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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客

疫情发生以后，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我国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

尤其是智库科研人员迅速将智库研

究的视野聚焦到智库的疫情研究上，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发挥重

要作用。

特 斯 拉 国 产 搅 活 一 池 春 水
特斯拉超级工厂落地，将带动中国本土新能源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并与特斯拉在

技术、产品等诸多方面展开竞争

中 国 汽 车 产 业 链 地 位 难 以 撼 动
虽然在疫情中受到挑战，但可调整的空间并不大，全球大的汽车供应商集中在中国，而中国作

为全球最大汽车消费市场的地位不变，全球汽车产业链集中于中国的状态就难以改变

□ 金 叶

最近，美国和日本要把本国企业撤出

中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称“不惜

血本也要把美国在华企业迁回本土”。

但撤回是件十分简单的事情吗？

一方面，有违经济规律。疫情之下，

不排除有企业对产业链布局做出调整，

但这种调整要变成长期的战略行为则难

度很大。美日所以急于撤回主要是意识

到本国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产能严重

不足，出于救急的考虑。但是，中国这类

防疫物资的出厂价在美日只够买原材

料，如果非要把生产线迁回本土，成本会

显著上升。当前全球产业链格局是各国

企业多年来共同努力、共同选择的结果，

是各经济体要素成本、产业配套、基础设

施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不是一朝一

夕形成的，也不是能够随意改变的。

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吸引全球投

资者最强有力的“链条”，已经不再是低

廉的要素成本，而是超级庞大的市场规

模。疫情改变不了中国“全球市场”的

地位，外企自然也舍不得离开中国。

企业做投资、做规划，关键是看一

个市场是否有利可图。过去外企来华

投资，是看中中国人力资源便宜等优越

条件，而现在，外企对华投资更看重的

是中国强大市场规模。美中贸易全国

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Craig Allen）

指出，美国企业把产业链仅仅集中在北

美洲并不具有可行性。美国很多企业

在中国投资，看中的是中国庞大的市场

规模和相对完整严密的产业链。撤回

等于放弃这个曾经深耕细作的中国市

场和这里的产业链。

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说，即使在特

朗普要求下，苹果生产环节也搬不回美

国，因为在美国连一个螺丝钉都找不到

供应商。

刚把企业迁到上海的特斯拉创始

人埃隆·马斯克难掩兴奋地手舞足蹈，

庆幸自己把特斯拉落户到全球新能源

汽车产业链的中心地带。

美日企业撤离之际，德国却看好投资

中国市场。德国《焦点》周刊近日发表文

章指出，鉴于中国目前几乎没有新增新冠

病毒确诊病例，相信经济很快会报复性反

弹，而此时恰恰是加大投资的绝好时机。

其实不仅是德国，法国、英国、俄罗

斯以及一些东南亚、非洲国家都对中

国都充满信心。法国巴黎银行策略

师毛雷尔就表示，“估计中国经济4月中

旬就能恢复其供应链的80%，产能利用率

和生产率也将大幅增长。”换言之，美国

和日本没有必要将本国企业全部搬走。

对于一个市场而言，该走的要走，

要来的必来，这是事物发展的正常规

律。但如果美日两国政府真的强行要

求企业撤出中国市场，那就会违背这种

市场规律。而且不要忘了，世界上最强

大的制造业在中国，最完整的产业链在

中国，最庞大的市场也在中国。

针对美日企业撤离一事，商务部专

门对 8700 多家外资企业进行调查的结

果显示，绝大多数外资企业都在正常布

局，未见有大批外企撤离的迹象。

看来，实践再次证明，只要中国有

这棵世界最大“梧桐树”，就不怕引不

来“金凤凰”。

□ 本报记者 潘 强

4月16日，特斯拉中国的运营主

体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发生住所变

更，注册地由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同

汇路168号变更为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江山路5000

号，这代表其正式迁入上海自贸区。

享受自贸区外商红利

上海自贸区是中国改革开放进

入深水区的一个缩影。公司在此落

户可享受一系列便利政策。

与此同时，国产特斯拉Model

3长续航版本正式上市，有着668公

里最大续航里程的特斯拉，补贴后的

价格为33.905万元，成为特斯拉家

族目前续航里程最长的一款。

令人惊讶的是，上述成果得益

于1年前上海浦东的一片废墟上。

从 2019 年 1月特斯拉在上海浦东

一片农田破土动工，同年10月首辆

整车总装落地，到 2020 年 4 月 16

日Model 3长续航版本最终上市，

特斯拉首座海外超级工厂落地开工

仅用时一年。

效率与产能不可复制

2020年1月7日，特斯拉创始人

埃隆·马斯克专程从美国洛杉矶来到

中国上海，出席特斯拉中国制造

Model 3向社会用户的首次交付仪

式。难掩兴奋的埃隆·马斯克现场起

舞并宣布Model Y制造项目正式启

动。这位“钢铁侠”梦想成真，是中国

效率的生动写照，是中国与世界共赢

的真实样本。

曾几何时，特斯拉热销，供货产

能却明显滞后，美国弗里蒙特工厂在

无需建厂情况下，仍耗时5年实现周

产千辆。而中国作为为“世界工厂”

的高效产能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特斯

拉产能滞后的问题。在中国建立超

级工厂是埃隆·马斯克心之所向，也

是解决交付与订单数量缺口的有效

之道。动工、生产、交付一年完成，中

国没有让埃隆·马斯克失望。“不可复

制”的中国产能让国际媒体发出惊

叹——如此高的效率只有在中国方

能梦想成真！

作为汽车制造业外资股比限制

放开后的第一个项目，特斯拉一经落

户上海，便拥有诸多政策、资源和资

金等投资优惠。在世界经济下行风

险加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

当下，埃隆·马斯克在交付仪式上感

慨：“中国政府致力于打造良好营商

环境是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今日成

绩的重要保证，中国就是未来！”

当下，中国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

电动汽车市场，本土品牌亦是急起直

追，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此背景

下，中国依然鼓励外资入场，表明在

不惧竞争的同时，意在引进特斯拉的

“鲇鱼效应”,搅活国内过于沉闷的新

能源汽车市场。业内权威人士认为，

埃隆·马斯克手中交付的钥匙，开启

的远不止特斯拉中国制造的汽车之

门，更是通向中国巨大消费市场的机

遇之门。人们期待，埃隆·马斯克将

依托上海的超级工厂，为全球新能源

汽车产业带来更多惊喜。

特斯拉方面表示，在向用户大规

模开启中国产汽车交付的同时，特斯

拉计划实现超级充电站的数量、用户

服务中心的数量翻倍。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制造总监

宋钢说，特斯拉上海工厂目前的产能

已经达到每天280辆，而国产特斯拉

的零部件本地化率会从现在的30%，

逐步在2020年底提升到完全的国产

化。据悉，国产Model 3标准版有

445 公里续航里程，长续航版有

668公里续航里程。在充电配套方

面，特斯拉在国内140多个城市落成

超过300座超级充电站，布局2200

多个超级充电桩和2100多个目的地

充电桩，亚洲首座特斯拉V3超级充

电桩日前也在上海金桥超级充电站

正式对外开放。

产生明显“鲇鱼效应”

“特斯拉国产最大的影响就是形

成‘鲇鱼效应’。”全国乘用车市场信

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说。不仅特

斯拉，2020年，越来越多的豪华车品

牌开始生产面向大众消费者的新能

源汽车。

特斯拉一直被视作“高端”新能

源汽车品牌，在国产Model 3推出

之前，中国市场上在售的特斯拉入门

系列Model 3车型价格在43.99万

元以上。国产化显著降低了这款电

动汽车的门槛，上海制造的Model

3将以较为亲民的价格出现在大众

产品市场。根据现行的新能源汽车

补贴政策，国产Model 3单车可获

补贴2万多元。同时，2019年12月

末发布的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

汽车车型目录，国产特斯拉Model

3也位列其中。

2018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

125.6万辆，同比大增61.7%。但是，

2019年前11个月，新能源汽车销量

104.3万辆，同比增速降至1.3%。随

着新能源汽车销量的下滑，消费者的

市场信心也降至冰点，接踵而来的是

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各种“焦虑”：

里程焦虑、成本焦虑、充电焦虑、安全

焦虑、残值焦虑……

德勤调查报告显示，60%的高端

车主和89%的中低端车主认为，续航

里程超过400公里的纯电动汽车可以

满足日常需求。国产特斯拉刚好满足

广大消费者的要求，并逐一解决了充

电、安全、残值等各种“焦虑”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明高表示，

2019年我国新能源汽车虽然遭遇阵

痛，但是全球汽车产业形成了向新能源

转型的大趋势，由电动汽车核心技术经

济性决定的市场前景已经非常明朗。

渤海证券研究报告称，除了国产

特斯拉，合资车企的新能源汽车

2020年将全面进入量产上市阶段，

大众集团新能源汽车预计2021年大

规模量产，推动全球车企加快新能源

产品投放进度，新能源车将逐步进入

与燃油车平价的时代。

国内车企绝地求生

自特斯拉宣布在上海全资建设超

级工厂开始，国内车企就面对着“鲇

鱼”入池的巨大压力。短短一年，造车

新势力从恐慌变成了期待。“我们很支

持特斯拉。首先，特斯拉的到来可以

带动国内电动车市场；其次我们和特

斯拉产品的目标人群并不重叠，该担

心的是定位中高端的造车新势力和

一些传统豪华车企。”威马汽车相关

负责人如此表示。在上海汽车国际

商贸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

赵爱民看来，“特斯拉是‘狼’，但其他

车企并不一定就是‘羊’。我们上汽就

欢迎特斯拉这样的竞争对手。”

业内人士认为，鲇鱼进入势必激

活鱼群。无论是传统车企，还是造车

新势力，都必须要与特斯拉赛跑，在

技术、产品等诸多方面同台竞争。如

果传统车企不能在未来几年将原有

品牌优势转移至新能源汽车上，造车

新势力不能迅速实现大规模量产，则

都将会被淘汰出局。

新能源车道的突然拥挤，是政策

推动和产业演进交织的结果。一方

面，双积分、补贴退坡等政策，令所有

车企面临向新能源转型的迫切诉求，

另一方面，此前数年的产业积累已能

够为全面转向新能源提供技术及产

业支持。

□ 宋谊青

4月14日，东风雷诺宣布退市，

成为今年第一家轰然倒下的合资车

企。根据公告显示，雷诺将其持有的

东风雷诺50%股权转让给东风汽车

集团，东风雷诺停止雷诺品牌相关业

务活动。

海外车企减产停产

“2月份和3月份上旬，海外订单

还很多，但海外疫情严重之后，公司

订单急剧下降。”4月16日，谈及集团

的出口汽车零部件业务，担任某零部

件集团高层表示，“安全气囊4月份

的订单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0%

左右。”而背后的原因很简单——位

于海外的整车企业受疫情影响纷纷

减产、停产。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

数据，2020年第一季度汽车销量与

去年同期相比下降42%。中国汽车

行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有超过4000万人直接或间接

从事相关行业。该行业每年创造超

过1万亿美元的收入，约占中国制造

业产值的10%。

中国的汽车行业市场对世界其

他地区也很重要。大众、通用汽车等

全球汽车制造商在中国销售了数百

万辆汽车，因此中国汽车行业的恢复

对世界经济产生很大影响。

产业韧性接受挑战

2月25日，一架东航的飞机从浦

东机场起飞，飞往美国芝加哥，机上

的货物是美国通用汽车生产所急需

的配件；而在同一天，福特汽车也有

94 吨包机的配件从浦东机场出发，

并于当天下午5时抵达泰国曼谷。

据了解，这批零部件在前一天晚上由

重庆等地连夜运至上海。与此同时，

英国豪华车制造商捷豹路虎也选择

空运零部件的救急方式，将中国生产

的关键零部件空运至英国，以维持英

国工厂的生产。

对此，有分析认为，包机运输是

“非常时期”的无奈之举，“通常制造

商的利润在5%~10%，用包机运送

零部件，成本会因此增加 10%~

30%，这可是冲击到底线了。”

“一辆汽车由2万多个零部件组

成。一环套一环，只要有涉及到一家

核心零部件供不了，整条产业链就断

掉了。”曾任某日系合资车企生产采

购部总监的冯云称。

有数字显示，中国共有10万余

家本土汽车零部件企业。这些零部

件企业创造了全球80%以上的汽车

零部件。从数据来看，中国是当之无

愧的世界零部件核心工厂。

过去一个月，关于汽车产业链投

资将从中国向外转移的声音不断传

出，中国汽车产业链的韧性正受到有

史以来最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工厂无法供货，丰田

依赖全球产业链，只用了3天就把替

代工厂找到了。”3月3日，武汉某汽

车零部件企业中层陈亮在电话中向

记者“诉苦”。与此同时，供应链受阻

带来的影响，也让跨国车企意识到分

散风险的重要性。某跨国车企负责

人表示：“产业链向中国延伸和深化

对中国是好事，但同时要看到这样做

的风险。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不

行的。”

据《中国品牌》报道，双供应商模

式的发展正在被更多的考虑。多家

整车企业和一级供应商都表示，已经

在着手开发B点供应商，并将其作为

长期模式。不过，有超过50%的受访

整车企业和零部件供应商传递出同

一个观点：汽车产业链相对稳定，虽

然在这次疫情中可能会受到挑战，但

可调整的空间并不大。全球大的汽

车供应商基本都集中在中国，零部件

的生产要“近地化”，整车工厂在哪

儿，供应商就应该围绕在周围。只要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汽车消费市场的

地位不变，全球汽车产业链集中于中

国的状态就难以改变。

“中国制造”影响深远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工业

种类和产业链的国家。

近日，亚马逊、沃尔玛等全球连

锁超市都很着急。亚马逊最近联系

了很多供应商，想要增加中国产品储

备量。而全球连锁超市沃尔玛有将

近70%的商品来自中国，有专业人士

推测，如果停工3个月，那世界上可

能没有沃尔玛了。

汽车业更是不言而喻。凭借强

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和消费市场潜力，

我国已成为供需链条中不可或缺的

一环。目前，全球80％以上的汽车

零部件和“中国制造”相关。

中国汽车制造业的最大优势之

一在于完整性。2018年发布的《中

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研究》显示，

中国零部件企业超过10万家，实现

了1500种部品的覆盖，拥有从上游

零部件到中游的一级/二级供应商，

以及下游的整车制造厂、出行服务商

的全产业链条。

一个国家工业体系的完整性，

是决定该国工业水平的重要因素

之一。换言之，完整的工业体系，

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工业是

否有“活性”。这一论断同样适用

于汽车制造业。如果在汽车制造

体系中缺失某些环节，那么剩余部

分很难连缀成网、保有活力，这也

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工业体系现在

面临的难题。

美日企业撤出中国
离不开舍不得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二期建设初具规模厂二期建设初具规模
近日，上海临港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二期项目工程施工现场立柱林立，部分厂房的顶棚支架也已吊装完

成。图为施工现场一角。 张亨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