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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梦泽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6月27日，今
年年内累计已有37家汽车整车和零部
件上市公司发布定增预案，相比去年同
期的16家大幅增长，计划募资总额不超
过485.84亿元。而值得关注的是，这些
再融资多指向新能源汽车各领域。

作为国内客车头部企业，6月8日，
安凯客车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上市公告书，公司向控股股东江淮
汽车募集资金10亿元，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9.89亿元，将全部用于公司偿还
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定增
后，江淮汽车持有安凯客车股份比例
由25.20%增加至41.61%，控制权得到
进一步巩固。

对于上述定增，安凯客车董事长
戴茂方表示，本次定增完成后，公司净
资产负债率有望降至70%左右。“定增
是安凯客车实现转型的第一步，财务
数据的优化将增强我们供应商的信
心。电动载货汽车若能转型成功，将
形成安凯客车纯电动物流车体系，也
将丰富江淮集团的产品体系。”

基于对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长期看
好，进而选择定增加码新项目的不仅
只有汽车整车企业。

6月12日，国内大型压铸件龙头企
业文灿股份发布公告，其定增方案获
得上交所审核通过。去年5月份，文灿
股份筹划定增，拟募资不超过35亿元
用于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
建设，并补充流动资金。文灿股份认
为，实施定增募投项目，可以抓住市场

机遇，巩固扩大先发优势。受益于新
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兴起，2022年，文
灿股份经营业绩大幅增长。

今年2月份，主营汽车发动机及其
他零部件的生产的东安动力发布公告
称，拟向控股股东中国长安以及战略
投资者福田汽车定增募资不超过3.9
亿元。据《证券日报》记者观察，东安
动力本次定增最大看点莫过于引入了
战略投资者福田汽车。在东安动力方
面看来，引入福田汽车作为战略投资

者，双方将会产生协同效应。
据东安动力公告，双方将在汽油

发动机研发、发动机购销合同以及产
业链资源等方面展开合作。同时，东
安动力拟以现金方式收购福田汽车持
有的北京智悦60%股权，将双方合作
层面由业务往来上升至股权合作，建
立深度绑定的上下游关系。此外，包
括爱柯迪在内多家汽车零部件上市公
司年内通过定增募资投建新能源汽车
零件项目，以期在新能源汽车红利期

加速转型布局。
“从预案披露的募集金额可见，新

能源汽相关企业普遍需要资金补血，
几亿元、十几亿元的定增预案层出不
穷。”德基先进制造与出行产业合伙人
张帆表示，定增对于汽车产业链上市
公司非常必要。一方面，能够缓解流
动资金压力，改善可周转资金和盈利
能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企业
的融资能力，为上市公司布局新项目
和新业务的开展提供更大空间。

年内37家整车与零部件上市公司谋定增
加大新能源汽车领域投入

本报记者 张晓玉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
发展，作为电气化转型过渡的插电混
动技术成为市场讨论的热点。今年以
来，无论是自主品牌车企，还是合资车
企，都纷纷加快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产品上市进程。

6月26日晚间，长城汽车宣布中大
型豪华越野新能源SUV坦克500 Hi4-T
正式上市。长城汽车坦克品牌CEO刘
艳钊表示，后续，坦克全家族车型都将
陆续搭载Hi4-T技术，全面进阶越野
新能源时代。

Hi4-T技术加持
坦克挑战“越野+新能源”

面对新能源发展大势，主流车企正
加速布局新能源产品转型。就越野品
类而言，目前新能源越野车还无法达到
越野的及格线，只能算是具有一定越野
能力的四驱SUV，想要完美兼顾越野的
硬派可靠、电的低能耗与多场景出行，
仍是行业技术的“卡脖子”难点。

刘艳钊表示，发动机高效工作区
间一般位于中低转速、中高负荷的狭
窄范围，在复杂的运行工况下，汽车运
行功率需求难以完全匹配发动机最佳
工作区间。而混动车利用电驱系统实
现了“削峰填谷”，保证发动机更多的
在高效区间工作。

现阶段，以电为主的新能源越野
车，存在电机无法持续峰值输出、解耦
的四驱系统动力输出不完整、电池容
量与重量矛盾、馈电状态下性能衰减
严重、结构设计的安全隐患问题等五
大不可忽视的技术难题。

对此，刘艳钊表示，坦克品牌迎
难而上，坚定选择“越野+新能源”技
术路线，打造了越野超级混动架构
Hi4-T，为用户创造有纯正越野能力
的新能源车型，拒绝拼凑以牺牲越野
性能为代价的产品。

目前，长城汽车正逐步推动旗下
品牌实现电动化。前期集中于欧拉品
牌，去年将哈弗转型为新能源SUV品
牌，同时坦克也借助Hi4-T推出PHEV
版。全新Hi4技术的首款搭载车型是
哈弗枭龙MAX，这是长城汽车转型新

能源的战略车型。
刘艳钊表示，目前，坦克累计销量已

经突破25万台，在中国越野市场的占比
高达60%。随着坦克500Hi4-T的正式
上市，以及坦克全面进入新能源时代，坦
克品牌将继续开拓越野新能源领域。

车企相继布局
混动技术百花齐放

事实上，除了长城汽车外，自主车
企中的吉利、长安、比亚迪、奇瑞、广
汽、上汽等车企，都抛出了各自的混动
发展计划，发布了混合动力技术平
台。此外，日产、本田和丰田也通过中
国的合资公司加码了电混新品投放。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新能源
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混动技术是一个成熟
的技术路线，在日本、美国、欧洲已经
推动有20多年了，像日本丰田混动技
术车型销量超2000万辆。中国混动技
术因为没有补贴一直发展缓慢，今年
新能源‘国补’政策将退出，混动车型
会迎来一个新的机会。”

在业内人士看来，相比纯电路线，
混动汽车或收益更多，配合双积分政
策，混动汽车迎来高增长黄金时期。

从近期来看，混动车型销量快速
攀升。乘联会数据显示，1月份至5月
份，纯电动汽车销量约为164.28万辆，
同比增长24.3%；混动汽车销量约为
77.83万辆，同比增长97.2%。

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亦曾在
2023中国汽车重庆论坛发言时表示，
到2030年，国内纯电动、插电式混合
动力和燃油车的比例很可能是4:3:3
或3:4:3。

方正证券分析师段迎晟表示，传
统车企加快混动技术研发及混动车型
布局，有望复刻2011年至2020年国内
A级SUV市场节奏，由“你有我有”竞争
格局演变成“你有我优”。预计今年，
混动化转型全面的车企有望凭借先发
优势确定领先地位，未来，各车企混动
车型矩阵布局完成，消费者对混动车
型需求将逐步转向燃油经济性、动力
性、产品成熟度等指标。未来燃油车
竞争将转向混动车竞争，新一轮市场
格局迎来重塑。

混动车型销量快速攀升 车企竞相布局

本报记者 贾 丽

5G商用牌照正式发放已有4年，如
今中国5G正加速向垂直领域渗透，并
进入发展的下半场。

6月27日，在5G发展创新论坛上，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闻库表示，
4年来，中国5G发展历经战略布局、系
统推进、应用落地三个发展阶段。5G
商业化成就显著，虚拟专网建设、充足
的频率资源供给等支持中国5G在世界
发展取得高质量成效。当下，5G新兴
应用层出不穷，直播带货等沉浸交互快
速发展，网络持续下沉覆盖到农田，矿
山、港口等产业，并在工业互联网应用
上均配备了强大的5G设备。目前，5G
发展进入下半场，5G-Advanced（5G的
扩充与增强，也称“5G-A”或“5.5G”）加
速迈向商用。

同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公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份，我国5G基
站总数达到284.4万个，占移动基站总
数的25.3%，县级以上行政区覆盖率达
100%。5G行业虚拟专网建设加速，截
至今年3月份，5G行业虚拟专网建设总
量超1.6万个，覆盖工业、港口、能源、医
疗等多个领域。

二级市场上，5G概念股表现活跃，
6月27日，华脉科技、东方通信、通宇通

讯等多股涨停。

5G商用发展驶入快车道

当前，我国网络建设已达到全球领
先水平，5G商用发展驶入快车道。

随着应用边界逐步拓宽，5G商用也
进入新的阶段5G-Advanced。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表示，目前，5G
发展已经进入下半场。作为5G和6G之
间的演进技术，5G-Advanced将进入承
上启下的关键阶段，“5G增强标准已初步
实现空天地覆盖，丰富车联网场景。”

5G-Advanced也将有效支撑5G应用
规模和数字化创新发展。闻库表示，在
标准数量上、世界标准知识产权贡献上，
中国5G均跑在前列，5G进入升级新阶段，
5G-Advanced正在加速深化技术创新，
带动新一轮数字经济爆发式发展。

而在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5G商
用还面临多重挑战。闻库认为，5G速
率仍需提升，还有众多场景待完善，要
注重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及产业生态化，
孵化垂直应用加速成熟，从而实现5G
商用更大规模的创新发展。

对于推动5G在新阶段应用规模化发
展，王志勤建议，适度超前部署，夯实基
础设施底座；分业分类施策，加快应用规
模扩散；建强产业体系，推动业态融通创

新；增强主体能力，畅通生态融通渠道。

多巨头在核心环节取得突破

当下，运营商及华为等通信企业加
持下的数字人直播带货及通信、汽车精
密制造、云手机等新兴应用也快速发展。

华为也公布了5.5G创新的最新进
展，其与产业多个生态方打造的汽车制
造柔性生产线也在近日揭幕。据了解，
华为正借助5.5G，加速进入精密制造、
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

“华为与合作伙伴将跑出新的加速
度。”华为无线网络产品线总裁曹明表
示，5G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仅用三年
时间就完成4G六年的发展。华为以
5G-Advanced高质量通信保证产线高
稳定运行；同时，在工业领域，与5G新
技术结合，吊车摄像头可实现物流中
75%装卸效率提升、高清摄像头可减少
60%矿下工作。

他认为，6G最早可能在2030年到
来，在这之前5G将持续拓展边界，5.5G
将发挥联人、联行业、联车、联感知等更
重要作用。

除了运营商、华为等企业在5G赋
能工业生产核心环节逐步形成突破，高
通也表示将借助5G与国内企业联合布
局车载等市场。“汽车正加速电气化发

展，高通芯片在车联网、智能座舱、车云
协同正广泛应用，部分可以支撑100亿
参数大模型，高通将与中国厂商共同加
速移动生产系统创新。”高通产品市场
副总裁孙刚表示。

“随着5G应用推广，通信企业可以
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汽车个性化需求、
数字化企业对工业产品的定制需求。
在产业链建设方面，未来企业需要加强
供需对接和工作协同，尽早攻克芯片技
术等问题。”首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
会理事肖旭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据了解，在5G-Advanced应用上，
华为与中国移动还推出了云手机，借助
5G网络提供算力服务，将本地存储、计
算、渲染迁移到云上，通过操作系统实
现端云交互。

“5G发展已进入产业升级、融合演
进的新阶段，未来3年至5年是中国乃至
全球5G应用规模化的关键时期。”中国
通信工业协会副会长韩举科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下半场，
5G-Advanced在工业、企业端的技术潜
力将快速释放，运营商及通信企业加速
向云计算、数据中心等领域攻城布局，
并联合技术创新，推进3D裸眼、立体显
示、云端、车联等应用高速发展，产业链
企业应抓住5G-Advanced应用创新和
生态完善发展的新机遇。

5G发展进入下半场：
我国基站数已超280万个 5G-A加速迈向商用

本报记者 贺 俊
见习记者 寇佳丽

6月27日，南方精工涨停收盘，
收盘价18.85元，近7个交易日共收获
5个涨停板。在政策、AI和机器人产
业加速发展、RV减速器配套轴承加
速国产替代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公
司股价稳步上涨。

此前，在与投资者的互动中，南
方精工表示，公司与国内两家头部
减速器厂商合作开发的新型减速器
相关样品已送至特斯拉，试验结果
良好，获得较高认可。

“由于签署了保密协议，无法公
布两家头部企业的相关信息，给特斯
拉的样品最终结果如何也还要等待
相当长一段时间，难以预测。我们的
主要产品一直在工业领域，尤其是离
合器、轴承、机器人零部件等。公司
一直与业内龙头企业有合作，比如双
环传动、中大力德、秦川机床等，有些
项目甚至从2017年就开始了。去年，
针对RV减速器，公司相应零部件出货
总价值达560多万元。”《证券日报》记
者以投资人身份咨询时，南方精工相
关负责人如此回应。

减速器板块整体表现良好

机器人产业链的下游为机器人
应用或机器人集成，代表上市公司
有博实股份、恒为科技等；中游为机
器人本体，比如埃斯顿、沈阳新松机
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机
器人三大核心部件，上游可分为伺
服系统、减速器、控制器三大板块。
南方精工是减速器板块的龙头企
业，其主要产品之一是轴承，即为减
速器的关键组成部分。

不只南方精工，A股减速器板块
近期整体表现良好。《证券日报》记
者梳理发现，6月15日开盘至27日收
盘，新时达、秦川机床、双环传动、绿
的 谐 波 累 计 涨 幅 分 布 为 57.0% 、
32.6%、14.7%、12.8%。6月27日，该
板块内有18家公司股价上涨，涨幅
超过5%的有4家。

有分析人士称，资金的流入有
助于减速器国产替代的加速推进，
促进国内企业市场份额不断增加，
使国外生产企业面临更大竞争压
力，有利于国内减速器产业技术水
平和产品质量的整体提升。

上市公司破局关键在创新

减速器品种多样，以工业机器
人为例，主要有谐波减速器、RV减速
器、行星减速器、微型摆线等。

“与其他减速器比较，谐波减速
器传动力较高，质量较轻，RV减速器
传动力较大，抗冲击力强，二者的传
动精度相对更高。工业机器人要求
重复定位精度高，因此对这两种减
速器的使用更普遍。”重庆交通大学
教授、重庆市机器人与智能装备产
业联合会副秘书长董绍江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贝哲斯咨询调研显示，2022年，
全球工业机器人减速器市场规模达
到了237.83亿元，而同期中国工业机
器人减速器市场规模约为71.37亿
元。

“2022年，国产工业机器人谐波
减速器与RV减速器的用量比为1.39:
1，两种减速器的国产化份额共计
41%左右，国产替代空间仍较大。”高
工机器人产业研究所所长卢瀚宸对
记者表示。

“公司正在推进外购减速器的
国产化进程，我们本身并不生产减
速器。目前，轻负载（35KG以下）机
器人，基本上都使用国产减速器，但
35KG以上载重机器人大部分还是使
用进口减速器。”记者以投资者身份
咨询时，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这样回应。

对此，董绍江进一步表示，技术
创新需要时间和耐心。“除轴承外，
齿轮、润滑油、封装等对工业机器人
减速器来说都十分关键，细说起来
还与材料、精准度有关。技术创新
不仅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还可能长
时间难见效果，往往需要无数次实
验、无数次计算，才能见分晓。”

A股减速器板块集体狂飙
减速器国产替代仍需要时间和耐心

本报记者 袁传玺

继贵州茅台推出冰淇淋后，近
日，舍得酒业联合食品品牌圣悠活
推出联名冰淇淋，再次吸引了消费
者的眼球。

值得关注的是，“白酒+”模式已
经成为近年酒企的一个风向标，前
有茅台跨界做冰淇淋，后有五粮液
跨界做咖啡。

对此现象，知趣咨询总经理、酒
类分析师蔡学飞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酒企跨界布局，更多的是利用
冰淇淋、咖啡等这类消费者关注度
较高的品类来提升品牌的曝光度与
话题度，并且借势抢占年轻市场，通
过跨界活化品牌形象，培育未来消
费习惯与认知，增强品牌号召力，进
行年轻消费者品牌与品质教育，为
品牌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吸引年轻消费群体

事实上，从2019年开始，白酒
企业就陆续推出了“白酒+”的跨界
合作。例如，2019年泸州老窖与钟
薛高联名推出浓香型白酒雪糕“断
片雪糕”，2020年江小白与蒙牛集
团合作推出联名雪糕，2021年洋河
股份、山西汾酒即与丹麦巧克力品
牌爱顿博格联名推出白酒酒心巧
克力。

但酒企跨界做甜品一直处于不
温不火的状态，直到2022年茅台冰
淇淋的推出，彻底点燃了酒企做“白
酒+”的风潮，各大酒企纷纷发力跨
界布局。今年5月份五粮液跨界咖
啡行业，开放限定版“五两一咖酒
馆”。舍得酒业也不甘示弱，联合圣
悠活推出联名冰淇淋。

而值得关注的是，“白酒+”模
式不仅让酒企获得流量密码，也助
其掌握了突破营收边界的秘密。
在不久前举行的茅台冰淇淋周年
庆活动上，贵州茅台董事长丁雄军
透露，截至5月29日茅台冰淇淋累
计销量近1000万杯。并且，据贵州
茅台微信公众号2022年12月29日
发文，约有340万人购买和品尝过

茅台冰淇淋。
对此，酒业专家、武汉京魁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肖竹青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茅台开始做冰淇淋
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行业内起
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茅台通过冰
淇淋产品实现了品牌年轻化。”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白酒企业
做“白酒+”尝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冰淇淋、咖啡等产品都是近年来年
轻人关注度较高的消费品，酒企更
希望借助这些品类打造一个与年轻
消费者互动沟通的载体。

中国食品产业研究院高级研究
员朱丹蓬也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很多酒企跨界做甜品，并不是真的
要踏入此行业，而是通过低成本的
跨界方式取得消费者对于其品牌的
关注度，尤其是热衷于猎奇消费的
年轻群体。

“白酒+”钟爱冰淇淋

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白酒+”
模式的产品中，为何冰淇淋是企业
最钟爱的品类？

蔡学飞认为，酒类产品与冰淇
淋品类结合程度比较高，消费者接
受度较高，品类关注度高，年轻消费
者有很强的猎奇尝新心理，布局冰
淇淋的传播效果会更好。

并 且 ，据 京 东 超 市 联 合 京 东
C2M智造平台发布的《2022冰淇淋
消费趋势报告》显示，我国冰淇淋消
费市场规模有望从2021年的1600亿
元增至2026年的2460亿元，发展前
景广阔。

酒企通过跨界布局冰淇淋，不
但抓住了年轻人消费观，同时也使
其自身进入了热门赛道。

但酒企想在跨界路上经营的更
长久，也应继续加强与年轻人的“沟
通”。肖竹青认为，酒企应引进研发
和运营专业人才，重视口味测试和
口味创新，常态化开展年轻消费人
群喜闻乐见的互动交流活动，同时
注重在年轻人喜欢的互联网平台种
草，培养并积累消费者好感，鼓励年
轻消费达人分享消费体验。

茅台冰淇淋点燃酒企跨界热情
“白酒+”醉翁之意不在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