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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车新势力月销逾万预示着什么

建设世界一流石化园区——

恒 力 以 绿 色 智 能 赢 发 展 空 间恒 力 以 绿 色 智 能 赢 发 展 空 间
本报记者 苏大鹏

今年 9 月，恒力新增投资 18 亿元建设

的年产 45 万吨生物可降解塑料项目在大连

长兴岛园区内开工。项目采用自主研发的

工艺技术及配方，2022 年建成投产后将成

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可降解新材料基地。

2010 年，在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号

召下，恒力集团在国家七大石化产业基地

之一的大连长兴岛，投资 1800 亿元建设恒

力（大连长兴岛）产业园，一次性规划了石

化、炼化、化工三大板块。特别是炼化项目

投产后，打破了关键原材料芳烃长达 14 年

的国际垄断。在恒力集团董事长陈建华看

来，突破行业发展瓶颈，打破国外对高端纺

丝、PTA（精对苯二甲酸）、芳烃等众多领域

垄断，既是助力保障国家能源和原材料安

全，也是为恒力实现快速发展争取了先机。

以创建世界一流石化园区为目标的恒

力（大连长兴岛）产业园，开创了我国炼化

一体化发展的崭新局面，近年来先后创下

多个全球第一，助力企业实现“从一滴油到

一匹布”全产业链布局。

在日前公布的 2021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榜单中，恒力位列第三。恒力成功的密码

到底是什么？面对外部环境严苛考验时，如

何化危为机、成功转型？日前，记者深入恒

力（大连长兴岛）产业园进行采访调研。

危机中觅先机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恒力 1994 年以纺

织起家，后从江苏扩至辽宁大连，继而向全

国进军。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是恒力实现发展壮大的关键原因。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内许多

纺织企业受到巨大冲击，恒力也不例外。

但陈建华瞅准织造设备价格走低的时机大

批购进织布机，并新建了两家新厂扩大生

产。事实证明了陈建华独到的眼光和胆

略，随着亚洲金融危机褪去，这笔逆周期投

资仅用半年就全部收回成本，恒力也借此

实现了企业由小变大。

2008 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纺织

业遭重创，恒力却加速开启了再次转型的

进程。面对危机，恒力率先开启了战略调

整，目标就是要加快填补和占领国内高端

纺织市场。3 年间，恒力建设的差异化高端

纺织项目相继投产。通过精准的项目布

局，恒力在危机中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一

跃成为国内纺织业的龙头企业。

与此同时，恒力把目光投向了纺织工业

上游的 PTA 等石化原料产业。延伸产业链

既能实现化纤纺织全产业布局，又能平抑上

游原料价格波动影响，向上游原料领域进军

成为了恒力的必然选项。在此背景下，恒力

（大连长兴岛）产业园建设提上日程。

在确定了项目“至少十年不落后”的目

标后，陈建华带领恒力团队先后考察了全球

11 个一流炼化园区、16 家炼化企业，参观学

习当时世界上炼化水平最高的装置。在设备

和材料采购上，恒力坚持从全球行业质量排

名前三的供应商中优选，按长周期、高可靠

的原则，高标准开展招标采购。安装过程中，

恒力选择国内一流建设公司，并强化了施工

过程管控。项目建设推行生产车间负责制，

各车间主任就是项目经理，做到自己装置自

己建、自己装置自己开、自己装置自己管，不

仅有力保证了工程高质量、高标准、高速度

建设，也在实战中锻炼了队伍。

从原油到炼油，再到聚烯烃、聚酯，长

兴岛园区内上下游高度关联，物料互供，实

现“宜油则油、宜化则化、宜芳则芳”；芳烃

原料、乙烯原料、PX、醋酸、甲醇等大宗化

工产品在园区自产自用，通过管道输送，大

幅节省了物流、仓储及损耗费用，生产经营

具有很强的灵活性；项目炼油、化工、煤制

氢流程联合、物料互供、能量耦合，实现了

一体化综合增效。“恒力（大连长兴岛）产业

园的建设，助推了恒力集团实现从原油—

芳烃、乙烯—PTA、乙二醇—民用丝、工业

丝、聚酯切片、工程塑料、薄膜—纺织的全

产业链发展。”陈建华说。

把原油“吃干榨净”

走进恒力（大连长兴岛）产业园，跑冒

滴漏看不见，异常气味闻不见，甚至连机器

噪音都听不见。在打造“最安全、最环保、

内在优、外在美”的世界一流石化园区目标

下，绿色化和智能化为园区高效运营奠定

了重要基础。

恒力（大连长兴岛）产业园陆续投入数

十亿元，建立了“软硬兼施”的环保体系。

全面配备油气回收设施，燃煤热电厂采用

超净治理技术，烟气除尘、脱硫、脱硝处理

均达到超低排放标准，整个园区排放仅为

项目设计之初批复量的两成到三成。

通过巧妙的工艺优化设计，产业园实

现了对原油“吃干榨净”，甚至部分边角余

料和“三废”也成为重要资源。譬如，产业

园创新设置的残渣回收系统，每年可减少

白土固废 3000 吨以上。作为耗水大户，产

业园创造性地实现了“临海工厂工业冷却

不用淡水还生产淡水”，通过海水梯级冷

却、炼化废热海水淡化等新技术率先开发

应用，仅炼化项目，每年可节约淡水 4000 万

吨，增产淡水 1600 万吨。

恒力石化（大连）化工有限公司总经

理许锦表示，恒力采用世界首套用低温热

水作为热源的大型海水淡化装置，产水的

品质达到了普通锅炉用水标准，并拥有完

全的自主知识产权。“绿色节能技术的创

新应用，实现了淡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又

降低能源消耗，减少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实现了绿色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环境和

谐共生。”

除了绿色环保，恒力的智能化建设水

平也蜚声业界。园区内安全检测仪器和环

境监测点全覆盖，严密的安全生产管理使

园区处于本质安全和应急、备战的有效管

控状态。在恒力炼化一体化项目上，华为

公司还为其量身定制了独具特色、面向未

来的园区网络解决方案。其数字孪生技术

通过将物理世界中复杂的园区网络数字

化，打破了物理和数字世界的边界，从而实

现了对业务的监测预警、应急处理等环节

的高效、可视化管理。

服务就是效率

作为我国炼油行业对民营企业放开的

第一个重大炼化项目，恒力 2000 万吨/年炼

化一体化项目在大连长兴岛投料开车，为大

连、辽宁乃至东北振兴注入了新动力。时任

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科员的

王海龙是这一工程的“项目管家”，在他的记

忆中，自 2016 年底，几乎每天都要

去项目工地转转，日跟踪、周调度是他服务、

联络这个项目的常态。“每天进企业了解工

程进展、了解企业遇到的难题，梳理后在每

周召开的调度会上分解任务。”王海龙说。

“项目顺利进展多亏了‘项目管家’的周

到、细致服务。有了他们的帮助，企业开展

工作更有底气，也更有干劲儿。”恒力石化

（大连）化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庆国说。

“原油和对二甲苯是企业的主要生产原

料，能否充分供应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

亡。”恒力石化关务部经理王海生直言，针对

企业诉求，大连长兴岛海关通过“先放后检”

等便利化措施提升查验放行效率。同时应

用信息化平台，通过对输油入罐等环节“即

报即批”，保证了原料靠泊、接卸等作业环节

“零延时”。而在企业自查结果认可模式下，

海关可不再实地下厂盘库，恒力可以在周期

内灵活安排盘库时间，效率大幅提升，平均

每起核查作业时长压缩 60%。
本版编辑 辛自强 张苇杭 美 编 高 妍

前三季度出货量与去年全年持平

—
—

小米手机高端化战略成效显

本报记者

黄

鑫

小米集团日前发布的财报显示，

2021 年第三季度，尽管受到核心部件

全球供应紧张的影响，小米依然实现

了稳定的供货水平，小米智能手机收

入达 478亿元，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达

4390 万台。前三季度整体出货量已经

达 1.46亿台，与去年全年基本持平。

不过，小米总裁王翔坦言，由于芯

片缺货，小米智能手机出货量还是减

少了大约 1000 万台到 2000 万台。他预

计 明 年 下 半 年 芯 片 供 应 才 能 有 所

好转。

行业缺芯对小米手机影响有多

大？西南证券分析认为，小米手机业务

环比还是略有波动，2021 年第三季度，

小米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滑

5.8%，但智能手机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0.5%，是受益于高端机出货量增长。

中金公司研报也指出，2021 年第

三季度，小米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虽

然有所下滑，但表现好于整体市场。尤

其是，该季度小米智能手机销售均价

同比增长 6.7%，抵消了出货量下滑的

不利影响，体现了高端化战略的效果。

今年以来，小米手机高端化稳步

推进，双品牌策略继续稳扎稳打，系列

产品精准定位，触达更多用户群体，积

极寻求增量市场。小米品牌相继推出

主打黑科技 MIX 系列、高端旗舰数字

系列、全新时尚潮流 Civi 系列，高端出

货量稳步增长。数据显示，2021 年前

三 季 度 ，小 米 在 中 国 大 陆 地 区 定 价

3000 元或以上及境外定价 300 欧元及

以上的高端旗舰手机出货量近 1800

万台，占比超 12%，已经远超去年全年

的 1000 万台。其中，小米境外定价在

300 欧元及以上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同

比增长超 180%。

值得一提的是，小米境外业务步履稳健，为业绩增长奠定了坚

实基础。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Canalys 统计，按智能手机出货量计

算，2021 年第三季度，小米在全球 59 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占有率

排名前五，在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智能手机市场排名第一；境外市

场渠道力显著增强，本季度在除印度外的境外运营商渠道，小米智

能手机出货量超过 680 万台，同比增长超 130%。

同时，小米在成熟市场的运营效率继续提升，欧洲市场业务稳

步推进。根据 Canalys 统计，2021 年第三季度，小米在欧洲地区智

能手机市场占有率达到 21.5%，排名第二。在西欧地区，小米手机

市场占有率达到 17%，出货量稳居前三；同时，运营商市场优势凸

显，小米在西欧地区运营商渠道的市场份额从去年同期的 4.6%上

升至今年第三季度的 13%；新兴市场保持上升势头，小米智能手机

在拉美、中东及非洲市场份额分别达到 11.5%、16.3%和 7.3%。

小米还积极拓展渠道布局，进一步加强全渠道建设，以高效

率、高周转的数字化经营模式，为更多用户提供全场景的消费体

验。依托全渠道发力，今年“双十一”购物节期间，小米全渠道支付

金额破 193 亿元。线上线下渠道布局更完善，截至 2021 年 10 月 30

日，小米线下零售店数量突破 1 万家。

中金公司分析师认为，随着小米持续拓展线下渠道数量，并继

续推进高端化战略，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和收入将持续增长，预计

2021年小米智能手机出货量将达 1.9亿台，带动收入同比增长 33%。

造车新势力频传销量捷报。刚刚发布

的 11 月份销量数据显示，以“蔚小理”为代

表的头部造车新势力交付量集体破万，引

发朋友圈一片关注。而位居二线的哪吒汽

车，意外跻身“万辆俱乐部”，也引来了不少

目光。

具体来看，当月蔚来汽车交付 1.09 万

辆，同比增长 105.6%；小鹏汽车交付 1.56 万

辆，同比增长 270%；理想汽车交付 1.35 万

辆，同比增长 190.2%；哪吒汽车交付 1 万辆，

同比增长 372%。在疫情反复、芯片短缺的背

景下，这样的销售数据，令人眼前一亮。

对于造车新势力而言，月销破万辆是

一道非常重要的槛。如果能够稳定在这道

槛附近，就意味着年销量就能突破 10 万辆，

而这一规模常常被称为企业的“生死线”。

要看到，汽车是一个规模效应尤为明显的

行业。没有一定的规模，研发、制造和营销

等成本就很难摊薄。按照“规模报酬递增”

规律，企业只有在产品达到业内公认的这

一销量规模后，才有可能实现盈利，在市场

上站稳脚跟。此外，有了这样的产销规模，

企业也可以获得“产业链话语权”，更合理

地控制采购成本和节奏。

与不少车企通过推低端车型迅速扩大

销售规模不同，此次头部造车新势力月销

破万的亮点还在于，蔚来和理想所销车型

均价超过 30 万元。除了规模效应之外，汽

车还是一个以品牌著称的行业，而产品价

格无疑是企业品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历

经 20 多年的追赶，主流中国汽车品牌在产

品质量、技术和服务水平方面与外资品牌

早 已 不 相 上 下 ，品 牌 溢 价 能 力 却 提 升 缓

慢。在传统燃油车领域，中国品牌汽车别

说 30 万元，就是连 20 万元的天花板都难以

捅破。而转换到智能电动汽车赛道后，蔚

来和理想在如此短时间就实现了中国汽车

品牌的向上突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更重要的是，理想汽车凭借一款理想

ONE 就实现了 1 万多辆的销量，被业界称

为现象级产品，值得深思。长期以来，不少

自主品牌之所以发展不如预期，不是努力

不够，而是在产品战略上没有实现聚焦，没

有集中资源，把每款产品做精做优，甚至做

到极致。如果说，在市场规模快速扩容期，

企业凭借“多生孩子好打架”的思维和战术

还能活得不错，那么随着我国车市从增量

阶段转入存量博弈，这样的打法就必须改

变。这也是企业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国际汽车产业发展经验表明，没有一

家跨国巨头是靠拼产品数量取得成功的。

反思丰田、本田等汽车工业的“后起之秀”，

不难发现，处于快速上升阶段的新兴车企，

往往能凭着某款明星车型实现重点突破。

当年，丰田就是靠着一款卡罗拉迅速走红，

其产能在 5 年后就达到 100 万辆。也正是

通过明星车型的开发，丰田才跃升为全球

汽车产业的引领者。而特斯拉的成功，也

得益于明星车型 Model 3 的打造。从这个

角度来说，像理想一样打造更多明星车型，

或者说现象级产品，对于加快提升造车新

势力的江湖地位，重要性不言而喻。

明星产品不会凭空产生，其背后是企

业对消费趋势的精准把握和技术研发的超

强投入。不少分析认为，理想汽车之所以

热销，就在于其一直坚持为家庭用户造车，

并通过产品创新重新定义智能电动时代家

庭用车标准，同时全球首创的城市用电、长

途发电的全新电动模式，有效解决了家庭

用户里程焦虑问题。而“用户思维”下的蔚

来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甚至已超出纯商业

层面定义，在赋予汽车以情感的同时，也在

给消费者带来全新生活变化。以至于大众

汽车集团（中国）首席执行官冯思翰感慨，

“每天都在感受到来自这些造车新势力的

挑战，他们的产品往往拥有丰富多彩的造

型，以及大量的创新性功能，虽然不少功能

在眼下难以充分发挥其作用，然而这些产

品正在颠覆中国用户对于未来中国汽车的

认识”。显然，这样的分析和感慨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思考汽车产业的未来。

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尽管过去数

年当中，绝大部分造车新势力已被市场无

情淘汰，但活下来的这些车企羽翼渐丰，

足 以 改 变 整 个 战 局 。特 别 是 随 着 头 部 造

车 新 势 力 月 销 破 万 ，得 到 越 来 越 多 消 费

者认可，无疑将更好地引领中国智能电动

汽 车 创 新 发 展 ，

加快实现换道超

车 ，推 动 我 国 从

汽车大国迈向汽

车强国。

恒力（大连长兴岛）产业园。 孙鹏伟摄（中经视觉）

产业园聚丙烯车间内，

工程师正在研究产品。

孙鹏伟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