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伯特利董事长袁永彬：

打通全链条服务 构筑智能化能力

本报记者 李嫒嫒

“随着汽车智能化不断提升，伯特利将从感知、决策、规划到执行，打通全链条服务，并围绕产品不同方面构筑智能化能力。 ”伯特利董事长袁永彬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除智能化外，国际化、电动化、轻量化也是公司未来着眼布局的重点。

“为车企提供一流且全面的汽车底盘系统产品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的愿景是希望伯特利能够有朝一日进入全球汽车零部件百强。 ”袁永彬表示。

瞄准线控制动赛道

伯特利是国内汽车制动领域领先企业，其从机械制动产品起家，经过近20年的发展，如今成长为具备整车制动系统、智能驾驶系统、转向系统开发能力的汽车零部件一级供应商。

袁永彬对记者表示，汽车行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从传统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转型，催生出电动化、智能化、轻量化的发展方向，伯特利已做好准备应对这场变革。

袁永彬说，在电动化方面，伯特利从2021年开始投产，2022年销量出现爆发式增长。 公司将积极扩充产能，预计2023年会有200多万套产能。 2022年前三季度，伯特利智能电控产品销量143.75万套，收入达13.59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38.04%，同比增长79.39%。

值得一提的是，伯特利是国内首家发布并量产集成式线控制动架构（简称“One-Box”）的企业，被称为国内制动领域专家。 2021年6月已实现大批量投产，2022年搭载了20多款车型。

袁永彬称：“线控制动系统具有集成度高、重量轻、反应时间短等显著优势，适合于新能源汽车尤其是高级别的自动驾驶场景，并扮演着关键的‘控制执行层’ ” 。

伯特利不断完善底盘系统产品，积极拓展新业务。 据袁永彬介绍，2022年初，伯特利通过收购浙江万达，将公司产品拓宽至转向领域；2022年10月与吉利控股出资组建汽车智能底盘系统公司，积极布局线控底盘赛道。

对于布局线控底盘的规划，袁永彬对记者表示，伯特利首先把线控制动作为第一个导入产品，后续将对转向等其他产品陆续进行开发和导入。

不过，在袁永彬看来，无论是线控底盘还是滑板底盘，都是底盘的一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全新的产品，而是将传统的制动、转向、悬挂、三电等各类产品以线控的方式，完全整合在底盘里。

面对各方争相布局线控底盘赛道，袁永彬表示：“随着汽车电动化和智能化发展，未来线控底盘使用率会越来越高，但该赛道的未来主导者究竟是第三方供应商还是主机厂，并不确定。 ”

加速智能化布局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袁永彬对自己所处的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满怀信心。

袁永彬强调，过去两年，全球乘用车的总销量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多少，但新能源汽车正在取代越来越多的燃油车市场份额 。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歌猛进的发展态势下，汽车零部件赛道正迎来黄金发展机遇期，伯特利适用于新能源汽车的电子电控产品，如EPB（电子驻车制动系统）等销量会快速增长” ,袁永彬表示。

在智能化浪潮的席卷下，伯特利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早在3年前，伯特利就开始招聘国际性人才，组建团队，布局智能化业务。 袁永彬告诉记者：“在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业务 上 ， 伯 特 利 不 是 高 举 高 打 ， 而 是 采 取 一 种 较 为 稳 妥 的 策 略 。 先 从 L2 系 统 开 始 做 起 ， 以 前 摄 像 头 为 主 融 合 角 雷 达 等 。 目 前 ， L2 的 产 品 已 经 投 产 ， L2+ 的 系 统 也 基 本 开 发 完 毕 ， 2023 年 3 月 就 会 量 产 。 ”

袁永彬还透露，公司计划开发行泊一体的预控制器，目前正在调研中。 之后就会向L3和L4方面进军，但还为期尚早。

袁永彬表示，随着汽车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伯特利会从感知、决策、规划到执行，打通全链条服务，并围绕产品的不同方面构筑智能化能力。

国际化进程提速

在袁永彬看来，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是一家企业做强做大的关键。 他坚信，做企业“无内不稳，无外不富” ，既要有国内市场，也要有国际市场。

在他的带领下，伯特利正在加速拓展海外市场。 日前，为深入推进公司国际化战略，开辟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伯特利拟在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

近年来，伯特利屡获全球知名整车厂项目定点，得到海外市场高度认可。 仅去年10月，伯特利就获得海外轻量化项目定点7个。 去年12月，伯特利的EPB首次获得全球整车巨头的项目合作。 对此，袁永彬十分激动，他表示，伯特利从2007年就开始立项做EPB，一直试图将其引入国际市场，终于有了突破。

“此前，公司出口的产品绝大多数都是纯机械式的零部件，涉及带电控软件的项目是头一回。 这对于伯特利来说是非常有标志性意义的节点，意味着经过十多年的积淀，终于可以走出去跟国际同行竞争。 ”

上述合作不仅是伯特利EPB产品发展的又一高光时刻，更是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一次重要突破。 长期以来，国内汽车零部件企业的竞争力处于弱势，以EPB为例，2021年采埃孚、大陆集团、爱德克斯三家外企在国内的市占率分别为28.7%、28.15%和9.52%，合计达66.37%。

伯特利开始加速布局海外产能。 袁永彬告诉记者，2019年伯特利决定在墨西哥征地建厂，扩大轻量化产品产能。 2022年年底一期生产基地已完成生产准备，第一个项目预计在2023年下半年量产。

据 悉 ， 伯 特 利 墨 西 哥 一 期 生 产 基 地 具 备 每 年 450 万 件 铸 铝 转 向节 、控制 臂等底 盘零部 件的生产 能力。 新 工 厂 的 投 入 使 用 ， 可 就 近 向 北 美 ， 甚 至 全 球 主 机 市 场 进 行 配 套 。

“大规模开展国际化业务完全放在国内生产是不太现实的，伯特利在墨西哥建厂是实现国际化的第一步。 目前来看，墨西哥项目进展非常顺利，已获得价值超10亿美元的业务。 ”袁永彬表示，“待墨西哥项目平稳投产后，计划大约3年内在欧洲建厂拓展制动、轻量化产品产能布局。 ”

“新能源汽车市场爆发式增长给伯特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未来伯特利将实现制动、转向、智能驾驶相结合的底盘全域技术战略布局。 ”袁永彬说。

新能源化推进 产品力提升

打入高端市场 自主品牌转型加速

●本报记者 金一丹

数据显示，1月份， 蔚来ET5上险量达到

近7000台，在成交均价30万元以上中型车中

排名超过宝马3系、i3等车型。近年来，自主品

牌高端化转型加速， 比亚迪百万级别新品牌

“仰望” 推出、吉利汽车中高端品牌“吉利银

河” 发布在即……自主品牌在品牌、服务及

产品等多领域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

拓展高端市场

中汽中心数据显示，1月高端中型车销

量排行中， 以蔚来为代表的自主品牌表现亮

眼，多款车型销量领先。 在30万元至40万元

价格区间， 蔚来ET5以6777台销量居于榜

首，均价为32.8万元，超过宝马3系、i3系；同

时，极氪001、小鹏G9、蔚来ES6等销量超越

奔驰EQB。

在40万元以上价格区间，蔚来ES7、蔚来

ET7占据了前两位， 销售均价在45.8万元以

上，销量超过保时捷Taycan、奔驰EQE、奔驰

EQS以及宝马iX。

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我国自主品牌新能

源化快速推进， 同时在智能化领域不断增加

配置，产品力显著提升。传统汽车品牌受限于

产品线改造复杂、既有产品销售调整等问题，

在新车型电动化、智能化推进方面进行较慢，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中国自主品牌逐渐以

产品力崭露头角。

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

院长赵福全表示，企业的品牌定位一定要清

晰。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自主品牌不能一

味追求“别人有的我都有，而我更便宜” 的

产品性价比最优，而是要努力思考如何面向

目标消费群体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差异化产

品，从而带给用户更好的体验。 在此基础上，

如果再把产品价格做得适当低一些，才会更

有竞争力。

国信证券表示，汽车品牌力的塑造，需要

较大的市场营销投入与高效的终端渠道铺

设。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新能源汽车市场竞

争日趋激烈， 企业的经营效率与战略决策越

来越重要，行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

加大优质供给

近期，比亚迪、上汽集团、吉利汽车等多

家自主品牌陆续发布中高端新能源产品，加

速向高端市场拓展。

吉利汽车2月16日宣布， 中高端新能源

系列正式定名为“吉利银河” ，并将在2月23

日举行全新产品全球发布会。 吉利汽车集团

CEO淦家阅日前在内部年度经营工作大会

上表示， 公司将发布 “吉利品牌新能源战

略” ，并推出吉利品牌中高端新能源系列，该

系列将在三年内推出包括大里程PHEV、智

能纯电等多款全新产品。

2月10日， 上汽集团旗下智己汽车发布

新一代智能纯电中大型五座SUV-LS7。据介

绍， 该车型将根据智能化配置和驱动力的不

同分为六个版本， 价格区间在30.98万元-

45.98万元。 同时，智己LS7开启大定，预计于

3月交付用户。

比亚迪于1月5日发布了全新高端汽车

品牌“仰望” 及核心技术“易四方” ，百万级

新能源越野车U8和纯电动超跑车U9也同步

亮相。光大证券表示，比亚迪对产品的用户画

像定位精准，覆盖主流价格带的新能源车型，

并拓展高端市场，构建包含“海洋+王朝+腾

势+仰望”的产品矩阵。 依托纯电、插混平台

技术迭代加电池性能、结构升级，将带动比亚

迪向高端智能化品牌形象转变。

理想汽车CEO李想近日发布的关于理

想L系列车型售价区间信息显示， 理想汽车

除了已发布的理想L9定价在50万元以内，理

想L7、L8将定价在40万元以内， 理想L6将定

价在30万元以内。

英大证券表示，传统车企在2022年新车

型布局上呈现出追求品牌向上， 布局高端智

能电动趋势。 智能电动化的推进或重塑市场

竞争格局， 传统车企新能源车子品牌分拆成

立有望通过其与燃油车明确的品牌差异化定

位，实现品牌力与估值体系重构。

多重利好叠加

重卡行业有望走出底部

●本报记者 宋维东

日前， 部分重卡企业公布2023年1月产销数据。

透过相关数据可以看到，重卡市场仍处困境，但已现

积极信号。 部分重卡企业1月销量环比出现上涨，市

场地位进一步巩固并得到强化。

业内人士表示，2023年， 在经济回暖预期明确、

基建投资加码、老旧车辆淘汰等因素的助力下，重卡

销量触底反弹的可能性逐渐增大， 重卡行业发展有

望回暖，预计将逐步走出底部。

积极信号显现

2022年，国内重卡市场遭遇巨大挑战，持续在低

位徘徊，市场形势严峻。 2023年1月，重卡市场销量同

比仍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第一商用车网认为， 这其中除春节假期因素影

响外，此前一直存在的车多货少、运价较低、货源不

足等情况仍然存在， 市场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这些

问题和痛点。

但要看到，积极信号正显现。 上述人士表示，今

年以来，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宏观经济有着较

强的复苏预期， 这也是重卡行业进入新一轮上行周

期的基础。

利好政策同样为重卡市场复苏提供了支持。 此

前，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深入

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 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车污

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方案指出，到2025年，柴油

货车污染治理水平显著提高， 移动源大气主要污染

物排放总量明显下降。

不少地区也发布相关政策， 要求加快淘汰国四

柴油车。日前发布的《河南省商务厅等18部门关于进

一步搞活汽车流通扩大汽车消费的通知》明确提出，

加快老旧车辆淘汰更新， 全面实施重型车国六排放

标准、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第四阶段排放标准，推动

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 燃气货车和汽油

车， 加快淘汰国四柴油汽车和采用稀薄燃烧技术的

燃气汽车。

“新一轮老旧柴油车淘汰政策的出台，为重卡新

老车型替换带来新的增量， 将助力今年重卡市场回

暖。 ” 上述人士说。

此外，今年以来，不少地方加大投资力度，推动

重大项目建设；地产企稳及制造业回暖，也为国内重

卡市场需求提供了支撑。

对于2023年的重卡市场，相关企业也给出判

断。 一汽解放在日前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中表示， 重卡行业景气度与宏观经济相关性

较强。 预计2023年宏观经济逐步改善，商用车行

业的需求将好于2022年，中重卡行业将逐步走出

底部。

中国重汽表示， 整体来看， 当前支持重卡良

性发展的基础没有变，前期主要是政策规范带来

的短期影响。 对重卡行业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

国家整体经济总量。 以目前中国国内经济总量来

看，需要保持一个较大的重卡保有量来支持国内经

济发展。尤其是从国家公路货运量以及货物周转量

来看，长期呈现稳步增长态势，这对国内重卡市

场构成有力支撑，预计2023年将处于逐步恢复的

状态。

出口仍是亮点

虽然去年国内重卡销量下滑明显， 但出口很亮

眼， 海外市场已成为中国重卡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

另一方舞台。

“随着疫情后基建、投资、物流等相关经济活

动的恢复，以及中国重卡品牌形象的持续提升，重

卡海外出口有望保持高景气度。 ” 上述人士说，

“随着产品技术含量、附加值、品牌力、服务水平

不断提升， 中国重卡企业将在海外市场展现更大

作为。 ”

面对新的市场形势， 重卡企业对海外市场的重

视程度日益提高， 不断加大出口力度并取得新的成

绩。 以一汽解放为例，就在今年1月中旬，装载着150

辆一汽解放JH6牵引车的轮船从江苏连云港驶向印

尼雅加达港。 这也标志着一汽解放全力拼抢重点海

外市场获得重要突破， 公司2023年海外市场拓展取

得“开门红” 。

近年来，一汽解放持续深耕海外市场，加速提升

渠道、服务、产品竞争力，为海外用户提供了更多领

先可靠、高性价比的产品。 仅以印尼市场为例，随着

海外市场布局不断推进， 一汽解放在印尼业务全面

提速，2022年销量同比增长近150%。

2023年重卡出口情况成为近一段时期机构调研

重点关注的话题之一。 相关重卡企业最近披露的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显示， 各企业对今年重卡出口

继续保持着乐观态度。

一汽解放表示， 公司2022年在出口业务上取得

了长足进步。 预计2023年重卡出口仍将高位运行，公

司将继续加大海外市场拓展力度。

潍柴动力称，2022年重卡行业出口量迅速增长，

中国重卡出海已成趋势。 考虑到中国高端制造产品

竞争力提升，重卡出口预计仍会保持高景气度水平，

为公司相关产品提供良好发展机遇。

中国重汽表示， 从未来国际市场重卡发展趋势

来看，全球经济发展对重卡需求将逐步提升。 公司在

持续进行产品结构优化，升级产品性能，做好产品国

际市场适应性改进， 在保持传统优势市场竞争力的

基础上不断开拓新的细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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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智能化布局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

下， 袁永彬对自己所处的汽车零部件行业

发展满怀信心。

袁永彬强调，过去两年，全球乘用车

的总销量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多少，但新能

源汽车正在取代越来越多的燃油车市场

份额。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歌猛进的发展

态势下， 汽车零部件赛道正迎来黄金发展

机遇期， 伯特利适用于新能源汽车的电子

电控产品，如EPB（电子驻车制动系统）等

销量会快速增长” ,袁永彬表示。

在智能化浪潮的席卷下， 伯特利在

“激进”与“保守”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早在3年前，伯特利就开始招聘国际性

人才，组建团队，布局智能化业务。 袁永彬

告 诉 记 者 ：“在 高 级 驾 驶 辅 助 系 统

（ADAS）业务上，伯特利不是高举高打，

而是采取一种较为稳妥的策略。 先从L2

系统开始做起， 以前摄像头为主融合角

雷达等。 目前，L2的产品已经投产，L2+

的系统也基本开发完毕，2023年3月就会

量产。 ”

袁永彬还透露， 公司计划开发行泊一

体的预控制器，目前正在调研中。之后就会

向L3和L4方面进军，但还为期尚早。

袁永彬表示， 随着汽车智能化水平不

断提升，伯特利会从感知、决策、规划到执

行，打通全链条服务，并围绕产品的不同方

面构筑智能化能力。

伯特利董事长袁永彬：

打通全链条服务 构筑智能化能力

“随着汽车智能化不

断提升， 伯特利将从感

知、决策、规划到执行，打

通全链条服务，并围绕产

品不同方面构筑智能化

能力。 ” 伯特利董事长袁

永彬在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除智能

化外，国际化、电动化、轻

量化也是公司未来着眼

布局的重点。

“为车企提供一流且

全面的汽车底盘系统产

品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

们的愿景是希望伯特利

能够有朝一日进入全球

汽车零部件百强。 ” 袁永

彬表示。

●本报记者 李嫒嫒

瞄准线控制动赛道

伯特利是国内汽车制动领域领先企

业，其从机械制动产品起家，经过近20年

的发展，如今成长为具备整车制动系统、智

能驾驶系统、 转向系统开发能力的汽车零

部件一级供应商。

袁永彬对记者表示， 汽车行业正经历

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从传统燃油车向新能

源汽车转型，催生出电动化、智能化、轻量

化的发展方向， 伯特利已做好准备应对这

场变革。

袁永彬说， 在电动化方面， 伯特利从

2021年开始投产，2022年销量出现爆发式

增长。 公司将积极扩充产能，预计2023年

会有200多万套产能。 2022年前三季度，伯

特利智能电控产品销量143.75万套， 收入

达13.59亿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

38.04%，同比增长79.39%。

值得一提的是， 伯特利是国内首家发

布并量产集成式线控制动架构 （简称

“One-Box” ）的企业，被称为国内制动

领域专家。 2021年6月已实现大批量投产，

2022年搭载了20多款车型。

袁永彬称：“线控制动系统具有集成

度高、重量轻、反应时间短等显著优势，适

合于新能源汽车尤其是高级别的自动驾驶

场景，并扮演着关键的‘控制执行层’ ” 。

伯特利不断完善底盘系统产品， 积极

拓展新业务。 据袁永彬介绍，2022年初，伯

特利通过收购浙江万达， 将公司产品拓宽

至转向领域；2022年10月与吉利控股出资

组建汽车智能底盘系统公司， 积极布局线

控底盘赛道。

对于布局线控底盘的规划， 袁永彬对

记者表示， 伯特利首先把线控制动作为第

一个导入产品， 后续将对转向等其他产品

陆续进行开发和导入。

不过，在袁永彬看来，无论是线控底盘

还是滑板底盘，都是底盘的一种形式，在某

种意义上并不是全新的产品， 而是将传统

的制动、转向、悬挂、三电等各类产品以线

控的方式，完全整合在底盘里。

面对各方争相布局线控底盘赛道，袁

永彬表示：“随着汽车电动化和智能化发

展，未来线控底盘使用率会越来越高，但该

赛道的未来主导者究竟是第三方供应商还

是主机厂，并不确定。 ”

国际化进程提速

在袁永彬看来，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

场是一家企业做强做大的关键。 他坚信，做

企业“无内不稳，无外不富” ，既要有国内市

场，也要有国际市场。

在他的带领下，伯特利正在加速拓展海

外市场。日前，为深入推进公司国际化战略，

开辟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伯特利拟在

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在瑞士证券交易

所上市。

近年来，伯特利屡获全球知名整车厂项

目定点，得到海外市场高度认可。 仅去年10

月， 伯特利就获得海外轻量化项目定点7

个。 去年12月，伯特利的EPB首次获得全球

整车巨头的项目合作。 对此，袁永彬十分激

动，他表示，伯特利从2007年就开始立项做

EPB，一直试图将其引入国际市场，终于有

了突破。

“此前，公司出口的产品绝大多数都是

纯机械式的零部件，涉及带电控软件的项目

是头一回。这对于伯特利来说是非常有标志

性意义的节点， 意味着经过十多年的积淀，

终于可以走出去跟国际同行竞争。 ”

上述合作不仅是伯特利EPB产品发展

的又一高光时刻，更是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

进入海外市场的一次重要突破。 长期以来，

国内汽车零部件企业的竞争力处于弱势，以

EPB为例，2021年采埃孚、大陆集团、爱德

克斯三家外企在国内的市占率分别为

28.7%、28.15%和9.52%，合计达66.37%。

伯特利开始加速布局海外产能。袁永彬

告诉记者，2019年伯特利决定在墨西哥征

地建厂，扩大轻量化产品产能。 2022年年底

一期生产基地已完成生产准备，第一个项目

预计在2023年下半年量产。

据悉，伯特利墨西哥一期生产基地具

备每年450万件铸铝转向节、 控制臂等底

盘零部件的生产能力。 新工厂的投入使

用，可就近向北美，甚至全球主机市场进

行配套。

“大规模开展国际化业务完全放在国

内生产是不太现实的，伯特利在墨西哥建厂

是实现国际化的第一步。 目前来看，墨西哥

项目进展非常顺利， 已获得价值超10亿美

元的业务。”袁永彬表示，“待墨西哥项目平

稳投产后，计划大约3年内在欧洲建厂拓展

制动、轻量化产品产能布局。 ”

“新能源汽车市场爆发式增长给伯特

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未来伯特利

将实现制动、转向、智能驾驶相结合的底盘

全域技术战略布局。 ”袁永彬说。

伯特利厂区门口

伯特利机加自动化生产线 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