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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丽新
见习记者 陈 潇

12月26日，2023年北京土拍压轴
大戏上演。当日，北京出让丰台大红
门、大兴临空2宗宅地，总出让面积约
4.34万平方米，总规划建面约9.17万平
方米，总起始价34.8亿元。

最终，华润置地以地价上限34.845
亿元摇中丰台大红门地块，大兴临空
地块则由“中建科技+新航城”以4.5亿
元底价摘得，两地块成交价总计39.345
亿元。

“本次丰台大红门地块是北京自
11月份以来首宗触及地价上限成交的
地块，房企参与热情较高，或有助于北
京土拍市场整体情绪的提振。”诸葛数
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关荣雪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

今年以来，丰台区在北京土拍市
场中表现不俗。未拍先火的青塔地
块、摇号的南苑地块、合计揽金百亿元
的郭公庄双子地块及新宫地块等热点
不断。

此次竞拍的两宗宅地中，丰台大
红门地块再度受到市场追捧，共有超
过20家房企报名，可谓未拍先火。其
中，17家房企参与现场竞拍，13家房企
参与摇号，最终由华润置地以34.845亿
元摇号斩获，溢价率为15%。

据了解，该地块位于南四环内，用
地面积约2.43万平方米，建筑控制规模
约5.35万平方米，容积率为2.4。该地
块起始价为30.3亿元，地价上限设定为
34.845亿元，销售指导价为9.5万元/平
方米。

关荣雪表示，该宗地块所处位置
为规划中的国际商务区，距离丽泽、丰

台科技园较近，有改善需求的稳健支
撑，因此较受房企青睐。

“地块东侧中海和瑞叁號院及永
定金茂府是去年年末入市的两个项
目，销售指 导 价 均 为 9.5万 元/平 方
米，目前看两个产品去化率较好。”
中指研究院土地市场研究负责人张
凯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华润入
局后，将合力打造该片区，叠加未来
要将大红门板块打造为南中轴首都
商务新区的规划落地，给了房企较强
的信心。

此外，大兴临空地块建面约3.8万
平方米，容积率2.0，剔除公建住宅楼面
价为1.47万/平方米，销售指导价为3万
元/平方米。

“该地块距离大兴机场仅约三公
里，后续将为在大兴临空经济区工作
的客群提供置业选择，中建科技集团

与大兴新航城联手，将为大兴机场临
空区产业发展增添强劲动力。”张凯
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丰台大红门
地块也是近期北京土拍市场首宗触及
摇号的地块，上一次触及摇号还要追
溯至10月31日的郭公庄“双子地块”。

在此期间，北京土拍总体平稳，但
不乏底价成交。12月20日，北京两宗
涉宅地开拍，分别位于昌平区和房山
区，总出让面积约9.97万平方米，总起
价54.7亿元，最终两宗宅地均以底价成
交，分别由“中海+未来科学城”、北京
城建摘得。

“房企资金压力犹存，在各类地
块的竞争上，核心城市的优质地块更
受追捧，非核心地块多以底价成交。”
关荣雪表示，这一现象符合当前市场
形势。

房企年末拿地忙
时隔近两月北京土拍再现摇号 本报记者 贾 丽

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官网日前
披露，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
设立“超高清技术创新与应用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

“超高清技术实验室”）。批复明确，该
实验室要围绕超高清产业链，在内容
生产、传输分发、终端呈现等领域开展
全链条的关键性基础性技术创新和应
用示范，为推动超高清端到端全产业
链升级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12月26日，华为相关负责人就此
消息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将与产
业链企业共推行业标准及开放生态
落地。

“目前中国超高清产业整体规模
达数万亿元。设立超高清技术实验
室，有望通过超高清视频联盟主导、
华为等头部企业拉动的方式，进一步
推动超高清标准、终端硬件、传输、内
容生产等全产业链的统筹和协同发
展，带动产业链逐步完善及超高清技
术在5G、人工智能等应用领域的快速
落地。”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秘
书长董敏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多家上市公司入局

超高清技术是视频产业的新一
轮代际演进。目前，我国超高清产业
有着较好的发展基础，从内容、传输
到终端建立起了完整的产业链，尤其
是在终端领域已处于先行状态。

上述超高清技术实验室的落地，
意味着华为将深度参与超高清产业
链，并进一步构建更为开放的音视频
技术标准体系。

华为内部人士对记者称，华为在
超高清HDR Vivid技术标准等方面已
有研发积累，是超高清产业链中的重
要参与者，将持续推进产业的开源开
放生态。

据了解，HDR Vivid是2020年9月
份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CUVA）
正式发布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
动态范围标准。该联盟囊括了大部
分的电视、芯片以及内容厂商。华为
是联盟的核心成员之一，并与海思等
企业为相关标准贡献了大部分核心
专利和技术。

实际上，超高清产业已成为众多
企业布局的重要方向。一些上市公
司已进入产业链核心环节，主要分布
在内容制作、编码、传输、存储、显示
等领域。如长江存储、视源股份分别
是闪存芯片、显示屏驱动芯片头部企
业。此外，四川长虹也在超高清视频

产业中占据关键地位。
目前，部分上市公司已入局华为

超高清生态。会畅通讯此前表示，公
司子公司明日实业已通过华为合格
供应商资格认证，供应的产品是4K超
高清系列摄像机等。当虹科技表示，
公司与华为海思、广东省超高清视频
创新中心等展开合作。佳创视讯也
与华为在VR及超高清领域联合布局。

产业链企业还通过联合投资推
动产业发展。国家超高清视频创新
中心于去年获批复，据了解，该中心
系依托新视创伟超高清科技有限公
司组建而成，而新视创伟由四川长虹
等多家企业持股。

“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通过资本
合作等方式‘组队’出击，华为超高清
技术实验室的落地也是产业链进一
步融合的体现。”董敏认为。

“华为设立超高清技术实验室，
意味着超高清产业有望迎来一次革
新，是全链条的关键性、基础性技术
创新和应用示范的重要底座。”钧山
资管董事总经理王浩宇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

在钉科技创始人丁少将看来，华
为深度布局，也将为产业链企业的资
本联姻带来更大想象空间。“企业需
要注重将资金真正投入核心环节，在
AI等新技术细分市场加码，创新出更
多爆款应用。”

万亿元市场待挖掘

今年以来，围绕超高清产业，我
国持续加快政策落地和战略部署。
随着政策的加持、技术的进步和消费
需求增长，超高清产业链市场前景广
阔，蕴藏着数万亿元的市场规模。

中商产业研究院预测，到2023年
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规模将达到4万
亿元，2025年将进一步增至5万亿元。

与此同时，超高清技术目前已经
在多个领域渗透，在应用层面呈现

“百花齐放”局面。开源证券分析称，
从商业化空间和落地进展角度，建议
密切关注ChatGPT等AI大模型在超高
清视频等方面的应用进展。

然而，在超高清产业链规模空间
提升的同时，其背后超高清内容供给
不足、超高清设备成本较高等问题也
逐步凸显。

在董敏看来，中国超高清产业市
场价值及前景相当可观，但当前存在
分布不均、全产业链协同弱的发展问
题，体现在4K强8K弱、硬件强内容弱、
产品强应用弱等多个方面。“行业需
进一步搭建坚实的技术底座，推进相
关标准统一，筑好知识产权‘护城
河’，促进资金落到关键环节。”

华为将设立超高清技术实验室
产业链公司联合布局万亿元新赛道

本报记者 李立平

12 月 26 日 ，上海钢联发布的
数据显示，当日电池级碳酸锂均价
报 10.25万元/吨。而在 2022年 11月
份 ，电 池 级 碳 酸 锂 的 价 格 曾 高 达
57.25元/吨。

仅一年时间，碳酸锂价格跌幅之
大，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
碳酸锂价格大跌背后，是多种因素综
合作用后的系统性结果。

嘉丰基金总经理卢柯青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
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强势崛起，对电
池级碳酸锂的需求大幅提升。在这

种背景下，此前电池级碳酸锂的价
格一涨再涨。

然而，随着碳酸锂价格的步步走
高，多家公司宣布入局。据记者不完
全统计，2022年以来，已经有超过 30
家上市公司公开表示跨界锂电行业，
涉及投资近千亿元。在各路资本的
疯狂追捧之下，碳酸锂产能过剩问题
已悄然浮现。

今年以来，尽管国内新能源汽车
的产量依旧是一路高歌，但是在各方
资本大力扩大碳酸锂产能的背景下，
碳酸锂价格一路走低。

北京晟孚投资首席经济学家袁
元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碳酸锂价格从一飞冲天到一路
走低，背后是资本的一拥而上和一
哄而散。

价格波动之下，相关企业应如何
应对？

华龙期货产业发展部经理汤国
霞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电池级碳
酸锂从 2020年底的约 4万元/吨涨到
2022年底的近 60万元/吨，再到目前
的约10万元/吨，价格波动较大，碳酸
锂产业链企业在认为现货端有风险
时，可以利用碳酸锂期货期权进行风
险管理。

藏格矿业董事会秘书李瑞雪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虽然目前碳酸锂存在阶段性供需错
配现象，但看好我国新能源汽车、储
能等行业的成长空间，藏格矿业将
进一步发挥技术优势，围绕盐湖资
源的综合利用和高效开发，进一步
提高竞争力。

盐湖股份董事会秘书李舜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对标《青海
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行动方
案》，制定了“一核两翼、多点支撑、
生态优先”战略规划，全力推进“科
技+资源+资本+市场”发展模式，进
一步提高盐湖资源开发利用效率，
提高锂等产品的供给能力，推动盐
湖高质量发展。

碳酸锂价格低位运行 锂企何以应对？

本报记者 龚梦泽

临近年末，智能电动汽车市场火
热，新车型密集排队登场，无论是
SUV、轿车还是MPV车型，包括华为、
小米、“蔚小理”、吉利等在内的车企都
争先恐后地加入了这场跨年营销，晒
出自己的技术成果或产品，意图进一
步提升销量。

12月26日，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CEO、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董事
长余承东在华为全场景发布会上宣
布，“地面上能看到的最好SUV”问界
M9起售价为46.98万元。随后，赛力
斯方面也公布了目前的盲订订单数
——超过5.4万辆。

记者了解到，问界M9是华为与赛
力斯联合打造的问界品牌旗下的第三
款车型，也是华为技术的集大成者。
谈及问界M9，余承东表示，其“将重新
定义1000万元内最好的智能SUV车
型”。

事实上，“上量”是华为智选车即
鸿蒙智行在2023年的关键词。今年9
月份，借助Mate60系列手机的流量光
环，“投入5亿元升级”后的问界新M7
一经上市，便收获市场热烈反响。三
个多月的时间里，大定订单已经超过
12万辆。

数据显示，11月份，问界品牌共交
付了18827辆新车，其中问界M7交付
了15242辆，成为品牌的中流砥柱。与
问界M7一同成为热搜焦点的，便是刚
刚上市的问界M9。

发布会现场，余承东还宣布将在
2023年底发布支持全国城区道路的
NCA（导航辅助驾驶），这是继11月28

日发布高速、城市快速路NCA之后，
HUAWEI ADS高阶智能驾驶系统的
最新成果。

长期以来，自主品牌为了实现品
牌进化，不断尝试新车型向上攀登，然
而大型SUV却一直被国外豪华品牌所
垄断。中国自动驾驶产业创新联盟调
研员高超对记者表示，红旗E-HS9曾
一度实现突破，但最终并未掀起太大
风浪，理想L9的成功也只是在一定程
度上撼动僵局，问界M9将有望成为自
主品牌在这一细分市场的新黑马。

有观点认为，到2025年中国智能
电动汽车市场将进入“决赛圈”。为应
对竞争，目前华为在C端业务和B端业
务上，选择了两种殊途同归的发展模
式。在C端，华为在11月底升级了智
选车业务，发布鸿蒙智行。此外，华为
计划在2024年开出800家鸿蒙智行门
店，继续坚决在终端层面to C。

在B端，下半年华为在研发合作
层面动作频频。今年第三季度，余承
东升任智选车BU董事长，其表示在汽
车业务领域将继续投入大量精力，协
助车BU实现盈利目标；11月27日，华
为和长安汽车签署了《投资合作备忘
录》，拟成立新公司，将智能汽车解决
方案业务的核心技术和资源整合至新
公司。

华为2022财报显示，自智能汽车
解决方案业务部成立以来，华为已累
计投入30亿美元（约合200亿元人民
币）的资金，其研发团队规模也已扩展
至7000人。随着华为拆分车BU，积极
邀请外部车企投资入股新公司，各种
迹象表明，华为已找到了新的“赋能造
车”路径。

自主品牌加速冲击高端SUV市场
问界M9盲订超5.4万辆

本报记者 殷高峰 贺王娟

国内储能行业呈现出“冰火两重
天”的景象。一方面，今年以来，新型
储能装机规模创新高，截至三季度
末，我国新型储能新增装机同比增长
超过920%；另一方面，国内储能系统
招标价格却在不断下行，年初至今，
整个市场的招标价格已接近腰斩。

一家储能领域上市公司相关负
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储
能系统技术门槛不高，导致大量企业
涌入，竞争加剧，加上原材料碳酸锂
价格不断走低，竞标价格因此越来越
低。

中标价格持续走低

据了解，储能系统招标价格下
行，与系统电池原材料碳酸锂价格下
降传导至产品端有关。此外，各路资
本扎堆涌入储能赛道，行业进入高速
扩张状态，产业竞争加剧。

2023年以来，锂电储能系统中标
均价持续下行，11月份储能系统中标
均价（以 2小时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系
统，不含用户侧应用为例）为 800.46
元/kWh，与今年年初相比下降 47%；
4 小 时 储 能 系 统 中 标 均 价 736.31
元 /kWh，创历史新低；EPC（工程总
承包）中标均价为1415.28元/kWh，较
年初下降14%。

“储能系统目前的技术门槛较
低，主要是充电放电，挣个电价差，资
本进入这一赛道较为容易。”一家储
能企业的负责人表示。天眼查APP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25日，国
内涉及储能的企业已超 15万家。其
中，今年年初至 12月 25日成立的储
能相关企业就达 6.9万家，与 2022同
期相比增长94.5%。

而中标价格持续走低，和行业产
能高速扩张、行业竞争加剧有关。产
能方面，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统
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国内锂
电储能产能规划接近 360GWh，而前
10个月国内企业储能电池在全球的
出货量为 163GWh；行业平均产能利
用率在50%左右。

万联证券投资顾问屈放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上
游原材料价格的大跌刺激了下游装
机量的提升，但仍存在较大的供需不
平衡，当前储能市场存在明显产能过
剩的现象，尤其是新型储能产能扩张

幅度远超市场需求增长速度。
“行业激烈内卷也必然加速一些

企业出局。”在屈放看来，以目前50%
的产能利用率和上游接近成本价的
销售价格推算，预计明年将会有大量
的企业退出储能市场，从而使得市场
的头部化更为明显。

工商业储能发展有望提速

“目前，公司已经开始收缩储能
方面的业务，不参与低价竞争了。”上
述储能领域的上市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公司目前主要着力点在利润较
高且具有一部分技术门槛的领域。

据了解，储能辅助服务以及工商
业储能等领域成为一些企业布局的
重点。

“主要是这些领域具有较高的技
术门槛，没有一定技术储备和资源储
备的企业比较难进入。”上述负责人
称。

这也意味着储能行业正在发生
变化，工商业储能的发展有望进一步
提速。2023年下半年以来，已有多地
发布了分布式光伏接网预警。10月
份，河南省能源大数据中心公布了截
至今年第三季度各地市分布式光伏

可开放容量，18地市可开放容量仅剩
下 8.58GW，省内大部分区域承载力
评估等级为红色、黄色，需要分别配
置不低于项目装机容量 （20%、2小
时和15%、2小时）的储能装置方可并
网。截至 2022年 11月份，河北南网
104个县中已有 53个县无分布式光
伏接入空间，其他51个县剩余接入空
间也只有 2.065GW，新增并网项目按
要求需配置15%、2小时的储能。

根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
统计，今年 6月份全国备案的工商业
储能项目中，江苏、浙江和广东三地
项目数量占比达到 81%。随着储能
成本下降，更多地区的工商业储能项
目将具备经济性。

据国金证券测算，“两充两放”模
式下储能收益率普遍较高，目前浙
江、广东、江苏等多地可在理论上实
现储能电站每天“两充两放”。其中，
东部省份因工业用电需求高、峰谷价
差更大，工商业储能收益率及投资积
极性最高。

“就新型储能本身来讲，储能技
术仍处在迭代过程中，需要考虑各种
技术的经济效益是否适合大规模市
场化等问题，未来会实现优胜劣汰。”
屈放称，未来如固体储能电池、氢储

能等都会根据自身技术成熟度和成
本实用性逐渐走向市场。

而随着电芯供给释放、储能市场
竞争加剧，各公司收入增速及盈利
能力或进一步分化。国金证券认
为，现阶段降价及去库加快行业出
清，未来具有全球业务布局、垂直一
体化产业链及良好可融资性能力的
企业将在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上表
现更佳。

“像储能辅助服务领域，就对参
与的企业提出了较高的技术要求。
但当前问题是，电力辅助服务市场没
有完全打开，对于一些企业来说，目
前处于有技术无市场的尴尬状态。”
上述储能企业负责人表示，随着储能
应用范围的逐步打开，调频等辅助服
务领域的利润空间较大，而且具有一
定的技术门槛。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在储能
产业商业化路径还未明晰的背景下，
未来储能企业需走差异化路线，来构
建可持续的发展盈利模式，同时也需
要做好前瞻性新型储能技术布局，提
高自身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的能力，通
过技术创新和产业链协同降本增效，
提升新型储能的技术成熟度和成本
经济性。

储能行业打响价格战 企业面临淘汰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