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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韩忠楠

伴随着多家车企公布 2023 年销

量成绩单，2023年中国车市总体的产

销数据也新鲜出炉。

1月11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下

称“中汽协”）发布最新产销数据。数

据显示，2023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 3016.1万辆和 3009.4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11.6%和12%。与上年相比，产

量增速提升8.2个百分点，销量增速提

升9.9个百分点。

回顾过往，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

量首次双双突破 1000万辆大关，成为

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2013年，中

国汽车产销突破 2000万辆，2017年产

销量达到阶段峰值，随后市场连续三

年下降，进入转型调整期。直至 2021
年，市场调整才告一段落，产销量企稳

回升。

中汽协方面判断，中国汽车年产

销迈进 3000万辆新时代，标志着中国

汽车产业再度迎来全新里程碑。

展望未来，中汽协预测，2024年中

国汽车总销量将超过 3100万辆，同比

增长 3%以上。其中新能源汽车预计

销量达到1150万辆，出口550万辆。

2023年的中国车市，呈现“低开高

走”的趋势。中汽协方面分析称，2023
年年初，汽车消费恢复相对滞后，从 3
月价格促销潮开始，中国汽车市场开

始恢复热度，“金九银十”效应凸显，市

场热度延续至年末。

中汽协数据显示，2023年 12月，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07.9万辆和 315.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9.2%和23.5%。

这当中，12月国内汽车销量265.7
万辆，同比增长19%；汽车出口49.9万

辆，同比增长54.3%。

从全年数据来看，汽车出口已经成

为拉动汽车产销量增长的重要力量。

中汽协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

汽车销量 3009.4万辆，其中汽车出口

491万辆，同比增长57.9%，出口对汽车

总销量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5.7%。分

车型来看，乘用车出口 414万辆，同比

增长 63.7%，是汽车出口的主力军；商

用车出口77万辆，同比增长32.2%。

具体到企业层面，2023年，整车出

口前十企业中，比亚迪出口25.2万辆，

同比增长 3.3倍，奇瑞出口 92.5万辆，

同比增长 1倍；长城汽车出口 31.6万

辆，同比增长82.5%。

俄罗斯、墨西哥、沙特、吉尔吉斯

斯坦、英国、菲律宾、泰国、阿联酋、巴

西、哈萨克斯坦等是中国车企主要的

目标出口国。

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我

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实现了爆发式增

长，已连续 9年位居全球第一。中汽

协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销量分别完成958.7万辆和949.5万

辆，同比增长 35.8%和 37.9%，市场占

有率达到 31.6%，高于上年同期 5.9个

百分点。

其中，新能源商用车产销分别占

商用车产销11.5%和11.1%，新能源乘

用车产销分别占乘用车产销的 34.9%
和34.7%。

值得关注的是，在竞争越来越激

烈的环境下，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已

经进入群雄逐鹿阶段，头部车企的龙

头效应日趋凸显。中汽协公布的一组

数据显示，2023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前

十位的企业集团销量合计824.1万辆，

同比增长 47.7%，占新能源汽车总销

量的 86.8%，市占率高于上年同期 5.8
个百分点。

中国汽车业迈入年产销3000万辆时代

证券时报记者 黄翔

近年来，我国商用车行业快速发

展，在瞄准市场增量的同时，注重供应

链体系的创新提质成为行业共识。

1月8日至9日，中国重汽·潍柴新

能源商用车 2024 年全球供应链战略

合作伙伴大会召开。中国重汽相关负

责人表示，当前全球商用车市场面临

产能过剩压力，行业竞争已从价格导

向的竞争，转向了价值能力提升的竞

争。在此背景下，中国重汽持续推进

全产业链、供应链的创新变革，去年优

化淘汰 268家供应商，未来将持续推

动全产业链、供应链向更深层次的价

值链迈进。

加强协同创新

“当前的商用车市场，无论是国

内、国际都存在严重内卷，中国重卡的

产能，其中包括了传统能源和新能源，

有 60%以上产能是过剩产能，未来行

业内卷将不可避免。”山东重工集团党

委副书记、副总经理，中国重汽集团党

委书记、总经理王志坚坦言。

在王志坚看来，在这样的行业背

景下也不乏机遇。他认为，当前终端

客户不再单纯关注价格、动力等因素，

已建立起全生命周期的价值概念，商

用车已经从价格导向的竞争，转向了

价值能力的提升。

“谁的车开着更赚钱，谁就能得到

认可，因此我们要从源头为客户着

想。面对形式的转变，我们全产业链、

供应链要在科技攻关、应用开发实现

更高度的协同，向更深层次的价值链

迈进，才能在未来 5到 10年的市场竞

争中保持优势。”

为摆脱行业低效竞争，突围行业

内卷，中国重汽将全产业链、供应链协

同摆在经营战略的重要位置。

据介绍，近年来，得益于创新链条

的发展，中国重汽整车集成技术不断落

地应用，将模块化贯穿生产研发全过

程，很多供应商为其提供了优越的规划

设计理念，使得整车从底盘到驾驶室实

现了成本的不断优化。“协同创新理念

让中国重汽释放了全产业链的规模效

应，同时也建立了全方位整车的仿真平

台，实现了整车关键指标全球领先。”

王志坚表示，2024年中国重汽将

在新能源、智能化等多方面发力。“目

前，中国重汽的智能控制技术，从智能

热管理、智能动力分配到智能驾驶，深

度提升了动力，延长整车寿命，降低了

整车运营成本。”据介绍，智能化为卡

车运营降本带来了巨大空间，以黄河

智能卡车为例，一千公里以内可以实

现单司机驾驶。

“智能化制造技术全面展开，也有

力推动了生产的柔性化、数字化、智能

化，高效满足了客户的小批量、多品

种、定制化需求，探索了增材制造、工

艺仿真等先进技术落地，可以更快地

迭代新车，使得开发周期变短。”

推进供应链改革

在大会现场，两张供应商“红黑

榜”引发关注，红榜展示了中国重汽

2023年度评选的20家战略供应商，以

及获奖的国内、国际各 10家优秀供应

商；另一张黑榜展示了 2023年被优化

淘汰的 268家供应商。这一做法显示

出公司对供应链变革和生态重构的

决心。

“重卡行业从野蛮生长、暴力模

式发展到今天，红利期已结束，红海

竞争不允许躺赢。”中国重汽相关负

责人坦言，供应链自身惰性太大，存

在吃技术老本、靠低价竞争、被动应

对市场等弊端，因此需要坚决推进改

革提质。

据介绍，从 2019 年开始，公司推

进集中采购改革，并同步推进采购降

本和供应链优化，大量低端供应商被

淘汰出局。在供应链改革的支持下，

中国重汽集团经营业绩快速攀升。

2023年，中国重汽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1731 亿元，同比增长 44%；整车销量

33.5万辆，同比增长 36%，连续两年位

列中国重卡行业销量第一。

随着集中采购改革的完成，目前

中国重汽供应链正在迈入生态重构阶

段，核心是推进中国重汽与供应链的

战略互信共赢，加快供方的规划与

升级。

1月 8日，中国重汽与博世、采埃

孚、大陆、法雷奥、马勒、瑞立等 20家

国内外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头部企业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其间，中国重汽

成立研发共同体，选取对整车研发具

有战略价值的头部供方，常态化开展

技术共享、协同攻关等工作，打造高度

融合的研发共同体。

2024年延续景气

回顾 2023年，受宏观经济稳中向

好、消费市场需求回暖因素影响，商用

车市场迎来谷底回弹。进入 2024年，

车企经营形势延续暖意，同时今年商

用车有望在新能源、智能化等关键细

分市场发力，实现新增长亮点。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2023年

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403.7万辆和403.1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2.1%。

进入 2024年，商用车行业延续去

年的增长态势，据第一商用车网发布

数据预测，今年一季度重卡市场预计

将实现同比两位数增长。近期，中国

重汽、一汽解放、福田汽车、潍柴动力

等多家头部企业均对外释放良好预

期，对 2024年销量增长提出了较高增

速目标。

“过去一年，商用车海外市场需求

爆发，同时新能源势不可挡，尤其在去

年最后几个月渗透率快速增长。2024
年重卡将持续复苏，海外需求稳步增

长。”中国重汽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关

键细分市场上，燃气车仍是主力，新能

源轻卡还会有大幅增长。

中信证券研报认为，预计 2024年

3月后，天然气价格有望明显回落，从

而带动天然气重卡销量再次进入旺

季。在重卡更新替换周期到来、国四

淘汰、出口快速增长等因素加持下，重

卡行业有望迎来 3至 5年维度的上行

周期。

突围商用车行业内卷
头部车企聚焦供应链协同创新

证券时报记者 刘灿邦

在经历连续多周下调后，硅料价

格出现止跌迹象。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协会硅业分会数据显示，本周N型

硅料均价为6.78万元/吨，单晶致密料

均价 5.81 万元/吨，N 型颗粒硅均价

5.9万元/吨，均环比持平。

硅业分会指出，近一周多晶硅新

签单价格无明显变化，企业交付顺

利，头部大厂库存保持低位，综合来

看行业库存约在6万吨左右，处于正

常水平。大部分企业受制于成本压

力难以接受价格下调。外加近期硅

片成交价格有止跌趋势，多晶硅价格

有望在短期内维持稳定，中长期价格

走势应密切关注下游开工情况。

由于新增产能释放不及预期，

硅业分会预计 2024年 1月多晶硅产

量增幅有限，约为17万吨。

行业机构 InfoLink Consulting判

断，2024年一季度硅料总产能增幅

约9.8万吨/年，其中头部企业的新产

能增幅占比仅为20%，本季度增加产

能更大比例将由二三线和新进入企

业贡献。除了产量爬坡过程的差

异，各家产线的质量爬坡进度也表

现不一，或将导致一季度高品质产

品增量幅度非常有限。

相比之下，硅片价格走势出现

了分化，硅业分会数据显示，M10单

晶硅片成交均价涨至 2元/片，周环

比涨幅 5.26%；N型M10单晶硅片成

交均价降至 2.06元/片，周环比跌幅

1.90%；G12单晶硅片成交均价降至

2.89元/片，周环比跌幅3.67%。

这种分化早有征兆，特别是此

前 P型M10硅片已逐步转为定制化

产品。硅业分会指出，这种变化导

致P型M10硅片阶段性供应不足，一

体化企业降开工负荷明显。

近期，由于 N 型替代的速度加

快，企业多数P型炉台转为N型，P型

M10产能略显不足，进而推动价格小

幅上涨。1月目前有4家企业调整开

工率比较明显，其中3家为一体化生

产企业，4 家合计减量约在 5GW 左

右，如果后续没有企业调整开工负

荷，1 月产量乐观预计在 54~56GW
之间，环比下降7.92%。

InfoLink 指出，1 月硅片环节受

到电池排产大幅下修与春节前需求

萎靡影响，总体排产出现下调，来到

58GW，环比衰退8%左右。

N型替代 P型依然是光伏行业

主旋律，并在产业链上游环节产生

诸多影响。目前，头部硅片企业N型

产品生产比例在70%以上，其余企业

也在积极转型。而硅料头部企业N
型产量目前占比多在 50%~60%，且

有部分新进企业暂未达到N型生产

标准。整体来看，N型硅料处于紧缺

状态，P型硅料供应相对充裕。

硅片环节的N型迭代也在加快，

据 InfoLink观察，厂家N型拉晶生产

持续提速，多数厂家逐步上调比重，1
月估计总体生产比重将达到 70%左

右，同时，许多企业规划以全N型的

生产比重供应下游电池迭代需求。

InfoLink进一步指出，电池技术

迭代使硅片环节N/P供需形势持续

发生变化，随着企业针对P型M10硅

片的生产急剧萎缩，甚至逐渐有厂

家陆续收尾不再生产该规格产品，

当前出现P型M10硅片供需紧俏，除

了该型硅片价格横盘外，也开始出

现贸易商囤备货的现象，预期后续

硅片各规格的价格走势也将出现不

同程度的分化。

此外，P型电池价格也出现上涨，

硅业分会与 InfoLink的数据均显示，P
型电池成交价格出现上涨，M10尺寸

来到每瓦0.37元~0.38元区间。电池

价格在经历了20周的下行并维持长

达两个月的亏损后，终于在厂家近期

持续的大幅减产中扭转了势头。

在N型电池部分，本周 TOPCon
（M10）电池主流成交价格保持相对

稳定，效率的严重分化造就了N型电

池的价格差异，而HJT（G12）电池生

产厂家多数以自用为主，外卖量体

尚少。

InfoLink认为，本周针对电池的

采购需求仍相对平淡。展望后市，

尽管在当前价格下厂家仍缺乏盈利

能力，本周电池价格的反弹结合当

前行业低位库存水平与减产规划的

判断，后续价格仍有望呈现微幅上

行，实际价格走势仍需关注组件厂

家的接受程度。

组件方面，本周价格仍受厂家

调价影响走低，PERC组件均价调整

至 0.9 元/W、TOPCon 也开始跌破 1
元/W 大 关 。 1 月 9 日 ，中 国 电 建

42GW、华润电力 1.56GW 光伏组件

集采开标，共计约 56家组件企业参

与投标，报出了P型0.806元/W、N型

0.87元/W的最低价。

InfoLink认为，虽然供应链中游

因短期供需错配产生上扬趋势，部分

组件厂家考虑调涨报价，但当前受限

订单有限，本周新单交付较少，预期

厂家为接订单，价格下行趋势仍未止

稳。硅业分会提到，专业化组件企业

开工负荷大幅降低，主要是需求不

足，企业被动减产清库存。

硅料价格现止跌迹象
P型硅片及电池价格反弹

证券时报记者 梅双

粤水电(002060)1月11日晚间公

告，公司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

县人民政府签订勃利县400MW风力

发电项目投资框架协议。公司拟在

勃利县境内开发装机规模400MW风

力发电项目，估算总投资约20亿元。

协议内容显示，粤水电将委托

下属企业广东粤水电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推进后续投资合作事宜。粤水

电需在该协议自签订之日起半年

内，取得项目预核准批复。勃利县

人民政府可依法依规协助公司开展

项目前期选址、环境敏感性因素排

查、数据搜集等前期基础工作。

粤水电认为，协议的履行有利

于公司扩大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

模，增加发电收入，提高利润水平，

提升公司清洁能源发电综合实力，

促进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公司、

广东粤水电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具

备丰富的投资建设清洁能源发电

项目经验、先进技术、充足人员和

资金保障。

公司同时提示，该协议为开发

合作的框架性协议，风力发电项目

的实施须取得项目核准批复，因此，

协议执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合

同的签订不会对公司2024年经营业

绩产生重大影响。

粤水电是广东省国资委监管的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控股的上市公司。粤水电官网显

示，公司将坚持工程建设和清洁能

源投资双主业协同发展，同时大力

发展清洁能源装备及建筑装备制

造，着力打造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

新型城乡建设建造服务运营商和清

洁能源投资开发运营商。去年以

来，粤水电在新能源发电相关业务

上投资布局频频。

2023年 9月 8日，粤水电公告，

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

司与甘肃省兰州新区管理委员会签

订合同书。新疆粤水电拟由全资子

公司兰州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在甘

肃省兰州新区投资建设 100兆瓦新

能源发电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

另外，据粤水电披露的信息，公

司计划或实施的投资项目包括：拟

投建新疆伽师 500MW 光伏治沙项

目，动态总投资 18.5亿元；投建新疆

阿瓦提 100MW光伏项目，动态总投

资 4.27 亿元；投建广东韶关乳源大

布风电场三期30MW项目，动态总投

资2亿元；投建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

限公司高明分公司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动态总投资6195.8万元。

2023年 12月 28日，粤水电发布

公告称，东南粤水电拟以自有资金

287万元向尤汶新能源（荆门）有限公

司（简称“尤汶荆门”）收购荆门一汶

100%股权。股权收购完成后，东南

粤水电全资控股荆门一汶，并拥有荆

门市京山市产业园内四个项目。

粤水电拟投资约20亿元
开发风电项目

证券时报记者 张一帆

1月 11日，蔚来与安徽省能源集

团、安徽省交控集团等各方合资成立

的中安能源（安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安能源”）在合肥正式揭牌。揭

牌仪式后，安徽省能源集团、安徽省交

控集团和蔚来签署《共同推进开放共

享的储充换体系建设的战略合作协

议》，各方的合作未来将以中安能源作

为平台开展。

根据协议，各方将支持中安能源

有序推动 1000座储充换一体式换电

站建设，共同推进开放共享的新能源

汽车储充换网络布局，进一步促进换

电网络开放互通。此外，三方还将在

储充换产业涉及的电池标准、充换电

技术、电池资产管理及运营、新型电力

系统合作、储充换设备生产制造相关

供应链合作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多层

次的深度战略合作。

证券时报记者通过“企查查”查询

获悉，成立于 2023年 12月 25日的中

安能源注册资本达 16亿元。其第一

大股东安徽省能源集团持股比例达

31.5%，并 列 第 二 大 股 东 国 轩 高 科

(002074)、武汉蔚来能源有限公司持股

比例各为 19.25%。此外，安徽省新能

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基金、皖

天然气(603689)、安徽省皖能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一定股份。

公开信息显示，皖能集团是安徽

省政府授权的投资经营机构和国有资

产投资主体，已形成电力、天然气、金

融三大产业互动协同发展；安徽省交

控集团是安徽省统一的高速公路投资

运营管理平台，其运营的高速公路里

程在安徽全省的占比超过90%。双方

将在能源、电力、交通等方面提供充分

资源，结合蔚来充换电技术和运营经

验，有利于迅速在安徽布局能源服务

体系，包括在高速服务区铺设换电站。

在中安能源揭牌仪式之后，江汽

集团、奇瑞汽车分别与蔚来签署了《换

电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此次合作中，江汽集团、奇瑞汽车

将与蔚来在换电电池标准建立、换电

技术、换电服务网络建设与共享、建立

高效的电池资产管理机制等多个领域

展开合作。江汽集团还计划在后续规

划的新能源车型中与蔚来深度合作，

推出“可充可换可升级”车型，全面提

升用户加电体验。

蔚来本次与江淮、奇瑞的签约，是

继长安、吉利之后，蔚来换电业务再次

与同行车企达成的战略合作。自去年

以来，蔚来持续围绕换电业务推进与

各家车企的合作，期望进一步推动蔚

来充换电业务的开放共享与长期

发展。

安徽国资携手蔚来计划共建千座换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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