦家阅表示，受疫情影响，芯片供应较为紧张。 目前，吉利旗下新能源品牌几何汽车订单超万辆，由于全球缺芯问题该车呈现“一车难求”的状况。 有的消费者甚至要求经销商出售展车。

吉利汽车已经采取多重举措应对芯片紧张的问题。不过，对于芯片短缺何时能缓解，公司表示仍存在巨大的变数。

长城汽车工作人员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证实了近期车辆销售缺现货的情况：受零部件短缺的影响，目前长城汽车近10万辆订单交付缓慢，包括坦克300、欧拉好猫、摩卡、大狗等热销车型。

汽车销售旺季“金九银十”即将到来，而市场供应不足的情况短期难以扭转。 多位汽车销售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在供应紧张的情况下，畅销车库存不足，今年9、10月不会有太大的优惠力度。 有的畅销车型甚至比去年贵两三万元。 芯片短缺对汽车生产的影响还会持续，普遍“坚挺”的价格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全力保供应

受到汽车芯片短缺等因素影响，中国汽车市场产销量连续三个月下滑。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根据11家汽车重点企业的旬报数据整理显示，8月上旬，11家重点企业汽车生产完成31.2万辆，同比下降3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芯片短缺或造成8月国内汽车市场减产50万辆至70万辆。 三、四季度汽车销量同比负增长是大概率事件，但全年累计销量会高于去年。 中汽协此前预测，2021年汽车总销量为2700万辆左右，同比增长6.7%。

缺芯成为汽车行业之痛。 比亚迪、长城汽车等自主品牌龙头企业纷纷表示，正在全力保障芯片供应。

上述长城汽车工作人员表示，针对芯片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公司主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包括在全球范围采购芯片、加强供应链管理等方式，以缓解芯片供应紧张带来的影响。

比亚迪已在产业链方面着手布局。 2021年5月，比亚迪发布公告称，拟将控股子公司比亚迪半导体分拆至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比亚迪表示，未来比亚迪半导体将以车规级半导体业务为核心，同步推动工业、家电、新能源、消费电子等领域的半导体业务发展，致力于成为高效、智能、集成的新型半导体供应商。

中信证券 指出，主 机厂在 保芯片供 应的过 程中，跨 国公司 大众、通用 、奔驰等 公司优 先保障盈 利能力 更好的 欧美市 场 ，而自主 品牌的 芯片供 应会率 先好转 。

对于如何解决芯片短缺问题，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需要产业链协同，合理控制芯片库存，远近结合、多措并举，加强供需对接，推动我国汽车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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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氢燃料电池汽车

示范城市群获批

●本报记者 崔小粟

由北京市牵头申报的京津冀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

市群日前获批。业内人士预计，后续会有更多示范城市群

名单公布，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升温。

形成示范效应

在4年示范期间， 五部委将对入围的城市群按照其

目标完成情况，通过“以奖代补” 的方式给予奖励。 大兴

区联合海淀区、昌平区等六个区，以及天津滨海新区,河

北省保定市、唐山市,山东省滨州市、淄博市等12个城市

（区）组成京津冀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示范城市

群聚焦优势企业，探索经济可行的整车示范推广模式，逐

步形成规模效应。

加氢站建设和运营方面，财政资金对规模以上的加

氢站建设予以一次性定额补贴。 车辆购置补贴方面，北

京市财政局正在研究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助

政策，确定市级补助标准，重点鼓励引导氢燃料电池汽

车在城建物流、长途运输、远郊客运等场景的应用和批

量示范。

根据 《北京市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0-2025年）》，2023年前，培育3-5家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龙头企业， 力争推广氢燃料

电池汽车3000辆， 氢燃料电池汽车全产业链累计产值突

破85亿元；2025年前， 培育5-10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氢

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龙头企业， 力争实现氢燃料电池汽

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万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全产业链累计

产值突破240亿元。

多地出台政策

2020年9月，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燃料电池

汽车示范应用的通知》，示范期间将采取“以奖代补” 的

方式， 对入围示范的城市群按照其目标完成情况给予奖

励，示范期暂定为四年。

申报的城市群需满足多项申报条件， 包括具备明确

的适合燃料电池汽车示范的应用场景、 已推广不低于

100辆燃料电池汽车、已建成并投入运营至少2座加氢站

且单站日加氢能力不低于500公斤等。

《中国氢能产业发展报告2020》显示，到2050年氢

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例达10%， 氢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

3000万辆，氢气需求量6000万吨。

在此背景下，多地加快氢燃料电池产业布局。 北京、

上海、广州、天津、大连等地制订了氢能发展规划，开展加

氢站建设及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等。

捷氢科技总经理卢兵兵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与电动汽车相比，燃料电池汽车在推广上更具挑战

的环节是建设加氢站。加氢站建设投入比充电桩大，同时

对场地要求更高。氢气资源如何获取也是重要问题。各地

资源禀赋不同， 发展氢燃料电池产业要看自身的资源情

况，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目前具备一定的产业优势。

中信证券指出，示范城市群名单陆续揭晓，为行业发

展注入了新的催化剂， 技术进步推动产业链成本不断下

降，氢能产业化加快，市场规模扩张在即。

长安汽车旗下

阿维塔科技首款车型亮相

●本报记者 崔小粟

在8月24日举行的2021长安汽车科技生态大会上，

长安汽车控股子公司阿维塔科技展示了旗下代号为E11

的首款产品， 而长安汽车全新平台推出了首款纯电动车

型C385。 E11为阿维塔科技旗下首款高端智能电动中型

SUV，正在进行整车调试，预计于今年年底上市。

联手华为和宁德时代

据了解，E11搭载华为HI（HuaweiInside）全栈智

能汽车解决方案和宁德时代最新的电动化技术。同时，长

安汽车联合华为、宁德时代共同打造了CHN平台，未来

三年将开发轿跑、SUV、MPV等车型，共11款全新产品。

阿维塔科技前身为长安汽车与蔚来汽车合资成立的

长安蔚来，今年5月20日更名为阿维塔科技。 同时蔚来汽

车持股稀释至4.62%，长安汽车持股95.37%。 据了解，阿

维塔科技将独立经营，独立发展，公司计划未来上市。

在此次大会上， 长安汽车公布了新的电动车战略车

型C385。C385搭载APA7.0远程无人代客泊车系统、电驱

高频脉冲加热技术等。

实施“香格里拉计划”

8月21日，长安汽车公告，阿维塔科技拟以公开挂牌

方式增资扩股引入2-5家投资者，旨在加速实施“香格里

拉计划” ，将引入优质社会资本，建立符合市场需求的法

人治理机制、经营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增强阿维塔科技

核心竞争力。

根据香格里拉计划， 长安汽车将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投资1000亿元，2025年前将研发三大新能源专用平台，

推出33款新能源产品。 其中，纯电动产品21款，插电式混

动产品12款。

长安汽车表示，2025年长安品牌销量将达到300万

辆， 新能源车占比达到35%；2030年打造成为世界级品

牌，销量将达到450万辆，新能源车占比达到60%，海外

销量占比达到30%。为实现上述目标，长安汽车未来五年

预计全产业链累计投入1500亿元，打造科技公司技术生

态，加快构建软件和智能化能力。 到2025年，智能化软件

人才占比达到50%。

芯片打“喷嚏” 车市“重感冒”

部分车型现货紧张 展车也有人抢

●本报记者 崔小粟

“现在整个行业都缺芯片，库存不

充沛。 新车订货至少一个半月才能提

车。 ” 广汽传祺某4S店销售经理张峰

（化名）无奈地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8月25日，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北

京多家汽车4S店了解到， 马来西亚等

海外部分地区近期疫情出现变化，对

汽车芯片生产造成了影响， 销售端供

应不足。丰田、奥迪、广汽传祺、长城汽

车等多家汽车销售人员向记者表示，

订货周期延长， 部分车型甚至一车难

求。在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有的消费者

甚至展车也要。今年的“金九银十”车

市不会有过多优惠， 有的车比去年贵

两三万元。 预计芯片短缺对国内汽车

工业的影响将持续到明年春季。

扎堆抢芯片

“芯片供应紧张从去年就开始了，

而近期海外疫情变化导致全球汽车公

司忙于抢芯片，目前市面上没有多少现

货可扫。 ” 一汽丰田某销售总监金云成

（化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马来西亚是全球半导体产品第七

大出口国，其中英特尔、英飞凌、意法半

导体、恩智浦、德州仪器、安森美等国际

半导体巨头在此设有生产基 地 。

Statista数据显示， 在全球半导体后端

封装市场，马来西亚占据8%的份额。 据

报道，意法半导体位于马来西亚麻坡的

一家封测厂部分产线一度关停。

“博世ESP/IPB、VCU、TCU等芯

片受到影响， 预计8月之后基本处于断

供状态。 ”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裁徐大全表示。

近日，长城汽车旗下坦克品牌称，

由于芯片供应问题，ESP和四驱控制器

等关键零部件短缺， 已完成提升的工

厂产能无法释放。 订单等待周期受到

不同因素影响， 交付等待周期预估在

4-5个月。

一家半导体领域私募股权公司高

管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马来西亚是

汽车芯片集中封测产地，7月初汽车排

产已受到影响。意法半导体库存水平较

低，博世ESP系统的核心芯片是L9369，

基本来自意法半导体，而国内乘用车制

造近70%-80%需要使用ESP。 意法半

导体芯片停产，会对装配ESP的汽车产

量产生较大压力。

据AutoForecastSolutions统计，

截至8月9日，全球范围因芯片短缺导致

的汽车减产已达585万辆。 预计2021年

全球汽车减产或超过700万辆。

丰田、大众、福特、通用等多家车

企近日宣布， 在全球不同地区减少汽

车产量。 丰田汽车表示，由于汽车芯片

短缺， 计划 9月将其全球产量削减

40%，全球减产规模约36万辆。 大众汽

车表示， 沃尔夫斯堡工厂8月23日-27

日只开设一个班次。 这是该集团全球

范围最大的工厂。

终端提货难

预订了保时捷卡宴的吴先生近日

接到销售人员的紧急电话。 “3月份订

的车， 原计划8月底提， 销售突然说缺

芯， 可能要推迟到11月底才能提车，甚

至更晚。 ”吴先生直向中国证券报记者

摇头。

大众旗下的豪华品牌奥迪也不能

幸免。“芯片短缺，车源紧张，奥迪全系

车型产量下降30%， 涉及A4L、A6L、

Q5L等畅销车型。 奥迪全系车型优惠幅

度大幅减少，缺芯问题仍将延续。”在北

京亦庄的一家一汽大众奥迪4S店，“芯

片短缺、车源紧张”的告示赫然在目。

该店一名销售经理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现在车源更加紧张。8月份厂家

突然告知， 国产车型中A4L减产50%，

Q5L、A6L减产60%。 Q5L没有现车，如

果预定，提车要到10月份之后。

除了进口车辆和合资品牌，多家头

部自主品牌也面临缺货局面。8月18日，

吉利汽车集团CEO淦家阅表示，受疫情

影响，芯片供应较为紧张。目前，吉利旗

下新能源品牌几何汽车订单超万辆，由

于全球缺芯问题该车呈现“一车难求”

的状况。有的消费者甚至要求经销商出

售展车。

吉利汽车已经采取多重举措应对芯

片紧张的问题。 不过，对于芯片短缺何时

能缓解，公司表示仍存在巨大的变数。

长城汽车工作人员向中国证券报

记者证实了近期车辆销售缺现货的情

况：受零部件短缺的影响，目前长城汽

车近10万辆订单交付缓慢， 包括坦克

300、欧拉好猫、摩卡、大狗等热销车型。

汽车销售旺季“金九银十” 即将到

来，而市场供应不足的情况短期难以扭

转。多位汽车销售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

记者，在供应紧张的情况下，畅销车库

存不足，今年9、10月不会有太大的优惠

力度。有的畅销车型甚至比去年贵两三

万元。芯片短缺对汽车生产的影响还会

持续，普遍“坚挺” 的价格还将持续一

段时间。

全力保供应

受到汽车芯片短缺等因素影响，中

国汽车市场产销量连续三个月下滑。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根据11家汽车重点企

业的旬报数据整理显示，8月上旬，11家

重点企业汽车生产完成31.2万辆，同比

下降3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

华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芯片短缺或

造成8月国内汽车市场减产50万辆至70

万辆。 三、四季度汽车销量同比负增长

是大概率事件，但全年累计销量会高于

去年。 中汽协此前预测，2021年汽车总

销量为2700万辆左右，同比增长6.7%。

缺芯成为汽车行业之痛。 比亚迪、

长城汽车等自主品牌龙头企业纷纷表

示，正在全力保障芯片供应。

上述长城汽车工作人员表示，针对

芯片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公司主动采

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包括在全球范围

采购芯片、 加强供应链管理等方式，以

缓解芯片供应紧张带来的影响。

比亚迪已在产业链方面着手布局。

2021年5月，比亚迪发布公告称，拟将控

股子公司比亚迪半导体分拆至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 比亚迪表示，未来比亚迪

半导体将以车规级半导体业务为核心，

同步推动工业、家电、新能源、消费电子

等领域的半导体业务发展，致力于成为

高效、智能、集成的新型半导体供应商。

中信证券指出， 主机厂在保芯片

供应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大众、通用、

奔驰等公司优先保障盈利能力更好的

欧美市场， 而自主品牌的芯片供应会

率先好转。

对于如何解决芯片短缺问题，乘联

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 需要产业链协

同，合理控制芯片库存，远近结合、多措

并举，加强供需对接，推动我国汽车产

业平稳健康发展。

工信部将适时开展钠离子电池标准制定工作

●本报记者 金一丹

工信部8月25日表示， 将组织有关标准

研究机构适时开展钠离子电池标准制定，引

导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宁德时代、山东章鼓等上市公司在钠离

子电池领域已有布局，旨在缓解锂电池原料

供应紧张问题。

商业化探索

工信部表示， 近几年钠离子电池逐步

进入规模化试验示范阶段。 2021年6月，中

科海钠发布世界首个1MWh钠离子电池

储能系统。 继铅蓄电池、 锂离子电池等电

化学储能体系后， 钠离子电池开始在储能

领域崭露头角， 有望推动新能源产业进一

步发展。

在资源丰富度、成本等方面，钠离子电

池具有一定优势。 工信部指出，钠元素储备

更丰富，地理分布均匀，成本低廉；而锂资源

在地壳中储量仅为0.002%，不到钠的千分之

一，且全球分布具有地域性。 钠离子化合物

可获取性强，价格稳定且低廉。 在低电压下

铝不会和钠合金化，因此钠离子电池负极可

使用铝集流体，而不必像锂电池使用铜集流

体，从而降低电池的成本和重量。 钠元素和

锂元素有相似的物理化学特性及储存机制，

钠离子电池有相对稳定的电化学性能和安

全性。

工信部指出，钠离子电池产业化目前尚

存能量密度较低、循环寿命较短、配套供应

链与产业链不完善等问题，仍处于商业化探

索和持续改进中。 随着产业投入的加大，技

术走向成熟，产业链逐步完善，高性价比的

钠离子电池有望成为锂离子电池的重要补

充，尤其是在固定式储能领域将具有良好发

展前景。

工信部表示，将做好顶层设计，健全产

业政策，统筹引导钠离子电池产业高质量发

展。科技部将在“十四五” 期间实施“储能与

智能电网技术” 重点专项，并将钠离子电池

技术列为子任务，进一步推动钠离子电池的

规模化、低成本化，提升综合性能。

锂资源吃紧

目前，动力电池市场需求呈爆发式增长。

起点锂电大数据显示，1-6月， 我国动力

电池装车量累计52.5GWh，同比上升200.3%。

其中，三元电池装机量30.2GWh，占比57.5%，

同比上升139.0% ； 磷酸铁锂电池装机量

22.2GWh，占比42.3%，同比上升368.5%。

动力电池装机量提升，而原料价格不断

上涨。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氟多相关工作人

员处获悉，动力电池电解液的主要原料六氟

磷酸锂价格持续飙涨，电池生产成本提升。

安泰科高级分析师陈光辉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 锂资源供应短期不会有变化，目

前供需处于紧平衡状态。

上市公司布局

锂资源紧张、价格暴涨，使得各家公司

积极寻求可替代产品。

8月23日，山东章鼓在互动平台表示，经

了解，参股公司艾诺冈在储能方面推广使用

水系锌离子电池，避免使用锂资源。 水系锌

离子电池安全，使用成本低廉，是储能方面

的最佳选择。 另外，公司锂/钠离子电池生产

线已经可以进行量产，钠离子电池仅作为部

分锂离子电池的补充，钠离子电池与锂离子

电池共线生产。

7月29日， 宁德时代研究院副院长黄起

森宣布，宁德时代已经开始进行钠离子电池

的产业化布局，计划于2023年形成基本产业

链。 宁德时代在电池系统集成方面开发了

AB电池解决方案， 可以实现钠离子电池与

锂离子电池的集成混合共用，可以将钠离子

电池与锂离子电池同时集成到同一个电池

系统，将两种电池按一定的比例和排列进行

混搭，串联、并联集成通过BMS的精准算法

进行不同电池体系的均衡控制。

中信证券认为， 钠离子电池在资源丰富

度、成本方面优势明显。随着产业投入的加大，

技术走向成熟、产业链逐步完善，有望在储能

等领域实现商业化应用，对锂离子电池、铅酸

电池等成熟的储能技术形成一定的补充。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韩景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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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亦庄某一汽大众奥迪4S店的告示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