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一轮汽车价格战或将开启

整车厂向上游传导降本压力

本报记者 王可

11月27日，继比亚迪要求供应商产品降价10%引发市场热议后，中国证券报记者独家获取的文件显示，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简称上汽大通）也向其供应商致信称，随着新车大量上市，市场供需失衡状况预计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善，导致价格战难以平息。 “卷成本”将是2025年汽车行业的主旋律。 上汽大通邀请供应商伙伴共同参与到成本控制的大项目中，提升复杂形势压力下的生存能力，目标是降本10%。

11月25日，瑞银中国汽车行业研究主管巩旻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汽车价格战在2025年一季度可能会再现，而且有可能比往年来得更早。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汽车供应链各方调研了解到，汽车价格战下，整车厂通过多种途径向上游供应链转移降价压力。 部分汽车零部件企业存在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掺杂回料等乱象，一些整车厂由于价格和生产效率等原因，在质检和验收环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终影响产品质量和汽车整车安全，损害消费者利益。

两整车厂要求供应商降本10%

上汽大通 在信函 中表示 ， 2024年初 ，比亚 迪 、特斯 拉等 品 牌 纷 纷 降 价 ， 拉 开 了 新 一 轮 价 格 战 的 序 幕 。 随 着 新 能 源 汽 车 和 燃 油 车 的 份 额 和 价 格 之 争 更 加 白 热 化 ， 预 计 到 2025 年 或 2026 年 ， 汽 车 市 场 企 业 竞 争 格 局 将 逐 步 明 朗 。 当 前 汽 车 市 场 供 大 于 求 的 问 题 突 出 ， 这 与 供 给 过 剩 、 需 求 不 足 的 矛 盾密切 相关 。 随 着新车 大量上市 ，市场的 供需失 衡状况 预计在短 期内难 以得到 根本改善 ，导致价 格战难 以平息 。

上汽大通进一步表示，希望供应商在多个方面对上汽大通给予支持。 在材料成本优化方面 ，上汽大通表示，期待供应商能够提供更具竞争力的原材料采购方案，或者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材料使用量；在生产工艺改进方面 ，上汽大通鼓励供应商提出任何可能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浪费的工艺改进建议；在物流与仓储方面，上汽大通希望供应商能与大通物流团队共同优化物流配送系统，进行包装运输方案优化，降低包装、物流成本，提升装载率，优化结构成本；在VAVE（Value � Analysis&Value � Engineering，指价值分析和价值 工

程）实施方面 ，上汽大通鼓励供应商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与大通协同设计，主动对零部件成本进行系统性优化，科学大胆提供 VAVE提案，并压缩VAVE断点及验证周期，上汽大通将酌情考虑收益共享。 此外，上汽大通表示，期望与供应商建立更为稳固的长期合作关系 ，以便更好地规划未来的成本节约措施。

针对上述情况，11月27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向上汽集团相关人士进行核实，并询问上汽集团其他子公司有无类似降本要求及如何面对2025年潜在的价格战。 截至发稿，记者未收到回复。

无独有偶，比亚迪在11月26日向供应商发函称，2025年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进入“大决战”“淘汰赛” 。 为增强比亚迪乘用车竞争力，比亚迪需要整个供应链共同努力、持续降本。 因此，比亚迪对供应商所供货产品提出要求，从2025年1月1日起降价10%。 比亚迪还在致供应商的信中表示：“请您和团队务必认真对待、切实挖掘降本空间、积极推动要求达成，尽快对接比亚迪资源开发团队，在12月15日前通过SRM（供应商关系管理）系统将降后价格报给我司。 ”

11月27日，比亚迪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在微博回应称，与供应商的年度议价是汽车行业的惯例。 “我们基于规模化大量采购，对供应商提出降价目标，非强制要求，大家可协商推进。 ”

部分整车厂业绩亮眼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1月26日发布的数据，2024年10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193.1万辆，环比增长12.9%，同比增长30%，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70.1%，销量占有率比上年同期提升10.4个百分点。 2024年1至10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1384.9万辆，同比增长21.2%，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64.6%，销量占有率比上年同期提升9.3个百分点。

比亚迪和上汽大通今年以来在销售端均有不俗表现。 比亚迪在发给供应商的信函中表示，2024年10月，比亚迪汽车销量突破50万辆，1-10月累计销量超过325万辆，同比增长36.5%，预计全年将突破420万辆销量大关。 比亚迪汽车销量的不断突破，得益于技术创新、规模化优势和低成本供应链。

上汽大通在发给供应商的信函中表示，2024年，上汽大通积极应对市场变化，把握市场机遇，在各合作伙伴的鼎力支持下，国内销售顶住价格竞争压力，各细分市场表现稳健，其中V系宽体轻客面对竞品价格战，打出产品力和成本的组合拳，市占率逐步回升至30%；星际皮卡在国内市场需求下滑的情况下，市占率同比增长0.2%，维持大通中高端皮卡的品牌形象；纯电城市物流车抓住新能源商用车渗透机会，累计市占率增长1.3%；G系列MPV市占率达8.5%。

2024年也是上汽大通在海外市场丰收的一年。 2024年全年，上汽大通海外完成销售91500辆，累计突破40万辆，在英国、挪威、智利、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瑞典等地的EV� VAN（电动客货车）细分市占率均名列前茅；在香港的新能源大型MPV市占率达45.1%，排名第一；在南美地区的皮卡市占率继续维持前三，并较2023年同期增长1%。 上汽大通持续扩大市场和网络覆盖，在海外市场保持高效持续增长。

供应商生存艰难

11月27日，记者从供应链人士处获得一份供应商向比亚迪的回信。 该供应商表示：“贵公司关于要求供应商2025年起进一步降本10%的通知我已收到，但我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抗议。 比亚迪作为中国汽车行业的标杆企业，近年来的确通过极致的成本压缩策略实现了规模化扩张。 然而，公司当前的做法不仅违背商业伦理，更是在透支他人的勤劳与韧性，影响国内供应商的生存能力。 ”

11月27日，某知名汽车主机厂供应商人士向记者表示，汽车价格战最终传导到上游后，供应商将不得不采取降本措施 ，否则将被踢出供应商队伍。 面临成本压力，汽车供应商常常采取削减人力成本、降低用料标准等措施。 例如 ，供应商为节约用电成本，白天停工、夜间开工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强行降本还将影响产品质量和汽车整车安全，损害消费者利益。

汽车供应商面临整车厂不断缩短的比价周期和不断延长的应收账款账期。 以比亚迪为例 ，长三角一名汽车供应商人士表示，比亚迪同一零配件往往交给多个供应商生产，供应商原本的比价周期为一年或者半年，现在缩短到三个月一次，价格较高的供应商将直接出局。

应收账款方面，以终止IPO的汽车供应商上海紫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在回复监管问询时，紫江新材表示，2019年、2020年、2021年和2022年上半年，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0.71亿元、1.09亿元、1.93亿元和3.16亿元，占总资产比例超过30%。 各报告期末，比亚迪应收账款余额占比超过70%，比亚迪供应链采用“迪链”供应链票据，信用期为7个月，“该信用政策高于可比公司、高于公司其他客户，也高于比亚迪对其他供应商给予的信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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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锐技术：引领金融

基础设施技术革新

●本报记者 齐金钊

20世纪90年代， 沪深证券交易所开业，

我国证券业信息化建设由此拉开了30余年

波澜壮阔的创新发展画卷。 从人工交易，到

电子化交易系统建成， 再到如今的数字化、

智能化和国产化，一代代金融科技从业者在

不断探索中为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添砖

加瓦。

作为一名拥有32年证券从业经验的资

深“老兵” ，华锐技术董事长邹胜在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对于证券行业核心

交易系统而言， 分布式低时延技术正成为被

广泛认可的技术主流。 作为国内率先专注于

分布式低时延基础技术研究的机构， 华锐技

术正致力于提升中国金融基础设施的自主研

发能力。

分布式低时延技术成为行业共识

近期，国内证券业信息化建设捷报频传，

分布式低时延技术渐成行业共识。

10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2023年

度金融科技发展奖获奖名单， 国泰君安证券

新一代信创分布式低延时核心交易系统荣获

一等奖。 10月21日，国信证券宣布新一代分

布式低时延核心交易系统成功上线， 交易速

度提升至万分之五秒以下， 吞吐量提升了上

百倍。

“分布式低时延技术可以使系统性能大

幅提高50到100倍，成本可以降低三分之二，

如果全行业把原有的集中式主机系统全部

替换掉，将带来不可估量的价值。 ” 邹胜介

绍，整个中国证券行业尤其是大中型的证券

公司还是以集中式主机系统占据主导地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证券行业完成分布式

转型并实现自主可控，非常具有挑战性但意

义重大。

在邹胜看来， 要将分布式低时延的技术

路线走通，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项艰苦的

系统性工程。

华锐技术于2017年首创了证券行业第

一个分布式技术实验室， 并陆续打造了新一

代分布式证券、资管核心业务系统，帮助客户

实现核心业务系统分布式转型， 迎接数字化

时代的变革。

2023年6月，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了《证

券公司网络和信息安全三年提升计划

（2023-2025）》，在总结过去行业核心系统

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积极从集

中式专有技术架构向分布式、低时延、开放技

术架构转型” ，并“鼓励有条件的证券公司积

极推进新一代核心系统的建设” 。

目前， 证券行业的核心交易系统仍然以

IOE体系和Wintel体系为主。 而采用分布式

架构， 需要用到的国产关键基础软硬件已具

有较强的性能和可靠性， 分布式低时延架构

的整体优势可以抵消信创部件的局部劣势，

实现核心业务系统整体的高可用性、高性能、

高性价比。

保持研发投入

华锐技术的发展历程是一段科技创新的

长跑。

2017年，华锐分布式技术实验室在深圳

市最老的工业区———天安数码城的一座旧

厂房中诞生。 邹胜回忆，在创业初期，为了节

约成本，华锐技术在这座旧厂房一待就是四

年， 楼下是快递货车往来不断的震动声，隔

壁是印刷厂机器的轰鸣声，华锐技术的办公

室经常彻夜长明。 经过七年多的坚守与付

出，华锐技术在金融科技领域逐渐结出了累

累硕果。

在关键技术突破方面，华锐技术自主研发

了世界级分布式低时延消息中间件AMI，填补

了国内分布式低时延消息中间件的空白。

2018年，华锐技术与华为联合攻关了第

一代低时延网络交换机， 这是华为第一款低

时延网络交换机， 也是证券行业第一次将国

产网络交换机运用到核心交易网络中。

2019年， 华锐技术开始研发支持基于

ARM架构的鲲鹏处理器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经过多轮技术攻关，AMI在鲲鹏处理器上的

性能表现达到甚至超越了同主频英特尔X86

的水平。

同年，华锐、华为、国泰君安宣布联合启

动新一代分布式低时延交易系统全国产化项

目的研发工作。

历经三年的研发，2022年8月22日，国泰

君安新一代信创分布式低时延交易系统上线

成功，实现了从网络、服务器、操作系统、数据

库、中间件、应用系统的全栈信创。

2024年10月21日，华锐又助力国信证券

完成了新一代核心交易系统成功上线， 标志

着核心交易系统信创解决方案不断成熟，从

试点走向大规模生产实践。

如今，华锐技术累计投入研发费用超过8

亿元，拥有授权发明专利100多项。 这些成果

展示了华锐技术在科技创新上的坚定决心和

实力。

产业落地应用提速 低空经济发力“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齐金钊

日前， 全国首个低空经济公共基础设施小

微服务站在深圳启用，将物流配送、城市巡查、

消防应急、紧急救援等多元服务融为一体；在深

圳多个公园内，美团无人机快速穿梭，实现外卖

的精准、高效投放；珠海设立14条航线，涵盖紧

急物资配送、海岛休闲垂钓、旅行观光等……随

着产业落地和配套政策的逐步完善， 低空经济

正在走进人们生活的“最后一公里” 。

业内人士认为， 我国已经迎来了低空经济

机遇期， 低空经济产业未来有望拉动产业链上

下游投资，并通过跨界融合带动经济增长。

低空经济走进日常生活

在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金地名津广场小区

内， 不时可以看到一架架装载快递包裹的无人

机起降在服务站平台上。 这些包裹来自周边快

递配送网点，在无人机助力下，它们5分钟之内

就可运送至服务站， 然后由快递员配送到消费

者手中。目前，这个服务站可以服务周边三个小

区、大约八千户居民。

记者了解到，与传统的物流站点不同，该服

务站汇集了低空物流“最后一公里” 的多元功

能。 无人机可以将客户下单的商品快速送达服

务站，服务站为无人配送提供安全接收和存储，

并设有冷冻冷藏设施，可保障生鲜食品、药品等

需特殊存储条件的物品的安全放置。同时，服务

站设有专业工作人员， 确保送达的货品可以方

便地交付给居民， 特别是为上下楼配送难题提

供解决方案，破解无人机配送的局限性。

作为国内布局低空经济最早的城市之一，

深圳的低空经济产业落地迅速，不少相关应用

已经走进了人们日常生活的 “最后一公里” 。

在深圳笔架山体育公园内，无人机外卖站正成

为这里知名的“打卡点” 。 在这里，市民可以通

过手机扫码下单的方式， 选择相关品牌的食

物、饮料等。 下单成功后，只需要等待十几分

钟，便会有美团无人机从天而降，将外卖投送

到该站点。

“低空经济的发展将帮助第一、 二产业实

现无人化、自动化闭环。 ”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副院长、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无线技术委员会

主席王志勤认为， 低空经济将会给第三产业带

来最直接的变革和创新。 未来低空经济的发展

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验证示范，会在

指定区域进行小范围部署， 重点是对技术路线

和需求进行验证； 第二个阶段是探索常态化的

运营模式； 第三个阶段是最终形成低空经济产

业集群，实现规模化发展。

产业化进程加速

在政策支持引领下， 我国低空经济产业

化进程正迎来加速期。11月27日，在首届全球

低空经济论坛年会上， 中国低空经济联盟执

行理事长罗军表示， 我国已经迎来了低空经

济机遇期， 作为我国立体交通的重要组成部

分，到2030年，我国低空经济产业规模将突破

3万亿元，仅无人机产业规模就有望率先突破

万亿元。

2024年以来，多地对发展低空经济出台相

关支持政策。 其中，北京、上海、杭州、合肥等15

个城市宣布与企业携手共建低空经济生态圈，

计划到2025年打造涵盖低空飞行路线、低空应

用示范区等多个领域的上百个示范项目。

此外，多地还官宣成立低空经济产业基金，

对相关产业予以金融支持。 11月11日，珠海宣

布组建低空经济基金群，目标规模100亿元，首

期规模15亿元。 11月6日，深圳发布了公开遴选

低空经济产业基金管理机构的公告， 该基金拟

设规模为20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

国已有20个省区市成立低空经济产业基金，总

规模已超千亿元。

拉动上下游投资

来自赛迪顾问的预测数据显示，2023年

我国低空经济规模突破5000亿元，预计2026

年将超过万亿元。 届时，除了核心产业规模过

万亿元，低空经济还将拉动产业链上下游投资

过万亿元，并通过跨界融合带动经济增长过万

亿元。

放眼资本市场，中信证券表示，低空经济的

发展进入政策密集出台期，行业发展有望加速，

这将大幅增强我国在低空经济领域的核心竞争

力。 建议投资者关注政策对低空经济的支持力

度及资金、项目落地情况。

长江证券表示，低空经济正迎来发展机遇

期。 当前全国各地正大力发展低空经济相关产

业，有望带动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加速发展。 同

时， 我国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低空经济产业链，

其上游为原材料与核心零部件， 中游为无人

机、航空器及配套设备，下游为航空管理及信

息化行业应用。 建议投资者关注低空经济全产

业链，重点关注航空信息化及空管领域的相关

标的。

两整车厂要求供应商降本10%

上汽大通在信函中表示，2024年初，比

亚迪、特斯拉等品牌纷纷降价，拉开了新一

轮价格战的序幕。随着新能源汽车和燃油车

的份额和价格之争更加白热化，预计到2025

年或2026年，汽车市场企业竞争格局将逐步

明朗。 当前汽车市场供大于求的问题突出，

这与供给过剩、 需求不足的矛盾密切相关。

随着新车大量上市， 市场的供需失衡状况预

计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善， 导致价格战

难以平息。

上汽大通进一步表示， 希望供应商在多

个方面对上汽大通给予支持。 在材料成本优

化方面，上汽大通表示，期待供应商能够提供

更具竞争力的原材料采购方案， 或者通过技

术创新降低材料使用量； 在生产工艺改进方

面， 上汽大通鼓励供应商提出任何可能提高

生产效率、减少浪费的工艺改进建议；在物流

与仓储方面， 上汽大通希望供应商能与大通

物流团队共同优化物流配送系统， 进行包装

运输方案优化，降低包装、物流成本，提升装

载率， 优化结构成本 ； 在VAVE（Value�

Analysis&Value� Engineering，指价值分析

和价值工程）实施方面，上汽大通鼓励供应商

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与大通协同设计， 主动

对零部件成本进行系统性优化， 科学大胆提

供VAVE提案， 并压缩VAVE断点及验证周

期，上汽大通将酌情考虑收益共享。 此外，上

汽大通表示， 期望与供应商建立更为稳固的

长期合作关系， 以便更好地规划未来的成本

节约措施。

针对上述情况，11月27日，中国证券报记

者向上汽集团相关人士进行核实，并询问上汽

集团其他子公司有无类似降本要求及如何面

对2025年潜在的价格战。 截至发稿，记者未收

到回复。

无独有偶， 比亚迪在11月26日向供应商

发函称，2025年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 进入

“大决战”“淘汰赛” 。为增强比亚迪乘用车竞

争力，比亚迪需要整个供应链共同努力、持续

降本。 因此，比亚迪对供应商所供货产品提出

要求，从2025年1月1日起降价10%。 比亚迪还

在致供应商的信中表示：“请您和团队务必认

真对待、切实挖掘降本空间、积极推动要求达

成，尽快对接比亚迪资源开发团队，在12月15

日前通过SRM（供应商关系管理）系统将降

后价格报给我司。 ”

11月27日， 比亚迪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

李云飞在微博回应称，与供应商的年度议价是

汽车行业的惯例。 “我们基于规模化大量采

购，对供应商提出降价目标，非强制要求，大家

可协商推进。 ”

部分整车厂业绩亮眼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1月26日发布的数

据，2024年10月， 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

193.1万辆，环比增长12.9%，同比增长30%，占

乘用车销售总量的70.1%，销量占有率比上年

同期提升10.4个百分点。 2024年1至10月，中

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1384.9万辆， 同比增长

21.2%，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64.6%，销量占有

率比上年同期提升9.3个百分点。

比亚迪和上汽大通今年以来在销售端均

有不俗表现。 比亚迪在发给供应商的信函中

表示，2024年10月，比亚迪汽车销量突破50万

辆，1-10月累计销量超过325万辆， 同比增长

36.5%，预计全年将突破420万辆销量大关。比

亚迪汽车销量的不断突破，得益于技术创新、

规模化优势和低成本供应链。

上汽大通在发给供应商的信函中表示，

2024年，上汽大通积极应对市场变化，把握市

场机遇，在各合作伙伴的鼎力支持下，国内销

售顶住价格竞争压力，各细分市场表现稳健，

其中V系宽体轻客面对竞品价格战，打出产品

力和成本的组合拳， 市占率逐步回升至30%；

星际皮卡在国内市场需求下滑的情况下，市占

率同比增长0.2%， 维持大通中高端皮卡的品

牌形象；纯电城市物流车抓住新能源商用车渗

透机会，累计市占率增长1.3%；G系列MPV市

占率达8.5%。

2024年也是上汽大通在海外市场丰收的

一年。 2024年全年， 上汽大通海外完成销售

91500辆，累计突破40万辆，在英国、挪威、智

利、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瑞典等地的

EV� VAN（电动客货车）细分市占率均名列

前茅； 在香港的新能源大型MPV市占率达

45.1%，排名第一；在南美地区的皮卡市占率

继续维持前三，并较2023年同期增长1%。 上

汽大通持续扩大市场和网络覆盖，在海外市场

保持高效持续增长。

供应商生存艰难

11月27日， 记者从供应链人士处获得一

份供应商向比亚迪的回信。 该供应商表示：

“贵公司关于要求供应商2025年起进一步降

本10%的通知我已收到，但我对此表示强烈不

满和严正抗议。比亚迪作为中国汽车行业的标

杆企业，近年来的确通过极致的成本压缩策略

实现了规模化扩张。 然而，公司当前的做法不

仅违背商业伦理，更是在透支他人的勤劳与韧

性，影响国内供应商的生存能力。 ”

11月27日， 某知名汽车主机厂供应商人

士向记者表示， 汽车价格战最终传导到上游

后，供应商将不得不采取降本措施，否则将被

踢出供应商队伍。 面临成本压力，汽车供应商

常常采取削减人力成本、 降低用料标准等措

施。 例如，供应商为节约用电成本，白天停工、

夜间开工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强行降本还

将影响产品质量和汽车整车安全， 损害消费

者利益。

汽车供应商面临整车厂不断缩短的比价

周期和不断延长的应收账款账期。 以比亚迪

为例，长三角一名汽车供应商人士表示，比亚

迪同一零配件往往交给多个供应商生产，供

应商原本的比价周期为一年或者半年， 现在

缩短到三个月一次， 价格较高的供应商将直

接出局。

应收账款方面，以终止IPO的汽车供应商

上海紫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在回

复监管问询时， 紫江新材表示，2019年、2020

年、2021年和2022年上半年，公司应收账款账

面价值分别为0.71亿元、1.09亿元、1.93亿元和

3.16亿元，占总资产比例超过30%。 各报告期

末，比亚迪应收账款余额占比超过70%，比亚

迪供应链采用“迪链”供应链票据，信用期为7

个月，“该信用政策高于可比公司、 高于公司

其他客户，也高于比亚迪对其他供应商给予的

信用期” 。

新一轮汽车价格战或将开启

整车厂向上游传导降本压力

●本报记者 王可

11月27日， 继比亚迪要求供应商产品降价

10%引发市场热议后， 中国证券报记者独家获取

的文件显示，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简称上汽

大通）也向其供应商致信称，随着新车大量上市，

市场供需失衡状况预计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

改善，导致价格战难以平息。“卷成本”将是2025

年汽车行业的主旋律。 上汽大通邀请供应商伙伴

共同参与到成本控制的大项目中，提升复杂形势

压力下的生存能力，目标是降本10%。

11月25日，瑞银中国汽车行业研究主管巩旻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汽车价格战在2025年一

季度可能会再现， 而且有可能比往年来得更早。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汽车供应链各方调研了解到，

汽车价格战下，整车厂通过多种途径向上游供应

链转移降价压力。 部分汽车零部件企业存在偷工

减料、以次充好、掺杂回料等乱象，一些整车厂由

于价格和生产效率等原因， 在质检和验收环节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 最终影响产品质量和汽

车整车安全，损害消费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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