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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
中国经济新优势

汽车价格战背后
□孙 欣

从深层次看，更根
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汽
车行业变革的进一步
加剧。从传统燃油车
加快步入新能源汽车
时代，一场席卷全行业
的洗牌正在进行中

汽车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惨烈的价格
战。第一波降价由特斯拉在去年底掀起，小
鹏、问界等电动车品牌纷纷跟进；第二波降
价自 3 月初开始，东风系部分车型在湖北直
降 9 万元，后迅速席卷全国。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已经有超过 30 家汽车品牌参与到
这场仍在进行的价格战中。

价格战的出现固然与消费者购车意愿
降低、厂商去库存等不无关系，但从深层次
看，更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汽车行业变革的
进一步加剧。从传统燃油车加快步入新能
源汽车时代，一场席卷全行业的洗牌正在进
行中。

我国汽车消费在经历了多年的狂飙式
增长过后，近年来逐步趋于平稳。中汽协数
据显示，2022年中国汽车实现销售 2686.4万
辆，同比小幅增长2.1%；但与此同时，新能源
汽车全年实现销售 688.7 万辆，同比增长
93.4%，在全部汽车销售中占比达 25.6%。新
能源汽车正不断挤占传统燃油车的生存
空间。

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新能源汽车还将
进一步加速跑马圈地。掀起此轮新能源汽
车降价的特斯拉，在今年 3 月初的投资者大
会上对外透露，Model 3 上市至今生产成本
已大幅降低了 30%，而未来特斯拉的目标是
将车辆的生产成本降低 50%。不断拉低的
价格势必将吸引更多消费者。行业预测，今
年国内电动汽车预计实现销售 800 万至 900
万辆，市场占比或将达40%。

不论是新能源汽车还是传统燃油车，都
在为了抢夺更多市场份额而战。在这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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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往往押着相同的韵脚
前行。

就在世纪之交，人们还畅想在一个正被抹平的世
界生活，不会想到，没过多久全球化就会遭遇如此严峻
的挑战。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深刻调整，直接带来私人
部门和公共部门对供给稳定的反思。微观层面，企业
更加重视供应链的稳定，宏观上，各国政府强调产业
链的韧性，不仅从效率也从安全的角度看待产业的竞
争力。

历经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在
全球产业链扮演着关键角色，直面这一新的挑战，高质
量发展要求兼顾产业链的效率和安全。

中金公司研究部和中金研究院联合撰写了《大国
产业链》一书，围绕效率与安全两个维度，从宏观与产
业、科技与政策、国内与国际多个层面分析产业链发展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新形势下中国发挥好规模经
济优势对促进产业链效率与安全的重要性。

该书认为，新的环境之下，规模经济是中国重要的
新优势。以往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政治意义上的国
家大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小，但是当自由贸易等经
济因素的作用下降，政治、文化、历史等非经济因素的
重要性上升的时候，一国的经济和人口规模跟过去相
比变得更重要。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口规模大的
国家能够支持大规模的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拥有更
多的创新人才，技术进步因此更快，而技术进步具有强
溢出效应，一旦产生即可被所有行业共用，大国借助更
大市场规模获得规模报酬递增的潜力更大。大国的优
势还体现在更多的人分担公共品的成本，人均成本较
低意味着所有人都能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包括基础
设施、公共卫生、教育等。

当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口总量居世界
第一，劳动力规模相当于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三个
人口大国的总和，具备发挥规模优势的潜力，这也有望
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

但该书同时指出，并非大国就一定能实现规模经
济，要避免有规模但没有规模经济，最根本的是市场经
济竞争和消费引领。

作者认为，对中国而言，促进市场竞争需要减少内
部市场“碎片化”、应对转向不可贸易部门和数字经济
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内部市场方面，促进公共服务均
等化、降低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提升消费需求，打造国
内消费大市场。不可贸易部门方面，土地本身具有规
模不经济的属性，对其他部门发展收益的攫取能力强，
是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和收入分化扩大的重要因素。过
去20年，出口和房地产扩张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特
征，两者的共同点是拉动短期需求，差异在于出口参与
全球市场竞争，有助于提升效率，而房地产天然和垄
断、寻租行为联系在一起，损害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

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是平衡规模经济和反垄
断、隐私保护以及跨国数字治理合作等生产关系方面
的问题。防止垄断需要促进外部规模经济、集群效应
和上下游联系，而不是无限制鼓励企业内部规模的扩
大。自动化和数控技术使得生产的规模不需要很大也
能提高效率，而且可以更快地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数字经济发展已经呈现内部规模经济下降、外部规模
经济上升的迹象。数字产业政策面对的挑战主要在于
两个方面：一是隐私保护和反对不正当竞争；二是防止
平台企业的产融结合，因为金融享受政府的信用担保，
而且是牌照经营，产融结合可以固化平台企业的垄断
能力并扭曲资源配置。

除了宏观层面的分析，该书更多的篇幅是具体产
业链的研究。针对化工、高端装备、半导体、新能源、汽
车、医药、家电、纺织服装等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现状，
给出了如何巩固、补齐和创新产业链的思路和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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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造车新势力不断涌现，同时势必有一
些传统车企和品牌会被淘汰。手机和家电
行业的演进历史都可以佐证这一点，诺基亚
不再涉足手机业务、小米成为家电行业的新
军……尤其是对一些非头部的传统燃油车
品牌来说，面对越来越惨烈的市场竞争，稍
有不慎就可能面临生存危机，挣扎求存是当
务之急，谁也不想成为被淘汰的那一个。目
前国内汽车生产厂商有近 90家、品牌 100多
个，有业内人士甚至断言 2022 年全年销量
倒数50名都可以关停。

国内汽车产业格局加速步入新一轮调
整期。对致力于发展汽车产业的城市来说，
这是一次难得的“换道超车”的机会。

在向新能源汽车转型的过程中，造车新
势力大批涌现，同时想要生存下来的传统车
企也势必将构建起一套不同于过去的经营
体系和运营模式。目前，长安、吉利等自主
品牌车企业都在建立独立的新能源汽车品
牌，打造全新的团队。渠道和销售模式上的
表现更为明显，随着智能汽车兴起，汽车制
造商的角色开始向服务商转变，从服务和软
件上赚钱已经成为行业共识，传统的经销商
模式正在被撼动。供应链体系的重构更毋
庸赘言。

火石创造发布的《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洞察报告》显示，2022 年全国新
能源汽车产量排名前列的城市分别是西安、
上海、柳州、深圳、重庆、长沙、常州和广州。
而西安、深圳、长沙、常州都不是传统汽车制
造高地。借势新能源，多个城市已成功地进
阶造车新高地。

致力做大汽车产业的城市，不妨找准自
己的定位和优势，利用好时间窗口，卡位新
能源赛道。除了总部以及整车制造项目的
争夺之外，关键零部件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
发力点。当前，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仍然存在
一些卡脖子环节，如部分车载芯片，在这些
领域加快突破有助于形成竞争优势。动力
电池领域，虽然近年来头部电池厂商不断壮
大，但新的趋势也不断出现。不少主机厂开
始布局自研电池，产业格局或将产生变化，
不失为值得关注的新机会。

精密仪器仪表是一个巨头林立的赛
道，几乎每一个细分领域都被赛默飞、安
捷伦、岛津等知名跨国公司牢牢把持着。
在巨头环伺的市场中，一家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青岛盛瀚色谱技术有限公
司硬是撕开了“一道口子”，用技术实力的
确定性消解着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在全
球市场上争份额、拿订单。

“提到‘卡脖子’，往往首先想到光刻
机，其实仪器仪表同样迫切需要自主可
控。仪器仪表是科学家的‘眼睛’，是‘高
端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不管是‘上天’
还是‘入海’，都少不了它们。”盛瀚色谱创
始人、董事长朱新勇这样形容仪器仪表对
高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全产业链自主可控

中国仪器仪表进口依赖的背后，是跨
国巨头强大的技术壁垒、市场壁垒和客户
认知度壁垒。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6-
2019年，我国大型科研仪器整体进口率超
70%，其中分析仪器的进口率超过80%，分
析仪器中色谱仪器进口率高达88.45%。

国金证券研报称，随着中国经济迈向
更高质量发展，科学仪器需求还将稳步提

升。质谱、色谱、光谱市场空间大、行业覆
盖广、国产化率极低，是国产替代的重中
之重。

离子色谱是高效液相色谱的一种，利
用被测物质的离子性进行分离和检测，广
泛应用于食品、制药、环境、化工、材料、生
命科学等。在离子色谱领域深耕 20年之
久的盛瀚色谱，正是国产仪器仪表企业崛
起的缩影。

2002 年，盛瀚色谱刚成立的时候，国
内离子色谱的核心技术和零部件高度依
赖国外。朱新勇对于受制于人有着切身
体会：“某种材料原先只能向一家国外公
司采购，有时候发个邮件一个月都收不到
回复。后来我们换了设计方案，找到国内
供应商自行开发，终于不再被‘卡脖子’。”

精密仪器仪表行业研发周期漫长、资
金投入巨大、技术壁垒极高。以离子色谱
柱为例，这一核心部件是衡量离子色谱行
业技术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国产替代最
难的一关，盛瀚色谱历时六年攻关，成为
全球为数不多可以批量生产离子色谱柱
的企业。

时至今日，盛瀚色谱已实现了整机、
核心零部件、智能软件的产业链贯通，做
到全产业链 100%自主可控，技术和产品
保持国际先进水平，在核电、新能源、新材
料等应用领域打破国外垄断，并出口至美
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全球 69 个国家
和地区。

攻关半导体行业应用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
布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强高端科
研仪器设备研发制造。随着科学仪器国
产采购比例等一系列政策出台，国内精密
仪器仪表产业在国产替代的东风下，正迎
来快速上升期。

朱新勇认为，国产替代要解决的不仅
仅是“有没有”的问题，更是“好不好”的问
题。国内仪器仪表企业要赶超国外巨头
的，除了核心技术外，还有高端市场的应
用，尤其在高端液相色谱赛道，几家跨国
公司占据了超过90%的市场份额，赚走了
行业利润大头。

从传统的环保、食品、医药领域到高
端的核电、锂电、半导体领域，盛瀚色谱凭
借自主创新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围绕空
气和超纯水的离子检测两大方向，我们正
在攻关离子色谱的半导体行业应用。”朱
新勇告诉记者。

检测仪器在半导体产业的巨大链条
中并不起眼，却贯穿芯片制造的全流程，
是半导体良率控制的关键。半导体生产
的关键工序均需在高洁净度的环境中进
行，电路做得越小，对生产环境的洁净度
要求越严苛，任意环节附着了污染物，就
会产生缺陷。

“超纯水主要用于半导体制造工序前
后的清洗。”朱新勇表示，“半导体清洗有
着极其严格的水质要求，包括水的离子含
量、颗粒物、电导率等指标。监控半导体
生产中离子污染的仪器大部分来自国外，
国产替代的空间巨大。”

打造核心产业园区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青岛精密仪器
仪表产业就初露锋芒。1983年，青岛崂山
电子仪器实验所实现了国产第一台ZIC-
1型离子色谱仪的商业化，青岛离子色谱
行业的多家公司创始人和技术骨干都是
出自该所。

在青岛市 24 条重点产业链中，精密
仪器仪表位列十大新兴产业链，涌现了电
科思仪、海克斯康 2 家链主企业，以及盛
瀚色谱、众瑞智能、海纳光电、明华电子、
佳明测控等8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还有山东海仪所、融智生物等一批在细分
领域领跑的行业翘楚。

“相比其他新兴产业，青岛在精密仪
器仪表方面既有产业积淀，也有人才优
势，应该更快更好地发展。”朱新勇认为，
对标北京、上海、苏州等国内第一梯队先
进城市，青岛精密仪器仪表产业还存在着
领军企业少、企业规模小等痛点，最突出
的是没有诞生一家上市公司。

在他看来，青岛精密仪器仪表企业普
遍体量不大，单打独斗搞研发难度很大，
做强做优精密仪器仪表产业，必须壮大产
业集群，走特色专业园区的发展之路。

2019年，盛瀚色谱与中国工程物理研
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合资成立子公司青
源峰达，短短几年就研发上市多款行业里
程碑式的太赫兹产品。朱新勇准备把这
种模式进一步推广复制，与相关科研院所
合作再引入5家合资公司，建设一个有全
球影响力的离子色谱核心产业园区。

当前，“硬科技”属性突出的国产仪器
仪表企业获得的投资热度及融资额度都
在明显提升，科创板、北交所成为其登陆
资本市场的新阵地。朱新勇也计划用三
年时间准备，向科创板上市发起冲击。

盛瀚色谱：
在巨头环伺中突出重围

实现离子色谱的整机、核心零部件、智能软件全产业链100%
自主可控，出口至全球69个国家和地区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晓峰

■“提到‘卡脖子’，往往首
先想到光刻机，其实仪器仪表同
样迫切需要自主可控。仪器仪
表是科学家的‘眼睛’，是‘高端
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不管是

‘上天’还是‘入海’，都少不了
它们。”

■“某种材料原先只能向一
家国外公司采购，有时候发个邮
件一个月都收不到回复。后来
我们换了设计方案，找到国内供
应商自行开发，终于不再被‘卡
脖子’。”

■“相比人工智能等新兴产
业，青岛在精密仪器仪表方面既
有产业积淀，也有人才优势，应
该更快更好地发展。”

■■盛瀚色谱生产车间盛瀚色谱生产车间。。

■盛瀚色谱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