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
中国贸易报 CHINA TRADE NEWS 编辑：郝昱 电话：95013812345-1030 myfalv@163.com 制版：王抒

2014年8月7日 星期四Corporate Governance公司治理

长城汽车业绩下滑 指责对手抹黑
■ 白朝阳

近日，长城汽车发布 6 月份产销快报显示，6 月共

实现销量 4.8533 万辆，同比下降 15%；除了哈弗 H6 车

型（以下简称 H6）外，其他车型的销量均出现明显下

滑。另一方面，今年上半年乘用车市场整体实现了

14.8%的快速增长，而长城乘用车累计销量则为 28.23

万辆，同比下滑 6%。2014 年上半年，长城汽车市值相

比最高峰时“蒸发”超过 700 亿元。

过去 5 年，长城汽车销量曾持续高速增长，成为自

主品牌中的“黑马”。

而针对近期业绩下滑和哈弗 H8 车型（以下简称

H8）一再延迟上市等问题，长城汽车极少作出回应。

日前，长城汽车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对于负面消

息，长城汽车决定“不争论、不回复”。

业绩下滑缘于“单条腿走路”

7 月 4 日，长城汽车发布公告显示，上半年公司实

现销量 34.7 万辆，与去年同期的 36.8 万辆相比明显下

滑，这主要受累于轿车销售业绩。今年上半年，长城

汽车的轿车销量仅 5.6996 万辆，同比下滑 49.9%。对

此，外界普遍认为，长城汽车“重 SUV，轻轿车”的发展

战略是在“单条腿走路”。

“长城 SUV 哈弗系列很多产品供不应求，企业的精

力自然放在了哈弗系列上，轿车的产销受到影响。但我

认为这是正常情况，分析企业不是看单个产品是否下

滑，而是要看总销量。”长城汽车有关负责人表示。

针对长城汽车业绩下滑问题，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以下简称中汽协）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力挺长城，他对

记者表示，轿车并非长城汽车的优势，其主打产品是

SUV。上半年，长城汽车 SUV 车型销量明显增长。

汽车行业知名分析师张兆钧却持不同观点。他

对记者表示，一枝独秀不是春，若长城汽车未来只在

SUV 领域表现突出，而不能在轿车领域有所建树，很

难进入主流车企行列。毕竟，无论是全球市场还是中

国市场，轿车市场依然是最大的细分市场。此外，SUV

市场有逐渐饱和的迹象 。

病因不在研发在管理

作为中国 SUV 细分市场的明星车型，H6 是长城

汽车最挣钱的车型，也是销量增长最快的车型。然

而，作为 H6 之上的高端车型，H8 却迟迟“难产”。推

迟上市、试驾撞车、反复延迟交付，H8 自 2013 年 11 月

亮相以来命运多舛。

张兆钧对记者表示，目前，长城车型的改进压力

巨大，这直接影响了 H8 上市。上市的新车都存在或

大或小的缺陷。最近几年长城推出了不少新车，如今

这些车型存在的问题也集中反馈回来，亟待解决。而

长城研发部门的人力并没有增加，既要解决反馈回来

的问题，又要研发新款车型，难免顾此失彼。

长城汽车 2013 年年报显示，其年度研发支出为

16.92亿元，占全年营业收入（567.84亿元）比重不足3%。

“年报的统计口径和实际不一样，长城的实际研

发费用已超过 3%。”前述长城负责人称，自主品牌中，

长城汽车的研发投入力度最大，但不方便透露具体数

字。董扬也称，长城的技术实力不弱，研发投入支出

也不低，因为该指标的全行业平均水平不到 2%。

在张兆钧看来，长城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技术研

发，而是管理。“推出新款车型需要计划。合资品牌车

企在研发产销等各个环节的同步率很高，因此能有序

推出新车并保证企业的发展势头。相比之下，长城推

出新车型缺乏节奏和规划。”张兆钧说。

自主品牌间缺乏合作精神

近年来，合资品牌乘用车价格下探，使得自主品

牌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据中汽协公布的数据，2014

年上半年，自主品牌产销量虽然同比增长，但市场占

有率却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3.48 个百分点，降至 2009 年

以来的最低水平。

自主品牌“生存不易、向上更难”，张兆钧表示，长

城汽车遇到的问题反映出了自主品牌的一些“通病”，

如技术水平低、管理能力弱等。自主品牌车企之间本

应加强合作、分享经验以对抗合资品牌，而不是坚持

红海战略、低价策略，相互间“杀得血流成河”。

“现阶段中国汽车自主品牌较多，互相之间缺乏

分享与合作精神。”在 2014 中国汽车论坛上，世界汽车

组织（OICA）主席 Patrick Blain 也向记者表示，虽然制

约中国汽车行业发展的核心因素主要原因仍是技术

水平较低，缺乏核心竞争力，但自主品牌车企间的市

场搏杀是一个大问题。

“现在不但没有分享与合作，有些车企还枪打出头

鸟，谁做得好，就抹黑谁；有些品牌，专门养了一帮黑手

对其他品牌进行攻击。这甚至成为行业特色。对此，长

城深恶痛绝。”前述长城汽车有关负责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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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观察

商业聚焦

近日，中石油兰州石化公司（以下简

称兰州石化公司）发生一起火灾事故，炼

油 厂 30 万 吨/年 气 体 分 馏 装 置 泄 漏 着

火。泄露当日下午，兰州石化公司表示，

明火已完全扑灭，泄漏点已彻底隔离，事

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未对大气、水环境

造成污染。

记者发现，在过去近 10 年中，兰州石

化公司至少发生过 6 起安全事故，这一次

已是第七起。

污染危机加上安全事故频发，兰州石

化公司的搬迁工作似乎迫在眉睫，但高昂

的搬迁成本或是相关工作搁浅的主因。

装置检修后发生泄漏

近日，兰州石化公司炼油厂 30 万吨/

年气体分馏装置泄漏着火。之后消防人

员赶到现场组织扑救，直到当日 13 点 45

分，现场明火全部熄灭，事故得到完全控

制。火灾暂未发现人员伤亡，尚未检测到

大气、水质污染。

多家媒体报道称，事故现场消防废水

已全部收集，送回公司污水处理厂处理，

事故废水未流入黄河。兰州石化公司表

示，着火泄漏物为丙烯，事故原因需进一

步调查。

中宇资讯烯烃分析师刘海霞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丙烯是易燃气体，与液化气

差不多，储存、运输等都需要特殊压力罐，

一旦点燃可能需要把所有气体烧完，一般

发 生 意 外 事 故 是 因 为 泄 漏 ，所 以 应 避

火。近日台湾高雄的爆炸就是因为丙烯

泄漏造成的。

日前，记者致电兰州石化公司了解火

灾损失及影响，有关负责人表示，尚不清楚

此次造成的损失多大，目前还在评估和调

查，有消息会第一时间发布。

据媒体报道，发生事故的是厂区内一

航空燃油加氢装置，该装置名为“140 重催

裂”，事发前刚完成检修。7 月初以来，兰

州石化公司的 2014 年装置大检修工作有

序推进。此次检修 64 套装置，计划检修

63 天，在严格检修质量的同时，把安全作

为重中之重来抓，成立大检修安全监督机

构，每个区域安排监护人员，发现问题立

刻处理。

既 然 刚 完 成 检 修 为 什 么 还 会 泄 漏？

刘海霞分析称，装置前期检修后重新启动

易出现这种问题，因为检修完成后，装置

中有些地方可能没有调整好或有问题不

容易被发现，相对正常运行的装置，更容

易发生事故。

刘海霞指出，兰州石化公司的装置出

现此类意外，按理说应换塔，至少 1 个月都

不能恢复生产。但这一说法未获得兰州石

化公司方面的证实。

事故多发依旧未搬迁

据了解，兰州石化公司是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公司下属的一级企业，2000 年 10

月由原兰州炼油化工总厂和兰州化学工业

公司主营业务合并组建，是目前我国西部

地区最大的炼油化工企业。

公开资料显示，兰州石化公司 2014 年

上半年累计加工原油 498 万吨，生产乙烯

32.5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364 亿元。

但 10 年 7 起事故倒逼兰州石化公司

进 行 搬 迁 。 兰 州 市 发 改 委 产 业 处 相 关

负 责 人 曾 向 记 者 介 绍，有 关 搬 迁 事 宜 早

在 2011 年就已提出。

记者获悉，此前讨论多次的搬迁工作

由于多种原因遭“搁浅”，其中重要的一点

是约 600 亿元的搬迁费用。

据兰州市发改委产业处负责人透露，

兰州石化完成搬迁的费用估计在 600 亿元

左右。事实上，这 600 亿元对兰州市并非

小数目，而且如何分担这笔费用仍无具体

方案。

公开信息显示，兰州市 2012 年地区性

财政收入仅为 406 亿元，要让兰州市财政

为搬迁资金兜底，显然勉为其难，而对兰州

石化公司来说，要其自行承担全部拆迁费

用，压力也不小。

（孙卫涛 毕华章 牟雪寒）

兰州石化10年7起事故 高昂成本致搬迁搁浅

家电产业作为拉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

重要动力，造就了“日本制造”在世界市场的

良好口碑。一度出现巨额亏损的日本家电巨

头，在奋力摆脱亏损泥潭时，日本家电行业

“三巨头”交出的二季度财报继续向好，似乎

让“日本制造”再次嗅到了春天的气息。

业绩改善

近日，日本家电行业“三巨头”松下、索尼

和夏普交出了各自的第二季度财报，结果普遍

好于预期：松下净利润同比增长 35%，索尼净利

润同比增长7倍，夏普亏损额度大幅收窄。

松下发布的季报显示，今年 4 月至 6 月该

公司的销售金额达 1.8523 万亿日元，净利润

为 379 亿日元，同比增长 35%。这意味着继

2013 财年扭亏后，松下正进入收入和利润双

增长的良性轨道。索尼发布的二季度财报显

示，公司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5.8%，为 1.8099

万亿日元，净利润同比增长 757.3%，至 268 亿

日元。其中，索尼公司的家电业务结束了连

续亏损的状态。受益于欧洲、亚太地区液晶

电视销售量的增加，索尼的家电部门营业利

润增加 27 亿日元至 79 亿日元。

夏普公司二季度实现收入 6197亿日元，同

比增长 1.9%，出现净亏损 17 亿日元，而去年同

期的亏损额达到 179 亿日元。据悉，液晶面板

民事诉讼、欧洲太阳能业务构造改革等，是夏

普依旧出现亏损的主要原因。不过，夏普公司

预计，2014财年公司收入将达到 3万亿日元，净

利润达到300亿日元，为上一财年的2.6倍。

逐渐复活

松下、索尼和夏普业绩回暖似乎只是一

个缩影，日本制造业企业正逐渐成为日本经

济的“强心剂”。 除了家电行业“三巨头”，日

本还有多家制造业企业的业绩较抢眼。日产

汽车公司二季度经营利润上升至 1226 亿日

元，营业收入达到 2.47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10.4%。此外，三菱汽车公司的净利润增幅

更是创下该公司的历史纪录。

由于日本在 4 月 1 日提高了消费税，市场

对该国二季度的经济表现并不抱期望。不

过，据日本证券公司 SMBC Nikko Securities

追踪的数据，截至 7 月 31 日，不包括金融和公

用事业企业在内，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第一部日本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上涨 12%，

制造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幅达到 17%，主要

是制造业受益于日元汇率走软，提升了日本

产品的海外销售价值。据悉，在东京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股票分为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一

部相当于主板，第二部相当于中小板。

传统家电业务做“减法”

日本家电制造企业的业绩增长动力已经

不是来自于家电。尽管索尼公司的家电业务

暂时结束了连续亏损的状态，但索尼的游戏和

网络服务业务在二季度的销售收入达到 2575

亿日元，同比增长 95.7%。在过去 10年时间里，

家电业务成了索尼的拖累。据美国《商业周

刊》估计，索尼公司的电视机生产部门在过去

10年中已经累计亏损了近80亿美元。

东芝也在给彩电业务做“减法”。为了使

彩电业务扭亏，今年东芝计划削减一半的海

外电视销售机构。在新任首席执行官津贺一

宏的带领下，松下也在不断调整业务，决定放

弃等离子电视和智能手机业务，并将公司的

发展重点放在生产节能住宅设备方面。此

外，松下公司还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增长点，与

特斯拉共同出资在美国建立超级电池工厂。

有海外媒体如此描述：几年后全球家电

业巨头中或许不会再有松下、索尼和夏普等

日本企业的名号，这些公司已经不能再被称

为家电行业的巨头。有分析人士表示，通过

近几年的转型和调整，以索尼、松下等为代表

的日本家电巨头开始嗅到了春天的气息，但

要应对来自美国、韩国和中国科技公司的激

烈竞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苏还有很长一

段路要走。 （吴家明）

偏离主业另类突围偏离主业另类突围
日本家电巨头业绩回暖日本家电巨头业绩回暖

东南汽车陷双品牌销量腰斩

在自主品牌市场份额持续锐减的背景下，福汽的业务重

心能否向东南汽车转移，成为东南汽车双品牌提升销量的重

要期望。“从年初福汽旗下新龙马汽车发布新自主品牌‘启腾

’以来，几乎福汽的主要资源都开始向新龙马汽车转移。”一

位熟悉福汽的人士告诉记者，目前福汽的工作重心在打造新

龙马和重组金龙汽车上，东南汽车已经很难获得福汽更多的

支持，刚刚实现盈利的东南汽车或将再度面临亏损困境。

天伦置业重组落空

近日，天伦置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交易对方在协议草

案的协商过程中无法达成共识，致使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无法

继续推进，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此外，因

公司策划另一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据记者了解，此前 5 月 9 日，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

重大事项的议案》，拟向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售公

司子公司广州润龙房地产有限公司 90%股权和广州天利达实

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天伦置业表示，公司与交易对方在协议草案的协商过程

中，对于交易价格等重要条款双方分歧较大，无法达成共识，

以至于无法签署正式协议，致使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无法

继续推进。

分析认为，上半年房地产市场比较低迷，天伦置业出售资产

不成功的情况下，开启定向增发之路，可能是运营资金短缺所致。

珠海越亚产能利用不到四成

珠海越亚封装基板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越

亚）近日在证监会预披露。但记者发现，该公司 2013 年的净

利润同比大幅下滑 75.87%，成为本轮 600 余家发布预披露材

料的公司中降幅最大的公司。

此外，报告期内珠海越亚产能利用率连年下降，2013 年

产能利用率甚至不到四成，但该公司仍拟募集 5.2 亿元扩充、

升级现有产能。

针对上述问题，记者致电珠海越亚董秘办，但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证券业务负责人正在休假。

（本报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