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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看待比亚迪停产燃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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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配件也得是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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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生物专注植物提取晨光生物专注植物提取——

辣 椒 能 做 多 大 生 意辣 椒 能 做 多 大 生 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宋美倩宋美倩

辣椒，对火锅店来说，是小料，是锅底。

对晨光生物来说，是生产原料。

从作坊式小厂发展为植物提取行业的

龙头企业，晨光生物科技集团（以下称“晨

光 生 物 ”）生 产 的 辣 椒 红 色 素 占 全 球 份 额

70%左右，辣椒油树脂、叶黄素占全球份额

的三分之一。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董事长兼

总经理卢庆国说：“企业发展到今天，靠的是

持续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工艺

和产品不断升级，提升市场

竞争力。”

立足创新发展

在晨光生物的展品室里，

一个阶梯式展台引人注目：辣椒

红色素、番茄红色素、辣椒油树

脂、花椒提取物⋯⋯几十种产品令人

眼花缭乱。谁能想到这家现代化工厂的前

身竟然是一家总资产不过几十万元的作坊

式小厂。

20 多年前，时任五金厂厂长的卢庆国临

危受命，接手一家濒临破产的小色素厂。当

时面对“没资金、没人才、没市场”的尴尬处

境，甚至连产品都谈不上有。

尽管我国辣椒提取加工业已发展多年，

但由于技术落后，辣椒红色素年产量还不到

世界总量的 2%。“当时我们使用立罐萃取辣

椒红色素，出渣时用棍子往外捅，用小推车

推，满车间都是溶剂味儿，熏得人晕晕乎乎

的。”晨光生物生产技术部经理李俊和说，他

们整天思考如何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生产规

模，并把损耗降下来。

“经过无数次试验，我们制作出集萃取、

料渣烘干于一体的封闭式旋转罐，吨加工溶

剂消耗量由 300 多公斤降到 40 公斤，生产成

本下降了，成品获得率却提高了 5%。”李俊

和说，晨光生物还实现了辣椒带柄加工、辣

椒粉造粒等一系列技术创新，并建成了连续

化、规模化辣椒加工生产线。如今，辣椒精

制车间是晨光生物核心车间，世界一半以上

的辣椒红色素从这里产出。

在辣椒深加工取得成效后，企业又先后

创新推出叶黄素、番茄红素提取生产线。

“这些年晨光生物能快速发展，创新研

发起到核心引领作用！”卢庆国说，这离不开

公 司 对 科 技 创 新 的 重 视 以 及 对 研 发 的 投

入。多年来，晨光生物先后完成了国家企业

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地方联

合工程实验室等 25 个科研平台建设；企业每

年用于研发的投入都在 1 亿元以上；荣获 40

项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其中，“辣椒天然产

物高值化提取分离关键技术与产业化”于

2014 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番茄

加工产业化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于 2017 年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辣椒提取超

临界工艺技术装备创新及产业化项目”获

2020 年中国工业大奖表彰奖。

做到物尽其用

“‘吃干榨净’是植物提取物行业的发展

方向，具体指通过先进的提取、分离工艺，将

原料中有经济价值的功能成分一并提取、精

准分离，实现原料的多成分、多部位综合利

用。”卢庆国说。

晨光生物改变植物提取物行业从原料

中只提取单一成分的做法，从废料中提取新

品种品种，，实现了原料的多部位实现了原料的多部位、、多成分综合利多成分综合利

用，引领植物提取行业的发展方向。

新疆是世界三大番茄种植基地之一。

2006 年，晨光生物准备在新疆建厂，第一次

到新疆考察的卢庆国看到戈壁滩上到处是

番茄酱厂丢弃的下脚料番茄皮、籽，感觉十

分可惜。

卢庆国随即安排技术产品创新中心研

发人员尝试做从番茄皮、籽中提取番茄红素

的试验。“受制于技术因素，番茄红素主要从

番茄酱中提取，产量低且不易大规模提取。

我们经过 8 年探索，突破皮渣番茄红素工业

化高效制备关键技术。”项目研发主管安晓

东说，番茄皮里的番茄红素是番茄肉中的

6 倍。

“每做一种产品，我们都先从原料分析，

里面有什么成分，哪种成分能用，即使没用

的成分也要知道它的特性。”卢庆国说，通过

技术创新，晨光生物实现了从葡萄籽里提取

葡萄多酚、葡萄籽油，以棉籽为基础开发出

了棉籽油、脱酚棉籽蛋白、医用生物发酵蛋

白、棉壳、短绒、棉籽糖、棉酚、皂角等产品，

从蒜片加工废水里提取大蒜多糖、大蒜素

等，就连提取完有效成分的植物原料废渣，

也做成饲料变废为宝。

“目前晨光生物的产品线已经涵盖天然

色素、天然香辛料提取物和精油、天然营养及

药用提取物、天然甜味剂、保健食品、油脂和

蛋白六大系列上百个品种，不仅畅销国内，还

出口到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卢庆国说。

扩展原料基地

“没有好原料，就不可能有好产品。我

们将农产品的源头生产作为第一车间。”卢

庆国说，为建立稳定的原材料供给渠道，晨

光生物依靠“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

式，选择原材料优势产区，建立原材料种植

和加工基地，既保证了原料品质，又保证了

原料需要。

晨光生物在河北、新疆、云南等地实施

了订单农业生产模式，通过统一种植标准、

统一供给种苗、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病害防

治、统一风险定保五个方面的具体扶持，鼓

励农民参与种植，实行保护价订单收购，调

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2013 年，晨光生物投资上亿元建成年加

工能力上万吨的甜菊糖苷生产线，带动河北

邯郸曲周县及周边县发展甜叶菊种植近 2 万

亩 ，平 均 亩 增 收 3000 元 ，惠 及 6000 多 户

农民。

此外，企业还先后在新疆的巴音郭楞、

喀什、和田、克拉玛依、图木舒克等地建起 10

家工厂，带动了当地辣椒、西红柿、棉花、万

寿菊等产业的发展，仅 2021 年就加工 40 多

万 吨 特 色 农 产 品 ，

年产值达 30 多

亿元。

“ 尽 管

受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影 响 ，但

企 业 经 营 业 绩

仍逆势增长，2021 年公司销售收入 48.74 亿

元，利润 3.52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4.55%和

31.29%。”卢庆国说，晨光生物未来既要主动

适应市场之变，又要坚定信心谋长远，进一

步练好内功，提升产品品质和附加值，实现

更高质量的发展。

4 条自动化装配流水线，几

十只机械臂快速而精准地组装产

品，组装好的产品装箱后被一台

约两米高的机械臂运送到指定货

柜上，在流水线的末端，两名工

人正检视产品⋯⋯这是宁波帅特

龙集团有限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

的日常。

帅特龙坐落于浙江省宁波市

海曙区，企业曾为第一代红旗汽

车生产配套烟灰缸。看似简单的

烟灰缸由 60 余个部件组成，需

要经过设计研发、试生产、质量

审核等阶段。帅特龙集团董事长

吴志光说，“做配件并不意味着

只能当配角，把产品做到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一样能成为市场

中的主角”。帅特龙还将业务扩

展到烟灰盒总成、饮料杯支架总

成、内门外手柄总成、遮阳帘总

成 、 顶 棚 拉 手 总 成 五 大 产 品

系列。

做“主角”的底气，源自实实

在在地搞创新。记者在帅特龙自

动喷涂车间生产线上看到，上料、

下料只需两名工人，其他生产过

程全部由机器完成。“这是公司投

资 3000 多万元引进的智能喷涂

生产线，原本车间需要超过 50 名

工人，经过数字化改造后，只需几

名工人就可以完成整个工序。”技

术创新中心负责人王立献说，借

力喷涂、注塑等车间的数字化整

体建设，企业生产效率提高 28%，

运营成本降低 12%。

从 2012 年起，帅特龙每年

投入数千万元资金，引进国内外

先进设备，建设数字化车间；建造了国内领先的全自动电镀

生产线，引进汽车内饰件全自动喷涂生产线，引进高速石墨

加工中心和钢件加工中心。目前，帅特龙已成为红旗、奥

迪、大众、奔驰、宝马等国内外知名汽车制造商的核心供应

商，还荣获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眼下，帅特龙正在改造生产线，建设智能工厂。王立献

介绍，通过政府牵线搭桥，企业享受到浙江省智能成型领域

唯一的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甬智院”的技术支持。当前，

企业一方面启动新一轮智能化技术改造，推进数字车间建

设，围绕 ERP （企业资源计划） 系统构建全数字物流体

系、数字化的业务和财务数据中心；另一方面依托“一院、

一站、三中心”研发平台 （浙江省企业研究院、浙江省博士

后工作站和浙江省企业技术中心、浙江省工业设计中心、浙

江省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布局海外研发中心，吸引

了超 200 人的创新队伍。

面对新能源汽车赛道，帅特龙提早谋篇布局。王立献

说：“我们将推出一款具备触摸感应模块的隐藏式外门把

手，不仅能够借助通信协议与汽车主机进行对话，还具备

自主学习功能。”

要么“做绝点”，要么“第一个做”，

被喻为企业营销的两大法宝，这次比亚迪

踩中了两个爆点。日前比亚迪汽车宣布，

自 2022 年 3 月 起 停 止 燃 油 汽 车 的 整 车 生

产。未来，比亚迪在汽车板块将专注于纯

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业务。这标志

着比亚迪成为全球首个正式宣布停产燃油

汽车的车企。该消息一经发布，就毫无悬

念地冲上微博热搜榜首。

比 亚 迪 官 宣 停 产 燃 油 车 并 不 令 人 意

外。此前，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曾多次在

公 开 场 合 呼 吁 全 面 禁 售 燃 油 车 。 去 年 11

月 ， 第 26 届 联 合 国 气 候 变 化 大 会

（COP26） 上，相关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

代表共同发表了关于加速向零排放汽车和

货车转型的宣言，目标是在 2040 年或之前

实 现 零 排 放 汽 车 和 货 车 的 销 售 占 比 达 到

100%，比亚迪就参与其中。

不得不说的是，虽然与吉利、长城、

奇瑞等前后差不多时间开始造车，但比亚

迪的燃油车存在感始终不强。去年比亚迪

汽车销售新车 74 万辆，燃油车仅为 13.6 万

辆。今年头两个月销售新车 18.56 万辆，燃

油车只剩下 5049 辆，趋于“归零”。有报道

指出，比亚迪管理层最迟在去年 3 月，就已

经决定放弃燃油车了，只是比较保守，又

看了 9 个多月，等着混动完全占了上风，才

正式下决心。这样的解释，倒也合乎逻辑。

问题还在于，作为国内新能源汽车销

量 冠 军 ， 比 亚 迪 营 收 整 体 向 好 ， 却 长 期

“增收不增利”。去年比亚迪营业收入 2161

亿元，同比上涨 38%，但扣非净利润只有

12.5 亿 元 ； 而 同 期 吉 利 汽 车 全 年 营 收 为

1016 亿元，净利润为 43.5 亿元；长城汽车

全年营收为 1363.17 亿元，净利润为 67.81

亿元。深剖其原因，不少分析认为，这与

比亚迪燃油车“扯后腿”和业务过于“多

元”不无干系。

事实上，比亚迪的燃油车已成其品牌和

价值的拖累。尽管拥有同样的外观，但比亚

迪燃油车不仅卖不上量，更卖不出价。以仍

然在售的燃油版宋为例，宋 PLUS DM—i 的

指导价为 15.28 万元至 20.28 万元，而燃油版

宋 PLUS 的指导价仅为 11.58 万元至 14.38 万

元。由于比亚迪 DM 系列基本和燃油车共

线生产，如果把燃油车停掉，插电混合动力

车型无疑能给比亚迪带来更大的利润想象

空间，有利于产品和品牌价值提升。

还要看到，比亚迪的品牌定位更多在

动力电池和电动汽车上，而其仍在生产燃

油车这一事实本身就会给比亚迪品牌形象

带来些许混乱。“你说它是造车新势力吧，

它很难归入‘蔚小理’梯队；你将它划入

传统车企，但其又以新能源为主业务。”不

少投资人吐槽，比亚迪作为混合体，对其

估值难免困难。而不再生产燃油车，可以

让比亚迪业务更加聚焦，使比亚迪品牌形

象更纯粹和清晰，甚至可以和特斯拉、蔚

来、小鹏等品牌形成统一队列，凸显其身

上的科技属性，从而有利于比亚迪品牌向

上和市场估值提升。况且，这也顺应了当

前智能化和电动化产业变革浪潮。

比亚迪停产燃油车，并不等于全球车

企很快都会停产燃油车。媒体在对这一事

件进行解读时，也没必要夸大或误导。这

不过是企业根据其自身战略发展需要、市

场环境变化以及产业变革趋势做出的重大

选择。相信未来还会有不少企业跟进。同

时，停产燃油车，也不等于停止生产燃油

发动机。事实上，比亚迪的插电混合动力

车型依然需要专用发动机，对此我们也要

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随着技术进步和政策法规的倒逼，新能

源汽车对燃油车的替代会逐步增加，但由于

两者各有优劣，短时间还难以对燃油车全部

替代，更多的则是一种竞争关系。考虑到技

术进步的渐进性、资源的不平衡性和地域气

候的复杂性，在新能源汽车经历快速发展，

保 有 量 达 到 一

定规模后，其增

长 速 度 就 会 慢

下 来 。 燃 油 车

则 会 朝 着 更 节

能的方向发展，

最 终 将 与 新 能

源 汽 车 在 市 场

竞 争 中 以 一 个

合理的比例“并

驾齐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