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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李映泉

上世纪 80年代，有着一身压铸手艺

的唐怡汉两兄弟，投入了全部身家 3万多

元，办起了一间家族式的小作坊，也就是

文灿股份（603348）的前身——文灿压铸。

创立之初，文灿压铸主要承接的是一

些小型家用电器厂低档零件的压铸加工

订单。后来，唐怡汉之子唐杰雄接替了企

业掌舵人的位置，他开始将目光放在了彼

时正快速发展的汽车工业领域。

一次偶然的机遇，让文灿股份成功切

入欧洲知名汽车厂商的供应链；两次“逆风”

投资，让文灿股份实现华丽转身，如今已经

成为全球汽车压铸件领域的重要玩家。

两次逆风而行
文灿股份押“铸”成功造就行业翘楚

在文灿股份向汽车零部件领域转型

的过程中，有一个经典的小故事。

最初，唐杰雄打算从最简单的汽车启

动马达零件做起，为此他带领团队远赴法

国，打算争取一家法国大型车企的订单。

由于文灿股份此前并没有汽车零部件业务

的经验，这家法国客户并没有太当回事，只

是给出了一个低于成本价的报价，或许希

望唐杰雄能够知难而退、主动放弃。

出乎预料的是，当时唐杰雄竟然咬

牙答应了下来。虽然这只是一笔 3万件

的小订单，但却被唐杰雄视为进军汽车

零部件领域的“敲门砖”。为了这笔订

单，文灿股份先后完成了汽车零部件压

铸生产的几个认证，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产品测试，完成了订单交付，令这家法国

客户刮目相看。

“放在过去，欧美知名汽车客户根本

不相信中国会有合适的供应商，但接触后

才发现，我们试制样件的质量比客户原先

在欧洲的供应商样品更好。”文灿股份董

秘刘世博回忆。经此一役，文灿股份不仅

迎来了客户追加订单的机遇，同时也具备

了谈价的底气。这家法国客户后来以合

理的报价，将原计划给其他厂家生产的订

单，都转交给了文灿股份，双方也就此结

成了稳定的合作伙伴。

随着客户需求的不断增多，原先“小

作坊”式的生产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为

此，文灿股份投入重金兴建 3万多平方米

的现代化厂房，从国外购置了一系列尖端

设备，同时还聘请了日本、德国等海外专

家顾问，在众多高精尖项目的研发上投入

了大量时间、金钱和资源，培养了大量产

业人才。

但在当时，业内同行还普遍热衷于

低成本、低质量、赚快钱的模式。“连续数

年，我们都扛住了‘投入产出不成正比’

的巨大压力，这些投资在当时受到了周

边企业和行业很大的质疑，非常不看好

公司的投资。”刘世博表示，这一“逆风”

投资的动作，成为文灿股份一系列高质

量转型的关键。

得益于生产端能力的提升，文灿股份

在产品层面逐步从低档汽车零部件向车身

结构件、汽车变速箱等高档压铸件迈进；在

客户层面，公司一步步跻身奔驰、大众、特

斯拉等国际一流车企的一级供应商行列。

值得一提的是，特斯拉还是一家“主

动找上门”的客户。2014年，特斯拉在全

球范围内寻找供应商，而其严苛的标准令

许多海外供应商都望而却步。后来，特斯

拉得知文灿股份是奔驰的一级供应商后，

主动找上门来，在见识到文灿股份的技术

能力、材料工艺和响应速度后，双方一拍

即合，自此结为稳固的合作伙伴。

“回顾 20多年的发展历程，文灿股份

的快速成长，从早期从事简易铸件的小型

企业，到汽车复杂精密零部件技术攻关加

速跑，再到上市，再到收购全球汽车零部

件细分领域隐形冠军法国百炼集团，文灿

股份从小团队成长为大企业，生产基地也

从人海战术到自动化工厂，科技创新、务

实肯干是引领全体文灿人站立潮头的舵

手。”刘世博表示。

1 高质量转型

2018 年，文灿股份成功在上交所上

市，成为公司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跨越。

唐杰雄在上市路演中谈到了文灿股份的

发展愿景：成为以技术和市场为导向，集

高端汽车铝合金精密压铸件研发、生产、

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创新型企业。

早在2017年，海外业务就占据了文灿

股份总营收的六成左右。如何更好地布局

全球化，一直是萦绕在唐杰雄脑海中的重要

课题。企业上市后，许多海外的并购标的纷

纷主动找上门来，唐杰雄也亲身考察过不少

项目，但都没有遇到中意的选择。

直到 2019年，唐杰雄终于遇到了“心

动”的并购对象。法国百炼集团由于创始

人年事已高，找不到接班人，无奈寻求对

外出售。作为一家创立于 1961年的老牌

汽车零部件企业，百炼集团在欧洲的刹车

主缸和卡钳领域拥有 50%以上的市场占

有率，在北美的刹车主缸市场占有率接近

50%，在亚洲刹车主缸和卡钳领域的市场

占有率分别在20%和50%以上，是汽车制

动系统精密铝合金铸件领域的全球领导

者之一。

在唐杰雄看来，同样从事汽车压铸件

的百炼集团，在产品上与文灿股份有极强

的互补性，文灿股份是以高压铸造产品为

主，百炼集团则以重力铸造产品为主。同

时，百炼集团的经营风格和文灿股份非常相

像，可为并购奠定良好基础。更重要的是，

百炼集团本身就是一家全球布局的隐形冠

军，在墨西哥、匈牙利、塞尔韦利亚等地拥有

12个工厂。完成并购后，文灿股份能藉此

快速实现全球化的生产布局。

但在当时，这起并购动作并不被多少

人看好。首先在于彼时的市场环境，2019
年被称为车市“寒冬”年，全球汽车销量本

就处于下降趋势；2020年，受公众卫生事

件影响，全球车市再度重挫。其次跨国并

购一直有着“七七定律”的说法，即跨国并

购失败概率在七成以上，其中又有七成是

因为并购后无法融合。

在外界一片不看好的目光中，唐杰雄

又一次坚持“逆风而行”，坚定将此次并购

推进到底。事实上，考虑到公众卫生事件

的影响，这起并购在签约后，经双方协商，

收购价格还大概下降了10%，最终以约20
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刘世博笑称，

“在全球的并购中，几乎都没有出现过谈

定价格并已经签约后，还降价的情况”。

如今回顾这起并购，不仅为文灿股份

节约了部分资金，也大大增强了公司的实

力。刘世博表示，收购百炼集团使文灿股

份获得了全新的技术工艺及产品，公司还

在欧洲和美洲地区获得了现成的生产基

地，能够更有效地满足各地区客户的产品

需求，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2021年，即并购完成后的次年，百炼

集团的业绩已经恢复至公众卫生事件前

的水平，并持续稳定地创造利润。同时，

双方在客户开发、采购资源共享、成本控

制等多个方面，均体现出良好的协同

效应。

据刘世博介绍，自收购百炼集团以来，

公司通过百炼集团已分别在无锡和墨西哥

设立新工厂，有效地规避了在海外直接投

资的风险，目前已将百炼集团先进的重力

铸造工艺导入国内并产生了业务收入；同

时文灿股份的高压铸造工艺产品已在百炼

集团墨西哥新工厂生产，从而直接向北美

销售，实现就近供货，提高了客户黏性。

同时，依靠百炼集团在业内的口碑，部

分知名客户逐渐加强与文灿股份在国内的

合作关系；借助百炼集团在法国汽车行业的

影响力，公司在全球汽车产业链的知名度也

得到进一步提升。而百炼集团被收购后，资

金实力也变得更强了。由于近几年欧洲大

量的中小型压铸类企业倒闭，百炼集团反而

获得了更多的市场机遇与订单。

“走出去并不容易，但一旦成功了，就

能打开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唐杰雄如

是说。

3 竞逐全球化

2020年，特斯拉首次在Model Y后地

板生产中使用了一体化压铸技术，取得了

显著的效率提升：Model Y后地板的零件

减少了79个，焊点由700~800个减少到50
个，相同部件的生产时间由此前的1~2小

时缩短至 80~90秒，连一贯挑剔的马斯克

也对一体化压铸技术赞不绝口。

长期以来，汽车车体制造主要采取的

是“钣金冲压+焊接”技术。而特斯拉的成

功，让一体化压铸技术一夜爆红，越来越

多的新能源汽车厂商开始加入一体化压

铸阵营。

刘世博告诉证券时报记者，一体化

压铸技术能够极大地减少汽车零件数

量、提高零部件安全性、提升客户装配效

率和压缩新车制造周期；汽车的一体化

压铸工艺通过集成化制造，能够做到汽

车轻量化、节约成本、缩短供应链、提升

制造规模等，实现对传统汽车制造工艺

的革新。

而文灿股份在一体化压铸领域最早

的技术储备可以追溯至 2011年。“当时国

内对车身结构件的认知基本上是空白的，

公司在产品开发初期投入了在当时难以

想象的大量资源，也遇到了很多挑战。车

身结构件由于对汽车起支撑、抗冲击的作

用，对抗拉强度、延伸率、屈服强度都有着

极高要求，材料制备、压铸难度非常大。”

刘世博说。

2020年，文灿股份在大型压铸机、原

材料、加工设备等领域联合供应商进行

一体化压铸技术的开发与产品试制，并

得到整车客户的认可，在 2022年四季度

实现了产品量产和交付。目前，公司一

体化产品良率超过 95%，主要客户包括

赛力斯、蔚来汽车、理想汽车等，是目前

全球量产一体化大铸件品类最多、数量

最多的压铸企业，为全国乃至全球一体

化铝压铸车身结构件发展起到引领和示

范作用。

以问界M9为例，文灿股份为问界M9
设计开发了 10个车身结构件和一体化大

铸件，总计替代了超过 280个零部件，焊

接点减少 1440多个，总计下降 70%，充分

体现了M9集成度高、性能强、轻量化显著

的优势。

刘世博表示，文灿股份研发生产的一

体化铝压铸车身产品已进入了高端新能

源汽车产业链供应体系，抢得大型一体化

铝合金压铸市场先机，相关产品与技术获

得了国家级荣誉和北美压铸协会（NAD⁃
CA）评选认可，分别获得国家级机械工业

科学技术奖和最佳结构件评选（AlUMI⁃
NUM-STRUCTURAL）。

“2024年上半年，公司先行先试，打造

全新一代大铸件高效生产平台，在重庆基

地投产应用全球最大的全新一代两板式

9800T超级压铸单元，同时应用高精度机

器人大型铣削加工技术，进一步对一体化

大铸件的生产制造进行自动化、集成化、

高效化、数字化的全面生产升级。”刘世博

表示。

2 一体化压铸

文灿股份工厂

文灿超级一体化压铸设备 受访公司/供图 周靖宇/制图

2024年，我国汽车产销量继续保持全球领

先，已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尽管行业竞争

进一步加剧，但大洗牌之下仍然有诸多亮点。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 2024 年

全年的汽车产销数据，中国品牌乘用车的表现

格外抢眼。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品牌乘用

车累计销售 1797万辆，同比增长 23.1%，销量

占有率达到 65.2%，较上年同期增长 9.2 个百

分点。

销量规模增长的同时，中国品牌乘用车在

高端市场的份额也在逐步提升，不少奔驰、宝

马、奥迪用户，在换车时开始更加青睐中国品

牌的产品，那些常年代理 BBA 等豪华品牌的

汽车经销商，也开始转向经营中国新能源汽车

品牌。

这一系列的变化，侧面反映出中国汽车品

牌全面崛起的趋势。中国汽车品牌的成长并不

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厚积薄发的成果。在燃油

车时代，中国车企积极完善本土供应链，积累核

心技术。而在新能源汽车时代，中国车企率先

发力，以前瞻视角锚定赛道，坚决投入，持续提

升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技术，形成了稳固的

技术护城河。

步入智能汽车时代，中国汽车企业更是引

领了全球汽车产业转型的步伐，从单车智能到

车路云一体化，从激光雷达上车到端到端模型

应用……每一次技术革新，都有中国车企的深

度推动和引领。

技术上的领先，产品品质的提升，为中国

车企打造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构筑了坚

实的基础。正因如此，中国车企不仅在中国本

土的市占率持续提升，还逐渐走向海外市场，

获得了更多全球用户的青睐。

这些市场格局的变化，不仅进一步强化了

中国汽车产业的信心，也带动了产业链上下游

的蓬勃发展。

然而，在中国汽车市场逐步进入存量竞争

时代之际，我们也必须正视品牌之间此消彼长

的客观现实。中国车企销量上升的同时，外资

车企、合资车企的销量持续下跌，市场份额不

断收缩。

面对这种行业格局转换，业界更需要积极

面对。对于中国车企而言，当下正是品牌继续

向上、走出国门的最佳时机，需要把握机遇，继

续加大研发投入，特别是在芯片、基础软件、关

键材料等领域，仍然需要突破。

而外资车企、合资车企也不应坐以待毙，亟须转变思路，加

强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推出更加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

品。在技术上，可以考虑与中国车企进行合作联动，共同推进

技术进步。例如，大众汽车集团与小鹏汽车就在联合开发新

品，这种互相借鉴、共同促进的合作，不仅对中国车企是种利

好，对外资车企也是一种有效度缓解转型“阵痛”的良策。

对于合资车企而言，则有必要优化管理模式，加强中方与

外方的交流，提升决策效率，应对行业格局转变。

当前，中国品牌乘用车的市占率迎来了里程碑式的提升，

但这对于中国汽车产业而言，只是一个新的起点，无论是中国

车企还是外资、合资车企，都需要在大变革的浪潮之下找准自

身的定位，积极创新，产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是每一家企业

共同作用的结果。

证
券
时
报
记
者

韩
忠
楠

B
B
A

用
户
迁
移
背
后
：
中
国
汽
车
品
牌
稳
步
崛
起

证券时报记者 张一帆

寒武纪-U（688256）仍未能实现上市以来的首次年度盈利，

公司预计2024年仍将亏损超3.96亿元，这一净利润表现基本与

此前机构预期一致。寒武纪称，2024年公司持续拓展市场，积

极助力人工智能应用落地。

业绩预告显示，寒武纪2024年度预计实现营业收入10.7亿

元到 12亿元，同比增长 51%到 69%；亏损幅度同比收窄 43%到

53%，预计归母净利润为亏损 3.96亿元至 4.84亿元。这一业绩

预期，意味着寒武纪上市后的首个盈利年度仍未到来。2021年

至 2023年期间，寒武纪亏损金额分别为 8.25亿元、12.57亿元、

8.48亿元。

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寒武纪预期2024年归母净利润为

亏损7.65亿元至9.35亿元，同比收窄幅度为10%至27%。寒武

纪称，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为前期单项计提的坏账准备于本期转

回和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的影响。

寒武纪称，公司始终专注于人工智能芯片产品的研发与技

术创新，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拓展市场，积极助力人工智能应用

落地，使得报告期内收入规模较上年同期显著增长。

寒武纪的利润表现基本符合机构预期，但是营收水平未及

一致预测水平。根据Wind统计，近期共有 12家机构对寒武纪

的年度经营表现提供预期，其中对寒武纪的营业收入一致预测

值为14.63亿元，归母净利润一致预测值为亏损4.48亿元。

对于长期未能实现盈利的情况，寒武纪曾回应称主要原因

是公司为确保智能芯片产品及基础系统软件平台的高质量迭

代，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技术领先优势，持续进行了大量

的研发投入。2024年前三季度，寒武纪的研发投入规模为6.59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356%。

“公司坚信，高质量的研发投入是芯片行业实现长远发展

的坚实基础，也是支撑企业未来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石。公司将

持续拓展市场份额、加速场景落地、聚焦技术创新、持续构建生

态和品牌，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寒武纪方面强调。

虽然长期处于亏损，但是在 2024年，寒武纪被视作我国稀

缺的AI算力芯片厂商而获得市场追捧。整个 2024年，寒武纪

股价累计上涨 388%，在 2025 年 1 月 10 日，盘中一度冲高至

777.77元/股，将总市值推升至超3200亿元。

已披露的基金前十大持仓股数据显示，寒武纪约有近20%
的股份被公募基金重仓持有。

寒武纪预亏
3.96亿元至4.84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