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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钊

前脚刚刚公布完2023年销量情
况，近日各大造车新势力又陆续发布
了2024年销量目标。从各车企的目标
设定来看，保守与激进并存。

“2024年新能源汽车销量预计在
1100万辆左右，总体趋势依旧是增长。”
中国充电联盟综合部主任李康表示，

“得益于工信部组织、中汽协承办的新
能源下乡活动的推进，纯电汽车的增幅
或将与混动汽车持平，甚至有所增加。”

整体来看，目前广汽埃安和理想
汽车设定的2024年销量目标居前，均
将目标定在了80万辆。而对比去年的
销售情况来看，数据显示，2023年，理
想汽车共计交付376030辆，广汽埃安
累计销量为480003辆。

备受关注的赛力斯问界去年实现
汽车销量94380辆，今年定下了销售60
万辆汽车的目标。赛力斯相关负责人
此前表示：“销量目标是根据内外部环
境动态调整的，我们与华为联合业务
2026年实现汽车产销百万辆的目标未
变，2024年我们希望能走出扎实一步。”

还有一个品牌的新年销量目标值
得关注。深蓝汽车CEO邓承浩此前表
示，公司2024年销量目标为45万台。
而深蓝汽车2023年实际销量仅为13.7
万台，以此来看，深蓝汽车想要实现
2024年的预期销量目标任重道远。

此外，对比去年的销量目标设定，
小鹏汽车、极氪汽车、腾势汽车、岚图
汽车和零跑汽车的新年目标显得较为
中规中矩，在迎接新挑战的同时压力
不会太大。蔚来汽车则是目前公布
2024年销量目标的汽车品牌中，唯一
一家下调销量目标的。

中欧协会智能网联汽车秘书长林
示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从蔚来汽车
2024年的产品规划来看，下调预期其
实是公司务实的表现。因为蔚来汽车
品牌2024年并没有全新产品交付，只
是会继续销售目前在售的8款车。”

综合看造车新势力公布的2024年
销量目标，产品以插电式混动和增程
式混动为主的车企，其设定的销量目

标普遍较为激进，而以纯电动汽车为
主的车企则较为保守。

“中国汽车市场两年到三年内会形
成4:3:3的占比格局，即40%的混动汽
车，30%的纯电汽车，30%的燃油汽车。
我认为2024年纯电汽车销量的增长会
大幅放缓，甚至不增长，因为2023年1月
份至6月份纯电汽车销量没有增长，只
是6月份以后慢慢拉动起来了。”奇瑞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学用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岚图汽车总经理助理邵明峰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相比纯电动而
言，近年来插电混动（含增程）汽车环

比、同比增长速度均较快。一是因为
电池成本高，导致纯电车价格偏高，且
充电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二是纯电车
有充电焦虑，反倒是插混及增程技术
不断突破，能耗在降低。”

极氪智能科技副总裁林金文的看
法则不同。他认为，目前磷酸铁锂电池
的成本大幅度下降，性能在不断提升。
未来消费者的补能焦虑会大幅度减弱，
大趋势上纯电汽车市场会持续增长。

林金文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2023年11月份，纯电汽车大概占25%
的市场份额，插电混动和增程混动是
12%。所以未来纯电汽车市场基本上

还是‘增程汽车+混动汽车’的两倍。
从现在极氪汽车所做的用户调研来
看，增程汽车和PHEV（插电式混动）汽
车用户如果再换车，大概有四分之三
的用户会选择纯电汽车。”

针对当前造车新势力的纯电与混
动市场之争，林示认为，技术进步与成
本下降才是决定未来汽车市场份额的
关键。“如果纯电汽车企业在2024年能
够大面积搭载半固态电池，那么纯电
汽车的续航就可以与混动汽车一决高
下；如果锂电池价格持续下行，纯电汽
车成本与混动汽车无限接近，纯电汽
车的性能优势就能体现出来。”

2024年造车新势力销量目标比拼：
保守与激进并存 混动与纯电孰能胜出？

本报记者 施 露 李万晨曦

1月9日晚间，开年热播剧《繁花》收
官。该剧的火爆出圈，也带动其拍摄地
迎来众多游客打卡。近日，与《繁花》相
关的黄河路、进贤路、车墩影视基地等
挤满了游客，和平饭店等场所也迎来了
人流暴涨，显示出影视流量在文旅场景
的持续变现。

携程数据显示，近两周上海在平台
搜索热度环比前两周增长近两成，人民
广场（《繁花》剧集带火的景点集中在人
民广场地区）的搜索量环比前两周上升
近三成。

去哪儿研究院研究员肖鹏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部剧
带火一批景点’是新年上海旅游业出现
的新热潮，以古早题材为基础的影视作

品唤起了人们对过往的回忆。”
而借着电视剧的热度，A股上市旅

企春秋旅游顺势推出了“繁花”定制路
线套餐。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春秋旅游“繁花”
团将在1月14日首发。“导游将带领游客
行走在中山东一路，聆听和平饭店的传
奇过往、感受外滩27号的岁月余韵、重
温东一美术馆里金宇澄笔下的‘繁花’
记忆。该微游首发团游客以中青年为
主，多数已在上海工作、生活多年。”

“说《繁花》，但不止‘繁花’。影视
剧、原著篇幅有限，其实也只反映了一
部分当时的上海风貌。借其热度，对
上海历史全方位再发掘、体验，延伸导
游讲解的深度，才能取得更理想的长
尾效应。”春秋旅游导游周俊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我是1987年出生的

上海人，从90年代开始一路的成长轨
迹与《繁花》主要故事线几乎重叠。《繁
花》的热播唤醒我的童年记忆，这也是
我设计‘繁花’微游线路与微游直播的
源头。”

周卫红表示，影视剧热播在一定程
度上带动了黄河路、和平饭店等城市地
标的热度，其在社交平台上持续走红，
会吸引更多市民游客，成为2024年上海
文旅新风向。

“要让影视热持续带动当地旅游发
展，需要采取一些措施。首先，需要有
明确的差异化定位。其次，要借助公关
传播手段，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当地的
独特魅力。同时要加强旅游业的培训
和人才引进，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
质，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福
建华策品牌定位咨询创始人詹军豪对

记者表示。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农文旅产业

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袁帅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使影视流
量在文旅场景持续变现，需要多方面的
努力。首先，目的地需要具备独特的文
化历史魅力。其次，当地政府和旅游部
门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此
外，可以开展多元化的旅游活动和项
目，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和喜好。

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智库专家
洪勇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影视流
量带动旅游发展成为新热潮，但打卡经
济和短期效应并不一定能够持续。要
让影视带动的旅游热潮成为长期的发
展机遇，需要提高旅游接待能力，深入
挖掘目的地文化和历史特色，注重旅游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影视流量持续变现《繁花》引领上海文旅新热潮

本报记者 王丽新
见习记者 陈 潇

1月10日，上海迎来2023年第四
批次第三轮2宗涉宅地出让，这也是
2024年开年以来上海的首场土拍。

此次两宗涉宅用地均位于松江
区 ，总 面 积 236.7亩 ，总 建 筑 面 积
34.85万平方米，总起价58.7亿元，最
终揽金63.16亿元，成交楼面均价
18124元/平方米，均成功出让。

不过此次土拍热度仍继续分
化，其中泗泾镇地块封顶摇号，佘山
北基地地块仅一位竞买人底价成
交。

“从成交结果来看，松江区泗泾
镇地块更受欢迎，由招商蛇口以上
限价52.51亿元竞得，成交楼面价
17634元/平方米，溢价率9.33%；佘山
北基地20A-04A号地块则相对平淡，
由厦门国贸以底价 10.649亿元摘
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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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来看，上海本场土拍热度
分化犹存，也符合当前房企聚焦优势
更加突出的地块的拿地趋势，与此同
时，国企持续担当拿地主力，‘老面
孔’参与度相对高频似乎也成为上海
土拍特征之一。”关荣雪如是称。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土拍参拍

房企数量较此前明显下降，两宗地
块仅有3家房企参与竞拍，分别为招
商、国贸、“华润、上海松江交投、建
发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

不过，招商蛇口和联合体两大
参拍方在泗泾镇地块商展开了激烈
的角逐，经过56轮竞价触达地价上
限后进入竞高品质建设指标环节，
两方面均接受绿色建筑二星级及超
低能耗建筑指标以及7%的公租房比
例进入摇号环节，最终地块由招商
蛇口幸运摇中，成交楼面价17634元/
平方米，溢价率9.33%。

“泗泾镇地块位于泗泾地块站
口，周边商业教育医疗配套齐全，是
泗泾板块核心地块，地理位置优越，
因此房企参拍热度较高，华润与招
商分别为2023年上海拿地金额第一
及第二，本次竞拍体现出其深耕上
海的决心。佘山地块由国贸底价竞
得，在周边已开发有国贸鹭原项目，
对该板块较为熟悉。”中指研究院上
海高级分析师陈炬兰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

在关荣雪看来，上海此次开年
土拍仍现热门地块，继续向市场注
入积极因素，在“认房不用认贷”、降
首付、降利率等利好政策的催化下，
上海购房需求仍有稳健释放的潜
力，房企布局意愿也相对较高。

上海今年首场土拍揽金63亿元
地块热度分化犹存

本报记者 李雯珊
见习记者 刘晓一

1月10日，康泰生物发布的业绩
预告显示，公司预计2023年归母净利
润为8.5亿元至9.5亿元，与上年同期
亏损1.33亿元相比，实现大幅扭亏。
扣非净利润为7亿元至8.3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483.04%至554.17%。

对于业绩增长，康泰生物表示，源
于公司按照年度经营计划积极开展各
项工作，以市场为导向，持续优化营销
网络布局，加强市场推广及销售工作，
公司常规疫苗（不考虑新冠疫苗）总体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不低于16%。

康泰生物主要从事人用疫苗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2023年，公司多
项研发管线取得进展。

2023年12月28日，公司发布公告
称，子公司生产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
苗（人二倍体细胞）已获得批签发证
明。公司正积极开展该疫苗的推广、
招标准入等工作，截至目前该疫苗已
获得山东省、河南省、黑龙江省、贵州
省、吉林省等省份的准入资格。

福建华策品牌定位咨询创始人詹
军豪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批签发”是国家对疫苗生产、销售
和使用的重要监管环节，只有经过批
签发的疫苗才可以上市销售。

公司表示，该获“批签发”的狂
犬病疫苗使用人二倍体细胞制备，
采用“五针法”和“2-1-1”（四针法）
两种免疫程序。临床结果表明，两
种免疫程序全程接种后，均有良好
的安全性、免疫原性和免疫持久
性。国内对狂犬病疫苗的需求量较
大，该疫苗市场前景良好。

中信建投研报显示，目前国内
已上市的人二倍体狂犬疫苗仅有康
华生物一家，在研管线中仅有成都
所、成大生物和智飞龙科马的产品
处于Ⅲ期临床试验阶段，康泰生物
潜在竞争对手有限。随着公司产品
获得批签发证明，以及招标准入及
销售推广工作持续推进，公司人二
倍体狂犬疫苗有望迎来快速放量，
为公司提供新的业绩增长点。

其他管线方面，康泰生物相关
人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2023年，公司吸附无细胞百白
破灭活脊髓灰质炎和b型流感嗜血
杆菌联合疫苗（五联疫苗）、吸附无
细胞百白破灭活脊髓灰质炎联合疫
苗（新四联疫苗）均已完成Ⅰ期临床
试验准备工作，已正式开启Ⅰ期临
床试验；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已
开启Ⅲ期临床试验；重组带状疱疹
疫苗、重组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
（RSV）等研发项目正有序推进中。

康泰生物预计去年净利最高超9亿元
同比大幅扭亏

本报记者 李雯珊

1 月 10 日，中钨高新发布公告
称，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
方式购买五矿钨业和沃溪矿业合计
持有的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柿竹园”）100%股
权，并向不超过 35名符合条件的特
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此次交易有助于中钨高新形
成集钨矿山、钨冶炼、硬质合金及深
加工于一体的完整钨产业链，整合
资源，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不仅符合
国家对钨产业的顶层设计，亦有利
于实现目前钨产业链的转型升级。”
中钨高新证券事务代表王玉珍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公告显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相关交易方五矿
钨业与中钨高新的实际控制人均为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因此，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
后，柿竹园将成为中钨高新直接持
有100%股权的全资子公司。

据悉，沛竹园主营业务为钨、钼、
铋、萤石等多金属矿的采选、钨精矿
冶炼加工和铋系新材料研发。沛竹
园矿产资源丰富，矿物品种多达百余
种，矿床钨金属储量可达80万吨，居
世界首位，锡 30万吨，钼 10万吨，铋

储量30多万吨。目前年产钨精矿超
7000吨，年产萤石超30万吨，伴生萤
石产量位居国内行业前列。

根据中钨高新 2023年三季报，
去年前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95.4
亿元，同比下降 4.24%，净利润约为
3.15 亿元，同比下降 20.85%。公开
资料显示，公司目前受托管理的矿
山共 5 家，保有钨资源量近 120 万
吨，年产钨精矿约2.5万标吨。

“在钨矿企业盈利能力改善的
背景下，沛竹园资产注入的有序启
动，产业链一体化将大幅提升公司
原料自给率，并增强公司盈利能
力。中钨高新作为国内数控刀片最
大生产商和技术领先者，预计将受
益于下游需求逐渐好转，公司业绩
有望高速增长。”中信证券有色金属
行业分析师李超认为。

中钨高新公告称，公司 2021年
与2022年从柿竹园采购钨化合物金
额分别为 15.31 亿元、15.66 亿元，
2023年 1月份至 11月份，公司从柿
竹园采购原材料及产品的金额为
13.65亿元，占公司同类关联交易业
务的比例高达41.13%。预计2024年
的采购额进一步上升，达18.3亿元。

“在完成沛竹园的收购后，有利
于中钨高新降本增效，降低关联交
易采购额度。”王玉珍表示。

中钨高新拟购买柿竹园100%股权
整合资源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丁 蓉

新年伊始，储能行业延续了去年的
火热。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各省投资项
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信息发现，开年以
来截至 1月 7日，全国各省新获备案的
储能项目已超130个。

储能行业高速增长，大幅提振市场
信心。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张丽洁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2024年储能产业发展势头不减，有望
超 2023年水平，同时价格竞争依然激
烈，企业应该提高产品创新力，打造储
能集成系统，加速出海布局。”

储能行业高速发展

2023年我国储能行业发展驶入快
车道。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数据
显示，截至2023年12月底，我国新型储
能累计装机达到 34.5GW/74.5GWh，其
中 2023 年 我 国 新 型 储 能 新 增 装 机
21.5GW/46.36GWh。2023 年新型储能

新增装机约为2022年的3倍。
记者梳理发现，2024年 1月 1日至

1月7日，新获备案的储能项目中，有多
个项目投资总额过亿元。

其中，广东省新明海用户侧储能设
备项目投资总额达 7.5亿元，该项目年
设计产能约 100万台/套便携式储能电
源、商用/户用储能电源。浙江省绍兴
市柯桥区平水网侧储能项目总投资2.5
亿元，规模为75MW/150MWh。

“2024 年新型储能新增装机功率
有望超过2023年。”江西新能源科技技
术学院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
翔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新型电力
系统建设中，储能是至关重要的配套产
业，是“削峰填谷”的重要手段，在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要求下，储能市场将持
续释放巨大需求。

储能产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政策
的支持。2023年各地储能支持措施百
花齐放，进入2024年，政策利好仍在不
断释放。例如，1月 5日，《成都市优化
能源结构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政策
措施实施细则（试行）》发布，针对储能

项目运营补贴给予政策支持。

价格将进一步下降

2023 年以来，储能系统报价一路
下跌。不可回避的是，2024年储能行
业白热化竞争也将持续。

张丽洁表示，预计 2024年储能系
统价格还有进一步下降空间。根据最
新储能开标数据，2小时储能系统价格
已经降为 0.6元/Wh至 0.7元/Wh，对比
2022 年 2 小时储能系统均价 1.57 元/
Wh，降幅超过50%。

张翔也表示：“由于目前储能行业
存在产能过剩，企业以价格战为竞争手
段，加上产业链趋向成熟，储能系统价
格将继续下降。大浪淘沙之后，行业集
中度将提升，竞争格局将改善。目前市
场上除了钠离子电池之外，钒电池等技
术路线也发展很快，在产业转型升级阶
段，企业要加强技术创新，跟上产业发
展步伐，提升自身竞争力。”

在优胜劣汰过程中，具备成本优势
和技术优势的企业有望获得更大的市

场份额和盈利空间。
在此格局下，宁德时代、比亚迪、亿

纬锂能、阳光电源、固德威、德业股份、
锦浪科技、科士达等多家A股上市公司
持续深耕布局储能赛道。

例如，比亚迪储能业务全面覆盖电
网储能、工商业储能、家庭储能等领域，
为全球客户提供全面、先进的技术和产
品解决方案，推动新型储能产业实现跨
越式发展。2024年1月4日，比亚迪（徐
州）钠离子电池项目正式开工，项目总
投资100亿元，主要生产钠离子电池电
芯以及PACK等相关配套产品，计划年
产能30GWh。

科士达储能产品以家庭储能和工
商业储能为主，在国内外均有出货。
科士达副总经理、董秘范涛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公司将继续把储能业
务作为公司核心业务之一，2024年重
点发力工商业储能。工商业储能在国
内外都处于发展初期，随着储能系统
价格更具性价比，终端应用场景更具
经济性，工商业储能市场将迎来快速
发展。”

储能行业延续火热态势 开年130个项目新获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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