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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韩忠楠

1月17日，上海海通国际汽车码

头，伴随着汽笛鸣响，上汽集团旗下

的安吉物流申诚号远洋滚装船正式

迎来首航。

据 悉 ，这 艘 拥 有 7600 车 位 的

LNG双燃料滚装船是上汽集团首艘

清洁能源滚装船，也是第一艘由中国

船东投资建设，全球现役装载量最大

的清洁动力滚装船。

上汽集团相关人士介绍，这艘滚

装船是上汽集团委托全球最大的造

船集团——中国船舶集团建造的。

此次远航，约有5000辆上汽、东风和

宇通的自主品牌新车驶向欧洲。

无独有偶，就在几天前，比亚迪

的滚装船BYD EXPLORER NO.1正

式从深圳启航，将驶向荷兰符利辛根

港和德国不来梅哈芬港。据悉，此次

首航的汽车滚装船共装载了5449辆

新能源车出海欧洲。

中国车企“买船热”背后，透露出

海外市场对于中国汽车产品特别是

新能源汽车的旺盛需求。伴随着中

国汽车年产销量迈上3000万辆新台

阶，中国的汽车出口也迎来了里程碑

式的跃升。

中国汽车出口量世界第一

日前，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

2023 年我国汽车出口量达到 522.1
万辆，同比增长57.4%。

在相继超越韩国、德国后，2023
年，我国的汽车出口量再度迎来质变

提升。据日本汽车工业协会最新预

测，日本 2023年全年汽车出口量约

为 430万辆，这意味着，2023年中国

的汽车出口量将超越日本，正式跃升

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伴随着中国汽车出口的加速，与

之相关的产业链也在积极出海。海

关总署副署长王令浚介绍，2023年，

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太阳

能电池作为外贸出口“新三样”产品，

合计出口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

元大关，增长了29.9%。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

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研究员盘和林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中国汽车出口跃升全球第一，能够提

高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提高中国

在全球汽车供应链上的权重。

“围绕汽车产业有很多上下游产

业，中国汽车出口加速，有利于带动

中国汽车制造业规模壮大，进而拉动

经济增长。”盘和林指出，中国汽车出

口量的大幅攀升，在带来一系列利好

的同时，也将促进中国的汽车产业更

加频繁地参与国际竞争。

近期，得益于中国汽车出口的亮

眼表现，多家海外媒体关注到中国汽

车产业的质变提升，并表示，中国汽

车出口量跃升世界第一，标志着全球

汽车行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付炳锋表示，应该理性

面对现有的成绩。

“一个国家的汽车出口数量是按

照属地原则统计的，中国汽车出口中

也包含了外资品牌在当地生产然后

出口的汽车数量。”付炳锋说，实际

上，中国汽车全球化步伐较晚，近年

来才大规模地走向国际市场，中国车

企的海外布局和技术输出也刚刚开

始，需要理性看待中国出口成绩，守

住汽车出口增长趋势。

付炳锋认为，中国汽车走向国际

市场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和系统的工

程。未来，伴随着汽车智能化的深

入，中国汽车产品的智能化优势会在

海外市场进一步发挥，潜力很大。

新能源汽车成出口主力军

在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大量排队

出口的中国品牌车辆，形成了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作为全国最大的汽车

出口陆路口岸，近年来，在中国汽车

出口激增的大潮之下，霍尔果斯口岸

汽车整车出口呈现“井喷式”增长态

势，红旗、理想、奇瑞、吉利、比亚迪、

长安、极氪、坦克等中国汽车品牌车

型，均经由该口岸走向海外。

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在

霍尔果斯口岸通关商品车已超30万

辆。这当中，很大一部分车型为新能

源汽车。

一位常驻俄罗斯的中国商人向

证券时报记者透露道，此前他在俄罗

斯做旅游生意，但近年来观察到俄罗

斯市场对于中国汽车需求旺盛，他开

始转型从事汽车贸易。

“在俄罗斯市场，我们已拥有稳

定的客户和销售渠道，当地消费者对

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特别是混动车

型的认可度很高，销售很畅通。”上述

人士告诉证券时报记者，目前经由他

的销售渠道卖向俄罗斯市场的新能

源汽车规模还比较小，但类似于他这

种零散的销售人员有很大一批。

另外一位从事汽车平行出口的

销售人士也向证券时报记者证实了

上述情况。他表示，最近一年，国内

涌现了一大批做平行出口业务的贸

易商，大家都在以“蚂蚁搬家”的形式

将中国汽车带向海外。

据悉，仅 2023 年 7 月，就有 200
多辆理想汽车被以私人平行出口的

方式售卖至中东、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等国家和地区。

业内人士解释，平行出口就是指

将国内的新车，以二手车的形式出口

到国外。目前，在中国汽车出口“井

喷”发展的过程中，平行出口也是一

种补充的出口途径。

霍尔果斯口岸的繁忙，是中国汽

车出口升温的一个重要的横截面。

而在汽车电动化的大潮之下，新能源

汽车也成了拉动我国汽车出口增长

的重要力量。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

示，2023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120.3万辆，同比增长 77.6%，增速高

于传统燃油车，成为中国汽车出口再

上新台阶的重要推手。其中，纯电动

汽 车 出 口 110.2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80.9%；插混汽车出口 10.1 万辆，同

比增长47.8%。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

司司长吕大良透露，当前，中国每出

口 3 辆汽车就有 1 辆是电动载人汽

车，这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作出了突

出贡献。

据悉，比利时、英国、泰国、菲律

宾、西班牙、阿联酋、墨西哥、俄罗斯

等国家，是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主

要目的地。

不久前，比亚迪宣布在匈牙利赛

格德市建设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基

地。相关公告显示，该基地将分阶段

建设，预计将为当地创造数千个就业

岗位。据悉，这将是中国车企在欧洲

建设的首个生产基地。

欧洲之外，东南亚也是中国车企

建设海外生产基地的首选之地。近

日，有消息称，比亚迪将投资 13 亿

美元在印度尼西亚建设产能为 15
万辆汽车的工厂。这已是比亚迪继

泰国、匈牙利、巴西之外的又一个海

外工厂。

比亚迪印尼业务负责人赵鹰表

示，比亚迪计划在 2024年年底前在

该国完成设立多达50个销售网点。

中国新能源车企在东南亚布局

海外工厂的热度极高。仅 2023年，

就有比亚迪、哪吒汽车、长安汽车相

继宣布在泰国建设工厂。在此之前，

上汽集团、长城汽车已分别通过泰国

生产基地，辐射东南亚市场。

中国车企勇于在海外市场建设

生产基地，透露出中国车企对旗下产

品的自信以及对海外市场前景的看

好。1月 16日，在长安汽车 2024全

球伙伴大会上，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

荣公布了公司的海外战略，按照规

划，到2030年，长安在海外市场投资

计划突破100亿美元，海外市场年销

量突破120万辆。

长安汽车总裁判断，车企的竞争

已从卷成本卷价格延伸至卷技术，又

从卷国内市场延伸至卷国外市场。

目前，全球化已驶入发展快车道，中

国车企需要牢牢把握海外机会。

产业链大出海时代来临

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加速，最显著

的效应是带动了与之配套的动力电

池企业的出海。

宁德时代、中创新航、远景动力、

蜂巢能源、国轩高科、亿纬锂能等动

力电池企业均在近年来公布了海外

投资计划，抢滩国际市场特别是欧洲

市场。在海外建设工厂和配套产业

链，已成为锂电行业的新趋势。

锂电产业出海热，不仅是中国动

力电池企业为了抢抓海外市场机遇

带动的，还是一种“双向奔赴”。目

前，在绿色能源转型的驱动之下，诸

多欧洲国家也在积极吸引中国企业

投资。

此前，波兰投资贸易局驻华办事

处首席代表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

访时就表示，电池包、电解液等新能

源产业链上下游的产品，特别适合在

波兰做投资、生产，中国的车企可以

通过波兰作为生产跳板，进而覆盖整

个欧洲市场。

不止如此，均胜电子、拓普集团、

东山精密、三花智控、模塑科技等汽车

零部件企业，也显著受益于新能源汽

车出口大潮。日前，均胜电子披露了

2023业绩预增报告，预计归母净利润

同比增长约176%。而这主要得益于

海外市场业务的稳步增长，这与中国

车企加速走出去有着密切的联系。

国信证券分析称，当前我国汽车

工业已从成长期迈入成熟期，结构性

发展机遇在出海及电动智能化转

型。国产汽车零部件企业生产工艺

和成本管控能力优秀，近年来可伴随

整车客户进行属地化供货，大力开拓

北美、墨西哥、欧洲、东南亚等市场。

伴随着上汽、比亚迪等中国车企

纷纷采用国产滚装船运输汽车出海，

汽车产业链带来的溢出效应进一步

凸显。

上汽国际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赵

爱民表示，上汽在滚装船上投资了

100亿，实际上就是对未来预期坚定

信心的表现。按照规划，2024年上

汽目标在海外市场达成 135万辆销

量，2025年达到 150万辆目标，并逐

步打造成全球化的国际汽车公司。

“在做汽车出口业务的同时，我

们深深感受到，中国制造在全球的趋

势是向好的。”赵爱民表示，依托中国

制造以及中国汽车产业积累的电动

化、智能化优势，中国车企势必在全

球汽车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盘和林认为，中国汽车出口还将

保持增长，因为中国汽车受益于中国

完整的汽车、电池供应链，受益于中

国汽车工程师红利。而对于国内汽

车业，汽车出口将成为检验国产车品

质的重要衡量标准，未来很多汽车企

业将出海拓展市场空间。

中国汽车出口量跃升世界第一
新能源汽车成主力军

证券时报记者 韩忠楠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车企掀起一

波“买船热”。继比亚迪第一艘汽车

滚装运输船实现首航，上汽集团委

托中国船舶集团打造的中国最大清

洁能源汽车运输船，也于近日实现

首航。

巧合的是，这两艘船的目的地均

为欧洲，装载的都是中国自主品牌车

型。一时之间，“国轮国造、国车国

运”蔚然成风。

据悉，滚装船的造价不菲，最近

两年时间，上汽集团为打造自营汽车

运输船队先后投资了百亿元。

车企为何耗资重金买船、造船？

很多人将核心原因归结于运力紧

俏。的确，伴随着中国汽车出口量激

增，作为主要运力的汽车运输船“一

船难求”，且价格也随之“水涨船

高”。相关数据显示，从 2020 年到

2023年，一艘 6500标准车位汽车运

输船单天运输价格已上涨逾 10倍，

且仍有涨价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车企买船

且自主造船，似乎成为必然选择。但

事实上，驱动着中国车企花费重金还

有多重原因。

一方面，伴随着中国汽车品牌力

的提升，国产汽车产品在海外市场的

销售空间更加广阔，特别是新能源汽

车和智能网联汽车，在很大程度上满

足了部分海外用户的新需求。从趋

势上来看，中国车企集体走出去的前

景较为确定。因此，中国车企重金买

船、造船，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中

国车企走国际化发展道路的决心。

另一方面，中国车用中国船出

海，也体现出中国制造的整体性升

级。近年来，中国造船业全面突破。

2023年，我国首次形成船海产品全

谱系总装建造能力，这也意味着所有

船型中国都能建造。另据工信部发

布的最新数据，2023年，我国在造船

完工量、新承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

这三大造船业指标上，已连续 14年

位居世界第一，国际市场份额首次全

部超过50%。

不仅如此，在大力推进能源转型

的背景下，我国新接绿色动力船舶订

单首次在国际市场份额中占到一半

以上。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制造正在以

全方位、多角度地征服全球。伴随着

中国汽车出口量的激增，国产车通过

国产船运输将成为常态，也将进一步

擦亮中国制造在全球的名片。

对于中国车企来说，买船、造船

不能只着眼于自身的出口需求，还需

要关注到“同胞兄弟”，让中国船服务

于更多的中国汽车品牌，有利于中国

车企在出海的过程中抱团取暖，共同

降低出口成本，巩固供应链安全，进

而获得更强的市场竞争力。

国轮国造、国车国运 擦亮中国制造名片

证券时报记者 吴志

因回购涉嫌违规连续收到深交所关

注函和浙江证监局警示函后，1月 19日晚

间，*ST美盛（002699）对关注函予以回复。

*ST美盛表示，公司回购出现违规，主

要是操作人员对股份回购实施细则了解

不够。对于公司是否具备回购能力这一

问题，*ST美盛称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

生产销售稳定，现金流充沛，拥有足够的

自有资金支付回购款。

*ST美盛称，经全面自查，公司近期回

购账户股票交易情况不存在其他违法违

规的行为。公司已认识到错误，并组织相

关人员认真学习股份回购相关规则，保证

后续股份回购合法合规。

*ST美盛同时对深交所1月15日下发

的关注函予以回复。交易所关注函要求

*ST 美盛详细核查并说明回购计划的原

因、背景，公司是否具备回购能力，相关回

购计划的实施是否具备可实现性。

*ST美盛回应称，公司 2020年至 2022
年三年营业收入为 9.9 亿元、10.3 亿元、

12.35亿元，营业收入稳步上升。净利润连

续三年亏损的主要原因为每年度计提各

项资产减值准备所致。目前经营情况良

好，生产销售稳定，现金流充沛。

*ST美盛表示，公司拥有足够的自有

资金支付本次股份回购款。*ST美盛会计

师回复，经核查，*ST美盛 2023年三季报

（未经审计）账面货币资金2.48亿元，而此

次股份回购预计最多需要8000万元资金，

公司具备回购能力，未发现回购方案存在

不合理的情形。

1月份以来，*ST美盛股价加速下跌，1
月 12日股价跌至 1.24元/股，创下上市以

来新低。回购公告发出后，1月 15日至 1
月18日，*ST美盛连续4个交易日涨停。

*ST美盛在 1月 19日公告中提到，目

前公司市值处于低谷，现在进行回购有利

于后期实施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

*ST美盛表示，公司管理层一直在催

促控股股东尽快归还欠款。基于对公司

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也为维护中小投

资者利益，避免上市公司面值退市风险，

提振中小股东信心，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后续股份将

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涨停价回购违规
*ST美盛：后续保证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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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陈丽湘

这个冬天，“南方小土豆”的热情燃烧

到了股市，带火了“尔滨”隔壁长白山

（603099）的股价。在过去14天内，长白山

录得九个涨停板、累计涨幅达145%。

1月19日晚间，长白山公布业绩预告，

2023年业绩将扭亏为盈。这或许是投资

者看好长白山的核心原因之一。

据公告，长白山预计2023年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36亿元到

1.46亿元（2022年亏损逾5700万元）。业绩

增长的原因是，长白山景区接待游客数量与

上年同期相比有较大的幅度增长，公司营收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约4.34亿元。

2022 年，长白山营业收入为 1.95 亿

元。按此计算，长白山2023年营业收入约

为 6.29亿元，这将是长白山上市近十年录

得的最好成绩。

最近“南方小土豆”慕名奔赴的冰雪项

目，实际上并非长白山的主要收入来源。

据公告，长白山于 2023 年 10 月末托

管和平滑雪场，此项托管业务对2023年整

体收入贡献不足1%，长白山的冰雪项目收

入在公司整体收入中占比较小。

长白山的主营业务仍是旅游客运业务

和酒店业务。从2022年报来看，这两项业

务分别占长白山总收入的63%、27%。旅客

数量将是影响长白山收入的核心数据。

元旦假期，长白山旅游市场持续火

热，长白山景区入区游客 2.2万人次，同比

增长 96.53%，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22%。

2023年长白山景区入区游客 274.8万人，

同比增长 260.45%，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9.44%，创景区接待人数历史新高。

除长白山外，1月19日，A股旅游板块

异动拉升，丽江旅游涨停，九华旅游、云南

旅游等个股跟涨。

在 1月 18日举办的 2024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大会上，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

旅游部数据中心）总统计师马仪亮预测，

2024 年全年国内旅游人数达 60.25 亿人

次；入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2.64亿人次。

游客爆棚营收大涨
长白山预计去年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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