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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背景

随着全球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进一步重视，新能源汽车因其具有

绿色环保、性价比高、运行平稳、噪音低等优势逐步取代传统汽车，

成为汽车行业发展的主流趋势。2021 年 11 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第 26次缔约大会上，全球共有 6 家车企共同签署了《关于

零排放汽车和面包车的格拉斯哥宣言》，承诺到 2035 年在全球“主要

市场”停售内燃机汽车，2040 年全球停售。2021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市

场渗透率仅为 8.3%，在新能源汽车将彻底取代传统汽车的背景之下，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在必行。

我国自 20世纪 90 年代将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再加上全

球能源危机和环境保护的挑战，在“双碳”目标的推动下，中国大力推

动新能源汽车发展，变革、创新成为发展的主旋律。其中，发展新能

源汽车接连写入我国“十二五”、“十三五”及“十四五”规划。我国立足以

国内大市场为主，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先后出台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关于加快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等专项政策，助推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同

时，地方政府也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从贵州省的《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电动贵州”建设的指导意

见》，到龙里县的《龙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电动龙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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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的通知》，上下一心，形成了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政策体系与

合力，推动我国打造新能源汽车自主品牌，提高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近年来，贵州省大力发展千亿级汽车制造产业，贵阳先后引进恒

大新能源汽车贵阳基地、比亚迪智能制造产业园、宝能新能源汽车、

贵阳吉利发动机等一批重点项目，形成了包含汽车制造、轮胎制造、

锂离子电池制造、锂电池材料制造、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制造五大

类，从汽车整车制造到核心零部件生产的产业集群，未来贵州省新能

源汽车产销市场将有望获得极大的增长空间。近期发布的《国务院关

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贵

州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新能源动力电池及材料研发生产基

地建设，有序发展轻量化材料、电机电控、充换电设备等新能源汽车

配套产业。

近年来，龙里以“打造黔南区域经济开放合作样板区，建成贵阳

副中心城市”为定位，以贵龙城市经济带、黔中龙溪内陆开放型经济

发展先导区两大经济板块为引领，带动地方经济发展。龙里县作为贵

阳东出第一站、黔南州工业强县，在承接贵阳新能源汽车产业及作为

产业链上游关键材料供应方面具备先行优势。本项目拟在贵龙经济带

建设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及产业配套的生产基地，具有良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市场前景广阔。

2、项目选址

项目选址于黔南州龙里县龙溪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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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项目建设地点

3、建设条件

3.1 平台载体

总体概况：龙溪工业园区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 5200 亩，主要分

为马吃水地块、杨梅树地块，距龙里县城约 10公里，距贵阳市区约

20公里，距龙洞堡国际机场约 15公里，与贵阳贵安大数据、新能源

汽车、现代能源，与亚洲磷都（福泉－瓮安）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产业

协作配套，优势互补，市场协同，地理位置优越。园区主要发展先进

装备制造产业，目前已经招商入驻项目 13个，涉及耐火材料、环保

设备、风机叶片生产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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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龙溪工业园与贵龙城市经济带建设规划图

产业布局：龙溪工业园主要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其位置通过

贵龙纵线与贵龙城市经济带相连，主要布局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制造

区、电子信息制造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备用地三大组团。重点一

是围绕贵阳市打造贵安千亿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区的目标，依托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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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先导区区位交通及已有发展基础，布局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单

元；二是紧抓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电子信息制造业向中西部低成本地区

转移机遇，与贵阳形成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合作，布局电子信息制造单

元。

图表 3 产业布局情况



6

3.2 区位交通

区位：龙里县位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西北部、黔中地区腹地，

是黔南州乃至贵州全省的重要交通要塞、咽喉之地，清代《贵州通志》

记载“龙里县负山阻溪，为八省咽喉”，是东出三湘、南下两广的桥

头堡。龙里县定位为贵阳副中心城市，地处贵阳城市经济圈，西面与

北面紧邻省会贵阳市，东邻贵定县、福泉县，南接惠水，是贵阳市东

大门、黔南州北大门，县内有 8个乡镇与贵阳市主城区相连，县城距

贵阳市中心城区仅 28公里，区位优势十分突出。

交通：龙里作为“八省咽喉”的交通要塞，内外交通运输十分便

利，已形成集公路运输港、铁路运输港、空港为一体的“三港合一”

交通聚集区。公路运输港：对外有厦蓉高速、贵新高速横穿县域中部，

另有贵黄高速在建，对内有龙溪大道、贵龙大道、贵龙纵线、中铁大

道、中铁纵线等城市干线联通全境。铁路运输港：县内有龙里北站，

县城距贵阳高铁北站 30公里，贵阳高铁东站 27公里，沪昆高铁、贵

广高铁穿境而过，客货两运的沪昆铁路、黔桂铁路过境龙里。空港：

距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仅 20公里。

项目所在的龙溪工业园区距贵阳市仅 20 公里，距贵阳龙洞堡国

际机场仅 15 公里，并紧邻深国际物流综合港口，使项目产品享有快

速、便捷的对外运输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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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区位交通示意图

3.3 要素保障

龙里县相对于沿海发达地区及周边城市群在水、电、劳动力及天

然气等要素成本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能够全面有力保障项目日常的生

产运营活动。

用水成本

图表 5 龙里县用水成本

居民生活用水 非居民生活用水 特种行业用水 污水处理

2.2 元/吨 3.3 元/吨 10.00 元/吨
居民用水：0.85 元/吨

非居民用水：1.2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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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成本

图表 6 龙里县工业用电成本

用

电

分

类

电度电价

不满1千

伏
10 千伏 20千伏 35 千伏 110 千伏

220 千伏

以上

工

业

用

电

单一制 0.5787 0.5706 0.5665 0.5625 —— ——

两部制 —— 0.5417 0.5317 0.5217 0.4872 0.4826

劳动力成本

龙里县在 2021 年贵州省最新月最低工资标准第二类区的水平，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 1760 元/月，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

用气成本

图表 7 龙里县用气成本

压缩天然气（CNG）（元/m3） 液化天然气（LNG）（元/瓶）

工业 商业 居民 工业 商业 居民

4.04 4.04 4.17 135 135 135

4、开发优势

4.1 产业基础扎实

龙里县是黔南州工业强县，拥有贵州省内首个内陆开放型经济发

展先导区，工业基础雄厚，为项目建设提供较为完善的产业配套。2021

年，全县规上工业企业 174 家，稳居全省第三、全州第一；规模工业

完成总产值 365.81 亿元，同比增长 18.5%；规模工业增加值完成 107

亿元；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 15.5%，位列全州第三。在工业投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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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完成 500 万元口径工业投资 33.50 亿元（含技改项目及园区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在建工业项目共 96个。

图表 8 龙里县城市掠影

就新能源汽车领域，龙里县汇聚了英吉尔、三山研磨、贵州金州

机械有限公司等一批汽车零部件生产制造龙头企业，初步具备发展新

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及配套产业的产业基础。其中，贵州英吉尔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主要生产传统能源（燃油、燃气）汽车发动机汽缸盖、缸

体产品，是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四川商用车公司总成配套企业之一，产

品远销中东、大洋洲、北美洲、东南亚及非洲各国；贵州三山研磨有

限公司主要从事高档磨具磨料的制造和销售，是磨料磨具行业著名的

名片式企业，年产棕刚玉 8 万吨，其产品广泛用于航天、冶金、建筑

材料、机械设备等领域；贵州金州机械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平衡机（汽

车修理设备）的传动主件，产品销售到上海、浙江、广东中山、广东

珠海、辽宁营口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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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 龙里县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情况

4.2 产业转移机遇佳

大区位工业产业转移

近年来，受宏观战略、规划引导，与地区生产经营成本增加、企

业发展空间挤压、企业竞争加剧、资源受限及关联企业转移等客观因

素影响，汽车制造及其他多个产业逐渐向贵州等中西部地区转移，项

目面临巨大机遇。中西部地区中，贵州地理位置优越，近域省份（自

治区、直辖市）内有重庆、柳州、广州 3 座“全国五大汽车生产地”

城市；受多方因素影响，在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下，3地汽车工业已开

始向周边地区转移，比亚迪、观致等多家品牌汽车厂商纷纷布局贵州

分厂、制造基地，省内汽车工业将迎来加速扩增期，作为其重要上游

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前景十分广阔，市场保障良好。此外，其他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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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业向贵州的转移也必将产生很高的生产生活用车需求，带来巨

大的地方汽车零部件维修更换需求，为项目市场提供了进一步保障。

图表 10 汽车工业产业转移示意图

小区位配套制造业转移

在宏观大区位工业产业转移的同时，随着城市外扩逐渐普遍、城

市内核区域投资成本逐渐升高及城市环保事业需求，各类零部件、配

件制造业由于产品附加值相对于市场敏感度相对较低，逐渐呈现向交

通便利的城市核心区域近郊及核心城市周边县市等“金边银角”地

区转移的趋势；而龙里与省会贵阳紧邻，是“核心城市周边县市的‘金

边银角’地区”，在汽车工业向贵州转移的大背景下，将是承接产业

转移的优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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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营商环境优良

近年来，龙里县着力完善体制机制，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以“数据融通、事项标准化、流程再造”三个攻坚难题为载体，持续

深化全省通办、跨省通办、一窗通办、一网通办、一证通办“五个通

办”改革，全面打破区域、行业限制、推动政务服务流程和方式系统

性重塑，为企业入驻和项目推进提供便捷的政务服务。自 4 月 1日起，

龙里政务服务全面推行“2+2”改革，实行“前台无差别全项受理”的“大

一窗”模式，实现企业 “进一扇门、取一个号、到一个窗、办所有事”，

形成“咨询、辅导、审批、评价”全流程闭环管理，助力项目建设快

速推进和实体经济加快发展。

同时，龙里县政务中心以全覆盖、全联通、全方位、全天候、全

过程的“五全服务”为引领，全面抓好综合性实体政务大厅和网上办

事大厅建设，着力打造优质、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平台，进一步提

高企业和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今年上半年龙里县将在龙溪先导区

服务中心和贵龙服务中心建设两个微政务服务站，把服务企业、项目

和招商引资作为“重头戏”，结合基层政务服务能力提升改革和“2+2”

改革要求，融入贵人服务品牌创建元素，划分法人服务区和自然人服

务区，在法人服务区实行全程代办。全力服务企业、实施全生命周期

管理；全力服务项目，推动全链条服务；全力服务创业，实施企业开

办“一日办结”，企业优惠不来即享，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行

集成服务；全力服务招商引资，推进重点项目、重点企业加快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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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省 88 个县市营商环境第三方评估中，龙里县以 94.7

分位列全省第一的优异成绩。日趋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为项目建设及

全县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图表 11 龙里县政务服务中心掠影

4.4 政策扶持力强

国家层面

在汽车工业各板块中，新能源汽车因其低碳、环保特性，及其高

度电子化、智能化、便于向自动驾驶转型等特性，更受到国家政府和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5 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 2025》中，

明确将新能源汽车作为未来汽车产业发展重点，并将动力电池、驱动

电机、智能控制等新能源汽车核心“三电”系统列入技术研发重点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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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方向。2020 年底，国务院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后文简称《规划》）。《规划》明确提出“至 2025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 20%左右”的发展

目标，并提出“自 2021 年起，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新增或更新公交、

出租、物流配送等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80%”的要求；而

贵州正是我国首批三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新能源汽车市场占

有量及汽车销售量渗透率将快速增加，面临巨大机遇。

此外，2021 年 6 月，工信部发布的《2021 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

点》，提出“支撑换电模式”的方针，“以换代充”将成为新能源汽车

主流充电方式，动力电池市场将进一步扩增。

地方层面

在国家战略、规划引导下，贵州、黔南州、龙里地方政府积极响

应，出台多项政策支持相关产业快速发展。

图表 12 地方相关政策节选

层级 政策/文件名称 重点相关内容

贵州省

《贵州省新能源汽车产业

“十四五”发展规划》

提出提升核心配套能力、创新平台支撑、

充换并重、扩大消费规模 6大重点方向

《贵州省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2021—2023 年）》

明确至 2023 年，全省累计建成电动汽车

充电桩 38 万个的目标；将高速出入口、

停车场等作为重点应用布局场景

《促进汽车消费市场持续

健康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

通知》

通过政策调控、差异化收取停车、通行

费用、金融支持等方面促进新能源汽车

消费，带动新能源汽车及其相关产业发

展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

量发展推进“电动贵州”建

设的指导意见》

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不断完善配

套基础设施，大力培育整车制造及上下

游企业，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集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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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州
《黔南州十大工业产业振

兴行动方案》

将先进装备制造产业等新能源汽车相关

产业作为重点，围绕项目打造、技术创

新及规划引导、财税支持等支持产业发

展

龙里县

《龙里县推进工业四大支

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

案》

引导英吉尔机械、创奇环保、西南重工

等企业广泛应用机、电、液一体化等高

新技术，研发生产节能、高效、可靠和

环保型的产品，推进机械制造业规模化、

集成化、专业化发展

《龙里县工业发展扶持资

金实施暂行办法》

县财政本年度安排2000万元工业发展扶

持资金；工业发展扶持资金用于扶持符

合我县工业主导产业、新医药大健康产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

其他经研究批准的重点产业

《龙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电动龙里”建

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快速发展，完善

充换电基础设施配套，提升智慧化管理

水平，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构建

“车、电、桩（站）、网、景”深度融合

的示范场景，形成特色鲜明、优势突出

的“电动龙里”发展模式

5、建设方案

5.1 项目定位

围绕贵阳市打造贵安千亿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区目标，充分发

挥龙里县作为贵阳市东大门、黔南州北大门的区位优势，遵照“高端

化、绿色化、集约化”发展原则与“价值—需求”一体化的发展理念，

配套完善新能源汽车各类关键零配件研发、生产、销售综合产业链，

建成集技术研发与技术支撑、产品标准化/示范化生产、产品展示展

销于一体的现代化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生产基地，打造贵州省新能

源汽车零部件主要供应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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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规划分区

依照项目定位及龙里县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现状，项目总体规划

布局“一平台、两心、七区”，各区块具体功能规划如下：

图表 13 项目功能分区规划

功能区 分区功能

一平台 综合服务平台
核心功能是为项目研发及生产提供技术支持、行

政事务支持、生活配套服务等

两心

产品展销中心
主要为园区产品提供产品展销支持、各类原料/中

间产品及产品成品仓储物流供应等服务

技术研发中心

核心功能是为七个生产园区提供各类技术支持和

技术服务，主要包括产品关键技术研发、生产技

术提质/提效、企业/厂家员工技术培训、技术验

证与成果转化等，以企业、厂家、机构等需求方

委托研发为主，并具备自主研发能力

七区

材料生产区

主要生产用于生产电池、电机和电控系统的上游

原材料，主要有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电

子元器件、磁性材料等

新能源汽车电机

生产区

主要生产时下主流的高性能新能源汽车永磁驱动

电机，可用于各类商用车、乘用车、工程用车、

专用车等

新能源汽车动力

电池生产区

主要生产高性价比、高安全性、适应性强、效率

高的车用锂动力电池

新能源汽车电控

生产区

主要生产用于新能源汽车车辆总控系统计内部娱

乐、导航、感测、空调、安全辅助、驾驶辅助、

电子门锁等各类电子系统的电子芯片及其对应传

感器

新能源汽车充电

桩生产区

主要生产用于高速出入口、室内外停车场、加油

站等各类室内外应用场景的壁挂式、落地式（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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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其他通用零配件

生产区

主要生产在不同类型、品牌汽车或同类型、品牌

不同型号汽车中可以互换使用的新能源汽车通用

零配件，具体包括轮胎、轮毂、刹车片、钢构（铸）

件、汽车玻璃、线束、开关、通用车用仪表等

新能源物流车

生产区

主要生产用于城市货运，包含电商物流、快递配

送、城市配送等应用长江的新能源物流车

5.3 建设内容

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9000 亩，总建筑面积约 650 万 m2，具体包括

生产厂房、物流仓储、办公楼、研发中心、员工宿舍及食堂等配套建

筑物和构筑物等。

综合服务平台

主要建设办公楼、商务接待中心、员工生活区、停车场等，

保障园区企业日常运营管理、行政办公、商务接待、技术研发支

持、员工住宿和餐饮等服务。具体包括行政办公区、会议室、商

务接待室、产品展示厅、销售中心、员工宿舍、食堂、停车场等。

产品展销中心

主要建设产品展示厅、销售中心和仓储物流中心。其中，仓储物

流中心重点建设从生产原料、半成品、产成品的仓储至产品销售物流

的全链条服务平台，主要包括各类仓库与物流供应，并与产品销售中

心直接对接，客户订单或供货订单可直接由仓库发货；具体包括原料

仓库、中间品/废料仓库、物流供应管理系统等。

技术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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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项目的七个生产区提供技术支持，并具备自主研发能力；

主要建设动力电池、电机、电控、充电桩、通用配件、新能源物

流车等新产品的研发区、新式生产技术/工艺研发区、技术可行性

/可适性实验区与成果转化平台，具体包括各类研究室、实验室、

图书馆等。

七区

各生产园区的核心区，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各类产品生产车间、

包装车间、内部小型仓库、成品检测车间等通用性设施和各生产

特殊设施。

图表 14 功能分区面积表

功能分区 占地面积（亩） 建筑面积（m2）

综合服务平台 150 400000

产品展销中心 300 600000

技术研发中心 150 250000

材料生产区 800 470000

电机生产区 1200 770000

动力电池生产区 1200 770000

电控生产区 1200 770000

充电桩生产区 1300 830000

其他通用零配件生产区 1600 970000

新能源物流车生产区 1100 670000

总计 9000 6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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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市场分析

6.1 宏观市场分析

6.1.1 新能源汽车市场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水平持续提升，产业链逐渐成熟稳

定。得益于政府对新能源汽车消费的支持和企业的有力举措，近年来，

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十分旺盛，产销屡创新高。从市场规模来看，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电动乘用车累计销量占全球

45%，电动公交和电动卡车销量更是占到全球的 90%以上。

2021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为 354.5 万辆，连续七年位居全球

第一；2022 年 1-2 月，新能源汽车产量达 82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

2021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352.1 万辆；2022 年 1-2 月，新能源

汽车产量达 76.5 万辆，同比增长 1.5 倍。预计 2022 年，我国新能源

汽车产销或将有望突破 500 万辆；预计到 2025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

普及率有望达到 40％，销量有望突破 600 万辆，相比 2021 年销量几

近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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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5 2016 年—2022 年 2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统计情况

6.1.2 汽车零部件市场

新能源汽车（专用）核心零部件主要包括“三电”系统、充电设

备两类，市场已有相当规模，仍将加速扩增。

“三电”—电机：电机作为新能源汽车核心三电系统之一，占到

整车价值的 5%-10%，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最为核心的零部件之一。

2020 年全国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装机量为 146.3 万台，同比增长

10.5%，其中永磁电机市场占有率最高，达 44.9%。在新能源汽车高

速增长下，驱动电机需求快速释放，叠加双电机加持，预计 2030 年

全球电机总需求量接近 8200 万台，市场规模约 2000 亿元。

“三电”—电池：2017 年至 2021 年间中国动力电池装机量以

43.5%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2021 年达到 154.5GWh。随着新能源车渗

透率快速增长，产业链的健康发展以及疫情的有效控制，中国动力电

池市场将会持续成长。预计 2022 年动力电池装机量将达 299.9GWh。

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占据动力电池市场的主导地位。其中，三



21

元电池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更高的充电效率及更佳的低温适应性，

2021 年三元电池装机量 74.4GWh，市场份额为 48.2%；磷酸铁锂电池

具有相对更佳的安全表现且材料成本较低，2021 年磷酸铁锂电池装

机量 24.4GWh，市场份额为 15.7%。

图表 16 2017—2022 年中国动力电池装机量统计

“三电”—电控：2020 年市场规模合计达 124.8 亿元，2016-2020

年间，市场规模年均复合增长 25.95%；从企业市场市占率角度观察，

国内企业占据主导，市占率前五企业中，仅有特斯拉一家外资企业；

国内企业生产技术受到市场认可，未来仍将是市场消费者主流选择。

充电设备：截至 2021 年，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数量 178.8 万

台，与业内相关协会发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中

提出的“至 2025 年，建成慢充桩端口 1300 万端以上，公共快充端口

约 80万端”目标相比，相差超 6 倍，市场空间十分巨大。

6.1.2 新能源物流车市场

我国新能源物流车销量受政策影响较大，受新能源补贴政策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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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坡外，以及充电桩布局的不合理、售后不到位、新能源物流车残值

不好估算等影响，2019-2020 年销量较低迷。2021 年“双碳目标”的

推出、“国六”排放标准实施，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要求加快公共交

通领域车辆电动化进程，新能源车企持续发力，销量达到 13.12 万辆，

同比增长 126.21%。

图表 17 2016—2022 年 2 月我国新能源物流车销量情况（单位：万辆）

6.2 项目市场分析

6.2.1 目标产品市场前景分析

 项目产品整体市场

从项目产品整体角度观察，我国新能源汽车连续六年产销量全球

第一；而新能源汽车环保特性突出外，还具有极高的性价比，主要体

现在单位里程能耗成本更低、起步加速更快两方面，更适合于日常城

市生活、自驾旅游等场景，市场仍将加速扩增。同时，“以换代充”

“以换代修”等模式在国家支持、车主追捧的双重助推下，将成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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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汽车充电、维修的主流方式，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等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市场，将保持高于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速加速增长。

 “三电”装备系统产品市场

控制（传感）芯片：自 2020 年来，由于芯片制造大国地区疫情

不断反复，使得产能严重不足，芯片国产化替代已势在必行；而目前，

我国芯片自给率较低，市场空间巨大，前景广阔。据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相关研究数据测算，每年需汽车芯片超 110 亿块；但目前，而截至

2021 年 8 月，我国半导体自给率仅为 15%，汽车芯片自给率更低，年

均汽车芯片供应不足 16.5 亿块，供需缺口超 93.5 亿块。

磷酸铁锂动力电池：随着新能源车补贴政策退坡，各厂商为实现

保持盈利与客群维护拓展的平衡，将更为青睐高性价比的零部件产品，

而磷酸铁锂电池成本较低，且具有安全性高、能量密度高、寿命长等

优势特性，符合市场热点，将逐渐成为主流动力电池选择。

永磁驱动电机：具有功率因数大、效率高、功率密度大、驱动灵

活、可控性较强等优势特性，是时下新能源汽车电机研发与应用的热

点，未来将仍将是市场最主流的驱动电机产品。

 新能源物流车市场

在受补贴退坡、新冠疫情反复叠加缺芯、电池成本上涨的因素下，

2021 年新能源物流车依然能够突破预期显示出国内新能源物流车市

场的强大韧性和发展潜力。目前，这片蓝海区域新能源物流车的渗透

率仅为 3.89%，远远没有达到发展预期，这给国内的新能源物流车企

业带来了巨大机遇。同时，随着“双碳目标”的推出以及在国家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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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不断加快公共交通领域车辆电动化进程要求下，新能源物流车

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6.2.2 目标区域市场前景分析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主要供应西南地区汽车制造厂商需求。西南

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汽车制造大区，也是新能源汽车销售大区。“全国

五大汽车生产地”城市中，西南地区占据柳州、重庆两席，两市年均

汽车产能约 550 万辆，2021 年上半年西南地区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

增长 333%，远高于全国 220%的增长水平。近年来，西南地区工业、

经济快速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逐渐提高、购车能力/意愿日益提升，

但与上海、深圳等发达城市相比，仍将保持一定差距；而新能源汽车

单位里程能耗成本更低，性价比更高，且由于新能源汽车起步加速更

快、电－动能转化效率更高，更加适应西南地区地形地貌，市场销量

将加速扩增，对各类零部件需求将持续攀升。

7、财务分析

7.1 投资预期

项目总投资额约为 300 亿元。按项目占地 9000 亩进行估算，具

体包括土地成本、建安成本、设备购置及安装费用、基本预备费用及

铺底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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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8 项目预期投资费用清单

费用内容 说明 金额（万元）

土地成本
参考龙里工业用地招拍挂参考价，

按 22 万元/亩计算
198000

建安成本 建安成本按照均价1700 元/㎡ 计算 1105000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用 参考同类项目估算 1342503

基本预备费用 按照以上费用的 5%估算 132275

铺底流动资金 按以上费用的 8%估算 222222

总计 3000000

7.2 效益分析

经营收入

项目总经营收入约 650 亿元，项目经营主要为各类产品的经营收

入，具体情况如下：

图表 19 项目年经营收入预测

费用内容 金额（万元）

材料类产品 500000

电机类产品 800000

动力电池类产品 850000

电控类产品 850000

充电桩类产品 1100000

通用配件类产品 1250000

新能源物流车类产品 1150000

总计 6500000

经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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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行业发展的一般经验对项目成本做出一般性预测，本项目年

经营成本约为 597.4 亿元，具体如下：

图表 20 项目年经营成本预测

成本构成 说明 金额（万元）

生产费用
包括各种原材料生产要素费用，按项

目年经营收入的 70%估算
4550000

能源及运输费用
包括原料和产品运输费用、生产所需

燃料费，按照年经营收入的 8%估算
520000

工资及福利费
项目定员 20000 人，按人均 4 万元/

人/年测算
80000

固定资产折旧费 建筑折旧率和设备折旧率均按 5%测算 173952

销售费用 按销售收入的 10%测算 650000

总计 5973952

投资回报

由以上预测可知，项目预期总投资 300 亿元，年经营收入 650 亿

元，年经营成本 5973952 万元，年经营利润 526048 万元。以此来计

算项目年净利润、投资回收期及投资回报率。

1、年净利润=项目年经营利润×（1-35%）=341931 万元；

2、投资回收期=项目总投资÷项目年净利润≈8.8（年）；

3、投资回报率=项目年净利润÷项目总投资≈11.4%。

8、重点子项目

图表 21 重点子项目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1
纤维类内饰件制造项

目

该类产业在零部件产品中价值占比相对较高且

类型广，包括顶棚、地毯、脚垫、隔音、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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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震等配件。

2
仪表板类内饰件制造

项目

该类产业在零部件产品中价值占比相对较高且

需就近配套，产品价值约 3000-5000 元/车。

3 外饰件生产项目

快速制造产业，该产业直接为车商总部提供定

制服务，主要从事公告车、试验车、展销车、

样车等整车制造，除底盘由车商提供外其他全

部由快速制造企业采购、生产、组装，因此定

制服务基本不受主机厂区域限制；官改产业，

该类产业主要针对车商的中大型 SUV、MPV 和爆

款车型做官方改版，提升车辆价值，相对官方

通用车型批量略小（约占 20%），但相对可提升

汽车价值 20%左右，不受主机厂区域限制；轻

量化外饰件产业，该产业主要生产前端总成、

后尾门等，产品价值高且须本地化就近配套，

价值约 2000-2500 元/车。

4
座椅智能座舱生产项

目

该类产业产业链长，有四大工艺：裁剪缝纫、

发泡、焊接喷涂、总装，配套件中包括声区、

光区、触区、嗅区、机械等五类二三级供应商，

属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汽车内饰中价值较高产

品。

5
年产 1000 万套轮胎生

产项目

主要生产各类轮胎，设计产能年产农业子午胎

200 万套、工业实心胎 100 万套、工程胎 50 万

套、工业特种胎 300 万套、轻型载重胎 60 万套、

电摩胎 2000 万套。

6
年产 500 万套高端陶

瓷刹车片项目
主要生产高端陶瓷刹车片，年产 500 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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