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 钊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产销双
双跃上1500万辆关口，新能源阵营多
点开花，合资品牌止跌回升。“年中答
卷”也体现了各车企推进品牌、管理和
资源整合的阶段性改革成效。

头部车企率先通过垂直整合、跨
界协同与生态重构，将碎片化竞争推
向集约化作战的发展新阶段，试图完
成从“撒豆成兵”到“握指成拳”的跨越
式变化。例如，在完成极氪品牌与领
克品牌整合的基础上，7月15日，吉利
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利汽
车”）与极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极氪”）签署合并协议，吉利汽车
将收购其尚未持有的全部极氪股份，
实现公司多品牌的深度协同。

当前，整合已成为车企面对竞争
降本增效、创新管理、提升竞争力的新
路径。

行业需迈过三道坎

中国汽车市场竞争格局正呈现出
容量增长趋于平缓、行业整体利润率下
行、市场集中度极低、价格战愈演愈烈的
趋势。这种无序的竞争格局，亟须产业
各方合力打破，整合就是变革路径之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
业委员会会长王侠表示，兼并整合是
产业迈向成熟期的必然现象。多位业
内人士表示，眼下，汽车行业需要迈过
三道坎，才能有实力应对新能源转型
背景下的全球化竞争。

一是要改变市场集中度极低的格
局。当前国内超过130家整车企业，累
计拥有超千个品牌，“大而散”的格局
直接导致资源内耗与效率低下。例
如，2024年比亚迪以427万辆的销量领
跑国内市场，但这一数字仅为日本丰
田集团（以下简称“丰田”）销量的一
半；全行业单车利润仅1.5万元，远低于
丰田的单车净利润水平。低集中度下
的无序竞争，让中国车企在全球产业
链中难以形成议价权。

二是要避免重复无效的研发投
入。随着电动化和智能化技术研发水
平的持续深入，车企的研发费用占比
也在不断增长，然而技术成果却并未
出现有效转化，重复开发造成的资源
浪费在行业内并不鲜见，分散的竞争
态势使得研发投入难以形成合力。例
如，在智能驾驶领域，各企业重复开发
类似算法的现象普遍存在，每年浪费
的研发资金超百亿元。

三是亟须整顿价格战，结束行业
内卷。数据显示，2016年国内在售乘
用车型仅515款，2019年则猛增至800
款，新能源汽车领域更创造出每三天
一款新车上市的纪录。同时，过度分
散的品牌矩阵正在加剧渠道内卷，同
一集团内不同子品牌在终端市场更是
互相压价，进一步侵蚀行业利润。

为了在新的市场竞争格局中站稳
脚跟，头部车企开始主动求变。改革
和整合已成为国内主要汽车集团的发

展主基调，通过以架构调整、产业链技
术、资源统筹、管理模式为核心的集团
变革，强化一体化力量。例如，奇瑞汽
车旗下多个品牌统归于奇瑞品牌国内
业务事业群，从而实现全集团的战略
聚焦、资源整合、强化协同、品牌向上。

在国元证券汽车首席分析师刘乐
看来，目前中国汽车行业已进入震荡
整合期，从需求端来看，消费者看重品
牌背书带来的“一揽子”需求得到满
足，强势品牌企业逐步整合资源积累
优势。从供给端来看，并购整合、龙头
决出，劣势产能出清是发展方向。

差异化整合路径显现

小鹏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小鹏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硬件主导
汽车设计时，多品牌的存在是有其价
值的，但随着软件和AI的逐渐主导，车
企就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整合，以
适应新的市场需求。

当前，头部车企已根据自身禀赋
分化出三条差异化整合路径，其核心
逻辑均是围绕“聚焦资源、提升效率、
强化创新”展开。

垂直整合派通过核心品牌深耕以规
模效应巩固成本优势。例如，吉利汽车、
蔚来集团（全称）等头部车企主动收缩，
从“多品牌撒网”到“核心品牌深耕”。吉
利汽车的“品牌核聚变”战略成效最为显
著。极氪上市不足一年即启动私有化，
成为吉利汽车全资子公司，与领克品牌
实现研发、供应链、渠道的深度协同。

“整合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吉利汽车行政总裁桂生悦向《证券日
报》记者坦言，通过内部整合与相应的
管理变革，才能让降本增效成果逐渐
显现出来。据测算，吉利汽车合并极
氪、领克品牌后，采购成本下降约15%，
生产线利用率提升至85%，真正实现

“1＋1>2”的协同效应。
除了品牌的整合，今年第二季度，

蔚来集团还组建了横向的“车型产品

线”组织，整合产品设计研发、工业化、
用户体验与服务等关键环节，旨在打
通产品到市场的全链条，提升跨部门
协作效率。

蔚来集团董事长李斌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的CBU
（基本经营单元）持续深入推进。蔚来
各业务集群持续推动组织瘦身，合并
部门并缩减人员规模。整个公司的团
队协作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如果说垂直整合是行业自我革新
的表现，那么开放合作派的车企则用
行动证明了协同的力量。比如，浙江
零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零
跑汽车”）通过全域自研降低对外包的
依赖，随着量产规模扩大，采购成本明
显下降，并将自研的核心技术模块对
外输出，实现技术价值的最大化。

产能出清派的整合动作则直指行
业结构性矛盾。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
渗透率持续攀升，燃油车市场需求萎
缩，产能利用率大幅下滑，部分合资车
企产能利用率甚至不足40%。对此，上
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审时度势关闭部
分燃油车工厂，广汽三菱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将厂房租给广汽埃安新能源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正是对这种市场变
化的主动应对。通过淘汰低效产能，
将土地、设备等资源转向新能源汽车
生产，不仅优化了自身的资源配置，也
推动了行业的产能结构调整，为新能
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腾出空间。

“无论是垂直整合、开放合作还是产
能出清，这些差异化路径的最终目标都
是通过整合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升
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效率与竞争力。在
这一过程中，企业不断聚焦核心业务，减
少内耗与重复投入，将更多精力放在技
术创新与市场拓展上。”中国欧洲经济技
术合作协会智能网联汽车分会秘书长林
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从规模效应来看，整合通过资源集
中实现全链条成本优化。同时，技术协
同打破了分散研发的壁垒，加速创新成

果转化。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整合推动
了行业从“内卷式”消耗转向生态化共
创，构建起了可持续的发展动能。

重构全球价值链

如果说现阶段中国汽车行业还只
是开始“合”，接下来，必定还有更加剧
烈的“整”。只有“整”出新质生产力、
核心竞争力，中国汽车行业才能站稳
全球价值链新高地。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
授、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
洪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整合的终极价值，在于打破企业边
界与产业壁垒，构建以“技术+资本+生
态”为核心的新发展动能。在这期间，
两种主流变化值得期待。

一方面，技术协同与资本联动，会
激活汽车生态乘数效应。整合后的企
业通过技术共享与资本纽带，将产业链
上下游、跨行业伙伴纳入生态网络，形
成“1+N”的创新合力。例如，广汽集团
与华为联合构建的智能驾驶生态，不仅
将城市NOA（导航辅助驾驶）功能的研
发周期缩短，更吸引了30余家零部件企
业加入技术联盟，共同迭代算法。

另一方面，整合将赋予中国车企产
业链整体输出能力，“出海”模式从“贸
易出口”转向“产业输出”，推动车企“出
海”从“卖产品”升级为“建生态”，重构
全球价值链。例如，比亚迪将刀片电池
生产技术授权给欧洲车企，吉利汽车的
SEA架构成为多国新能源车型的基础
平台，这种产业输出不仅提升了中国汽
车的全球市场份额，更将技术标准、管
理经验、供应链模式推向世界。这意味
着中国汽车已从“产品出海”进入到“标
准出海”新阶段。

纪雪洪表示，当头部车企完成内
部资源聚合后，竞争维度已从单一产
品比拼升级为生态体系较量，这种转
变正推动中国汽车产业从“规模扩张”
向“价值创造”跃迁。

头部车企整合：从“撒豆成兵”到“握指成拳” 本报记者 桂小笋

同花顺 iFinD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15 日，A 股市场共有 1494 家上
市公司发布了 2025年中期业绩预
告。从预计实现净利润规模来看，
有 5 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
润超 100 亿元（按预告上限计算，
下同）。

从预计净利润变动幅度上限
来看，上述 1494 家上市公司中，
有 417 家公司预计报告期内实现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上限超
过 100%。

具体来看，在上述预计上半年
净利润超过 100 亿元的 5 家公司
中，有 4家预计报告期内实现净利
润同比增长。其中，牧原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预计的净利润增幅上限
最高，为973.39%。公司表示，报告
期内经营业绩大幅提升，主要系生
猪出栏量较去年同期上升，叠加公
司生猪养殖成本较去年同期下降
所致。

据记者梳理，收入上升、降本
增效、把握市场契机成为了上述公
司上半年业绩预喜的主要原因。

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
副会长朱丹蓬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产业链的完整度、品牌影响
力、创新能力、规模效应好的企业，
在未来的竞争中会有更好的发展
空间，从已经发布的业绩预报也可
以看出这种趋势，“在复杂的外部
环境中，上市公司要为产业链强
链、补链作出贡献，也要着力提升
自身运营效率。”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
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隋东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
“反内卷”政策引导下，部分企业
通过灵活调整生产节奏，有效减
少了行业低效供给，叠加原材料
成本回落，推动企业盈利能力显
著回升。同时，一些企业不仅通
过战略聚焦和运营优化，深耕核
心业务优势，还通过客户结构升
级和生产工艺创新，实现了经营
效率的全面提升。此外，部分企
业敏锐洞察市场供需变化，及时
调整业务策略，成功抓住了结构
性增长机会。

“这些案例生动诠释了企业在
新形势下实现逆势增长的典型路
径。既要善用政策东风，又要苦练
管理内功，同时保持对市场脉搏的
精准把握。这种多维度的应对策
略，不仅能帮助企业扛过短期困
境，更可以为企业长期发展奠定基
础。”隋东说。

在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
斌律师看来，上市公司应当合理、
谨慎、客观、准确地披露业绩预
告，明确业绩的变动范围、盈亏金
额区间等，不要采用措辞模糊的
表述，以免误导投资者。同时，上
市公司应在业绩预告中充分说明
业绩或财务状况发生重大变动的
主要原因，若业绩变动主要源于
非经常性损益，需说明影响金额
范围，并明确相关项目属于非经
常性损益。

“上市公司发布业绩预告后，
如果出现实际业绩和已披露的业
绩预告存在重大差异，应当及时披
露相关修正公告。同时，修正业绩
需要在合理范围内，并给出合理解
释。”王智斌说。

1494家A股公司已披露中报预告
417家预计净利润增幅上限超100%

2025年7月16日 星期三
本版主编：于 南 责 编：李 正 制 作：王敬涛公司纵深0202

本报记者 冯雨瑶

同花顺 iFinD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15 日，A 股共 23 家消费电子板
块上市公司发布了 2025年半年度
业绩预告。其中，共有 11 家净利
润预喜（包括预增、略增、扭亏），占
比47%。

行业景气度持续提升

据了解，受益于全球数字化转
型、AI（人工智能）爆发，消费电子
行业景气度持续提升。同时，企业
进一步加强业务拓展和新产品、新
技术布局。此外，AI终端硬件高附
加值产品的收益增加等，也成为了
驱动消费电子板块上市公司业绩
向好的主要因素之一。

北京钉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创始人丁少将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多家消费电子类上市公司
业绩向好的核心逻辑在于需求回
暖与汽车电子业务放量的双重拉
动，“从目前来看，相关上市公司
的业绩并非短期反弹，而是技术升
级与场景拓展共同驱动的结构性
复苏。”

具体来看，按净利润增速上限
排序，上述23家消费电子板块上市
公司中，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同
比增长幅度超过100%的共有6家。
其中，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硕贝德”）预计报
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3000万元至3500万元，同比
增长 867.27%至 1028.49%，增幅上
限暂列第一。

硕贝德方面表示，业绩变动主
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聚焦主业，
深化与客户合作，天线、线束及连
接件、散热模组、智能传感模组发
展持续向好，推动公司营业收入实
现稳步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显著提升。

值得关注的是，AI正在深度赋
能消费电子产业，从智能手机、AI
PC到可穿戴设备等，AI不断驱动终
端产品创新。

不少消费电子上市公司在公
告中提及了 AI 对自身业绩的影
响。例如，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8.7亿元到19亿元，
同比增长 44.8%到 47.2%。公司表
示，其所处的电子信息行业，受益
于全球数字化转型、AI爆发，行业
景气度持续提升，助推智能终端、
高性能计算、汽车及工业、AIOT等
领域的发展，对公司经营产生积极
影响。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持续增加AI终端硬件高附加
值产品相关的研发投入、提升市
场份额及建立供应商联盟，进一
步推动了产线稼动率的提高及制
造成本的降低，使得上半年公司
整体盈利同比有所提升。公告显
示，公司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31.57%至 66.66%。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设计、研发、制
造和销售通信及移动网络设备、云
计算、工业互联网及机器人等电子
设备产品。业绩预告显示，公司在
大客户的核心产品份额继续保持
领先优势，先进AI算力的GPU模块
及GPU算力板等产品的出货，在第
二季度实现显著增长。同时，公司
锚定智能制造与AI融合的发展机
遇，依托前沿技术研发实力，持续
加码核心产品的技术研发投入，推
动该业务实现稳健增长。

汽车电子业务高速发展

除了AI驱动外，随着近年来新
能源汽车产业的迅猛发展，汽车电
子业务逐渐成为了消费电子板块
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为20%
至 25%。对于业绩变化原因，公司
表示，已通过深化垂直整合战略强
化技术护城河，依托全球化产能布
局优化资源配置，构建起涵盖消费
电子、汽车电子及通信的多元业务
生态。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同比
增长。公司表示，报告期内主营业
务稳中向好，主要系公司新能源汽
车镁合金材质应用业务受益于新
能源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以及笔
记本电脑结构件业务受益于AI PC
的快速渗透。

在中国电子商务专家服务中
心副主任郭涛看来，当前，消费电
子回暖与汽车电子高速发展形成
产业景气度提升的双重驱动，背后
核心逻辑在于需求复苏与技术迭
代共振。

郭涛认为，消费电子方面，厂
商库存去化已接近尾声，AI手机、
VR 等创新产品正在拉动换机需
求。汽车电子则受益于电动化、智
能化加速，车载摄像头、车灯模组
等产品渗透率快速提升，头部企业
凭借技术复用（如光学、芯片）实现
降本增效。二者共同推动了产业
链上游半导体、中游零部件及下游
整机企业的业绩释放。

AI赋能、汽车电子业务增长
消费电子上市公司中期业绩普遍向好

本报记者 张晓玉

近日，国际羽毛球头部品牌尤尼克
斯（YONEX）在日本官网发布公告称，自
8月 1日起对旗下多款羽毛球产品进行
价格调整，涨幅达30元/打至40元/打。

在此之前，已有国内尤尼克斯经销
商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因生产材料价格
上涨，公司将调整部分羽毛球价格。其
中，AS—05由 275元/打涨至 350 元/打，
AS—9由225元/打涨至295元/打。通知
落款为尤尼克斯（上海）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这是继今年4月份行业集体涨价
后，羽毛球市场在三个月内迎来的第二
轮显著价格上涨。

记者调查发现，羽毛球价格的持续
上涨正在深刻改变行业生态：一方面催
生了二手球交易市场的繁荣，另一方面
也加速了替代产品的技术研发。与此
同时，在全民健身政策推动下，羽毛球
运动参与人数持续攀升，为整个体育产
业带来了增长动能。

成本压力推动价格上涨

7月 15日，《证券日报》记者致电尤
尼克斯（上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公司
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新价格政策已按
计划于7月1日正式实施。该工作人员
表示，由于尤尼克斯在中国和日本市场

销售的羽毛球产品型号存在差异，因此
中国市场的价格调整并不参考日本市
场，两个市场的销售策略是相互独立的。

尽管价格上调，但羽毛球爱好者的
热情并未减退。尤尼克斯（上海）体育
用品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向记者透露，
虽然产品价格有所调整，但经销商的进
货量仍保持稳定态势。

从尤尼克斯的涨价通知来看，羽
毛球价格上涨的核心原因在于原材料
成本的持续攀升。羽毛球的主要原材
料——鹅毛或鸭毛的大翅羽价格近年
来出现显著上涨。

在羽毛球价格持续攀升之际，一
场围绕“成本突围”的行业变局正在上
演——二手羽毛球交易迅速升温，塑
料球、碳音球等替代品正加速入场。

“赛事级八成新20元起”“无断毛九
五成新68元/打”……电商平台上，二手
羽毛球商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
从球馆回收、经修补后重新上架的羽毛
球，售价仅为全新球的 1/5至 1/3，成为
新手训练和大众玩家的“性价比之选”。

与此同时，面对天然羽毛球价格高
企，塑料球、碳音球等替代品加速入
场。亚洲羽毛球联合会官宣未来赛事
考虑引入碳音人造球，这类采用合成材
料的羽毛球耐打性提升 50%，且价格仅
为天然球的1/3。

“不过，目前高端赛事使用的羽毛

球仍是以天然羽毛为原材料，主要是因
为天然羽毛制造的羽毛球飞行稳定性
更优。人造羽毛暂时难以满足专业赛
事对球速、手感等方面的高要求。”江苏
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董秘孙军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产业链站上风口

从整体来看，羽毛球价格持续上涨
主要受供需两方面因素驱动，上游原材
料供应紧张导致成本攀升，下游羽球运
动逐年升温带来需求激增。公开数据
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羽毛球运动人口已
达 2.5亿，成为仅次于健步走的第二大
群众性体育运动。

在此背景下，羽毛球产业迎来快速
发展期。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我国现存在业、存续状态的“羽毛球”
相关企业约为1.7万家；2025年以来截至
目前新增注册相关企业约为220家。

清华大学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
副主任胡麒牧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羽毛球兼具竞技性和社交
属性，适合各年龄段参与，叠加政策支
持和居民健康意识提升，未来市场潜力
巨大。随着体育消费升级，羽毛球产业
有望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羽毛球市场的持续升温，也为产业
链相关上市公司带来了发展机遇。例

如，江苏益客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益客食品”）参股子公司益赛（江
苏）体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
赛”）经营范围包含“羽毛（绒）及制品制
造”和“体育用品及器材制造”（涉及羽毛
球制造），且公司有鸭毛等原材料供应。

在当前羽毛球市场价格上涨、存在
利润空间的市场环境下，有投资者通过
互动易平台询问，公司是否有计划利用
自产原材料自行加工生产羽毛球。对
此，益客食品有关人士回复称，益赛业
务包含羽毛球制造与销售，未来建成投
产后，将推动公司禽类副产品在健康领
域的创新应用，实现产业链价值升级。

同样受到关注的还有国内肉鹅养殖
龙头企业江苏立华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针对投资者关于肉鹅屠宰产生的羽
毛是否应用于羽毛球产业的询问，公司
回应称，自 2005年开展养鹅业务以来，
已建立起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包括育种、
种鹅繁育、商品鹅养殖及销售等环节。
公司明确表示，鹅羽毛因其优质特性，是
制作羽毛球和羽绒服装的理想原材料。

胡麒牧表示，在全民健身政策推动
和市场消费火热的双重驱动下，羽毛球
产业正迎来黄金发展期。从品牌商、制
造商到供应链企业，整个产业链都面临
着新的发展机遇。随着市场需求的持
续增长，相关企业有望通过产业链协同
实现价值提升。

成本攀升 羽毛球行业顺势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