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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装备产业
如何迈入超车道？

——株洲市产业链面面观之六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任远

现在，国内每卖出五辆新车，就有一辆新
能源汽车。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制定，以及
全球汽车产业的发展，新能源汽车似乎正式摆脱
了萌芽期，一脚“电门”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在这个迅速崛起的产业高地中，众多城市
摩拳擦掌，投身到激烈的角逐竞争中。株洲，亦
大力发展电力新能源与装备制造产业链，在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道路上发
足狂奔。

本期，我们选取宁德、深圳、常州与柳州四
座城市，总结梳理其发展经验，以期带来借鉴
与启发。

【产业链名片】
我 市 电 力 新 能

源与装备制造（含汽

车）产业链 2021 年产

业 总 规 模 679 亿 元 ，

拥有上下游企业 643

家，省单项冠军 3 家，

国 家 级 与 省 级 专 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 9

家。我市是我省唯一

掌 握 新 能 源 汽 车 电

机 、电 池 、电 控 等 三

大 核 心 关 键 技 术 点

的城市。风电叶片市

场份额全省第一、全

国第二，风电电机市

场份额全国第一。

【产业链名片】

国内锂电新能源市场，宁德时代是绝对的

龙头。自 2007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ATL）进

入宁德后，上汽、格林美、杉杉股份等上市企业

也纷纷在宁德投资布局。2021 年，宁德的锂电

新能源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2.1%，对全市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达到 93.7%，GDP 总量

已达 3151.08 亿元，成为全国 GDP 百强城市中

位次上升最快的城市。

●宁德开展“一把手”招商、产业链招商、
以商招商，以龙头企业带动，延链补链强链，
打造锂电新能源产业集聚核心区，辐射带动
周边县域形成锂电新能源产业集聚带。

宁德，北接温州，南邻福州。在两个经济

大市的“夹击”下，20 年前的宁德 GDP 体量不

足 500亿元，常年处于省内末端，因而被外界

戏称为沿海“割裂带”。

让这个先天条件不足、长期处在区域经

济“洼地”的城市一跃成名，受到一众企业追

捧的原因只有一个——宁德时代的进驻。

时间回到 2004 年，时任宁德市蕉城区政

协主席一行前往东莞，拜访当时声名鹊起的

ATL。ATL 的创始人正是宁德籍商人、后来的

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一次次的走访和真

情邀约，点燃了曾毓群回报桑梓的热情。最终

他力排众议，婉拒其他省份优渥条件的邀请，

将 ATL 落户宁德，并于 2011 年成立专攻动力

电池的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此番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之举，成就了

后来的宁德。在此后的十余年里，由于宁德时

代的存在，一大批新能源汽车上下游企业主

动向宁德靠拢。而宁德更是以龙头企业为带

动，延链补链强链，推动锂电新能源全产业链

发展。

依托宁德时代这个“金娃娃”，宁德针对

产业集群核心链条，开展“一把手”招商、产业

链招商、以商招商，短短几年间吸引集聚上下

游企业 50多家。

值得注意的是，“后发起跳”的宁德不搞

“遍地开花”，而是将目光锁准产业链“后半

篇”做文章。一位当地官员表示，对于招商的

企业，他们精心挑选，非链上企业被劝退，产

业链招商则是多多益善。在宁德市蕉城区三

屿园区内，供应商厂房与上汽基地一体布局

规划。7家供应商配套车身，23家配套总装。整

车、配套、物流同在一个园区，成本更低。

宁德不仅跟进产业链，还积极部署创新

链。由省、市与宁德时代三方联手建设的中国

福建能源器件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室，总投

资达 33 亿元，仅用 9 个月就建成了单体超过

1.3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首栋研发大楼，并引

进多名材料计算、智能制造领域的顶尖人才。

如今，宁德又抢抓“双碳”发展机遇，将目

光瞄准储能市场，开启新一轮提前布局。据预

测，随着“双碳”战略的持续推进，需求将进一

步井喷，将催生出不可估量的巨大储能市场。

到 2025年，全国电化学等新型储能需求将从

2020 年的 250 万千瓦提升到 4000 万千瓦。为

此，前不久宁德时代与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利用各自优势，

在储能业务、整县推进光储综合解决方案、全

球市场光储合作、产业链上下游碳中和推进

等多领域达成全方位战略合作意向。宁德当

地也因势而动，加速打造全球最大最先进的

储能产业基地，为未来发展再续动能。

【产业链名片】

深圳是全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规模最

大、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

城市之一。有深圳比亚迪、宝能、开沃、恒驰等

整车企业，也密布着航盛电子、比克电池、星源

材料以及贝特瑞、汇川、长河等一大批新能源

汽车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材料企业。2021 年，深

圳新能源汽车产业增加值达 319 亿元，同比增

长 14.4%。

●在产业扶持上，深圳政府更多做的是基
础性工作，通过不断补齐产业链条环节中短
板，推动深圳新能源汽车产业形成完整的产业
链。政策与市场的双向推动，助推深圳新能源
企业实现飞速发展。

深圳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可以说是产业

链培育的典型案例。

二十一世纪之初，新能源汽车尚属于相对

较新的领域，在全球几乎没有成功的经验、路

径可循。电动汽车三大核心是电池、电机、电

控，深圳具有电子信息产业先天优势。于是，发

展新能源汽车被提上议程。

明确战略定位后，深圳通过示范培育市场

与市场带动产业，着手将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

起来，这其中最突出的，是其采用的政策手段。

深圳按照“基础设施先行、建设适度超前、

统筹规划、全面布局”的原则，发布了一系列政

策措施，从资金扶持到消费刺激，从科技研发

到推广应用，全方位全链条为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发展“添柴加火”。

同时，从 2010年起深圳先后出台了几十项

地方性标准，涉及充电技术、建设和布局等方

面，大力营造新能源车使用环境，并开展了整

车租赁、经营租赁和分时租赁等不同商业模式

的探索研究。

如在 2015年 8月，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印发《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商备

案管理办法》和《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

运营商备案管理实施细则》，规范新能源汽车

充电设施投资、建设、运营活动；2015 年 11月，

印发《深圳市新能源汽车企业备案管理办法》，

规范新能源汽车扶持资金申报；2016 年 9 月，

印发《深圳市 2016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

支持政策》，对深圳辖区范围内的车辆购置、使

用、充电设施建设和动力电池回收给予补助；

2020年，面向个人的新能源汽车发放补贴……

不难看出，在产业扶持上，深圳政府更多

做的是基础性工作，通过不断补齐产业链条环

节中短板，推动深圳新能源汽车产业形成完整

的产业链。

在如此宽松自由的环境中，智能化时代交

通和出行被重新定义，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边界

也在不断拓展。依托 5G、语音识别、高精地图

等技术，自动驾驶、智能座舱、车联网等几乎成

为新能源汽车的标配，华为、腾讯等科技巨头

先后加码，以及轻舟智航、Auto X等自动驾驶

新锐企业，都在不断入局，为新能源汽车赋能。

如今，在深圳比亚迪、宝能、开沃、恒驰等

整车企业间，密布着航盛电子、比克电池、星源

材料、蓝海华腾电控、大地和电机、普天充电以

及贝特瑞、汇川、长河等一大批新能源汽车关

键零部件和核心材料企业，让深圳形成了一个

种类齐全、重点突出、特色鲜明的新能源汽车

产业集群。

【产业链名片】

常州聚集了以中创新航、蜂巢能源等

领衔的近 50 家规上企业，新能源汽车产

业链中游企业（3440 家）数量全国第一；建

成动力电池产能 85.5GWh，成为动力电

池全国出货量第一的城市。

●常州瞄准新能源产业的技术创新，
提前进行深度布局。在遴选新能源汽车产
业项目时，特别看重企业对核心技术的掌
握，并结合企业的情况与当地产业发展的
情况进行匹配。

在竞争激烈的新能源整车及动力电

池产业，常州创造了“无中生有，从有到

优”的神话，并在不声不响中逐步成为“全

球动力电池中心”。

这背后是一座城市超前的战略眼

光。早在 2016年，常州市武进产业基金就

参投了理想汽车的 7.8 亿元融资项目，而

上海、合肥等城市在 2018 年之后才开始

投资。

在随后的几年里，常州抓住了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的核心环节，通过注册孵

化、精准招商等手段，在产业发展初期就

布局了贝特瑞、中创新航、北汽新能源、星

星充电等上下游配套企业，并积极搭建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等产业创新载体，从上

游材料，到动力电池、电控，再到整车、充

电设备，以及其他配套零部件等，实现了

多点开花式的全产业链布局。

为了吸引更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

业在常州落户发展，当地特别为相关企业

打造了新能源汽车特色产业园，无论是在

空间、载体还是产业配套上，均为新能源

汽车产业提供了较好的营商环境。

在这一过程中，常州没有为了扩充产

能而扩充产能，而是紧盯技术创新，实现

强链延链补链。当地一位官员直言，在遴

选新能源汽车产业项目时，他们特别看重

企业对核心技术的掌握，首先会考察企业

的核心技术、产品竞争力等，并结合企业

的情况与当地产业发展的情况进行匹配。

当地政府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项目的支

持是有的放矢的，会特别关注到企业的技

术是否具备强链补链特性，尤其是要解决

产业链上的痛点、难点和堵点。

常州还格外注重关键核心技术的攻

关。为此，常州积极推动平台建设，先后建

成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中航锂电

研究院等研发平台，集聚了国创、南德等

一批公共服务平台，助力企业科技创新。

如今，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常州已拥有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1家、工业设计中心

1 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28 家，还有众多

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种种举措带来了看得见的成绩：天合

光能在光伏电池转换效率和组件输出功

率方面，先后 23次创造和刷新世界纪录；

东方日升的异质结关键技术持续突破，抢

占全球新一代光伏技术制高点；蜂巢能源

推出全球首款无钴材料电池，开创动力电

池全新品类；中创推出“弹匣电池”技术与

产品，支持高达 1000 公里续航……常州

已站上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风口。

【产业链名片】

柳州是全国唯一拥有一汽、上汽、东风、

重汽等四大汽车集团汽车生产基地的城市，

汽车是柳州工业的第一支柱产业。随着新能

源汽车全面推广，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成为

柳州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2021 年上半年，柳

州市新能源车产销分别完成 20 万辆和 19.9 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 1202.6%和 1120.6%，销量约

占全国 1/5。

●柳州市创新性实施的“政企三级联动
工作机制”将政府与企业的优势相结合，探索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与产业发展相融合的新
模式。

在广西第一大工业城市柳州，“全民找车

位”是一项“好玩儿”的活动。在居民小区、公

司、商圈等区域，柳州市民一旦发现适合停放

小型新能源车的空间，便可以拍照并上传。审

核通过后，交警部门就会对此进行施划。

与一些对传统燃油车实行“限购限行”政

策的一线城市不同，柳州新能源汽车的蓬勃

发展得益于对真实城市出行需求的挖掘。

2017 年，上汽通用五菱宝骏品牌相继推

出定位“家庭第二辆车”的宝骏 E100、E200 两

款纯电产品，并致力于协同政府各部门及社

会资源共同参与新能源生态建设，探索新能

源车城市出行的新场景。

例如，在柳州市机关三大院小区内，宝骏

新能源与政府携手，把传统燃油车停不进去

的“边边角角”，开辟成了身形较小的新能源

产品的“专属停车位”。通过这种方式，小区新

增新能源停车位 35 个。充电插座 30 个，有效

缓解了“车多位少、停车难”的问题。

通过让用户实际体验、直接感受的方式，

利用产品突出的便利性优势，企业通过培养

个人用户对新能源车的使用习惯，让更多的

家庭从这种出行方式中获益。

这种宽松的氛围，为消费者营造出一个

“好用”的新能源汽车应用服务生态环境，从

而促进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培育。

在政策层面，柳州出台了《推进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若干意见》等；在资金方

面，安排 11.11 亿元培育新能源汽车产业，安排

6.12亿元支持新能源汽车基地建设，拨付 3.66

亿元用于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投入 3.3亿元

研发新能源汽车和充电桩。

柳州还鼓励企业尤其是电网企业发挥行

业优势，加大投入，加快充电站、充电桩建设。

3年时间，柳州建成运营公共充电桩站点 609

个、配置充电枪 7356个，帮助个人用户建设一

万多个专用充电插座，充电设施数量和密度

已超过加油站。

星罗棋布于柳州市区的一座座充电站、

一个个充电桩，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既便捷

又庞大的充电网络——“十分钟充电圈”，从

根本上解决了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顾虑，避免

了新能源汽车“有马无草”的尴尬。

不仅如此，为加快新能源汽车普及，柳州

市还规划建设新能源汽车专用停车位 16279

个，包括在公共机构内部、企业、商圈等公共

区域设立专用停车位，针对小型电动车车位

占地面积小的情况，柳州充分利用人行道

树间空隙和路面空间，划设增加大量新能

源汽车专用停车泊位，使汽车和车位比高

达 5:1，让新能源汽车充电和停放更便利、

更放心。

在 新 能 源 产 业 的

全国版图中，竞争十分

激烈。无论是谋篇布局

十余载的深圳，还是打

造了特斯拉超级工厂

的上海，抑或是拥有绝

对话语权企业的宁德，

还有一批与造车新势

力“ 互 结 CP”的 合 肥 、

广州 、武汉 、柳州……

如何从一众城市中闯

出一条血路，是株洲必

须要面对的课题。

当然，发展电力新

能源与装备制造（含汽

车）产业，株洲有优势。

株洲汇聚了中车时代

电动汽车、中车尚驱永

磁动力制造工厂、北汽

新能源等一批企业产

业项目，也拥有湖南省

乘用车电驱动系统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

新能源机动车产品质

量监督检测分中心、全

省首家新能源汽车电

机研究中心等一批国

省级创新服务平台。

但我们也要意识到，光靠现

有条件去与那些先天条件优越

的 城 市“ 硬 碰 硬 ”，实 非 明 智 之

举。

在“宽度”与“深度”的两重

选 择 中 ，是 选 择 发 展 整 条 产 业

链，与其他城市同质化竞争，还

是选择其中优势环节，塑造细分

产业的超前优势？这或许是株洲

需要思考的问题。

无论哪种选择，对于技术创

新的坚持都要摆在首位。新能源

汽车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不能只注重产业规模扩张，而应

强调自主技术和品牌引领的产

业高端化发展。发展新能源汽车

产业集群，不能“新瓶装旧酒”，

沿袭传统汽车产业的发展模式。

不能只注重盲目扩张产能，而应

在关键零部件和基础材料创新、

电池产品和系统创新以及新能

源基础设施等方面加大技术创

新。着力培育一批“链主”企业和

隐形冠军企业，或许是当前的株

洲能够实现、并加以推进产业链

壮大的抓手。

核心提示

1 宁德
龙头带动
促进全产业链发展

2 深圳
“政府主导+市场化手段”双向
培育新能源汽车产业

3 常州
紧盯技术创新 提前深度布局

4 柳州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与产业
发展相融合

智见

做
好
﹃
宽
度
﹄
与
﹃
深
度
﹄
的
选
择

任
远

株洲一新能源汽

车工厂车间内。

企业提供

株洲新能源汽车产业

星光熠熠。 企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