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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公司

延伸

董秋彤

本报记者 董秋彤

青年汽车败北萨博收购

是谁笑到最后

经过一年多的拉锯战，吸引世人
眼球的萨博收购案终于尘埃落定。出
乎所有人的意料，胜出者既不是北汽
也不是庞大，更不是出价最高的青年
汽车，而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新公
司———瑞典国家电动车公司 NEVS
(National Electric Vehicle Sweden)。

当人们开始还在质疑这家闻所
未闻的 NEVS何以能以低于青年汽车
2/3的出价胜出时，NEVS和萨博破产
管理人于日前共同召开了媒体发布
会，不但向世人确认了这一收购消
息，还初步披露了未来发展规划。这
难免让国内那些一心想竞得萨博资
产的争夺者内心五味杂陈。

NEVS现身台前
从发布会上得知，NEVS 本次收

购的萨博资产范围包括：萨博汽车公
司(Saab Automobile AB)、萨博汽车动
力总成公司 (Saab Automobile Power原
train AB) 和萨博汽车工具公司(Saab
Automobile Tools AB)。NEVS 收购了
萨博 9-3(不含发动机)和凤凰平台的
100%知识产权，拥有萨博汽车的工厂
设施与建筑，但不包括萨博 9-5和 9-
4X的知识产权。

萨博汽车位于特罗 尔海坦
(Trollh?ttan) 的工厂被 NEVS 收入账
下，未来将成为 NEVS的主要生产基
地。发布会上，NEVS暂未提及在中国
投产事宜。根据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的
描述，萨博特罗尔海坦工厂的设备属
于世界顶尖水平，与丰田相仿。此外，
NEVS还在同瑞典方面对话，讨论收
购萨博品牌事宜。

另外，瑞典媒体还提及 NEVS有
意开发混合动力系统，在下一代 9-3
凤凰平台基础上采用电动车后车桥开
发混合动力车/电动车；在萨博总部所
在地特罗尔海坦设立电池研发生产中
心；在瑞典当前生物质原料产业基础
上兴建一座生物燃料发电厂。不过此
次媒体发布会并未提及上述内容。

事实上，NEVS的背景是中日电
动车联盟，是该联盟专为此次收购成
立的，其中香港国能生物发电集团占
据 51%股权，日本风投公司阳光投资
占据 49%股权。而由国家电网控股的
国网新源公司又持有香港国能生物
发电集团 25%的股份。如此说来，就
算青年汽车最终败北，新萨博中也还
是有中国企业的影子。

而这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担任
公司 CEO的蒋大龙。

据了解，蒋大龙祖籍是山东人，
因后来在瑞典沃尔沃集团工作，随后
加盟瑞典国籍。这一点，从他创立的
龙基电力公司一开始是从山东起家
就不难得到佐证。在国内媒体的报道
中，蒋大龙更多被冠以的是“生物质
发电”的领军者，其执掌的“国能电力
集团有限公司”(更名前为“龙基电
力”)则是一家纯民营的外资企业。不
过，从龙基电力成立至今的短短 8年
时间里，这家从零起步的民营企业在
蒋大龙的成功运作下，企业总资产已
经超过 137亿元人民币，并供应中国
60%以上生物质电能，其与国家电网
下属的“国网新源”合资在香港成立
的国能生物，则是全球最大的生物质
能发电专业集团公司。

如今，已经不满足于国内生物质
能发电领域的蒋大龙，又将目光瞄准
了产业链的下游———纯电动汽车。联
手日资风投机构，参与收购破产的萨
博正好为其雄心勃勃的电动车项目
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契机。而他的
“瑞典籍华人”的独特身份及其涉足

的生物质发电环保产业，似乎让他在
“国际电动车计划”中更具说服力。于
是从 5月下旬瑞典媒体曝出“中日电
动车联盟”成为竞标者算起，到与萨
博破产管理人闪电签约，整个下来时
间不超过三周。

失意的青年汽车

萨博汽车从 2011年 3 月开始陷
入危机，因拖欠零部件供应商货款和
工人工资，连续停产数月后开始着手
破产保护和资产出售。期间，华泰汽
车、庞大汽贸、青年汽车等多家中国公
司参与竞购，均以失败告终。去年 12
月萨博进入破产清算阶段，青年汽车
等公司再次参与竞购。几经起伏转折
之后，青年汽车如今依然没能如愿。

事实上，一直执著于收购萨博的
青年汽车曾报出了高达 46亿瑞典克
朗(约合 6.3 亿美元)的收购价格，而
真正收购成功的 NEVS 却只报出了

15 亿瑞典克朗，不足青年集团报价
的 1/3。

此前，青年汽车曾向萨博支付过
1500万欧元的购车款；之后，青年汽
车又通过一家境外投资机构，以购买
技术为名，向萨博汽车支付了 1100
万欧元的过桥贷款；2011年 12 月 14
日，青年汽车又向萨博汽车提供 340
万欧元资金，用于支付税收开支；并
在随后向萨博汽车提供了 2000万欧
元用于支付工资，仅资金损失就达到
4940万欧元。

对于如此多的资金最终都打了“水
漂”，青年汽车董事长庞青年心里想来
并不好受，但他嘴上并不肯承认这点，
虽然青年汽车随着收购的初步完成无
奈地宣布出局，但庞青年依然对外界表
示：“有的是遗憾，但没有损失”。

他认为，历时一年多的收购青年
仍有收获。其中，去年花巨资购买的
萨博凤凰平台技术，经过青年集团专
家小组半年的破解分析，认定货真价

实。“凤凰平台可配套车身长度横跨
为 4米至 5.2米的所有车型，青年汽
车将充分利用好这一宝贵的财富，正
在研究规划依托萨博凤凰平台来发
展青年集团的乘用车事业。”

据悉，“凤凰平台”可配套车身长
度横跨为 4 米至 5.2 米的所有车型，
代表着世界最新技术的柔性平台。萨
博收购案留给青年“萨博梦”的遗憾，
将会通过萨博的“凤凰平台”来梦想
成真。

但有业内人士分析，新凤凰平台
仅是个半成品。此前庞青年也坦言，
依靠青年汽车自己的研发力量，消
化、吸收、改造该平台，恐怕最早也会
到 2015年前后才能完成，在此平台
上推新车更要延后。此外，青年汽车
之所以对萨博汽车如此看重，最大原
因就在于萨博汽车的品牌影响力，如
今仅靠凤凰平台技术打造一系列青
年汽车品牌下的新车型，能否得到市
场认可还是个未知数。

“萨博收购落败对青年更大的打
击在于青年集团乘用车整体规划被
彻底打乱，从长远来看，这是比资金
更大的损失。”知名汽车评论员张志
勇在谈到此事件时表示。“在收购萨
博前，青年集团没有做过系统的风险
评估，在收购过程中，过于相信对手
屡次向对方支付资金，却忽略了通用
的作用，没有找到获得成功的关键
点。”而这种失败的经历也为中国企
业海外收购提出了警示。

在这场交易中，萨博虽然是即将
出售的破产者，但青年、华泰、北汽、中
日电动车联盟、印度马恒达等众多买
家的加入，让萨博始终掌握主导权，
售价也水涨船高。即使在最后的交易
中，萨博的东家依然留了一手，保留
了品牌、商标和零部件工厂，只把萨
博汽车、萨博动力总成、萨博工具资
产以及萨博汽车瑞典特罗尔海坦生
产基地的地产股份，以高价格卖给了
NEVS公司。可以说，在这场激烈的争
夺战中，萨博汽车笑到了最后。

偷着乐的还有通用汽车。在青年

汽车竞购萨博的过程中，通用汽车一
直暗中角力，不希望萨博的核心知识
产权落入青年汽车之手，为自己培养
一个竞争者。本次收购并未涉及通用
汽车公司拥有的萨博 9-4X和萨博 9-
5的知识产权。

作为萨博汽车前母公司，早在庞
大、青年和萨博汽车母公司瑞典汽车
签署《谅解备忘录》之时，通用汽车就
发表声明称不会支持瑞典汽车将萨
博卖给中国企业。分析人士认为，通
用主要的疑虑源于担心其技术会流
失到中国。据了解，2009年(瑞典原世
爵汽车从通用手上购买萨博之前 )，通
用就与萨博签署了 5年共享整车、发
动机、增压、安全等关键技术平台 (包
括凤凰平台)的协议。如果萨博被中资
收购，将影响到通用汽车在华车型的
销售市场。

但是，通用汽车的这种态度也大
大伤害了中国政府的心，毕竟，当年通
用汽车陷入发展低谷的时候，是中国
市场挽救了它，如今它极力阻挠中国
企业收购萨博，颇有些过河拆桥之嫌。

著名汽车人程远认为，通用汽车
宁可让萨博破产，破产拍卖业又宁可

少卖钱，也不让中国企业收益，这是
典型的损人而不利己的思维方式。此
举不仅是继福特搅黄上汽购买罗孚
品牌之后，又一例跨国公司阻挠中国
自主汽车发展的案例，也再次证明了
跨国公司对中国技术封锁之严厉、之
坚决。所以收购萨博失败，不仅是青
年汽车的失利，也是中国汽车业“国
际化”遭受的一次挫折。

在他看来，中国青年汽车集团出
价 46亿瑞典克朗，竞标竟然败给出价
仅 16亿克朗的瑞典国家电动车公司。
业已宣布破产、囊中羞涩的萨博，竟
然不愿多卖钱，究竟是有病，还是人
傻？局外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

他说，在中国人心目中，通用汽车
向来是一种“开放”、“友善”的形象，而
且在 2009年金融危机时，是中国市场
挽救了通用汽车，使其免遭破产之灾，
方有通用汽车今日的重新崛起，中国
是有恩于通用汽车的，但是在事关核
心技术的“大是大非”面前，通用汽车
尚且如此，遑论其它？这对那些幻想依
靠跨国公司发展自主汽车产业的人，
应当是一副清醒剂。这再次说明中国
要建成“汽车强国”，只能依靠自己。

“六一”儿童节期间，儿童乘车安全
再度成为热点话题，其中的一个背景原
因是，《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国
家标准即将于 7月 1日正式实施。

近日，好孩子第二届“关爱生命
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公益论坛上，全
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车身分技
术委员会委员、武汉理工大学电动汽
车研究院副院长孔军对《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我国首个《机动车儿童
乘员用约束系统》强制性国家标准的
正式实施，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
步，但是是重要的一步。

孔军所言并不为过。据有关部门
统计，目前我国每年都有超过 1.85万
名 14 岁以下儿童死于交通安全事
故，死亡率是欧洲的 2.5倍、美国的
2.6倍，交通事故已经成为 14岁以下
儿童的第一死因。

冷清的市场

记者查阅多家网店发现，除了 28

家网店最近 30天的销量突破三位数
外，其余销量均不高，更有不少店铺
最近 30天销量为零。据统计，我国目
前 1 亿多辆汽车中，儿童安全座椅使
用率不足 0.1%。

在北京天隆北方汽车用品批发
市场，一位汽车用品店老板告诉记
者，儿童安全座椅“一年能卖出 5 套
就算不错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
每年生产约 100 万套车载儿童座椅，
90%以上均销往国外，国内销售额太
小了。”好孩子集团副总裁竺云龙对
《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欧美很多
很高档的产品都是我们设计制造的，
我们把这些产品卖到欧洲、美国去保
护那边的儿童，但是我们保护自己的
儿童却无能为力。”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汽车保有

量最大的国家，但是儿童安全座椅的
使用率是最低的国家，而且，让人尴
尬的是，中国是儿童安全座椅最重要
的生产基地之一，但是国内儿童安全
座椅的市场没有形成。按照竺云龙的
观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确实

没有产品相关的标准，没有强制使用
的立法，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安全意
识。不管是父母还是我们自己，安全
意识不到位。

由于中国缺失像欧美发达国家
一样的行业标准，相关法律、法规，这
也造成目前中国的汽车儿童座椅行
业处于无序的管理状态，一些企业生
产劣质的产品，大量充斥着刚刚起步
的中国汽车儿童座椅行业。 2011年
12月 30日,经多方努力，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出台《机动车儿童乘员用
约束系统》国家标准，并将于 2012年
7月 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 C-NCAP
的修订将推动我国造车企业对于自
身产品安全性能的进一步审视。

行业面临重新洗牌

“因为我接触碰撞标准领域十多
年，儿童座椅标准是最后一个标准，
儿童座椅企业是最后一块蛋糕，但整
个状况是良莠不齐，我们希望这个标
准的出台，能更好地规范市场，规范
企业的行为，因为毕竟生产儿童座椅

不像生产个碗和碟子那么简单”。一
位汽车销售商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如此说。
“尽管说 7月 1日标准实施了，对

于庞大的汽车工业来说，儿童座椅这
个产业是相对比较小的行业”。 有业
内人士透露，国内已有部分厂家意识
到了儿童安全座椅所蕴藏的巨大市
场潜力，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开发，广
东、浙江、福建等地大量游资进入这
一行业，这些工厂里几乎没有设计人
员，款式基本靠仿造，并且产品的制
作跟大企业相比要粗糙很多。

目前这些企业面临的问题是：缺
乏品牌个性及品牌文化，将直接导致
其竞争力弱。随着新标准的出台，受
到质量等诸多因素制约，市场份额也
一定会逐步萎缩。

毋庸置疑的是，我国儿童安全座
椅目前已经在向“品牌消费”的阶段转
变。如果这些作仿式的企业再不及时
调整自己的经营思路，加强其品牌的
培育，最后结果多半也就是“凶多吉
少”。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市场竞争的
进一步加剧，整个行业面临重新洗牌。

《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国家标准将于 7月 1日正式实施
儿童安全座椅行业面临洗牌
本报记者 闵云霄

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平日里难见父母一面，却得到
了全社会的关注；有这样的企业，它以社会责任为己任，关
注公益，始终如一。近日，成都市教育基金会、四川成都蓝
光助学基金会主办了“快乐六一，快乐公益———关爱留守
儿童，放飞希望”活动，向成都金堂县竹篙镇小学的留守儿
童定向提供 15 万元助学基金，用于改善留守儿童的教育
和生活环境。

据悉，目前蓝光已经将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纳
入集团回馈社会的民生工程，积极探索有效的关爱服务模
式，打造救助留守儿童的“五个一”工程，并将此作为蓝光
集团公益战略升级的标志性举措之一。

近年来，国家启动新农村建设，“留守儿童”救助越来
越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国家对此出台了相关政
策，各类针对留守儿童的救助活动也层出不穷。但是，由于
自然条件的限制和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以及活动本身的不
连续性、缺乏组织及规划等原因，救助效果并不明显。

针对这一情况，蓝光结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 划 纲 要 （2010—2020 年）》、《中 国 儿 童 发 展 纲 要
（2011—2020 年）》的工作要求，不断积极创新公益助学模
式。在持续不断打造“蓝光助学基金”的基础上，以助学对
象的实际情况为依据，以公益战略为指导，结合以往的公
益经验，提出了针对留守儿童的“五个一”工程。

据悉，蓝光“五个一”工程包括为孩子们提供“一双鞋、
一个书包、一套文具、一套书籍、一件衣服”，用点滴关爱解
决孩子的基本需要，温暖留守儿童的心灵，使孩子们更容
易产生心理认同。“五个一”工程被广泛认为是蓝光针对公
益战略中助学模式的创举，是蓝光公益战略升级的重要标
志。

蓝光通过公益助学不断践行着一个企业的高度社会
责任。“慈生我心，善行天下”是蓝光人的公益信条。22 年
来，蓝光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以延续蓝光热心公益、关
注民生的企业传统，传递蓝光集团感恩客户、回馈社会的
企业文化。

迄今为止，蓝光集团已通过助学、扶贫、赈灾、助孤等
几十项公益事业活动关心青少年儿童教育发展，关爱特殊
教育群体，累计捐资、捐物超过 1.4 亿元人民币，以真诚、实
在和对公益事业的积极钻研精神获得了社会认同和良好
的声誉。

在 22 年的公益实践中，蓝光成为公益活动的组织者
与策划者，它不仅广泛号召社会力量参与，也重视活动意
义的宣传与推广，让更多的人知道留守儿童的现状及进行
助学公益活动的有效方法。在活动设计中，他们不止把目
光单纯聚焦于留守儿童，也大力关注乡村教师等相关群
体，并注意改善留守儿童的学习环境、生活条件等。

蓝光创新
留守儿童助学新模式

CNS供图

钟启

分析认为，在收购萨博前，青年集团没有做过系统的风险评估，在收购过程中，过
于相信对手屡次向对方支付资金，没有找到获得成功的关键点。

300元智能机靠谱？
（上接第九版）

在已经杀入千元智能机市场的手机厂商中，没有一家表
示是盈利的，华为终端余承东坦言，“卖一台亏一台。”青橙手
机创始人蔡晓农也表示，目前其两款产品中，标价 599 元产
品的成本在 500 元左右，标价899 元产品的成本在 600元左
右，除掉运营等费用，还要倒贴不少。

一旦价格降到 300元，亏损程度自然变本加厉。据悉，一
部手机通常包括约 300 个元器件，最主要的像芯片、存储、显
示屏等等。以出厂价为 60美元的智能手机为例，芯片需要 10
美元，还有专利费 4 美元，显示屏 10 美元，摄像头也要 5 美
元。前 3—5个主要元器件的成本，就能占到整体价格的一半
左右。
“不过，手机厂商更多的不再依靠手机销售本身去盈利，

转而通过收取软件预装费等方式取得收入。每内置一款软件
产品，对方都要付给手机厂商 1—2元的费用，一部手机通常
可以安装 20—30 款软件，轻轻松松就可以抵消 50 元左右的
成本。”张毅说。

例如，小米公司副总裁黎万强日前就表示，已经有一些
导航、输入法、浏览器和社交等应用软件希望将软件预置到
小米手机，每部手机 1—4元。

不过这种方式也存在一个问题，厂家为了赚取更多的预
装费用，甚至预装很多不必要的软件，以至于影响用户的产
品体验。一位手机发烧友透露，他曾经将中兴的一款手机瘦
身，通过“刷机”成功卸掉了近 30 款软件，从 80 个精简到了
50个左右。
“预装软件只是这个市场的冰山一角，其它诸如广告分

成、游戏分成等模式都在逐步开发。”张毅认为，国产手机已
经找到了一种对抗国外品牌的全新方法，即与移动互联网的
融合与合作，这个市场是没有天花板的。

被疑为伪 3G
其实，在深圳等地区，价格在 300 元的智能手机早不鲜

见。记者在深圳华强北调查时发现，搭载安卓操作系统的山
寨机售价多在 300元左右，批发的话还可以享受到每部 20
元左右的优惠，少则五六部，多则数百部，批发越多享受到的
优惠越多。
“只是它们不是 3G手机而是伪 3G。虽然也有安卓操作

系统，可以下载软件，可以利用 WIFI上网，但是更多的是
GPRS网络的加强版，例如 2.5G、2.7G，相对于 3G 网络，数据
上传下载功能较弱。”蔡晓农认为，刘晓松所指的 300元智能
手机有可能就是这类手机。

需要注意的是，刘晓松强调，做这个手机的是专业做手
机的大企业，采用全套的高通芯片。

目前，伪 3G手机生产企业主要是中小山寨手机厂商，采
用联发科的芯片解决方案。因为联发科芯片的规格较低，而
且不需要缴纳专利费，通常会比 3G手机节约 50元左右的成
本。

凭借价格低廉的山寨机，联发科迅速占据了大量的市场
份额，大有农村包围城市之势，这使得一向以高端自居的高
通压力很大。

蔡晓农透露，鉴于联发科在山寨机等地段智能手机的
极大成功，高通也在考虑做这种类型的芯片方案。技术不
成问题，主要是看它市场前景怎么样。如果市场前景明朗，
说不定下月就能推出，不过眼前还是主要作为一个课题在
研究。
“手机厂商竞争的焦点还主要在城市地区，这类手机主

要面向农村用户，暂时不是行业发展和竞争的主流，而且无
法进入三大运营商的销售渠道，大企业一般不会考虑。”蔡晓
农还说，青橙现在也有能力去做，但是目前不会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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