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
打造一个园区
打开一个窗口

由于航空产业具有技术水平高、投资

规模大、回报周期长等特点，许多民营企业

曾望而却步。株洲航空城科创园通过机制

创新，积极引导民营资本向航空产业聚集。

作为产业培育的母体，园区的招商主

体作用进一步被强化。在招商运营方面，园

区与地方建立航空产业基金，用股权投资、

基金入股等方式实现杠杆撬动，以市场化

的方式去筛选在全国范围内适合我市发展

的一些企业，然后通过股权投资，让企业到

我市落地投产。

这些民企以“转包生产、技术合作、配

套服务”等多种方式涉足航空产业，或从事

中小型发动机制造、新型航空材料研发生

产等，或为龙头航企提供零部件和专用设

备配套，或开展飞机维修、飞行员培训、飞

行服务等配套服务产业，为航空产业发展

注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

“可以说航空产业链的构建为民营资

本参与航空产业打开了一条高速通道，更

为航空企业带来了的成本、最优的服务和

的效益。”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越来越多的

民营企业可以从这里叩启融入中国航空产

业体系的大门。

随着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深入推

进，带动通用航空市场迅速成长，从而形成

“万亿级的市场容量”。在准确研判国内通

航产业发展趋势的前提下，株洲航空梦以

“飞行拉市场，市场带产业”的思路，通过系

统构建、上下游联动、内外合作的方式，全

力构建通用航空产业集群 。今

年，“机场”“航空城”已成为株洲

市民的讨论热点。

“凤凰山下筑巢引凤，我们

一直在期待那只美丽的

凤凰。”谭晓雁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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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山航空城怎么建？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张威

短短两个月内，株洲航空产业动作频频，希望萌动。

先是 6月 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恢清专题调研芦淞

通用机场改扩建和通航运营工作。调研会形成共识：要抢

抓当前基础设施重大政策机遇，加快机场改扩建升级。

再是 7月 12日，株洲市召开航空城规划和机场扩建调度

会，会议要求，聚焦全局性产业发展、空间格局优化、城市更新

行动等，打造株洲凤凰山航空城，集世界一流中小型航空发动

机研发制造基地、国家级通航产业制造基地于一体。

那么，凤凰山航空城现状如何？入园企业是否发展良好？今

后，株洲该从那些方面发力建好凤凰山航空城，从而带动株洲的

全局性产业发展？记者就此召开了采访。

多年前，这里荒草丛生，还是一片水

塘丘壑；如今，一座现代化航空产业新城

已经拔地而起。仲夏，正值高温时节，在

凤凰山下的株洲航空城，航空产业集群

的建设热潮正扑面而来。

航空城科创园二期项目分为 2.1 期、

2.2期，是株洲市重点产业项目，也是航空

城重要的产业配套项目。目前，科创园 2.1

期已投入使用，已签约引进 11家企业。2.2

期预计年底完工。

湖南启承华路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高新制造企业，是入园最早的企业

之一，公司主营航空航天领域的高精密

零部件，近年来，与中航发南方公司建立

了稳定的配套关系，随着业务量不断做

大，这也让这家原本位于沿海地区的企

业迫切希望能够来湖南落户。

经过一番考察沟通，毗邻国家两机

重大专项航空动力产业园的科创园 2.1期

成了企业最好的选择。达成入园意向后，

今年年初园区厂房刚刚

交付，许多配套硬件还没

到位，公司就迫不及待地

进场调试设备开始试生产。

“从沿海搬过来，是为了

方便就近配套。”湖南启承华

路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来到这里后，通过航

企集聚效应带动了企业关联产

业的发展。比如研发设计、零部件

配套、人才交流方面，在园区体系

内都能找得到，这让企业成本也降

低了。

目前，该公司在园区租用 1800多

平方米的厂房，预计年产值可达 3000

万元左右，后续还有加租扩能的计划。

在凤凰山下，像启承华路这样通过充分

整合利用航空城的地缘优势和人缘优

势，赢得率先发展机遇的航空企业还有很

多。

“真是肉眼可见的‘一年一个样’。”一名

亲历航空城科创园的建设者这样感慨道。具

有株洲特色的航空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许

多航空类企业开始积极主动地加入“朋友

圈”。

7 月 22 日，一台观光大巴车开进了株洲

航空城科创园。来自福建德龙航空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参观团”从园区硬件设施追问

到人才引进，原定十分钟的参观行程被多次

要求“加时”。

“没有上下游的辅助，我们犹如孤军作

战。”该公司于 2011 年全资收购德国林巴贺

航空发动机，并成立全资子公司厦门林巴贺

航空发动机股份有限公司，在开启了国产化

之路之后，囿于本土的航空产业缺位，他们

不得不把眼光放向全国。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考察全国十几

个航空产业园，发现株洲航空城是最合适

的。事实也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董

事长陈聪明告诉记者。

产业发展也讲究明星效应。在新芦淞城

产公司执行董事谭晓雁看来，通过一些龙头

企业的带动，与之相关的整机制造、通航飞

行服务、航空科研等航空企业会慢慢形成凝

聚力，在这种无形的带动下，上下游的配套

企业也会陆续聚拢。“明星企业与园区会相

互成就。”他说。

目前，航空城科创园已初步形成整机、

若干配套企业的集群发展态势。随着园区的

发展，一些新的合作伙伴也将慕名而来。届

时，航空城将会初步形成一条涵盖生产制

造、技术研发、整机配件等的创新产业链。

此外，园区还与北京首科创新园有限公

司合作，借助首科在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

的资源优势，广泛开展多渠道招商，引进优

质企业，共同打造园区运营服务平台。园区

计划按照入驻企业成长和发展进度，在三到

五年内，搭建起管理、营销、资本、人才、政

策、服务等六大赋能平台。

思路：园区凭借“明星企业”带流量

当下：已有11家企业入园

已经落成的航空城科创

园 二 期 。株 洲 日 报 全 媒 体 记

者/张威 摄

位于航空城腹地的芦淞通用机场。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张威 摄

搭乘千亿“航空梦”的春风，抢抓“低空改

革”机遇，株洲迎来了航空产业的黄金期。芦淞机场改扩建、张家

界和井冈山通航、打造株洲航空城……株洲的航空梦总给人们带

来的惊喜。如今，凤凰山航空城逐渐从蓝图变为现实，它将见证株

洲发展航空产业的意志和决心。

面对航空产业发展的机遇期，株洲作为我国中小型航空发动

机的摇篮，拥有坚实的产业基础，更要加快坚定不移推进产业发展的步伐，形成多要素、多领域、高

效益的发展格局，才能真正拥抱航空产业的黄金期。相信，只要立足打响中小航空发动机产业集群

品牌，完善航空产业布局，一定能创造航空产业新辉煌，助力株洲早日实现千亿“航空梦”。

记者手记

紧抓机遇
冲上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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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动态
全球销量近百万，市值破万亿美元——

2021年是特斯拉（TSLA。NASDAQ）的高光时刻，

但进入 2022年，这个电动车巨头似乎过得并不

好。受上海疫情影响，导致工厂停工及供应链的

问题，短短一个多月，特斯拉股价从 4 月初的

1145 美元，暴跌至 5 月下旬的 620 美元低点，跌

去 46%，市值最大蒸发约 5440 亿美元，相当于

4.5个比亚迪（002594。SZ），或者 8组“蔚小理”。

不过财熵发现，即使没有受上海疫情影响，特斯

拉似乎也陷入了增长瓶颈。接二连三召回、增长

放缓、股价接近腰斩，特斯拉终于跌落神坛。

愚人节的“破产宣言”
掩盖不住特斯拉面临的困境

上海超级工厂，对特斯拉来说意义重大，它

的诞生，改变了特斯拉的命运。时间回到 2018年

4月 1日，时任特斯拉董事长的埃隆·马斯克发了

一条推特：“特斯拉破产了。尽管为募集资金做了

大量的努力，包括销售复活节彩蛋，但是我们仍

很伤心的通知大家特斯拉已完全破产。”有意思

的是，当天恰逢愚人节。事实上，即便是愚人节

“开玩笑”，也掩盖不住当时特斯拉面临的困境。

2016年 3月 31日，特斯拉发布 Model3。该车

型科技感强，续航里程 354公里，标准版起步价

3.5 万美元，高性价比受到了市场极大的瞩目，

24小时内便收获 18万份订单。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虽然订单不少，但特斯

拉产能严重不足。Model 3于 2017年 7月底开始

交付，特斯拉当年净利润为-22.41亿美元，相比

2016年的-7.73亿美元，亏损大幅扩大。彼时，特

斯拉的现金流也所剩无几。2017年底，公司账上

现金及等价物为 33.68亿美元，而 2017年公司经

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0.61亿美元，投资活动现

金流净额为-42亿美元。也就是说，在不募资的

情况下，保持 2017 年的经营状态，在 2018 年也

会把公司的现金流消耗殆尽。

在马斯克发表“破产”言论的前几天，世界

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穆迪下调了特斯拉的信用评

级，并将其前景从稳定转向负面，理由是：Model 3

产量严重不足，公司财务状况紧张。屋漏偏逢连

夜雨，除产能问题以外，特斯拉的车辆质量问题

也接踵而至。2018年 3月，一辆 Model X在加州

的高速公路上起火，车主不幸身亡，让外界对

Autopilott 自动驾驶功能产生质疑；同样是在 3

月，因汽车动力转向系统，特斯拉召回全球约

12.3 万台 Model S——这是特斯拉历史上最大

规模召回。马斯克后来表示，2017 年到 2019 年，

是他一生中经历过的“最艰难的三年”。

上海超级工厂成就特斯拉奇迹
终结持续亏损噩梦，

成就马斯克全球首富梦

时势造英雄，这句话放在马斯克身上并不

违和。2018年中美发生贸易摩擦，中国展现出开

放的大国姿态。2018 年 6 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

商务部发布《2018 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

施（负面清单）》，新版负面清单中，汽车行业取

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2020年取

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

资股比限制以及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

新版负面清单，让特斯拉以外商独资的身

份进驻上海。值得一提的是，特斯拉是中国首个

外商独资车企。而上海，也成了马斯克全球首富

梦开始的地方。2018年 7月 10日，特斯拉与上海

市政府、上海临港管委会共同签署了纯电动车

项目投资协议；2019 年 1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

厂举行奠基仪式，开始动工；9 月 26 日，特斯拉

上海工厂的主体建设完成，同月，全面验收通

过；11月 5日，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已经进入试

点生产；2020 年 1月，上海工厂制造的 Model 3

开始向用户交付。从开始动工到建好，特斯拉上

海工厂仅用了 10个月时间。

如此快的建设进度，马斯克是震惊的：“特斯

拉（中国）团队做得非常棒，上海的超级工厂非常

令人震撼。”特斯拉方面表示，上海临港工厂生产

Model3的单位成本，较美国工厂的生产成本降

低了65%。而建设上海工厂的资金，2019年 3月 8

日，特斯拉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递交的

文件显示，其子公司已于当年 3月 1日与一批中

国银行签订了为期一年、总额不超过 5.21亿美元

的贷款协议。投产后的第一年，2020年，特斯拉上

海工厂便交付了 14.45万辆车。也就是说，特斯拉

2020年的交付增量，全靠上海工厂。

上海工厂的产能释放，让特斯拉终结了成立

以来持续亏损的噩梦——2020 年，特斯拉净利

润为8.62亿美元，属于公司成立以来首个年度盈

利。2021 年特斯拉上海工厂交付量同比增长

235%，达到48.41万辆，超过特斯拉全年总交付量

的一半。上海工厂交付量的快速飙升，让特斯拉

当年盈利 56.44亿美元，更把马斯克推上了全球

首富的宝座。而这一切，与其说“钢铁侠”马斯克

创造了奇迹，不如说中国创造了奇迹。某种程度

上说，如果没有中国，也就没有现在的马斯克。

高端被蚕食，中端被追赶
中国新势力发起强势挑战

财熵向特斯拉方面了解到，目前特斯拉的车

型，Model3有两款，价格分别为27.99万元、36.79

万元（注：人民币）；ModelY分别为31.69万元、37.59

万元、41.79万元；ModelS和ModelX均需进口，若

进口到国内，均超过90万元。2021年特斯拉在全球

交付的93.6万辆车中，Model3和ModelY全年交付

量合计达91.12万辆，同比增长105%，总交付量占比

达到97.3%，成为绝对的主力；ModelS和ModelX

交付量为2.44万辆，同比下降56%，交付占比已不

到3%。换言之，特斯拉正在丢失高端市场。

特斯拉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老大，三电系

统、智能化是其优势。不过，财熵发现，从一些基

本参数来看，目前特斯拉的优势并不明显。电池

续航方面，特斯拉官方表示，Model 3 和 Model

Y的续航最高分别为 675公里、660公里。目前国

内部分电动车的续航能力已不输于它们，相同

价位区间的车型，比如比亚迪“汉”的最高续航

超过 700公里，而 DM-i车型则超过 1000公里；小

鹏（09868。HK）P7 和蔚来（09866。HK）ET5 的最

高续航里程在 700 公里左右，理想（02015。HK）

ONE则达到了 1000公里左右。

2021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 660 万辆，而

中国达到 352 万辆，凭一己之力占据全球销量

的半壁江山。中国市场，对于特斯拉来说无疑是

重中之重。但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车企正在强

势崛起，像比亚迪、“蔚小理”等都挺能打。

有意思的是，5月 30日，马斯克在社交媒体

上坦言：“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在可再生

能源发电和电动汽车领域正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无论你怎么看中国，这都是事实。”

过去几年，特斯拉把重心放在扩张产能上

时，不仅高端市场被蚕食，而且三电系统及智能

化方面也被追赶。未来，若特斯拉在产能“大跃

进”之路上缺乏过人的新技术，那或许只能依靠

品牌红利了。但品牌红利能吃多久呢？

（摘自《财熵》）

特斯拉“失速”经济案例

2022年 1-5月
特斯拉召回事件

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特斯拉

（上海）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

条例》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

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

回计划。自 2022 年 5 月 23 日起，召回生产日期

在 2021年 10月 19日至 2022年 4月 26日期间的

部分国产 Model 3、Model Y 电动汽车，共计

107293辆。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显示，2022年

1—5 月，特斯拉已经发生了 4 起大规模召回事

件，合计高达 27.58 万辆。虽然 4 次均以不同原

因通过汽车远程升级（OTA）技术的方式召回，

但也让人不得不怀疑特斯拉的质量品控问题。

2021年全年，特斯拉在中国累计交付量为

32.1 万辆，也就是说，它再“努力”一下，近几个

月召回车辆，就可以达到 2021年在中国的累计

交付量了。

政策助力新能源汽车
跑出“加速度”

近段时期，国家密集出台多项新能源汽车

利好消息。

5月，财政部在《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大力支持发展新能源

汽车，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支持政策，稳妥推动

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工作。

6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大汽车消费

支持的政策，强调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也

包括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研究免征新能源汽

车购置税政策延期问题等。

7月 7日，商务部等 17部门印发《关于搞活

汽车流通 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提

到将聚焦支持新能源汽车购买使用等。

经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