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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战加剧市场淘汰赛
定价权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和力量。特斯拉作为行业标杆，在市场

尚未成熟之际，利用成本优势，还可以通过降价挤压竞争对手的生存和

成长空间。要看到，价格战背后体现的是企业技术、规模和成本管控等

体系能力的比拼。如何适应产业电动化和智能化趋势，是包括造车新势

力和传统车企的新品牌以及外资品牌需要不断对自己发起的灵魂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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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虎王金虎中国龙江森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加大研发力度——

科 技 优 势 打 响 森 林 经 济 品 牌
本报记者 马维维

钒钛矿冶炼向数字化转变

龙江森工集团桦南林业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龙江森工集团桦南林业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

工人在加工紫苏籽油工人在加工紫苏籽油。。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造车新势力小鹏汽车 17 日宣布，从

即日起调降部分车款的售价，3 款车型降

幅从 2 万元至 3.6 万元不等。这是特斯拉

新年大降价后国内第二家跟进的车企。此

前，赛力斯已将 AITO 问界电动汽车起步

价 大 幅 下 调 ， 迎 战 特 斯 拉 ， 备 受 舆 论

关注。

正如去年 12 月 9 日本专栏预测，“虽然

国补退出，但在特斯拉继续降价的带领下，

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价格战

或许不可避免”。果然，今年一开年特斯拉

就打响了新能源汽车市场价格战第一枪：

不 仅“ 官 宣 ”Model 3 和 Model Y 双 双 降

价，而且降幅最高达 4.8 万元，产品售价创

历史新低。

特斯拉之所以毫不手软地祭起降价大

旗，一方面在于有巨大的成本优势。其财

报显示，单车净利润高达 9570 美元（约合

6.5 万元）。另一方面，在于扩大市场份额

的需要。按照价格与需求关系理论，在产

品不变的条件下，价格越低，购买者就会越

多，市场份额就会越高。去年特斯拉全球

销量为 131 万辆，低于去年年初制定的目

标。如果说，终端销量不尽如人意，主要是

受产能供给不足和疫情不确定性影响，那

么随着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升级改造完

成，我国疫情防控措施调整优化，供应链恢

复正常是不难预测的。无疑，这为特斯拉

新年以价换量增添了新的底气。

据报道，这几天二三线城市的特斯拉

门店客流与订单数在特斯拉本轮降价后急

剧增加，部分城市门店的订单数与去年 12

月相比增幅达 500%。“那天最开始是去特

斯拉店维权的，后来自己忍不住又下单了

一辆 Model 3。”如此极富戏剧性的车主故

事也开始轮番上演。或许是看到了中国市

场立竿见影的效果，特斯拉旋即启动了全

球大降价。

有人提出，特斯拉大幅降价会削减企

业 利 润 。 对 于 这 样 的 观 点 ，笔 者 不 敢 苟

同。问题关键在于，这个账怎么算？是算

小账，还是算大账；是算眼前账，还是算长

远账。如果从单车上来算，无疑利润会降

低；如果从总量上算，特斯拉因为降价而销

量增长，供应链成本进一步降低，总利润不

一定会少，甚至可能更多。这就需要我们

在思考分析市场变化时，既要看到个体，也

要把握整体。

事实上，定价权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

和力量。特斯拉作为行业标杆，在市场尚

未成熟之际，利用自己的成本优势，还可以

通过降价挤压竞争对手的生存和成长空

间。比如，大幅降价之后，对手跟不跟？跟

久了能不能挺住？如果企业长期没利润，

必然自消自灭。毕竟，在全球汽车市场，目

前还没有第二家新能源车企能真正盈利。

即使是去年卖爆的比亚迪，如果扣除国补

之后，实际上也是亏损的。只有从更深层

次上厘清这些问题，才能真正理解新能源

汽车价格战所带来的影响。

由于竞争激烈，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

市场已成全球最卷的市场。尽管去年我国

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688.7 万辆，增速接近

翻番，但也要看到，汽车市场品牌数高达

147 个，在售新能源车型高达 372 款，平均

月销量仅 1163 辆，这显然不符合产业规

律。如果按照市场容量计算，单车型销量

过万辆情况下，根本不需要如此多的品牌

和车型。因此，未来 3 年至 5 年，至少还会

有一大半品牌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被淘

汰。近期大众汽车集团（中国）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贝瑞德将高速发展、竞争激烈的

中 国 市 场 比 作 汽 车 行 业“ 巨 大 的 健 身 中

心”，认为电动车时代的到来正推动中国市

场“重新洗牌”，这是不无道理的。

更要看到，价格战背后体现的是企业

技术、规模和成本管控等体系能力的比拼，

弱势品牌出局的根本原因在于综合实力不

如人。如何适应产业电动化和智能化变革

趋势，在惨烈厮杀中活下来，是当前包括造

车新势力和传统

车企的新品牌以

及外资品牌需要

不断对自己发起

的灵魂考问。所

谓“ 坡 长 雪 厚 ”

“黄金赛道”，这

是最后活下来的

品牌才有资本拥

有的美好。

莱芜钢铁集团内长长的铁路轨道

上，一辆绿色的火车头拉着七八节满

载铁水的车厢缓缓驶过。记者在现场

闻 不 到 柴 油 味 ，也 听 不 到 隆 隆 的 机

车声。

“这是山东华车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的纯电动轨道机车，不烧油、零

污染，马力却更强劲。”试车员匡志龙

介绍，轨道机车作为应用于钢铁、港口

等大型物流园区的一种牵引火车头，

以前主要依靠燃油提供动能，每台机

车一年要烧 20 万升柴油，排放二氧化

碳 637 吨。

位于山东日照高新区的山东华车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车能

源科技”）十年磨一剑，推出目前国内

技术先进的纯电动铁路轨道机车，实

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华车能源科技的老本行是从事铁

路内燃机车、车辆维修保运业务，为什

么造起了电动轨道机车？“2012 年，国

务院发布《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规划（2012―2020 年）》，我们意识

到，节能减排是大势所趋，油耗大、污

染重的火车头，必须要进行绿色化改

造。”华车能源科技董事长高兆颖说，

经过认真思考，公司决定将研发电动

轨道机车作为绿色转型方向。

公司科研人员从零起步自主研发

电动轨道机车。“电动机车关键是‘三

电’技术，即电控、电驱、电池。”高兆颖

说，“其中，电控是核心也是难点，它要

将机车所有系统进行融合，好比机车

的‘大脑’。”

怎样塑造机车“大脑”？如何将上

百套独立系统融合？面对几千个主要

部件、上千道技术难题，研发团队前进

的每一步都是一项挑战。“虽然可以通

过计算机软件建模，但从模拟到实际

落地需要反复验证，工作量非常大。”华车能源科技研发部结构工程

师范建锋告诉记者。

他们遍访所能联系到的高校院所，聘请专家学者。1 年时间里，

他们走访了 15 个省份 120 余家企业，向这些企业取经。

“环境的温度、湿度，零件的宽度、锥度，每一项精密配置及微小

变化都是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华车能源科技研发部电气工程师王

东说。比如，蓄电池是电动轨道机车的重要部件，当时，他们要研发

的大容量、大功率动力电池组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通过反复研

究、多次试验，新型电池组终于研发成功。

为了加快科技创新，华车能源科技拿出总产值 30％的资金投入

研发。2016 年，第一代新能源轨道机车顺利下线，节能率达到 90％，

每台车每年能节约 200 多万元运维费用。

电动轨道机车面世后，销量不断增长。华车能源科技继续加快

研发脚步，不断完善技术，第二代、第三代电动轨道机车相继推出。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不断进步。在生产中我们注意到，蓄

电池在制作回收过程中也存在一定污染，于是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个

问题，真正实现零污染。”华车能源科技总经理王纯说，公司推出的第

四代新能源轨道机车产品——氢电机车通过氢燃料电池发电，从源

头到末端实现零污染、零排放。

“目前，我们正在全力建设日照市企业技术中心、日照市技术创

新研发中心等多个平台，加快抢占绿色减碳新赛道，争当绿色发展的

‘火车头’。”高兆颖说。

隆 冬 的 黑 龙

江已是冰天雪地，中

国龙江森林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江森工

集团”）柴河林业局有限公司蔬菜种

植基地的韭菜大棚内却一片翠绿。“咱们的

韭菜长得好、卖得好，这个冬天种了 27 个

暖棚，预计总产量可达 1.5 万公斤以上。”集

团林木种苗经销处副经理孙海荣说。

龙江森工集团森林经营面积为 658.56

万公顷，占全省土地面积的14.5%，广袤的森

林是东北“大粮仓”重要的生态屏障。龙江

森工集团所属林区也是全国重点国有林区

和森林工业基地。“守住绿水青山、实现永续

发展”是一代代森工人不懈奋斗的目标。

构建大产业格局

近年来，龙江森工集团发挥生态、资源

和规模优势，通过产业投融资运营，带动生

态建设、产业经营、林业投资 3 个板块有机

融合，逐步构建起以营林产业、森林食品、

种植养殖、旅游康养、林产工业为主导的现

代产业体系。

近日，龙江森工集团所属黑龙江省绥

棱林业局有限公司考察团到某公司实地参

观汉麻加工、生产，并洽谈合作。

“我们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全力做好

优质汉麻种植和深加工。”绥棱局公司董事

长张云说，公司将稳步推进种植结构调整，

以点带面着力发展汉麻种植、加工、销售。

“我们在汉麻种植上有天然优势，可以提供

优质的汉麻原料，把绥棱林区打造成汉麻

种植核心区、加工集聚区。”

龙江森工集团所属各林业局公司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做强传统产业，发力新兴

产业。

发酵、包装、装货⋯⋯黑龙江省柴河林

业局有限公司酱菜厂内，员工干劲十足。

“我们腌制的乳酸菌酸菜很受市场欢迎，一

批 2 万斤的酸菜刚刚销售一空。”柴河局公

司酱菜厂生产负责人张胜岱告诉记者，除

了酸菜，一系列具有柴河林区特色的酱菜

产品也将陆续推出。

为了开辟新的增收途径，黑龙江省亚

布力林业局有限公司还建立起集绿化苗木

产业前沿信息发布、展示、交易和物流等功

能于一体的绿化苗木购销平台，苗木的产

销融合、供需可实现无缝对接。目前，绿化

苗木经营收入超 320 万元。

龙江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冠

武说，龙江森工集团将着力构建森工大产

业格局，包括继续推进中药材产业发展，打

造龙江中药材种植、仓储、加工、交易集散

地；推进森林农业，加快发展森林食品产

业，当好百姓的“菜篮子”“果园子”；推动森

林旅游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旅游产

业优化升级；壮大营林绿化产业，打造面积

最大、品质最高、品种丰富的国有生态苗木

基地。

数字经济助发展

龙江森工集团坚持以科技提升林业发

展，以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带动国有林

区生态建设的科学化、产业发展的优质化、

经营管理的现代化。

近日，黑龙江省苇河林业局有限公司

森农肥业分公司第一批产品正式下线。“我

们生产的掺混肥具有保根促根壮根、改良

土壤环境、提高肥料利用率、抑制病虫腐

害、提高作物产量等特点。”森农肥业分公

司经理李文龙介绍，公司生产的掺混肥建

立了高质量原料采购渠道，实施“肥对地”

高标准肥料配比与融合，产品质量过硬。

森农肥业分公司是集农业肥料研发、

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公司。为

了提升科研实力，公司与东北农业大学等

农业科研机构开展合作，通过测土配方的

方式，生产出系列大豆、玉米、水稻专用掺

混肥，受到市场认可，一期订单就达 8000

多吨。

龙江森工集团各林业局公司将“智慧

林业”作为未来发展的方向，在科技赋能上

发力，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黑龙江省

林口林业局有限公司将新型遥感技术和传

统林学融合，研究出新一代地理信息系统、

传感器技术、移动计算处理技术及人工智

能技术等，推进林地“一张图”森林资源管

理信息平台建设，让森林经营工作全面步

入科学化、智慧化的发展轨道。

龙江森工集团将继续深化与高等院校

及有关单位的交流研发合作，组建跨领域、

大协作、高强度的创新基地和创新联合体，

还将加强与智库、专家的沟通协作，加大产

品研发力度，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促进产

品提档升级。

技术应用筑优势

黑龙江省亚布力林业局有限公司的宝

山林场盛产食用菌，是远近闻名的“黑木耳

之 乡 ”。 这 里 的 食 用 菌 基 地 占 地 面 积 达

275 亩，年产食用菌 3500 万袋。

利用这一优势，宝山林场大胆探索培

育羊肚菌，经过配方改良，利用自培菌种和

引进菌种进行接种，提高了产量。目前已

建成羊肚菌基地 960 平方米，羊肚菌亩产

可达 500 公斤。

“经过多年的研究实验，我们攻克了东

北黑土人工种植羊肚菌的难题。”宝山林场

党支部书记李振华说。目前，亚布力局公

司已把羊肚菌种植列入公司重点产业项

目，打造优质食用菌品牌。

未来，龙江森工集团将建立“种、药、

肥、技、险、耕、种、防、收、销”全程现代化托

管体系，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控、可视、可预

测。龙江森工集团将充分发挥林区资源禀

赋和区位优势，在生态农业、苗木产业、农

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主动对接市场需求，

打破地域局限，抓好技术应用，做实产业项

目，积蓄发展动能，用全局视野、长远眼光

谋划发展，不断推动产业转型与绿色发展

深度融合，打响森林经济品牌。

位于四川西昌钒钛产业园区的攀钢集团西昌钢钒有限公司致力于打造智慧炼铁控制中心，实现钒钛矿冶炼由

“经验化”向“数字化”转变。图为在钒钛矿冶炼过程中，多个生产线以机器人为核心，融合自动化控制技术、信息集

成技术及智能装备技术、仿真技术等，进行无人化作业。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山东华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在对纯电动智能轨道机车进

行检测。 刘 成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