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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 伟

4月 22日，沪铝期货再度上行，
盘中一度突破20500元/吨；伦铝节节
上升，盘中一度突破 2670.50 美元/
吨，靠近前期高点。

多家券商发表研究报告称，国内
外铝价得益于下游行业需求复苏的
推动，正处于节节走高的态势，短期
大幅回落的可能性较小。同时，国外
能源成本高企，国内压缩落后产能，
国内外电解铝供应短期难以扩大。

下游需求复苏上游供应受限

对于铝价不断走高，财信期货研

发服务中心负责人苏斌认为：“一方
面下游需求有复苏，在国内市场中，
汽车零件、光伏发电、风力发电、装配
式建筑、食品包材、消费电子等细分
领域对铝需求向好，在国际市场中，
多国基建加快，对建筑铝材需求上
升，共同推动铝价上行。”

他进一步表示：“另一方面上游
供应受限，俄铝交割受阻，能源成本
高企，海外冶炼厂开工意愿低迷，国
内压缩落后产能，是限制电解铝供应
的主要因素。从成本角度来看，电解
铝的生产过程中，电力占总成本的
37%，当下原油、煤炭、天然气价格均
在高位，对铝价有一定支撑作用。”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国内已对

电解铝产能进行压缩，新增产能仅限
于西南及西北地区，以水电炼铝为代
表的绿色铝则受到重视。今年 3月
末至 4月中旬，云铝股份连续接待多
家机构调研，该公司表示，2023年公
司生产用电结构中绿电比例约80%，
公司依托绿色能源生产的绿色铝，碳
排放约为煤电铝的 20%左右。该公
司在互动易上回答投资者提问时表
示，预计 2024 年电解铝产量计划约
270万吨，与 2023年电解铝实际产量
239.95万吨相比，增长约12.52%。

再生铝有望成铝价“稳定器”

由于光伏、风电、水电的电力生

产容易受到昼夜交替、季节丰枯、降
水多寡、台风等因素影响，其价格和
供应呈现波动性，对电解铝当年实际
产量亦有不确定影响，因此，更为稳
定的再生铝业务受到企业青睐。

德众汽车是布局再生铝业务的
企业之一。该公司报废汽车回收业
务经理覃向东向《证券日报》记者介
绍：“通过回收报废汽车、通用设备、
废旧电缆、建材垃圾、电子元件等均
能获得稳定的再生铝原料供应。”

他表示：“按每吨铝锭来计算，电
解铝和再生铝的能耗比例约为 20比
1，两者的碳排放比例约为60比1。对
于缺少水电、光伏、风电等资源的地区
而言，再生铝是更为理想的选择。”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除了
德众汽车之外，怡球资源、明泰铝业、
宏创控股、罗普斯金、鑫铂股份等均
公告旗下正在开展或已有再生铝业
务。部分企业还在生产再生铝的基
础上，将再生铝加工为铝棒、铝板、铝
箔等中间产品，丰富下游客户的选
择，同时增厚再生铝业务利润空间。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
长曹二保教授分析称：“再生铝业务
的快速兴起，将有利于转变铝供给
结构，朝向绿色环保、低碳节能方向
发展。再生铝产能规模日益增长，
利用海外资源做好海外市场，或将
有益于全球铝价稳定，可成为铝价
的‘稳定器’。”

国内外铝价持续走高
上市公司积极布局再生铝业务

本报记者 李乔宇

生产线运转的声音嗡嗡作响，
工人们进行着生产、组装和检测工
作，不时有踏着电动滑板车、平衡车
以及电动两轮车的工作人员在工厂
中的路测区域来回穿梭……这里是
九号公司位于江苏常州的制造基地
（以下简称“九号常州工厂”），也是
全球最大的智能短交通产品研发生
产基地，能够满足全球每年数百万
台智能产品的产能需求。

这 里 也 承 载 着 九 号 公 司 的
“野心”。“做到全球第一”“做到产
业门类第一”是九号公司管理层
在推出新产品品类时常常提及的
愿景。九号公司将如何通过对产
品的差异化布局进一步深耕存量
市场并开拓增量市场，现有产能
又如何支持公司对于未来进一步
发展的需求？《证券日报》记者走
访九号常州工厂了解到，在短交
通出行领域，九号常州工厂的智
能化水平已经走在了行业前列。

持续加码数智化转型
赋能提质增效

记者在九号常州工厂了解到，
目前公司产品需求旺盛，该工厂的
三大生产基地均处于“火力全开”
的状态，这意味着每36秒就能生产
出一辆需要一百多道组装工序的智
能电动两轮车产品，每40秒就能生
产一台电动滑板车，每180秒生产一
台全地形车发动机……

“这样的生产速度在业内未必
是最快的，但综合生产工序以及质
量来看，我们一定是生产效率较高
的。”九号常州工厂相关负责人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以电动两轮车
为例，九号公司生产一辆车需要36
秒的时间，部分同业公司可以做到
34秒。但生产一台九号公司智能电
动两轮车需要一百多道工序，其他
同业公司产品只有六七十道。

智能化的产品布局以及对于产
品质量的把控是九号公司电动两轮
车生产工序较多的重要原因。采访
期间，记者注意到生产线上的部分
位置标注了“关键工序”四个字。

“关键工序表示这一道工序直接关
联到骑行安全问题。”现场工作人
员对记者解释，“例如电动两轮车
的碟刹安装、电机安装以及紧固
等，这些工序一旦出现疏漏，就容
易引发严重的安全问题。”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最大
程度保障骑行安全，九号公司要求
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将螺丝扭矩等关
键部件的组装保持在合规要求范围
之内，但仅靠人为干预难免失误。

“我们的工具上都连着一根线，这
根线不仅能够帮助工作人员自动检
测组装力矩，还直接连接到我们的
流水线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只有检测达标，指示灯亮起，下一
个流程才会继续。”该工作人员对
记者表示，九号公司在制造业的转
型升级方面已经走在了行业前沿，
九号常州工厂也常常迎来同业公司
团队参观交流，短交通领域的数字
化转型大势所趋。

这条连接线还连接着业内先

进 的 整 车 制 造 全 流 程 监 控 系 统
（MES）。该系统不仅能监控生产
全流程，确保关键工序不被遗漏；
还对九号公司产品的电机、控制
器、仪表、ECU（电子控制单元）等
电子元器件与整车进行统一的绑
定与监测，从而实现对每一个关键
零部件进行编码溯源，实现一机一
档的数字化、端对端的产品全生命
周期管理。

据九号公司方面介绍，整车组
装流程外，九号常州工厂的零部件
采购、合规性检测以及线下交付等
环节均引入了智能化全生命周期管
理模式，最大限度保证了产品的品
质可靠，也为整个生产环节带来降
本增效的价值。九号公司相关管理
层表示，未来公司将进一步提升生
产线的数智化水平，进一步助力工
厂生产提质增效。

截至目前，九号常州工厂三大
生产基地已累计生产电动滑板车
超1200万台、电动平衡车超400万
台、电动两轮车超300万台，以及大
量全地形车、智能割草机器人、配
送服务机器人等产品。这些产品
不但遍布国内大街小巷，也远销海
外，成为“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
一张亮眼名片。

九号常州工厂的产能仍在扩
大，一线工作人员更能真切地感受
到市场需求。“从去年147万台的出
货数据来看，预计今年电动两轮车
的销量还将继续增长。”一位九号
常州工厂一线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随着三期生产线项目完工，九号常
州工厂电动两轮车的年产能最多能
够达到350万到400万辆。

深耕国内市场
也要加速扬帆“出海”

九号公司对于智能化追求，源
自其对于发展战略的布局。

2019年，原本以电动平衡车和
电动滑板车闻名的九号公司正式
发布了电动两轮车产品，就此开启
公司业务新赛道，并借此产品进一
步深耕国内市场。彼时，九号公司
在 电 动 两 轮 车 领 域 仍 属 于 后 来
者。如今，近五年的时间过去，九
号电动两轮车已经遍布国内的大
街小巷。

复盘九号公司电动两轮车产
品的成功秘诀，九号公司创始人
兼董事长高禄峰在九号常州工厂
与《证券日报》记者交流时表示，

“新国标”引发的换车潮、新能源
浪潮以及九号公司对于电动两轮
车的智能化升级等因素共同为公
司产品打开了市场。

最新数据显示，尽管切入电动
两轮车领域的时间相对较短，九号
公司已实现超越部分同业公司的
表现。在高禄峰看来，电动两轮车
在国内已经较为普及，但在海外市
场，仍有较大的机会。

高禄峰表示，2023年，九号公
司的电动两轮车累计出货量超过
300万台。国内电动两轮车的换车
潮仍然有望持续，基于年轻用户对
于公司产品需求高企的预期，九号
公司预计今年出货量仍将放大。

“智能化”也被高禄峰常常挂

在嘴边。近几年，除电动两轮车
外，九号公司旗下主要面向海外市
场的电动平衡车、电动滑板车、全
地形车以及智能割草机等产品，也
均 将“ 智 能 化 ”作 为 核 心 卖 点 之
一。一方面，九号公司通过对于智
能化的加码树立起与同业产品的
差异化竞争优势，持续捕捉中高端
市场机遇；另一方面，也通过打造
完整的产品线，凭借中国先进制造
业优势，提升产品性价比和市场竞
争力。

较为明确的市场空间及逐步
提升的产能让九号公司对于其今
年 的 业 绩 预 期 较 为 乐 观 。 谈 及
2024年市场表现，九号公司董事
会 秘 书 徐 鹏 告 诉《证 券 日 报》记
者，从具体品类看，预计电动两轮
车业务将继续保持良好态势。整
体来看，随着规模效应的扩大，预
计公司各个品类的经营质量将进
一步提升。

长期来看，高禄峰也根据产品
品类以及投放市场的差异制定了

循序渐进的计划。他表示，未来九
号公司电动滑板车在地域渗透率
以及渠道渗透率方面仍将进一步
提升；全地形车和公司新产品E-
bike要在全球存量市场中实现进
一步的市场份额增长；智能割草机
产品则继续瞄准全球领先地位。

“我们正在专注把九号公司做
成一个全球化的高科技消费品公
司”。高禄峰援引公司发展愿景表
示，九号公司要“用创新短交通和
机器人产品，服务全球10亿人”。

实探九号公司常州工厂：
数智化引领行业 三大生产基地“火力全开”

李乔宇

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企业的
身影愈发清晰。作为一家在短交
通领域深耕多年的企业，九号公司
凭借其独特的智能制造模式和全
球化战略，成功地将产品推向海外
市场，成为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
一张名片。

九号公司的产品“出海”有着
天然优势。2015 年的一桩“蛇吞
象”交易，让当时成立仅有三年的
九号公司一举成为全球平衡车鼻
祖的 Segway 公司的实控人。时至
今日，Segway 品牌仍在美国市场具
有较强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帮助
九号公司产品得以更顺畅地进入
了海外市场。近两年来，尽管九号
公司在国内市场持续发力，但其境
外市场收入在公司总营收中占比
仍近五成。

Segway 固然为九号公司产品
“出海”提供了便利，但通过提高产
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夯实品牌影响

力，在增量市场中及时捕捉市场对
智能化产品的需求，在存量市场中
树立起差异化竞争优势，以及提供
具有高性价比的产品，才是九号公
司“出海”的核心优势。

在夯实上述核心优势的过程
中，中国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至关
重要。

在提高产品质量方面，制造业
的智能化转型能够最大限度地减
少人工失误，及时调整生产参数，
避免潜在的产品质量问题，提高产
品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在提升
产品性价比方面，智能化转型能够
通过帮助企业优化生产流程，提高
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同时缩短
生产周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减
少时间成本；在塑造差异化优势方
面，九号公司等企业对于智能化产
品的前瞻性布局，敏锐地捕捉到了
消费者潜在需求，让国产品牌在存
量市场竞争抢占智能化先机，在竞
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占据差异化
优势。

九 号 公 司 正 推 进 数 字 化 转
型。在其常州工厂，仍然有较多的
现 场 工 作 人 员 忙 碌 在 生 产 线 两
侧。在与现场工作人员以及相关
管理层交流的过程中，笔者了解
到，九号公司生产线中的每一个流
程均已实现智能化替代，但公司产
品更新快，完整的智能化生产线集
成流程长，暂无法满足公司产品高
速更迭的需求。同时，电动两轮车
行业当下的供应链水平也限制了
电动两轮车生产线智能化转型的
深度。预计随着中国制造业转型
的持续深入以及相关产品的放量，
九号公司工厂的智能化程度有望
随之增强。

九号公司的“出海”成功，是中
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实施全球化
战略的缩影。我们有理由相信，在
广阔的全球市场，“中国智造”大有
可为。

从电动两轮车“出海”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陈 红

《证券日报》记者据同花顺 iFinD 数据
整理，截至 4 月 22 日，在 A 股已披露 2023
年年报的 113 家汽车零部件上市公司里，
89家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不含减亏），占
比近八成，其中，威孚高科、博俊科技、科
华控股、浙江世宝、飞龙股份、万安科技等
16 家公司去年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超
100%。

奥优国际董事长张玥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实现业绩高增长的公司主要
集中在汽车零部件配套、电子电器、橡胶
制品、发动机部件等领域。这些领域的市
场需求持续增长，技术更新快，产品附加
值高，促进相关公司获得了较高的利润。”

出口旺盛

上述 113 家公司中，威孚高科、ST 八
菱、科华控股 2023年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1446.28%、680.46%、530.94%，位居净利润
增速前三。

浙江世宝、万安科技、索菱股份、英搏
尔、飞龙股份 2023年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387.91% 、346.07% 、270.64% 、234.33% 、
211.14%；此外，博俊科技、长源东谷、登云
股份、均胜电子等去年也均实现净利润同
比增长超 100%。

据梳理，多家公司在业绩变化原因中
提及了订单增长、销量增长、出口增长等

“关键词”。
威孚高科表示，2023 年，公司四缸增

压器产品销量创历史新高；电机轴产品
全 年 销 量 近 140 万 件 ，同 比 增 长 近 1.5
倍；直列泵等产品在海外市场继续保持
增长。

科华控股称，2023 年国内外客户需求
稳步增加，销售量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从而带来增量收入和增量毛利。

飞龙股份表示，2023 年公司订单充
足，新能源热管理产品有所增长；涡轮增
压器渗透率提升，混动汽车快速上量，出
口同步增长。

福建华策品牌定位专家詹军豪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上述公司在汽车零部
件领域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力和技术优势，
可以通过优化生产流程、降低成本等方式
提升盈利能力。此外，由于出口需求旺
盛，多家公司订单量、发货量大幅增长，海
外市场打开了部分公司的成长空间。”

传统领域竞争激烈

113家公司中，9家去年发生亏损。其
中，华阳变速表示，2023年受市场需求萎缩
等多重因素影响，传统汽车零部件产品订
单小幅下降；同时公司零部件收入仍未形
成规模效应，固定成本费用得不到摊薄。

动力新科称，2023年，公司子公司产品
自卸车类重卡，受房地产等基础建设投资
增速下行较大的影响，市场竞争激烈，应收
账款回款缓慢；同时整车销量下滑也产生
较大影响。

也有部分公司表示，2023 年业绩亏损
主要由于海外市场拓展受限，卡客车胎订
单受到影响；海外经济通货膨胀造成毛利
率下降等。

“业绩不佳的厂商主要集中在传统汽
车零部件领域，该领域市场竞争激烈，产品
附加值低，技术更新缓慢，导致盈利能力下
降。”看懂经济平台产业观察家洪仕斌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这些数据反映出当
前汽车零部件行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
时期，传统零部件领域的竞争更加激烈，而
新技术、新产品的市场需求正在逐步增长，
行业正在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型。”

国际化趋势不可逆

近年来，中国汽车零部件“出海”加
速。根据乘联会整理的海关数据，2023
年，我国汽车零配件出口额达 877亿美元，
同比增长 9%。

据了解，汽车零部件行业中，飞龙股
份、青岛双星、通用股份、拓普集团等公司
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也在加速海外扩
张。

例如，青岛双星 2023年官宣在柬埔寨
建设工厂，投资建设轮胎生产项目。近
期，公司表示：“将重点通过柬埔寨工厂建
设完善全球总体产能布局，迅速进入欧美
等高收益市场。”

2023 年年底，通用股份启动柬埔寨二
期项目；近日，飞龙股份首个海外工厂在
泰国奠基，计划 2025年 9月份竣工投产。

詹军豪认为：“相关公司纷纷拓展海
外市场，是实施全球化战略的重要体现。
这不仅可能创造增长点，还能够通过学
习、借鉴，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和
管理能力。‘出海’热潮或将持续。”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全球汽车
产业转型升级，相关零部件需求将持续增
长。同时，随着环保、安全、智能等要求的
提高，汽车零部件的质量、技术含量和附
加值也将不断提高。未来，汽车零部件行
业景气度有望持续提升，企业国际化趋势
不可逆转。”

113家汽车零部件公司披露年报
近八成去年净利同比增长

图①九号常州工厂的机械臂正在进行产品装载 图②电动两轮车生产线上的工人正在进行车架组装 图③九号公司
智能割草机器人展示无边界规划式割草及避障能力 图④电动两轮车生产线上的工人正在进行最后的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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