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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玉志

尽管坊间对新能源汽车的争论
由热至冷，但是丝毫掩饰不住各地对
新能源汽车投资的偏好。

国庆前夕，河南郑州市发布的
《郑州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2011—2015）》指出，未来 5 年，郑州
市将重点发展包括新能源汽车在内
的七大新兴产业。

此前，2010年 12月中旬，河南省
出台政策提出，要把河南打造为中西
部电动汽车制造中心，并列出了 75
家生产电动汽车整车、零部件以及其
他配套产品的企业，同时指出了省内
相关局委的工作分工。

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包括河南省
在内的多个省市新能源汽车发展之
路依然“道阻且长”。

根据国家发改委对全国 24 个
省、市、区信息产业的布局调查显示，
有超过 90%的地区选择发展新能源、
新材料作为新兴产业的支柱产业；
80%的地区选择节能环保产业作为新
兴产业；有一半以上地区选择新能源
汽车，但是相关产品的产出还不到一
半。

截至目前，距离《节能与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征求意见已将近
一年，具体的发展措施至今仍未见其
文。

河南环宇集团营销副总裁董林
福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产业规划迟迟不能出台，和各
个部门以及与车企之间利益未能协
调一致有关系。与此同时，虽然国家
的政策扶持力度大，地方发展的热情
也很高，但是许多地方只是希望多拿
补贴。
“国家政策支持力度也不尽合

理，补贴主要补给了车企和电力公
司，国外像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
则主要补贴电池企业，因为电动车的
核心就是电池，当然要先发展核心部
分。”董林福说。

多地“掘金”新能源汽车

“我们在研究六氟磷酸锂的时
候，对锂电池也做了相应的了解，锂
电池和锂盐的相互研究，才会互相促
进，才有能力提供综合解决方案。我
们发现锂电池很有市场前景，也很符
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在谈到进军
锂电池领域的原因时，多氟多董事长
李世江直言不讳地表示。

在“十二五”规划背景下，新能源
汽车成为各地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
支点。

除了河南省郑州外，另一个省会
城市湖北武汉也公布了其相关发展
规划。

近日，《武汉市科学技术发展“十
二五”规划》获市政府常务会原则通
过，提出到 2015年，包括新能源与新

能源汽车在内的十大“高科技”产业
要占工业总产值 50%以上。其中，到
2015年，实现年产 16万辆新能源汽
车。
而在汽车“重镇”广州，在今年 8

月 4日，广汽丰田第 100万辆整车下
线仪式上，亲临现场的广州市市长万
庆良更是脱稿致辞称，未来广州有望
建成丰田在中国乃至全球的新能源
汽车研发与制造基地。
根据广州发展规划，到 2015年

实现整车年生产能力 450万辆，汽车
零部件产值超过 1500亿元，实现新
能源汽车产能 15万辆，打造 2家产
值超千亿元的特大型汽车制造企业。

中原证券分析师张文利认为，在
“十二五”规划背景下，新能源汽车将
成为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发展规划将鼓励锂电驱动
的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的产业化，具体到中原经济区的战
略下，具有新能源汽车概念的宇通客
车将直接受益。
在此背景下，国内诸多企业早已

按捺不住，纷纷进军新能源汽车领
域，河南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多氟多”）便是其中之一。

根据多氟多官方网站显示，多氟
多主要从事高性能氟化盐产品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业务。

在新能源汽车热的背景下，多氟
多将触角伸向了新能源汽车的主要
配件———电池的研发。
“我们在研究六氟磷酸锂的时

候，对锂电池也做了相应的了解，锂
电池和锂盐的相互研究，才会互相促
进，才有能力提供综合解决方案。我
们发现锂电池很有市场前景，也很符
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在谈到进军
锂电池领域的原因时，多氟多董事长
李世江直言不讳地表示。

与此同时，多氟多投资 1000多
万元成立了锂电研究所，第一批锂离
子电池于去年 12月 19日顺利下线。

与多氟多一样的还有威海鹿洲
电动汽车研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威海鹿洲”），威海鹿洲在电动汽车
电池的研发同样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电动汽车的三大核心技术是电
池、电机和电控系统。据介绍，威海鹿
洲的电控技术在国内已是独一无二，
公司已经申请了多项国家专利。

其董事长路建统此前告诉记者，
威海鹿洲的发展模式是与整车资质
企业合作，凭借其电动汽车核心技
术，在整车资质企业生产车型的车身
基础上，改造设计电动汽车车型。

配套不完善

“不管是纯电动汽车还是混合动
力新能源汽车，‘先要学会走然后
跑’，国内新能源汽车的技术、配套设
施、电池的安全性等方面都有待完
善，未来的路还很长。”一位业内人士
告诉记者。

然而，无论是电动汽车还是混合
动力汽车，目前国内无论是政策背景
还是市场环境，二者依然不具备规模
化发展的基础。
究其原因，新能源汽车技术、电

池安全性能和配套措施跟不上，成为
坊间人士诟病的对象，这些因素也大
大制约了我国电动汽车的发展。

在电动汽车电池生产领域，目
前，我国生产电池的厂商有几千家之
多，但是在规模、技术等方面，我国电
池企业与国际企业相比，竞争力都不
容乐观。
与此同时，我国生产新能源汽车

电池的企业多是中小型企业，而且包
括从手机电池、笔记本电脑电池的企
业转型而来，对于电动汽车电池缺乏
相关的核心技术。

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数据，凸显了
新能源汽车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

数据显示，我国一共有 25个新
能源汽车示范城市，截至 2011 年 3
月累计推广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1 万
辆。

董林福告诉记者，我国电池技术
落后是直接原因，尤其是材料方面，

电池的质量 50%—60%都取决于材
料。除此之外，还有配套设施，虽然有
25个城市为新能源汽车示范城市，但
是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像加油站，多
少公里有一个，一个区域有几个，都
是有严格规定的。而电动车充电站，
这个城市有两个，那个城市有三个，
好一点的达到四个，完全没有形成一
个合理的系统，根本不够用，消费者
买了车却没法充电，总不能拿车当摆
设吧。”董林福反问道。

9月份，刚刚投入运营不久的深
圳双层大巴发生烧车事件，再一次将
新能源汽车以及新能源汽车电池安
全性问题推上媒体新闻版面。
“长久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对

于动力电池来说，安全是第一位的，
需要对电池进行 360 度全方位管
理。”董林福认为，电池安全性是负责
任的动力电池企业需要认真考虑的
问题。

工信部有关专家指出，影响电动
汽车安全性的关键是动力电池及其
控制系统。

作为车用动力电池，安全性、循
环寿命和成本等几个衡量指标缺一
不可，都要达到商业化、产业化的要
求。

值得欣喜的是，我国一些企业在
新能源汽车配套方面做足了功课。

李世江表示，去年 5月 18日，多
氟多上市募集资金 10.6亿元，募投项
目投资 3.7亿元，超募的 6.9亿元全部
用于新能源。目前，多氟多公司 2000
吨六氟磷酸锂的项目正按计划顺利
实施，整个土建已经结束，设备也安
装完毕，预计年底可完成 500吨的投
产。

除此之外，我国电动汽车电池行
业门槛较低，低端产品产能过剩苗头
凸显，大量中小企业鱼龙混杂，阻碍
了电池产业规模化发展。

但是，当前时机，坊间人士普遍
认为，发展纯电动汽车也被认为是我
国在汽车领域赶超国际巨头的最好
机遇，实现“弯道超车”一度也成为坊
间人士热议的重要话题。

值得注意的是，业界对于发展新
能源汽车技术路线的争议颇大，《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具体
细则一直未出台。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争议有
望水落石出。

9月底，在“2011电动车辆技术国
际研讨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
司汽车处副处长苏怀山在致辞中透
露，备受关注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规划”已经上报，近期将会
在国务院会议上进行讨论。

路建统认为，目前各方资源都想
在低速电动车中分一杯羹，行业已经
是鱼龙混杂了。未来 2年内，整个产
业会是大浪淘沙，一些小企业会逐渐
被市场淘汰掉。
（实习生郭奎涛对此文亦有贡

献）

新能源汽车路线图搁浅
重复投资，配套缺失

本报记者 徐军

9 月下旬，历届涉及品牌最多、地区参与面最广的一届
中华老字号博览会———第八届中国中华老字号博览会在
浙江开幕。展会结束两天之后，另一次更为盛大的老字号
家庭聚会———“全国中华老字号精品大集”在北京唐人街
大厦首次启动，为期 3 个月。

此前，同样为期 4 天的“2011 上海中华老字号博览会”
刚刚结束，老凤祥、培罗蒙、上海表业、王开、回力、钱万隆、
南翔馒头等一众老上海人熟悉的老字号及北京珐琅厂等
热度丝毫不逊当年。

去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华老字号博览会同样热烈，历
时 6 天共接待消费者近 40 万人次，展会期间销售额近
5000 万元，200 多家代理及供应商与参展企业洽谈了合作
意向，意向金额约 1.5 亿元。

表面热络的背后，却是老字号企业的苦乐不均。新中
国成立初期全国老字号企业约有 16000 家，此后多年“老字
号”们因区域局限、经营不善、体制瓶颈等各种原因，破产
倒闭消失于人们视线外的不在少数。

老字号和老字号协会

一组数据显示，至 1990 年，由国家商业主管部门评定
的中华老字号只有 1600 多家，而其中 70%经营十分困难，
20%勉强维持经营，只有 10%蓬勃发展。许多独具特色或
对地域文化有可贵贡献的“老字号”因其自身负重，反而在
时代变革的洪流和通行现代企业制度、竞争激烈的市场夹
缝中成为了“弱者”，进退两难。网点流失严重、体制转换
难、人才流失严重、缺乏创新机制等难题困扰着“老字号”，
捆住其手脚，威胁着它们的生存。

出于对传统文化和老字号的热爱及对其岌岌可危前景
的担忧，2003 年，一位广告人“不务正业”在杭州成立了老
字号协会。次年，协会借着第六届杭州西湖博览会办了个
集会，即中国中华老字号精品博览会。这是老字号们第一
次大规模集会，以集体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协会至今保
留着约 100 位老字号掌门人首次大团聚的合影。

这位广告人就是国家商务部专家库中华老字号专家、
浙江省老字号企业协会秘书长丁惠敏。数年来她立足协
会，一直致力于老字号的再度勃兴，坚持不懈地向社会推
介老字号，最终推动商务部于 2006 年启动“振兴老字号工
程”，从国家层面更好地来开展这项工作。

与此同时，中国品牌研究院对中华老字号品牌价值进
行了一次评估调查，并发布“首届中华老字号品牌价值百
强榜”。这是首次有机构对中华老字号品牌价值进行专业
评价和研究，同仁堂以 29.55 亿元位列第一。次年，根据首
批获国家商务部认定的 430 个中华老字号名单，该榜单大
幅洗牌，品牌价值提升，茅台以 145.26 亿元高居榜首。

2008 年，国家商务部等 14 部委又联合出台了《关于保
护和促进老字号发展的若干意见》。同时，上海、重庆、广州
等各地纷纷开始兴办自己的老字号博览会。在各方面工作
的推进下，社会对老字号的关注度和热度明显提升。近年
来，老字号自身以及各地政府对加快转变和发展也重视起
来，积极申报“中华老字号”国字招牌，除国家财政安排专
项资金，对通过审核的老字号企业在品牌保护、市场开拓
以及技术改造三方面予以项目实际支出金额 50%的补助
（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外，各市财政也纷纷给予奖励和扶
持。

随着处境的改善，社会条件向有利方向聚集，老字号
迎来了一股春风，发展良好的“老字号”们日渐显现标杆效
应，这才有了博览会的热络场面。

老字号正反面

9 月 23 日，记者来到和平会展中心博览会现场。尚未
至门口，只见要道小径分散着各种模样的中老年人，拎小
包或大包食品疾步离开，或两手空空、一脸淡然徐步而去。
从侧门进入，顿有传统庙会的感觉，一时被腊肠、菌菇、大
米等食品和热情招徕买卖的大嗓门包围。

巡视几圈，展会现场茶叶、蜂蜜、粽子、糕饼、香油、银
饰、宋瓷、檀香木、扇子、化妆品、保健品、药品、自行车……
什么都有。有的展台仅粗陋横幅，少数展品，鲜人问津，展
销人员低头默坐；有的展台里三圈外三圈围着大爷大妈，
买的细细询问，卖的一一解答；多数展台堆满产品，与消费
者“坦诚相见”，宣传手段简单直接，少数精品如东阿阿胶、
孔凤春、致中和、咸亨、王星记、方回春堂等展台布置精美，
但展销人员亦多被动等待，围观者多，购买者少。

偌大的展区，记者从上午观察到中午，除浙江卫视记
者，竟再未看到一个与记者年纪相当的消费者。数种细节
让人心中狐疑，这果然都是有百年发展历史的老字号，其
差异性和独特性到底在哪？除少数发展良好的“优等生”，
更多处在抬头初期的老字号路在何方？

正如硬币两面，“老字号的春天”也有它的 A 面和 B
面。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老字号摸索前路遭遇的诸多问
题除略带一定特殊性，往往正是中国传统企业发展中问题
的极端典型。

老字号中不乏成功者，而更多老字号并没有那么幸
运，资金和人才问题凸显，成东山再起最要命两重“紧箍
咒”。据中华老字号品牌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许
多老字号掌门人都对缺乏发展条件深感痛苦，或慨叹自身
经营能力有限，出于对品牌的珍惜和感情，不愿其断送在
自己手上，宁愿股权稀释而渴望资金进入或主动向具备经
营实力的投资方抛橄榄枝。

时代的十字路口，大多数老字号还在排队纠结着转身
还是留守。

虽说有茅台、全聚德、张裕等极

少数老字号品牌价值较高，享誉海内

外，为大众和资本市场所认可，然而

更多获国家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还

是在种种困境包围下成为“陈旧”、

“昨日”、“老派”的代名词。老字号突

围并成功完成转型升级，冲入世界品

牌大家庭，本身就是老字号企业对社

会最好的贡献。

老字号：
转身还是留守？

王利博制图

发展纯电动
汽车也被认为是
我国在汽车领域
赶超国际巨头的
最好机遇，实现
“弯道超车”一度
也成为坊间人士
热议的重要话
题。

然而，无论
是电动汽车还是
混合动力汽车，
目前国内无论是
政策背景还是市
场环境，二者依
然不具备规模化
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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