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龚梦泽

进入 11月份，就在国内多家车
企纷纷宣布下调官方售价以应对年
底竞争压力时，有传闻称特斯拉将
于近期再次上调旗下产品售价，随
后，特斯拉一反常态地确认了涨价
消息。

11 月 8 日，特斯拉方面有关负
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特斯
拉价格体系一向透明，我们确实计
划对Model Y相关版本车型价格进
行相应调整。”上述人士还透露，
Model 3焕新版的长续航版本价格
也将迎来上调。

目前，特斯拉Model Y共有三款
车型在售，后轮驱动标准版售价为
26.39万元，全轮驱动长续航版售价
为 29.99万元，全轮驱动高性能版售
价为 36.39万元。特斯拉中国今年
以来曾多次调整价格，但每次调价
均是直接在官网宣布并执行。而此
次针对Model Y涨价，则称得上首次
做出了预告。

“宣布”上调售价

10月 27日，特斯拉中国已经把
Model Y 高性能版车型上调了 1.4
万元，调整后售价为 36.39 万元。
与此同时，北美 Model Y 长续航版
的价格也上调了 500美元。彼时就
有传闻称特斯拉即将同步调高中
国售价。

“特斯拉的定价策略是以成本
定价，如果出现原材料的价格波动
大概率不会只影响一款车。”中国
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联盟理事高
云鹏表示认为，Model Y 刚刚完成
了全系车型的进化升级，如新增氛
围灯，仪表台和前门饰板采用科技
织物材质，更新了 19 英寸双子星

轮毂等，这些配置都会增加整车的
成本。

目前国内电动车市场竞争加
剧，大多厂商都在试图通过降价促
销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在此背景
下，特斯拉却“反弹琵琶”，一方面宣
布车型售价上涨，另一方面，引荐奖
励也开始退坡。

对此，高云鹏认为，产品的价格
本就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特斯拉
的底气来源于源源不断的订单，公
司上调售价应该是与市场供需直接
相关。

记者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进
博会现场上看到，特斯拉展台人气
火爆，已成为本届进博会汽车展区
最 热 的 展 台 。“ 不 少 观 众 在 了 解
Model Y和Model 3焕新版后，直接
选择了现场下定。”特斯拉销售人
员告诉记者。

据特斯拉官方数据显示，上海
超级工厂实际年产能已经从第二季
度的 75万辆/年，扩产到第三季度的
95 万辆/年以上。根据最新产能标
准，上海超级工厂每三十几秒，就可
以下线一辆车。但伴随着焕新版
Model 3和Model Y相继上市，上海
超级工厂即便满负荷运转，市场依
旧供不应求，被外界认为是此次价
格调整的重要原因。

销量方面，据国内车系周销量
排行榜数据显示，特斯拉在 10 月
30日至 11月 5 日的周销量暴涨至
1.4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 39%。而
随着下周Model 3焕新版的大范围
交付，特斯拉的周销量还将进一步
提升。

交付周期方面，记者登录特斯
拉官网查阅，截至目前，特斯拉主销
车型交付周期均出现一定程度延
长，其中Model Y提车周期为2周至
8周，Model 3焕新版的提车周期更

是达2周至9周。

第三季度毛利率下滑

针对此次调价，也有观点认为，
这是特斯拉基于其利润压力和市场
竞争作出的涨价调整。

今年年初，特斯拉分别在中国、
日本、韩国、美国、欧洲等多国和地
区大幅降价，涉及Model 3和Model
Y等畅销车型，这也成为今年前两季
度销量高增长的主因。

彼时，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
表示，愿意在动荡时期下调电动汽

车的价格，尽管这会影响公司毛利
率，但愿意牺牲毛利率换取销量增
长，“特斯拉需要继续降价，以降低
用户每月还款压力，这样才能让更
多人负担得起。”

然而，持续的大范围降价令特斯
拉毛利率显著下降。10月 18日，特
斯拉公布了 2023年第三季度财报，
数据显示，特斯拉第三季度总营收为
233.5亿美元，同比增长 9%，然而毛
利润为41.78亿美元，同比下滑22%，
毛利率为 17.9%低于上一季度的
18.2%，也低于去年同期的25.1%。

特斯拉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公司主要目标在2023年第三季度保
持不变，即降低单车成本、产生自由
现金流，同时最大化交付量。上述负
责人表示，特斯拉的单车成本在第三
季度已降至 3.75万美元。为了进一
步降低单位成本，特斯拉在第三季度
实施了必要的产线升级，保障实现
180万辆的全年交付目标。

在德基先进制造与出行产业合
伙人张帆看来，近期包括碳酸锂等
电动汽车主要原材料价格持续低位
盘旋，在此背景下车价不降反升，表
明特斯拉此番涨价更多是基于业绩
考虑。

一改降价促销策略
特斯拉官方首次“预告”涨价

CORPORATE INSIGHT公司纵深

本版主编 于 南 责 编 刘 慧 制 作 王敬涛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BB22 2023年11月9日 星期四

本报记者 贾 丽

折叠屏手机作为智能手机重要的细分
赛道，已然成为厂商的“兵家必争之地”。
时至年末，各大品牌手机厂商纷纷对折叠
屏手机进行了花式促销，主流型号大幅降
价，市场“暗战”不断。

《证券日报》记者于 11 月 8 日走访顺
电、迪信通及多家手机品牌专营店了解到，
年终大促已来，折叠屏手机成为各厂商主
打产品，多个品牌在促销中出现“空前力
度”的标语，折叠屏手机降价幅度最高达千
元。而在线上电商渠道，三星等高端折叠
屏手机降幅甚至高达2800元。

各品牌的花式促销之下，折叠屏手机
销量也在线上线下双渠道中高歌猛进。京
东数据显示，10月 23日至 10月 30日，折叠
屏手机成交额同比增长超3倍。

“硬件成本降低、库存积压及为明年迭
代新品上市铺路均促使折叠屏手机厂商打
响这场年终‘价格战’。而这也将进一步加
速折叠屏手机的普及，并持续带动面板、铰
链等产业链关键领域的规模性发展。”中国
通信企业协会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副秘书
长葛颀对记者表示。

库存承压
相继降价促销

手机厂商在折叠屏手机上开启花式促
销，正式打响了年终“价格战”。

近日，三星天猫官方宣布推出“双 11”
大促，一款小屏幕折叠手机再度拉低底
价，幅度高达 2800 元。华为官网显示，
Pocket S 折叠屏系列多型号手机也直降
1000 元。另外，Vivo 宣布，两款折叠屏手
机直降 500元。

在多个卖场，各大电商平台和手机品
牌，借助“双 11”契机推出各种优惠活动，
如满减、秒杀等。华为、三星等部分品牌
也推出了限量版或定制版折叠屏手机。

在多个迪信通门店中，三星旧款手机
和小屏幕折叠手机降价最为显著，且与耳
机、充电器等配件进行捆绑销售。

“折叠屏手机是年前的热销机型，也是
各手机品牌主推产品。因其原本定价较
高，给年终降价促销留下了较大空间。”华
为专柜导购员称。不过，他直言，目前华为
多个型号折叠屏手机仍较为紧俏，很多预
订了的消费者还在排队等待到货。

相比折叠屏机型在去年万元起步的价
格，目前市场售卖的折叠屏手机优惠完最
低已至3000元上下。

“折叠屏手机年终‘价格战’受多因素
影响。今年，折叠屏手机铰链的设计和制
造逐步成熟，屏幕材料在轻薄和透光率上
不断改进。随着供应链企业扩大生产，占
据折叠屏手机成本的七成左右的核心零部
件屏幕和铰链的成本有望持续下降，从而
带来折叠屏手机价格的进一步下探。”中关
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袁帅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市场上折叠屏产品更迭周
期已不足半年，库存积压已成为众多供应
商面临的首要问题。市场激烈竞争之下，
年末是手机厂商促销发力抢占市场、清理
库存的好时机。

折叠屏手机
加速普及

在国产品牌加速发力折叠屏手机市场
之下，这一赛道也出现了逆势增长。

从各品牌厂商数据来看，荣耀表示，两
款旗舰折叠屏手机分别登上京东手机竞速
榜折叠屏榜单累计销量冠军。机构 IDC报
告显示，今年第三季度，中国折叠屏手机市
场的出货量同比增长90%。

线下卖场中，折叠屏也成为拉动整体
智能手机销量的“黑马”。在位于立水桥
的迪信通，一位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一周里，各个手机品牌推出前所未有
的大力度优惠，折叠屏手机销量同比增
长超 200%。”

与此同时，折叠屏手机在厚度、续航表
现、性能释放等方面均较往年有显著进步，
行业新品迭代速度不断加快。据记者梳
理，今年以来，中国市场新上市的折叠屏机
型数量超16款，刷新去年同期纪录。另外，
三星、小米等手机大厂在明年上半年均有
推出新款折叠屏手机的计划。

“折叠屏手机在规模、性能上的显著
提升，正加速推进其普及，也将进一步带
动铰链、UTG 玻璃等产业链核心环节的
规模化发展。”国内咨询机构 Co-Found 智
库研究负责人张新原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

张新原进一步表示，目前折叠屏手
机仍处于技术研发、成本下降的阶段，在
激烈竞争之下，未来折叠屏手机的价格
可能会更加趋于合理和平衡。这也将在
一定程度上对厂商利润空间形成挤压，
产业链厂商应该做好充分准备，通过降
低成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加强供应链
管理和灵活应对市场变化等方式来保持
竞争力。

折叠屏手机
成多厂商“双11”角力重点

本报记者 桂小笋

为了节省时间、精准识别重整价
值，实践中出现了上市公司在重整申
请准备的同时，开展预重整的情况，
而目前来看，预重整正在成为一些明
显缺乏偿债能力的上市公司的优先
选择。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 8
日，两市有18家公司显示处在预重整
阶段。其中，有15家公司是ST企业，
如何在今年尽快焕发新生机以顺利
保壳，压力依旧较大。

有助于提高效率

对于当前上市公司中的预重整

现象，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
涛律师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介绍：“从近期的上市公司案例来
看，在正式重整前使用预重整的手
段，极大地提高了企业重整成功获得
新生的可能性，优点体现在节省正式
重整时间、提前引入投资人和共益借
款、避免上市公司重整审批期间经营
恶化等方面。”

梳理上市公司公告可见，预重整
最早出现在 2019年。上海明伦律师
事务所王智斌律师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说，预重整是一种在
司法实践中形成的新型重整方式。
目前在实务中应用较多，企业在进入
法定重整程序之前，让债权人、债务
人、出资人等各方可以协商讨论并达

成重整计划，帮助遇到困难的企业解
除困境。

林涛表示，预重整可能发生在提
出重整申请之前，也可能在提出重整
申请后、法院审查期间进行，在程序
上属于正式重整程序之前的准备或
过渡。预重整中形成的工作成果，如
债权审查结论、审计评估成果、财产
调查情况、重组方案的表决结果一般
来说会在重整程序中继续沿用，有助
于提高效率、节省资源。

规范预重整信息披露

不过，梳理近四年来的公告可
知，即使进入预重整程序，也并不是
所有的企业都能等来自己的“白衣

骑士”。
“预重整通过程序的先行介入，

使一些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还是有
价值的企业可以获得新生，缩短重整
的时间，让围绕企业的相关链能尽快
恢复运转。”王智斌说，不过，并不是
所有运用预重整程序的企业，都能获
得成功，也有一些公司，在启动预重
整后，因各种原因退市。

而从上述 18家处在预重整阶段
的上市公司公告中可知，各公司预重
整进展的顺利程度有着明显差异。
*ST美尚是在 2022年被债权人申请
重整，随后，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
重整程序，并指定了管理人。进入
2023年，预重整管理人发布了招募重
整投资人的公告，至期满，仅深圳市

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按照相关要求
完成了报名，因此，成为预重整投资
人。

*ST 西发的预重整则遇到了延
期。今年7月25日，法院决定对公司
进行预重整，并指定预重整临时管理
人，后续，临时管理人向法院提出申
请，延长预重整期限 1个月，法院认
为，临时管理人延期理由正当因此决
定延期。

林涛律师告诉记者：“预重整期
间的中止强制执行问题、预重整期间
费用和债务问题、预重整的信息披露
问题需要关注。关于预重整的信息
披露，下一步有必要做出统一适用的
明确规定。此外，还要警惕预重整的
泛化和滥用。”

18家A股公司正处预重整阶段 等待“白衣骑士”

本报记者 袁传玺

一集时长几分钟的微短剧正在
受到市场追捧。在抖音平台上，一部
热播微短剧评论区，有7000多位网友
给出“太上头了”的评价。

11月 8日，A股市场短剧概念股
持续走强，中文在线上涨 20%、唐德
影 视 涨 19.97% 、海 看 股 份 涨 幅
14.97%、北京文化涨幅 10%；港股方
面，制片公司柠萌影视、映宇宙、阅文
集团涨幅居前。其中，中文在线近 5
个交易日已累计上涨94.76%。

在此之前，已有多家上市公司表
态布局微短剧赛道，那么谁将成为

“头号玩家”？

微短剧爆火
多家上市公司布局

今年以来，微短剧行业迎来爆发
式增长。中信建投研报预计，2023年
市场规模将达到 200 亿元至 300 亿
元，明年有望延续高增长。

一位传媒互联网首席分析师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
供给端来看，微短剧制作成本低、周
期短，相比长剧而言，影视制作公司
能够更好地控制风险，快速回收成

本。从用户需求来看，微短剧的戏剧
结构通常是先抛出悬念，剧情发展带
有很强的冲突、反转元素，只展现重
要情节，消除了一些情节拖沓的长剧
带来的疲劳，更符合如今观众追求碎
片化娱乐的趋势。另外，素人演员、
竖屏观看模式、情绪带动性强等因素
都使得微短剧相比长剧，更能满足下
沉市场观众的需求。

数据显示，微短剧的需求端及供
给端均保持高速增长。一方面，内容
爆款频出，播放量和收入屡创新高，
以8月25日在微信小程序上线的《无
双》为例，播出 8 天投放收入超 1 亿
元。另一方面，供给持续增长，根据

《德塔文2023年上半年微短剧市场报
告》，2022年和 2023上半年，国内重
点网络微短剧上线量分别为 454部、
481部。与此同时，根据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数据，2023年前三季度，有349
部7855集网络微短剧备案，已经超过
去年全年。

华鑫证券传媒分析师朱珠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因短剧因子热度，
进而带动对内容板块从存量 IP或原
创 IP、剧本创作、影视制作、MCN 公
司、影视基地、播出平台、短剧独立
App等环节的关注。

一位微短剧创作工作室负责人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今年以来已有 3 家投资方主动
沟通投资事宜，但目前并未考虑融
资。

与此同时，产业链上下游的上市
公司纷纷入局。10月 31日，网文赛
道的头部企业阅文集团发布了“剧本
征集令”，正式进军短剧赛道。在中
文在线近期投资者关系活动纪要中，
公司表示，目前公司已经拥有微短剧
行业完整的产业链布局。

值得一提的是，微短剧已经为上
市公司带来收入增长。映宇宙在最
新一期财报中称，上半年公司短剧业
务带来了近 5亿元的收入增量，成为
公司重要的业绩增长点。

柠萌影视亦表示，上半年，公司
旗下短剧头部厂牌“好有本领”产出
了多部爆款作品，新业务贡献了一定
的收入，最终实现业绩增长。与抖音
联合出品的微短剧《二十九》，正片播
放量突破了 8亿次，抖音站内话题播
放量突破 14.4 亿次，豆瓣评分 8.1
分。该剧在用户付费端收入已破千
万元，且仍在持续增长中。

国金证券研报表示，在短剧市场
蓬勃发展中，看好制作能力较强或有
IP储备的公司；当前微短剧需求较旺
盛，但供给也在迅速增加，加之短剧

本身“短平快”的特点，市场或很快呈
现白热化，届时能制作出头部内容的
公司更易盈利。

精品内容仍然稀缺
产业链机遇倍增

华安证券研报表示，2023年下半
年以来，微短剧快速发展，通过买量
的形式不断触达新用户，处于快速成
长的早期。

与长视频相比，短剧市场起步
晚、发展快，现阶段仍存在诸多问
题。上述首席分析师对记者表示，当
前微短剧行业不足之处首先在于内
容高度同质化，剧情集中在“逆袭、重
生、霸总”等关键词上，观众可能很快
审美疲劳。其次是，目前微短剧还没
有非常清晰的审批和监管流程，内容
管理体系还未完善。如果未来微短
剧的备案审批向长剧更靠拢，内容活
跃度可能会大大降低。

在她看来，优质内容是突破以上
限制的关键，微短剧也可以有更加精
巧的剧情设置、更深的思想内核。目
前，有许多网文平台、优秀影视公司
加入了微短剧拍摄，有望提高整体的
剧本和制作质量，产出差异化的优质
内容。

打造优质内容也成为微短剧行
业共同追求的目标。上述工作室负
责人告诉记者，其目前在大量招聘专
业创作团队，通常一个组约 10个人，
包括导演、编剧、拍摄、剪辑等，在热
门题材上不断试水，如果效果不好立
刻切换类型，产出效率很高。但也是
基于微短剧“短平快”的特征，内容质
量、镜头语言与长剧存在差距，因此
需要大量专业人才加入。

此前主攻长剧市场的专业团队
对此也有提前布局，例如曾出品过

《小欢喜》《三十而已》等爆款长剧的
柠萌影视，已成为短剧精品内容头部
制作出品方。

柠萌影视方面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公司短剧
方面主要收入来源包括商务合作、C
端付费、平台定制等，单部剧可实现
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今年开发中的
每一部剧集，都有商务合作预先落
地，短剧的商务合作在今年前三季度
每季度都实现了翻倍。

业界普遍认为，微短剧赛道将进
入“内容为王”的阶段，未来一年中将
有细分领域的头部玩家脱颖而出。
随着专业团队入局，精品内容议价能
力将进一步增强，商业模式也将呈现
多元趋势。

微短剧爆火引上市公司掘金 谁将成为“头号玩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