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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贾 丽

随着Mate 60系列手机销量不断攀升，华为
上调明年智能手机出货量目标。日前，据接近
华为人士消息，华为将智能手机 2024年出货量
目标定为6000万台至7000万台，较2022年3000
万台的出货量大幅提升。

对此，10 月 12 日，华为相关人士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先锋计划开启后，手机销售
情况超出预期，公司会根据市场情况不断调
整出货量目标，在保证顺畅供应方面已做好
充分预案。”此前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华
为已上调了 2023 年手机整体出货量目标，并
将 Mate 60 系 列 手 机 下 半 年 目 标 提 升 超
20%。此外，由于长期处于缺货状态，目前该
系列手机在第三方平台出现 10%至 60%不等
的溢价。

“因为短期供应吃紧，华为新机渠道销售溢
价还会保持一段时间。”达睿咨询创始人马继华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一机难求”下扩大产能

华为调高目标的底气，正是来自刚刚推
出的 Mate 60 系列手机销量的强劲表现。今
年 8 月底，华为正式开售了 Mate 60 系列手
机，且开放预售即售罄。结合预售情况，业内
预 计 华 为 Mate 60 系 列 今 年 累 计 销 量 将 超
2500万台。

记者注意到，目前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门
店，华为Mate 60主流机型依旧“一机难求”。该
系列手机在大部分线下门店处于“无现货”状
态，消费者在第三方平台购买往往需要溢价购
入。10 月 12 日，某电商平台价格显示，Mate
60RS非凡大师512GB手机到手价比官网价格贵
了7600元，溢价60%，其他机型价格也出现不同
幅度上涨。

华为新机的火爆表现直接传导至供应链，
带动供应商订单量上涨。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
錤表示，展望2024年，预计华为零组件采购量为
3000万台至4000万台。

“经历了消费电子市场几年的不景气，零
部件等大部分供应链环节都处于收缩周期，厂
商们控制库存压缩产能。华为此次新机强劲
的扩产需求，也超出很多供应链厂商预期，需
要一段时间来适应。目前华为是业内少数上
调今年及明年出货量目标的手机厂商。”马继
华表示。

对于Mate 60系列手机供应问题，此前华为
常务董事、终端BG CEO余承东表示，华为正加
班加点紧急生产。对此，某接近华为人士也称，
目前供应链整体稳定，不用担心后续手机供应
问题。

供应链企业酝酿提价

得益于华为手机的强势表现，相关供应商
订单饱满。与此同时，有供应链企业提价的消
息传出。一份业内报告显示，华为Mate 60全系
列和2024年将发布的P70搭载屏下光学指纹模
组。目前，华为Mate 60系列的屏下光学指纹模
组供应商的相关产品已提价15%至20%，部分型
号甚至提价30%。

受智能手机市场低迷、前期诸多零部件
涨价影响，目前手机终端整机成本压力逐步
加剧。华为新机销售火爆，也带动相关厂商
话语权及议价能力的提升。招商电子认为，
华为手机销量复苏将带动光学、面板、结构
件、有线无线快充、3C 设备等产业链相关领域
公司业绩增长。

“华为 Mate 60 系列热销，对供应链形成
直接刺激，包括存储、屏幕和摄像头模组等环
节。结合芯片库存清理告一段落，供应链确
实存在涨价压力。”纳弗斯首席分析师李怀斌
表示：“相关影响更多体现在部分关键零部件
领域。”

Mate 60系列销量攀升
华为上调明年智能手机出货量目标

本报记者 龚梦泽
见习记者 毛艺融

今年以来，国内汽车促销政策
落实显效，三季度汽车产销整体表
现好于预期。9月份，汽车产销量
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时，汽车出
口延续良好表现。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下简
称“中汽协”）数据，9月份，中国汽
车产销分别达到285万辆和285.8万
辆，环比均增长10.7%，同比分别增
长6.6%和9.5%，产销量均创历史同
期新高。1月份至9月份，中国汽车
产销累计完成2107.5万辆和2106.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7.3%和8.2%。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金九银十”为传
统车市旺季，各地新一轮地方补贴
与厂商三季度末冲量共同发力，使
得9月份车市热度很高。预计四季
度汽车销量也能实现较好增长。

前三季度汽车销量超预期

“金九银十”是传统的汽车销

售旺季，往往也是全年车市销量的
“晴雨表”。

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9月份乃至三季
度，我国汽车产销整体表现好于预
期，主要缘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
消费政策，地方层面积极响应，相继
制定出台了发放消费券、购车补贴
等措施，加之秋季企业新品集中上
市，物流行业企稳回升带动货车需
求增长，市场总体呈现“淡季不淡，
旺季更旺”的态势，车市热度延续。

“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继二季
度企业新产品集中上市后，成都车
展上多品牌携全新新能源产品亮
相，对新能源车市场构成有力支
撑。9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约75
万辆，同比增长22.3%，渗透率达到
37.9%。”崔东树表示。

“今年中国汽车产业迎来三大
战略性改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
务理事贾新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一是汽车出口量突破300万辆，
带动了汽车产销整体较快增长，1月
份至9月份,汽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
1.9%；汽车出口同比增长60%。二

是中国自主品牌崛起，外资品牌份
额下降。前9个月，中国品牌乘用车
共销售989.5万辆，同比增长21.2%，
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54.6%，创造历
史记录。三是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大
增。1月份至9月份，新能源汽车产
销累计完成631.3万辆和627.8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33.7%和37.5%，市场
占有率已经达到29.8%。

“三大战略转变，代表了汽车
工业的发展潮流。未来产业洗牌
会加快。”贾新光补充道。

产业支持政策落地显效

事实上，三季度汽车产销整体
表现好于预期、9月份汽车产销量
均创历史同期新高，离不开政策的
大力支持。

据了解，年初至今，促进汽车
消费的政策举措密集出台，包括发
放汽车消费券、延续购置新能源汽
车补贴、加快充换电建设、推进新
能源汽车下乡等，均有助于稳定和
扩大汽车消费。

“无论是消费券还是购车补

贴、地方车展等，都对汽车消费起
到了拉动作用，进一步提升了汽车
消费的便利性。”崔东树表示。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有形市场
分会名誉理事长苏晖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一系列支持政策的
效果持续显现、叠加车企进入全年
目标冲刺阶段推出促销活动，以及
中秋国庆假期出行需求增长，在多
个因素综合推动作用下，9月份汽
车产销量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0月
12日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步入四季度，商务部将按照“消
费提振年”总体安排，多措并举推动
消费持续恢复和扩大，加快推动促
进汽车、家居、电子产品消费以及近
日出台的推动汽车后市场高质量发
展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更好发挥
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

机遇与挑战共存

展望四季度，中汽协副总工
程师许海东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综合目前情况看，今年国

内汽车产销量有望创历史新高，
均超过2800万辆。

陈士华表示，伴随各项促汽车
消费、稳行业增长政策持续落地，
效果持续显现，将对四季度汽车市
场形成有力支撑，有助于中国汽车
行业实现全年稳增长目标。

不过，行业仍面临一些挑战。
例如欧盟宣布对中国出口电动汽
车发起反补贴调查。贾新光表
示，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大大
提升的同时，也面临贸易摩擦。
车企首先要掌握核心技术，不断创
新迭代，提升产品竞争力。其次，
要完善产业链，掌握竞争的主动
权。此外，还要制定有针对性的应
对策略。

苏晖表示，受益于政策支持，
新能源汽车这两年发展较快，消
费火热。不过，进入冬天，电动汽
车耗电快，充放电能力变差，可能
也会影响消费者的购车热情。另
外，新能源汽车保值率衰减较为
严重，部分二手车市场甚至不愿意
收新能源汽车，这会对新车市场造
成影响。

国内车市“金九”呈爆发态势
专家预计2023年汽车产销量有望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刘 萌

10月12日，商务部官网公布了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
推动汽车后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明确了汽车后市场发展的总体目
标和主要任务，系统部署推动汽车
后市场高质量发展。

《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25
年，汽车后市场规模稳步增长，市
场结构不断优化，规范化水平明显
提升，后市场在汽车产业链、价值
链、创新链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新

产品、新技术应用更加普及，新业
态、新模式发展更加成熟，行业管
理制度更加完善，汽车使用环境持
续优化，更好满足消费者多样化汽
车消费需求，有效推动汽车后市场
高质量发展。

《指导意见》提出7方面政策措
施。一是优化汽车配件流通环境，
提出制订实施汽车后市场配件流
通标准、鼓励发展连锁经营等配件
流通模式，推动汽车配件流通规
范、透明、高效发展。二是促进汽
车维修服务提质升级，提出加快新
能源汽车维修技术标准体系建设、

加强售后维修培训、发展汽车绿色
维修、提升汽车维修数字化服务能
力，更好支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和保护车主权益。三是构建多层次
汽车赛事格局，支持开展新能源汽
车、智能网联汽车等新型赛事活动，
发展国际级、国家级汽车赛事。四
是加快传统经典车产业发展，提出
研究制定传统经典车国内管理和
进口政策，支持地方探索传统经典
车辆保税展示及托管服务。五是
支持自驾车旅居车等营地建设，加
强政策支持，促进房车旅游消费发
展。六是丰富汽车文化体验，支持

地方推进汽车博物馆和汽车影院
等项目建设运营、组织开展汽车文
化交流活动。七是优化汽车消费
金融服务，鼓励金融机构在依法合
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优化对汽车
使用消费的金融服务。

《指导意见》要求，准确把握汽
车市场发展规律，充分认识汽车后
市场发展的积极重要意义。加快
汽车后市场相关法规标准体系、质
量认证体系建设，提高依法行政和
标准化水平。充分发挥行业组织
的桥梁纽带作用，及时反映行业企
业诉求，搭建行业交流服务平台。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10
月 12日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步入四季度，商务部将按
照“消费提振年”总体安排，多措并
举推动消费持续恢复和扩大，加快
推动促进汽车、家居、电子产品消
费以及近日出台的推动汽车后市
场高质量发展等政策措施落地见
效，更好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
基础性作用。

《关于推动汽车后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近日印发

本报记者 许林艳

近期，卫 星 通 信 概 念 热 度 不
减，相关概念股持续活跃。华力创
通等个股股价涨幅明显，备受市场
关注。互动平台上，投资者也对华
力创通在卫星通信领域的布局频
频发问。

“未来的 6G通信肯定是空天地
一体化的架构，这就需要大量的卫
星通信来支撑。中国正在积极推进
6G技术的研发，未来十年，卫星通信
一定会是重要发展方向。”信息消费
联盟理事长项立刚对《证券日报》记
者说道。

10月 11日晚间，华力创通发布
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
公告。公告显示，10月9日、10月10
日、10月 11日，华力创通连续三个

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 30%以上。据相关公告，10月 11
日 ，公 司 股 票 换 手 率 较 高 ，达
47.10%。华力创通提醒投资者秉持
价值投资理念，以免股价急涨急跌
造成个人投资重大损失。

10 月 12 日，华力创通股价下
挫，跌幅超 8%，但股价依旧处于历
史高位，报收32.45元/股。

互动平台上，投资者对华力创
通在卫星通信领域的相关情况接连
发问，热情高涨。公司在卫星通信
领域有哪些技术布局、产品是否应
用到华为汽车产业链上、相关芯片
能否用于智能驾驶、芯片售价等问
题“纷至沓来”，公司热度由此也可
见一斑。

据了解，华力创通主营业务涵
盖卫星应用、仿真测试、雷达信号处

理、无人系统等方向。谈及公司在
卫星通信领域方面的相关布局，华
力创通工作人员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卫星通信领
域，公司较早布局了高轨的卫星通
信，跟随我国天通卫星通信系统的
建设而同步开展技术研究，公司于
2015年发布了通导一体化的基带芯
片，并陆续研制了相应的卫星通信
终端，可以利用天通卫星通信系统
进行卫星通信，并已在相关行业和
领域开展应急通信应用。同时，公
司也在积极跟踪国内低轨卫星通信
的发展趋势，进行了一定的行业研
究和技术储备，未来公司将根据国
内卫星通信行业发展的步伐，适时
开展卫星通信地面通信终端及核心
基带芯片的研制。”

业内普遍认为，卫星通信未来

有望成为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 6G
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了解，目
前我国卫星通信市场规模在 800亿
元左右。

华为 Mate 60 系列的大热，让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了解到了卫星
通信这一概念。目前国内最新的手
机直连卫星通话服务使用了我国自
研的“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
统，目前已经有三颗卫星在地球同
步轨道运行，支持面向个人终端使
用。“未来手机支持卫星通信会成为
主流，相应地对信号放大、射频能
力等方面带来促进作用。”项立刚
说道。

除手机领域之外，卫星通信还
可以应用到很多其他领域，中国信
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济研究
院创始院长朱克力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卫星通信的
应用前景十分广阔，不仅可以提
供全球覆盖的通信服务，还能满
足高速数据传输的需求，包括互
联 网 访 问 、视 频 传 输 、远 程 医 疗
等。此外，还可以支持紧急救援、
灾害预警、农业检测等领域。随着
相关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卫星通
信亦有望应用于智能交通、智能
城市等领域。”

上述华力创通工作人员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卫星通信是未来
通信发展的趋势之一，卫星通信有
望和地面的 4G、5G网络相结合，形
成一张天地一体化的网络，从而实
现网络的“无死角”覆盖。不过，由
于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技
术复杂度高的特点，卫星通信的建
设也需要足够的时间及资金。

6G发展提升卫星通信热度 华力创通回应投资者密集提问

行业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