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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跟进降价 新能源车价格战白热化

新能源汽车价格战持续

升温，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

4月21日， 特斯拉中国宣布，

特斯拉Model� 3、Y、S、X全系

产品在中国内地均降价1.4

万元。其中，Model� 3起售价

降至23.19万元， 仅比小米

SU7标准版贵1.6万元。 事实

上，4月以来已有多家新能

源车品牌宣布降价， 涉及众

多新车型。

专家表示， 北京车展即

将举行，新产品陆续发布使

得市场供给进一步丰富。

“车市以旧换新政策将逐步

落地， 叠加多个新车型发

布，有望推动二季度车市销

量增长。 ”

● 本报记者 李嫒嫒

特斯拉交付量不及预期

特斯拉Model� 3、Y、S、X全系产品降价1.4万元， 这是特斯拉

今年以来在中国内地市场第二次大规模降价。

4月21日， 特斯拉中国网站显示，Model� 3焕新版起售价降至

23.19万元，Model� 3长续航焕新版起售价降至27.19万元，记者注

意到，今年以来Model� 3焕新版降价近3万元。

同时，Model� Y后轮驱动版起售价降至24.99万元，Model� Y

长续航版起售价降至29.09万元，Model� Y高性能版售价降至

35.49万元。 今年以来，Model� Y在中国内地市场进行了多次价格

调整。 4月20日，特斯拉美国网站显示，美国市场Model� Y全系降

价2000美元。

特斯拉大规模降价或与其一季度交付不及预期有关。一季度，

特斯拉交付量出现近四年来首次下降，交付38.7万辆汽车，远低于

市场预期的45.85万辆。

另外，特斯拉近日宣布，为降低成本及提高生产力，将在全球

裁员10%，本次裁员人数将达1.4万人。 有分析师表示，继2024年第

一季度交付量下滑后，特斯拉第二季度交付量可能再次下降。

今年一季度，特斯拉中国交付汽车22.1万辆，贡献了特斯拉全

球近六成交付量。2024年春节后，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价格战不断

加剧。 业内人士表示，特斯拉此次大规模降价，是为了应对激烈的

市场竞争。

车企纷纷以价换量

自小米SU7上市以来，车企纷纷以价换量抢占市场份额，新车

型调整定价频繁出现， 新能源汽车20万元-30万元价格带竞争异

常激烈。

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4月以来， 已有超过10个新能源

车品牌宣布降价，部分车企推出置换补贴、零利息、零首付等促销

活动。

4月1日，问界宣布新M7限时优惠1万元-2万元。 优惠后，问界

新M7的价格为22.98万元至31.98万元。随后，蔚来、小鹏、奇瑞等纷

纷推出置换补贴活动。其中，蔚来推出10亿元油车置换补贴活动。4

月20日，小鹏汽车宣布，推出限时5亿元购车补贴活动，覆盖小鹏

G9、G6、P7i、2024款小鹏P5共计四款车型。

部分新车型下调指导价。 4月18日，理想汽车旗下首款售价30

万元以下的车型理想L6上市，起售价为24.98万元。 据理想汽车商

业副总裁刘杰介绍，理想L6起售价原定为25.98万元。

日前，小鹏汽车宣布，旗下中型SUV小鹏G6全新580公里长续

航Plus版本车型正式上市， 指导价为19.99万元， 限时优惠价为

17.99万元，相比老款入门级版本售价下降2.6万元。

新能源汽车价格战剧烈，成为2024年以来车市的鲜明特征。乘

联会秘书长崔东树介绍，2024年一季度， 降价车型数量已超过

2023年全年的六成，主要是纯电动和插混等新能源车型降价，燃油

车降价很少。

新能源汽车大规模降价，将进一步挤压燃油车市场份额。乘联

会数据显示，4月份上半个月， 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为

50.39%，首次超过传统燃油乘用车。

市场供给进一步丰富

伴随车市价格战持续升温，消费者观望情绪加重。“价格战对

短期销量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 崔东树认为。

“最近来咨询的顾客较多，但实际下单的并不多。 ” 4月21日，

小鹏汽车销售人员刘裕（化名）告诉记者。

崔东树对记者表示，车市降价频繁，对相关企业利润有较大影

响。 今年1-2月份，汽车行业利润率降至4.3%，处于历史低位水平。

价格战对行业利润损害较为明显。 行业应该保持良性、 合理的竞

争，以高品质的产品和技术创新突破为竞争点。

业内人士表示，2024年是新能源车企站稳脚跟的关键年，竞争

将异常激烈。 同时，随着电池关键原材料碳酸锂价格下跌，电池成

本降低，造车成本有所下降。

北京车展临近，车企将陆续发布新车型，有望带动二季度销量

增长。 据了解，新能源车型仍是本届车展主力军。 本届车展将覆盖

117个全球首发车型及41个概念车型， 参展的新能源车型将达到

278个，市场供给将进一步丰富。

“二季度，车市以旧换新政策会逐步落地，叠加北京车展将发

布多个新车型，二季度车市销量预期较好。 ”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

华告诉记者。

聚焦技术研发和创新

锦好医疗打造助听器龙头企业

●本报记者 武卫红

4月19日， 锦好医疗2023年业绩说明会在中国证券报·中

证网成功举行。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研发费用

同比增长超5成，研发投入强度持续维持高位。 锦好医疗董事

长王敏表示，公司不断加强芯片、算法、数字助听器的研发与

应用，第一代芯片已量产应用。 按照规划，公司将持续加强技

术研发和创新，继续推进自主品牌建设，打造国产助听器龙头

企业。

研发投入强度维持高位

锦好医疗于2021年登陆北交所， 是北交所首批上市企业

之一，也是我国助听器行业首家上市企业。 公司专注于助听器

产品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 产品出口到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

区。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公司助听器出口销售数量占

全国助听器出口销售数量的10.20%。

2023年，锦好医疗实现营业收入1.75亿元，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73.99万元。 公司产品外销占比超过

90%，主要市场位于欧美地区。 2023年，欧美地区市场需求下

降，导致公司营业收入有所下滑。

为进一步构筑技术壁垒，提升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锦

好医疗持续加大产品研发，全年共投入研发费用2360.13万元，

同比增长51.18%；研发投入占比为13.50%，研发投入强度持续

维持高位。 截至报告期末，锦好医疗拥有163项专利和9项著作

权。 报告期内， 公司OTC自适应助听器获得美国FDA� 510

（k）的批准，成为中国第一家获批FDA� 510（k）的助听器企

业，有利于提高公司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综合竞争力，有望对公

司未来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此外，公司获得IS013485医疗器械

质量管理体系证书以及欧盟CE认证等。 2023年11月，公司荣

获“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称号。

近期， 锦好医疗广东省数字助听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经

过专家评审和网上公示等程序， 获得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的认定。 锦好医疗表示，被认定为2023年度广东省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有助于公司进一步聚集人才，不断提升科研水平和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优势。 公司将以此为

契机，不断加强科技创新，提升公司科研水平，加快产业升级

进程，提高综合竞争力。

持续突破核心技术

锦好医疗成立于2011年，公司深耕助听器领域，拥有数字

助听器芯片设计和算法研究开发能力。 自成立以来，公司先后

获得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惠州市仲恺高新区“瞪羚企业” 和

工信部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等称号。 目前，公司研

发团队约有80余人，占员工总量的21.13%，主要从事芯片、算

法、软件和硬件开发等研发工作。

报告期内， 公司持续加强自主技术积累和核心关键技术

突破，并不断推进助听器自研芯片的应用和自主算法的优化、

迭代，在降功耗、结构声学、电子声学、声音处理算法等技术方

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同时，公司积极开发远程验配、自验配

和智能化技术，进一步筑牢“护城河” 。

2023年，锦好医疗建立了声学实验室和听力学实验室，配

备专业研发人员，进一步加强助听器技术的基础研究、临床应

用研究和制造工艺研究， 并进行助听器功能的主客观测试与

评估。 同时，依托声学实验室和听力学实验室，公司将初步建

立声学数据库。 此外，公司成功开发无按键超小助听器声波控

制技术、 助听器专用芯片与通用蓝牙芯片合封集成技术等多

项行业领先技术，并应用于产品当中。

按照计划，今年锦好医疗将进一步提升产品体验、提高品

质稳定性和可靠性，优化成本、完善工艺测试。 同时，公司将持

续加大研发投入，降低助听器功耗，提升助听器续航时间，提

升终端客户的满意度。 此外，公司将重点研究耳鸣管理、无线

充电、蓝牙5.2、OTA在线升级等技术，并将相关技术逐步应用

到助听器当中。

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剧， 近年来助听器产品渗透率不

断提升， 未来市场规模有望扩大。 在持续加强研发创新的同

时，锦好医疗将抓住行业发展的红利，发力渠道、服务和销售，

打造自主品牌，推动业绩稳定增长。

在海外市场拓展方面， 锦好医疗助听器产品已出口至90

余个国家和地区，覆盖欧洲、亚洲、美洲等市场，在国际市场具

备较强的竞争力。 为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公司组建了海外

线上自主品牌团队，以独立站和亚马逊平台为阵地，主攻线上

市场。 同时，公司组建了海外渠道部，对接商超、药房等渠道，

将自主品牌打入欧美线下市场。 为全力支持海外市场拓展，公

司还积极取得销售地国家的体系认证或产品注册， 并在海外

新设子公司或办事机构。

国内市场方面，2023年，公司积极拓展网点布局，全年共

扩张12家门店，在深化线下验配服务的同时，进一步发展自主

品牌。 截至2023年末，公司已开设15家线下自营门店和3家线

上网店。

锦好医疗表示，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强直营门店建设，完善

销售网络，加大品牌推广力度，同时持续提升线下门店人员的

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

氢能汽车推广应用有望加快

●本报记者 刘杨

氢能和燃料电池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 4月21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钢

在2024世界内燃机大会上致辞称， 作为氢

能应用最直接的突破口， 燃料电池发动机

技术加速创新和推广应用， 将加速商用汽

车电动化、低碳化进程。

今年以来，四川、山东、河南、广东等

地发布氢能产业支持政策，特别是加强氢

能在交通领域的示范应用，氢能技术产业

化进程进入“快车道” 。 多位业内人士认

为，在政策的推动下，氢能汽车推广应用

将加快。

强化燃料电池技术研发

“以氢能燃料电池引领内燃机创新发

展，适度超前建设氢能供给体系，以重大科

技示范工程加速燃料电池发动机技术的创

新和推广应用，将加速商用汽车电动化、低

碳化进程。 ”万钢表示。

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长史玉波在接受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氢能与燃料

电池技术的发展及应用， 将成为推动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 应围绕氢能与燃

料电池技术，加强技术研发，完善关键材料

及核心部件布局，强化供给侧综合实力。

从上市公司层面看， 业务涉及氢燃料

电池装备产品的科威尔业绩表现喜人。

2023年，公司实现营收5.29亿元，同比增长

41%； 归母净利润为1.17亿元， 同比增长

88.14%。公司表示，燃料电池行业需求有所

回暖，制氢电解槽行业火爆，公司氢能板块

收入同比增长35.97%。

亿华通主营燃料电池系统的研发和销

售，目前盈利能力欠佳。 2023年，公司营收

为8.01亿元，同比增长8.48%；归属于上市

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2.43亿元。 在氢燃

料电池方面， 亿华通已与头部整车厂商开

展合作。

东北证券研报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

氢燃料电池车产销量达到历史同期最高水

平。 中汽协数据显示，一季度氢燃料电池车

产销量均迈上千辆大关， 分别同比增长

33.4%和14.7%。

业内人士认为， 伴随氢燃料电池车和

用氢成本稳步下降， 今年氢燃料电池车投

放有望超过2023年。 中汽协数据显示，

2023年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5668辆和5805辆， 分别同比增长55.3%和

72%。

推动氢能源车示范应用

多地以应用为导向，推动氢能产业发展。

4月16日， 四川省研究进一步推动绿

氢全产业链发展及推广应用工作会议召

开。 四川省省长黄强表示，促进水风光氢

天然气等多能互补，深化拓展绿氢全产业

链布局，大力推广示范应用，积极抢占未

来新赛道。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加大引导力度， 探索氢能源汽车

通行高速公路费用全免， 同时鼓励有条件

的城市全域推进氢能源设备更新。

在此之前，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山东省

发展改革委、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三部门发

文称，自2024年3月1日起，对本省高速公路

安装ETC套装设备的氢能车辆免收高速公

路通行费，试行2年。

“降低氢能车辆运营成本，将直接调动

相关企业的积极性。”济南绿动氢能总经理

陈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来公司咨询

氢能车租赁业务的客户显著增加， 公司将

积极搭建更多应用场景， 推动氢能车辆市

场化推广等相关工作。

近年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明显提速，

《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氢能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2023版）》《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

范应用的通知》 等专项政策接连出台，燃

料电池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逐步成熟并实

现产业化应用。

随着氢能产业发展向纵深推进， 产业

链面临新的问题和关键卡点。

亿华通董事长张国强在接受中国证券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氢能应用尚处于早期

阶段。 氢能储运以高压气态方式为主，储运

效率低。 同时，基础设施不健全，进一步阻

碍了氢能产业发展。 张国强建议，继续扩大

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数量， 将经济基

础好、氢源丰富、产业配套基础好的地区纳

入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 推广燃料电

池汽车。

完善加氢站网络布局

今年3月，国家能源局印发的《2024年

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提出，编制加快推动氢

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 有序推进

氢能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 稳步开展氢能

试点示范，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拓展

氢能应用场景。

近期，氢能产业发展持续取得突破。 4

月17日，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

中国石化的两台氢能重卡近日成功完成从

北京到上海的跨省长距离运输测试。

业内人士透露， 氢能重卡具有补能速

度快、适合长途重载运输的特点。 此前，受

加氢站站点不足等因素影响， 氢能重卡局

限于短途公路运输等相关场景。 本次由中

国石化主导的氢能走廊全程超1500公里，

氢能重卡的应用取得里程碑式进展。

中国石化方面介绍， 公司依托传统加

油站网络优势，布局加氢站网络。“下一步，

公司将联合整车企业、 氢燃料电池系统企

业、大型物流企业、氢能源及加氢站运营企

业等，逐渐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巩固和完

善氢能产供储销网络，持续探索可推广、可

持续的商业模式， 引领氢能产业链高质量

发展。 ”

3月21日，由中车长春轨道客车有限公

司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在

吉林长春完成试跑。 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时

速160公里氢能列车全系统、全场景、多层

级性能验证， 标志着氢能在轨道交通领域

应用取得新突破。

中车长客国家轨道客车工程研究中心

新技术研究部副部长王健介绍， 此次氢能

源市域列车成功完成试跑， 实现了列车全

场景、多层级性能验证，为今后进一步开展

更高速度等级、 更长续航里程的氢能源动

力列车研发打下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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