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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梦泽

2021年第一天，继特斯拉Mod⁃
el 3 之后，特斯拉上海工厂生产
的第二款全新车型，中国制造特
斯拉Model Y正式开售。此次，特
斯拉共推出了中国制造Model Y
Performance高性能版与长续航版
两个版本。与此同时，国产Model
3标准续航版迎来改款，升级版起
售 价 保 持 24.99万 元 起 不 变 。 此
外，特斯拉还推出了Model 3 Per⁃
formance高性能版，售价33.99万元
起。

事实上，从2019年1月份特斯拉
超级工厂在上海动工，到2020年1月
份，中国制造Model 3正式交付，再
到本月特斯拉Model Y开售，特斯拉
以一年为节点，频现“中国速度”。
而此番Model Y的推出，不仅直接杀
入国产新势力主力车型的价格区
间。

更为重要的是，凭借其强大的
品牌号召力，以及与奔驰GLC、宝马
X3、奥迪Q5等豪华中级SUV旗鼓相
当的售价，必将对燃油车市场带来

巨大冲击。

特斯拉今年销量
有望冲击30万辆

《证券日报》记者登录特斯拉中
国官网显示，国产Model Y推出的高
性能版和长续航版两款车型，高性
能版起售价为36.99万元，较此前预
售价53.5万元下调了高达16.51万
元；长续航版起售价为33.99万元，较
此前预售价48.8万元下调了14.81万
元。而就在发布降价消息后，特斯
拉官网甚至一度“瘫痪”。

据特斯拉官网显示，全新的中
国制造Model 3，与此前的版本相比
在外观、内饰、舒适性和能量效率均
进行了优化。热泵系统的加入，进
一步优化了车辆能耗表现。作为另
一款市场关注的新品，Model Y与
Model 3基于同平台研发，且二者共
享的零部件达75%。用特斯拉CEO
埃尔隆·马斯克的话来形容，Model
Y是一款“大家都能买得起”的紧凑
型SUV车型。

有特斯拉北京体验店工作人员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降价消息发布后，咨询相当火
爆，好多人甚至连车都没看到就直
接预订。“因为预订单太多，多久能
提车现在不能给出准确的时间。但
应该在第一季度能交车。”上述人员
向记者透露。

随着特斯拉Model Y的上市销售
以及Model 3全新改款，外界对于特
斯拉2021年的销量充满期待。据乘
联会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前11个
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含纯电动和
SUV）的累计零售销量为90.48万辆，
而中国制造Model 3在华销量则高达
11.16万辆，仅一款车型占有率超过
了全行业总销量的12%，稳坐中国市
场的纯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冠军。

此番Model Y大幅度调价，无疑
将吸引更多普通购车者。马斯克曾
表示，Model Y作为跨界车辆可能未
来在口碑方面会超越Model 3，他预
测随着特斯拉在中国和德国工厂产
能的提高，Model Y的销量可能会在
2021年超过其他特斯拉旗下车型。

对此，全国乘联会秘书长崔东
树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我国市

场对SUV车型接受度更高，也更为畅
销，所以Model Y在国内销量数据大
概率会好于Model 3。特斯拉在国
内今年有望冲击30万辆销量大关。

降价战略
冲击豪华轿车市场

据记者观察，从市场竞争上来
看，中国制造Model Y在产品的定
位、价格上，与同为溜背造型的中级
SUV蔚来EC6存在直接竞争关系。
EC6目前在售的三款车型，补贴前售
价分别为36.8万元起、40.8万元起和
46.8万元起，起售价格略高于国产
Model Y。国内造车新势力与特斯
拉新一轮的产品与价格对垒，将在
市场的崭新考验中得到检验。

“毫无疑问，EC6和Model Y是直
接竞争的。”蔚来汽车董事长李斌此
前就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坦言，蔚来彼时推出EC6，一方面是
进一步扩充更广的用户人群，尤其
是80、90后用户群；另一方面就是阻
击特斯拉的Model Y。

业内普遍认为，去年全年，凭借

特斯拉Model 3的持续降价，已经在
B级豪华轿车市场撕出缺口，实现月
销量破2万辆的佳绩，极大地冲击了
奔驰A、宝马3系、奥迪A4等B级轿车
市场。

“特斯拉正在积极上攻豪华品
牌，并希望将这一战果在SUV市场复
制。”新浪财经专栏作家林示告诉记
者，相比对于造车新势力的冲击，
Model Y上市后真正挑战的其实是
奔驰GLC、奥迪Q5L及宝马X3等豪华
品牌的中级SUV。

在李斌看来，蔚来要做的是让
用户从汽油车转向电动车，不管是
特斯拉还是其他车企，既是对手，更
是队友。“电动车的市场规模还很
少，现在主要还是要去抢传统燃油
车的市场份额。所以，不同的车企
都有着自己的机会。”崔东树也表达
了类似的观点。

“电动汽车已经即将突破临界
点，包括产品、政策和用户等方面的
成熟。”李斌对记者表示，在这轮汽
车电动化浪潮下，我国2025年新能
源汽车新车25%的总销量占比目标
不难实现。

Model Y剑指传统豪华燃油车市场
特斯拉吹响纯电动车普及号角

本报记者 张 敏

2020年12月31日，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发布消息称，国药集团旗
下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已获得国
家药监局批准附条件上市。国药集
团的新冠疫苗保护率为 79.34%，实
现了安全性、有效性、可及性、可负
担性的统一，达到世界卫生组织及
国家药监局相关标准要求。

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徐南平在发
布会上介绍，我国 5条技术路线 14
个疫苗进入临床试验，3条技术路线
5个疫苗进入Ⅲ期临床试验。

目前，产能是新冠疫苗实现大
规模接种的掣肘，未来，其他国产疫
苗是否有望加速在国内上市？对
此，《证券日报》记者询问了疫苗研
发企业康希诺生物新冠疫苗研发情
况，公司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一切
以公告为准。

在新冠疫苗备受市场关注之
际，资本市场也给予了生物疫苗股

“力挺”。同花顺数据显示，2020年，
生物疫苗概念股中18家年内涨幅超
50%，其中包括万泰生物、康华生物、
智飞生物等在内的10家上市公司股
价已经翻倍。此外，在疫苗备受关
注的情况下，资本也加速涌入这个
领域。

新冠疫苗获批上市
多地已启动接种

我国首批新冠疫苗已经在多地
启动对重点人群进行接种。

目前，北京市已经启动新冠疫
苗的接种工作，预计将于 2021年春
节前对涉及进口冷链物品的口岸一
线海关检验检疫人员，及口岸装卸、

搬运、运输等相关人员等9类重点人
群完成新冠疫苗紧急接种。

1月 3日，《证券日报》记者向丰
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询问
了解到，目前新冠疫苗的接种刚刚
开始，针对的对象主要是高风险人
群，尚未接受个人接种新冠疫苗的
情况。至于何时对个人接种新冠疫
苗放开，尚未接到通知。“目前都是
指定单位工作人员来接种”。工作
人员向记者介绍。

在业内人士看来，如果实现大规
模接种，可能要考虑到企业目前的产
能。在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对有效疫
苗的迫切需求面前，短期内，全世界
新冠疫苗的需求必然大于供给。

据记者了解，国药集团中国生
物分别在北京和武汉建成的新冠灭
活疫苗高等级生物安全生产车间，
预计2021年产能达到10亿剂以上。

此前，科兴生物对外公布的信
息显示，旗下子公司北京科兴中维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下称“科兴中
维”）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新冠疫苗
生产线年生产能力超3亿剂，计划在
2020年底之前完成建设的第二条生
产线投入使用后将使克尔来福™的
年生产能力提高到 6亿剂以上。根
据市场需求情况和可用资金情况，
公司将来还可能进一步扩大产能。

记者从康希诺生物处了解到，在
产能建设方面，康希诺生物也一直在
积极布局，除了在推进其自有厂房的
建设，还在积极寻求合作伙伴，保障
新冠疫苗的产能及后续供应。

疫苗行业迈入黄金发展期
资本加速布局

以往，一款疫苗研发成功往往

需投资 10 亿元、耗时 10 年。而新
冠疫苗闪电研发进展突破了原有
的界限，也将深刻改变疫苗科学的
未来。

东北证券研报显示，新冠疫苗
或成为史上最重磅单品，潜在商业
化市场超千亿元。新《疫苗管理法》
落地，对疫苗产品进行“全生命周
期”监管，行业准入壁垒和集中度有
望进一步提升。国内疫苗企业研发
管线即将兑现，国产创新疫苗逐步
上市打开市场天花板；人口老龄化
背景下，成人疫苗市场有巨大发掘
潜力；后疫情时代，大众对疫苗产品
认知度显著提升，行业景气度高。

在此背景下，疫苗行业吸引资

本蜂拥而至。2020年 12月 7日，科
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宣布，科
兴中维获得超 5 亿美元资金用于
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克尔来福™
的进一步开发、产能扩展和生产，
以及科兴中维其他开发及营运活
动。投资方港股上市公司中国生
物 制 药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生 物 制
药”）及其关联方将获得科兴中维
约 15％的股份。

紧接着，总规模500亿元的上海
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于2020
年 12月 16日启动，并与康希诺生物
股份公司、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签署合作协议，三方将通
过各自在资本、科研、生产、供应等

方面的优势联动，加速推进疫苗产
业的发展。

复星医药去年11月份发布定增
方案，其中拟以 5.9亿元投资新型冠
状病毒 mRNA 疫苗、SurVaxM（重组
多肽疫苗）疫苗。此外，早在2020年
3月份，高瓴资本入局华兰生物旗下
华兰生物疫苗公司。

“疫苗行业也在升级发展，未来
国内疫苗行业发展趋势将从预防性
疫苗转移到治疗性疫苗的开发，如
肿瘤治疗性疫苗。对比海外市场，
中国的疫苗市场仍具有较大的发展
潜力，这也是巨头纷纷入局的原
因。”一位不愿具名的医药行业分析
人士向记者表示。

国产新冠疫苗正式上市 资本逐鹿千亿元市场
本报记者 李乔宇

争议之中，互联网买菜正在涌现出更多的玩法。
在围观了几日之后，家住北京市方庄地区的林

女士终于决定去小区楼下的互联网买菜地推摊位
去看看。在工作人员的热情招待下，刘女士最终以
两个西红柿为“报酬”下载了相关APP并加入了一
个名为京东七鲜会员群18的微信群。

“其实从单价来看并不算很便宜，但是群里会
分享很多拼单信息，也会分享一些优惠券。”刘女士
告诉《证券日报》记者，除了分发拼单信息与优惠信
息外，社群运营者也会定期分享心灵鸡汤以及气象
资讯提高活跃度。

通过添加社交平台运营社交电商只是当下互
联网买菜的一个缩影。社交电商的模式外，互联网
买菜正在涌现更多的“玩法”……

市场红利正在减少

事实上，通过社交电商为互联网买菜平台带货
并非新鲜事。

2019年初开始，资深社交电商运营者李海楠
通过运营微信社群来为每日一淘平台带货，在微信
群内分享蔬菜、水果等生鲜产品的优惠信息。他告
诉记者，他不但能够收取带货分成，还可以通过拉
新裂变获取管道收入。

“去年的时候整体好一些，好的一天能有2000元
左右的收入，差的时候个位数的时候也有。”李海楠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当然还有很多厉害的大团长，好
的时候一天一两万元，差的时候也有一天几千元”。

但随着巨头的涌入，这个领域的红利正在减
少。“巨头涌入固然会带动行业景气度，但当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入局时，行业的红利也可能就此消
失”。李海楠坦言。

李海楠的担忧不无道理。据记者了解到，社交电
商卖菜的赛道上正在变得越来越拥挤。一方面，传统
的生鲜电商以及零售企业仍在进行着社交电商的布
局；另一方面，在社区团购的推动下，阿里、美团、京东
等互联网巨头正在强势分羹社交电商市场份额；此
外，新玩家的涌入也正在进一步稀释市场红利。

值得一提的是，阿里、京东等电商平台外，行业
外的互联网巨头正在推动互联网买菜的新的“玩
法”的出现。

记者了解到，滴滴正在将地推的经验复制至社
区团购；快手正在通过直播的方式切入互联网买菜
赛道；美团优选则是学习兴盛优选的“开发新团长分
销模式”，与“不同商品不同佣金打法”两种模式融
合；掌握物流渠道的部分快递企业也在直接或间接
入局社区团购，从同城配送的角度入局互联网买菜
市场；掌握业主资源的物业机构也在跃跃欲试……

对于入局者而言，这并非仅意味着几捆大白菜
几斤水果，而关乎流量的重新洗牌。

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互联网买菜是一次流量
重构的新机会。另有某电商从业者对记者表示，互
联网巨头加码买菜业务从本质上意味着对于流量
重构的期待。“电商巨头对于社交电商等早就有所
布局，对于生鲜电商业务也早有涉足，但是高端生
鲜品类具有明显的天花板。”该从业者表示，“因此，
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是一次流量重构的机会”。

线上买菜有望由点及面

上述电商从业人士进一步指出，无论盒马鲜
生、每日优鲜还是其他生鲜电商品牌，他们原本的
布局方向主打高端，但这样就出现两大弊端。“一方
面，高端蔬果损耗率高，对于仓储以及物流都有较
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高端蔬果的目标用户群体较
为局限。”该人士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从二、三线
乃至低线城市做起的互联网买菜业务有望为相关
企业打开新的市场，带来新的增量。

据公开资料显示，滴滴旗下的橙心优选进军西
南成都；美团旗下的美团优选将第一战定在了山东
济南；饿了么选择了河南郑州；拼多多旗下的“多多
买菜”首批试点城市为武汉以及南昌……

值得一提的是，如是背景下，亦有地方政府悄
然布局互联网买菜业务。据记者了解到，日前，青
岛国信、阳光创投、青岛市政府引导基金组成联合
投资主体，向每日优鲜战略投资20亿元。据悉，这
是迄今为止生鲜电商在地方落地的最大规模战略
投资。

“每日优鲜将立足青岛，辐射全国。”据每日优
鲜方面告诉《证券日报》记者，“每日优鲜一直在积
极地布局菜市场，以青岛为样板，我们将进一步升
级民生菜市场，让老百姓的菜篮子工程能够有实实
在在、扎扎实实的升级”。

“目前来看，很多互联网巨头布局互联网买菜
都是从下沉市场开始的，未来一定会以单个城市为
中心店辐射扩张，并逐步切入一线城市。”上述电商
从业者表示。

“社区团购等互联网买菜的模式发展迅速，受到
多方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行业发展和革新，
也为消费者带来了一定便利和实惠。”达达集团副总
裁何辉剑对《证券日报》记者谈道，但无序扩张而来
的乱象亦不容忽视，行业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何辉剑指出，从供给看，生鲜供给分散，主要供
给呈现本地化特点，难以进行供应链整合形成全国
优势；从履约看，社区团购等模式目前基本为次日
达模式，属于计划性履约，如迭代为当日达/小时
达，其依靠周边供应链，履约成本、拉新成本、sku供
应链成本将较高。“中国已进入微距电商时代，传统
零售业的电商化以及微距化，即实现一小时达的即
时零售化，这是一个最大的机会。”何辉剑补充道。

在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看来，巨头切入互
联网买菜领域最大的风险点在于可能会引发恶意
竞争，但随着监管的加强，互联网买菜有望成为经
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积极现象，未来信息化技
术有望在买菜乃至农业生产链上各个环节发挥更
重要的作用。

互联网巨头期待流量重构
线上买菜有望由点及面

本报记者 王 僖

1 月 2 日，山东重工集团召开
“大干 100 天”领导干部动员大会。
《证券日报》记者获悉，山东重工集
团 2020 年度全球汇总收入首次突
破 5000亿元，同比增长 25.4%；实现
利润总额首次突破 200 亿元，同比
增长 13.1%。目前，山东重工集团
旗下各企业已确定 2021 年预算工
作，山东重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谭旭光表示，上半年商用车和工程
机械行业将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延
续当前的良好发展态势，因此，山东
重工集团提出“大干 100 天”，一季
度将按照实现全年预算的 1/3分解
落实任务，以确保实现全年预算指
标。

“量”上提升
“质”上实现大突破

2020年12月28日，山东重工集
团旗下潍柴集团官宣其2020年度全
年累计产销各类发动机突破 100万
台，在行业引发关注；12月 29日，旗
下中国重汽集团官宣其年产销突破
50万辆新纪录，为中国重汽的 2020

年画上了句号。2021年1月2日，山
东重工集团也交出了收入、利润双
创历史新高的2020年度成绩单。

对于 2020 年全年汇总收入首
次突破 5000 亿元、利润首次突破
200 亿元的双创新高的成绩单，谭
旭光表示，这是集团上下共克时艰，
打赢了疫情防控和高质量发展双战
役的成果。谭旭光说，发动机业务
正月初三正式开工，在全行业率先
复工复产，这才确保了 2020年全年
商用车市场逆势增长的产业链供
给。

作为一个国际化跨国集团，
2020年度山东重工集团还有效克服
了受海外疫情影响的业务下降，通
过国内大循环仍然取得了高速增
长。数据显示，2020年山东重工集
团国内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7.3%，国
内利润同比增长 35.4%，“这也再一
次体现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对一个中国的国际化企
业集团的重大战略意义。”谭旭光
说。

具体来看，山东重工集团 2020
年实现了整车整机的战略落地，商
用车产销首次突破 70万辆，同比增

长 46.2%，其中，重卡突破 50万辆，
同比增长42.4%。各类工程机械2.6
万台，同比增长 12%。潍柴发动机、
法士特变速箱、汉德车桥年产销全
部突破100万台套。

不仅“量”上实现大提升，“质”
上也实现大突破。2020 年 9 月份，
潍柴动力推出全球首款热效率突破
50%的商业化柴油机；2020年9月16
日，中国重汽全新一代高端“黄河”
重卡和 11月 11日陕重汽自主正向
X6000高端重卡成功发布。此外，氢
燃料电池发动机广泛应用，取得了
显著效果；液压动力总成开始批量
投放市场。

近年来，山东省大力实施新旧
动能转换，2020年以来，山东重工集
团投产系列重大项目，跑出了新旧
动能转换的“加速度”。据了解，山
东重工（济南莱芜）绿色智造产城
园、潍柴（潍坊）新百万台数字化动
力产业基地项目在疫情防控关键时
期率先开工后，其中的中国重汽智
能网联重卡一期项目实现当年开
工、当年投产。德国凯傲叉车项目、
中国重汽智能网联重卡二期项目提
前开工。此外，陕重汽 10万台重卡
扩能项目、法士特年产 20万台 S变

速器智能工厂项目正在加紧建设。
潍柴林德液压产业园、氢燃料电池
发动机工厂、大缸径高速高端发动
机项目等陆续投产，其他项目正有
序推进。

抢抓一季度
实现全年预算1/3分解任务

对于 2021年的市场，有分析人
士指出，商用车市场高速增长后，大
概率会回归理性。

对此，谭旭光在 1月 2日的大会
上表示，“从目前各方面的分析预测
来看，上半年商用车和工程机械行
业将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延续当前
的良好发展态势。所以我们必须全
力以赴抢抓上半年机遇，大干 100
天，实现新跨越。”

对于山东重工集团各企业如何
完成目前已经确定的2021年预算工
作，谭旭光首先在整体上要求要“抢
抓一季度”，通过大干100天，在一季
度实现全年预算的 1/3分解落实任
务；其次是要加快从营销驱动向产
品驱动转型。“中国重汽‘黄河’重
卡、陕重汽X6000、潍柴全系列发动
机、法士特AMT等新产品导入要确

保一炮打响，尽快上量，树立高端品
牌形象。”谭旭光说。

但与此同时，谭旭光也强调提
升风险防控能力的重要性，“任何企
业绝不允许为上量而造成大量逾期
应收，绝不允许因高产而造成批量
库存积压。”

在研发上，山东重工集团提出
今年的研发投入要在2020年基础上
再翻一倍；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
全方面，谭旭光提出，各企业要全面
系统梳理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做好
关键核心零部件的战略储备，加快

“备胎”供应商布局和国产化落地，
确保绝对安全可控，决不允许任何
企业出现供应链断裂问题；在产品
质量控制方面，则要挑战“零缺陷”，
通过加大自动化、智能化投入，全面
提高自动化水平，并全面导入国际
通用的质量衡量指标，以及完善质
量追溯索赔机制。

而对于海外资产的风险防控，
谭旭光表示，尽管集团的欧美企业
受疫情影响效益大幅下降，但仍处
在可控状态，“我们会协调全球资
源，全力支持海外企业渡过难关，尽
快高质量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秩
序，绝不能出现亏损”。

山东重工集团2020年收入、利润双创历史新高
董事长谭旭光表示抢抓机遇实现新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