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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利好持续出台 加快建设创新高地

新能源汽车产业跑出“中国速度”

一把紫砂壶卖出 16 万元

宜兴紫砂匠人：把手艺亮在直播灯下

在 2022世界智能网联汽

车大会上，某厂商推出的新款

动力电池模型。

王洪星时常拿出自己以前做的紫砂壶，品味曾经的技艺。

庞红亮在自家仓库检查每一把紫砂壶的品质。

见习记者 雷珂馨 文/图

十年前， 路上看到一辆新能源

汽车都让人觉得新鲜；时隔十年，新

能源汽车已奔跑在大街小巷。今年，

我国有望提前完成“2025 年新能源

汽车市场占比超过 20%”的销量目

标。 作为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中坚

力量， 新能源汽车产业在过去十年

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中国

速度” 在我国商业创新的“非凡十

年”画上绚丽的一笔。

从慢到快

政策东风助力行业发展

2017 年，石浩购买了人生中的

第一辆新能源汽车。“当时买车不但

不用摇号， 还能拿到比较高的财政

补贴，我就果断入手了。 ”

时间回拨到 2012年，为促进新

能源汽车消费，我国在 2009 年新能

源汽车“十城千辆”项目的基础上，

发布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规

划（2012-2020）》，明确了纯电驱动、

采用补贴和全面优惠的政策扶持，

以及各行业配合推进新能源汽车市

场化等多项重要内容，财政补贴、牌

照等政策大力推动了新能源汽车市

场的发展。

从 2014 年开始，我国新能源汽

车行业进入高速增长阶段。 在这一

年，免征车辆购置税、开放电动汽车

生产资质、 中央给予充电基础设施

专项财政补贴等政策的先后出台，

成为新能源汽车进一步发展的关

键。

石浩用“超值”两个字概括了自

己买新能源汽车的体验。 他告诉记

者，“正是因为有这些利好措施的不

断出台， 让我能够安心购买新能源

汽车。 我的车每百公里耗电 16 度，

电费一度 0.14 元左右，充一次够我

上下班开好久，方便又省钱。 ”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

据，2012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仅

为 1.28万辆，2021年这一数字已跃

升至 352.1 万辆。 截至 2021年 5月

底， 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 580

万辆， 约占全球新能源汽车总量的

50%。

从弱到强

自主品牌走出国门

“2012 年前后，我开始关注新

能源汽车。 当年国内的新能源车续

航里程不高，价格也不便宜。一辆特

斯拉 Model X 价格上百万元，让普

通人望而却步。 而现在， 包括比亚

迪、小鹏、蔚来在内的众多车企纷纷

推出平价新能源汽车， 刷新了新能

源汽车的各项参数，续航、配置、动

力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 这种进步

速度，不可谓不震撼。 ”这是石浩的

亲身感受。

政策的持续出台刺激了新能源

汽车市场， 这让国内自主汽车品牌

抓住了发展机遇。

比亚迪、 北汽等车企成为我国

新能源汽车市场里的“排头兵”。

2014 年，比亚迪秦插电式混动汽车

获得了全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冠

军，共计卖出 14747 辆；同年，北汽

新能源纯电动车出货量达 5510 辆，

同比增长 238%， 领跑国内纯电动

汽车市场。

在传统车企瞄准新能源汽车市

场的同时， 行业的快速发展也给很

多新兴企业带来了机会， 新能源汽

车领域一时间迸发出强大的活力。

2014 年，李斌创办蔚来汽车，小鹏

汽车也在同年创立；2015 年， 理想

汽车、威马汽车相继诞生。这几家企

业成为国内最早一批走出来的造车

新势力。

2015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

达 34 万辆，销量达 33.1 万辆，首次

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22 年

1—8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

别达到 397万辆和 386万辆， 连续

七年位居全球第一。

这十年间，中国汽车“走出去”

的优势愈发明显。 数据显示，2021

年，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排名前 5

位国家依次是比利时、孟加拉国、英

国、印度、泰国；中国汽车对欧洲的

出口是增长最快的， 增速达到了

204%，对北美洲的出口增速也超过

了 100%。 2021 年全球十大畅销车

型中，中国品牌占据六席，为全球新

能源汽车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从有到优

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随着新能源汽车数量的持续增

加， 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也在不断

完善， 配套充电基础设施的补能需

求被进一步激发。

面对巨大的市场， 多家企业积

极布局电动机、动力电池、电控系统

等相关业务。成立于 2011年的宁德

时代，用了 11 年的时间，成为国内

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动力电池制造

商， 这也带动了国轩高科、 北京国

能、 孚能科技等电池厂商的蓬勃发

展。 2021 年，全球动力电池出货量

排名前十的企业里， 共有六家中国

企业。

在 2022 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

主论坛上， 中国工信部副部长辛国

斌表示，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

创新步伐加快，产业生态不断优化。

中国累计建成了 398 万个充电桩、

1625 座换电站，形成了全球最大规

模的充换电网络。 建成 5G 基站近

200 万个，换电模式应用、燃料电池

示范、道路测试示范等深入推进，新

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前有比亚迪、蔚来、小鹏领跑，

后有百度、小米、华为等科技类企业

参与， 我国的汽车行业与科技行业

逐渐融合发展， 新兴技术大规模地

应用于汽车生产制造领域， 多元化

的发展进一步拓宽了车企的创新思

维。从产品设计到市场层面，加速推

动新能源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网联

化发展。

很多十年前只存在于科幻电影

中的名词，如今已经实现产品落地，

新能源汽车成为人们购买新车时的

重要参考。“以前的车上有块 10 英

寸的液晶屏，就算是很高的配置了。

现在不仅是大尺寸屏幕， 联通多屏

已经应用到了多款汽车上， 类似固

态激光雷达、自动驾驶平台及芯片、

智能座舱这些新技术也被更多的消

费者接受， 你能明显地感觉到智能

互联汽车就像智能手机一样， 正在

慢慢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石

浩感叹道。

“我国新能源汽车正在进入规

模化快速发展的新阶段。”辛国斌表

示，随着我国电动化、智能化、网联

化不断深入， 将进一步改变全球新

能源汽车市场格局。

过去十年，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实现快速发展， 成为世界新能源

汽车领域的创新高地。 在政策大力

支持、品牌持续突破、技术不断创新

下， 新能源汽车的推广环境广受认

可、消费者接受度也日益提高。毫无

疑问，下一个十年，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业必将持续为国家经济增长注入

强劲发展动力， 并逐步成为引领全

球汽车产业转型的重要力量。

本报记者 陈晴

新电商大潮下， 江苏宜兴紫砂

走出了新的致富路。 通过拼多多的

店铺直播屏幕， 曾靠蹬三轮谋生的

制壶匠人， 如今网上直播年销紫砂

壶达百万元。 可以说在数字化浪潮

和移动互联时代的背景下， 江苏宜

兴紫砂接续了拥有 7300 多年历史

的制壶工艺，在当地形成 10 多万从

业者的传统产业， 正迎向一片更加

广阔的天地。

殊 途

16岁学打铁，22岁跑三轮车运

货，24 岁做壶，27岁开家庭作坊，39

岁经营紫砂店，44 岁考取紫砂工艺

师职称，54 岁直播卖壶。 王洪星的

履历， 是宜兴紫砂从业者的典型写

照。

改革开放之后， 紫砂壶热销广

东和港、台地区以及日、韩、泰等邻

国。据王洪星介绍，看到紫砂壶发展

前景， 他丢下一年收入过万的三轮

车，开始一心做壶。“那时候紫砂壶

卖三五元钱，最贵的一把 25 元。 做

壶第一年，除去开支，能有 2 万多元

结余；有一年甚至赚了 7万多元。 ”

王洪星说道。

范君浩也是从这个时期走过来

的。与半路出家的王洪星不同，范君

浩是坐在泥凳上长大的， 其父范乃

芝是“紫砂七大家”蒋蓉的弟子。 做

壶这件事，范君浩从小就耳濡目染。

到了 18 岁， 他进入宜兴市紫砂二

厂，成为制壶艺人。

记者了解到，20 岁时， 范君浩

的制壶师父做了一把梅桩壶， 让他

拿去烧。 他至今还记得那把壶的气

韵———梅枝冰肌铁骨， 梅花暗香浮

动。接过壶的那一刻，他心里忽然一

动： 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出一把这么

好的壶？

做一把茶壶不难， 难的是做一

把好壶。 范君浩做了 20年，终于有

一把壶具备了当年师父那把梅桩壶

的神韵。

野 心

一把壶一把壶地做， 这个过程

对庞红亮来说，并不是理想之选。他

15岁做茶杯销售，19岁认为“得学

学制壶手艺”，再后来又觉得“两只

手干不过四只手， 四只手干不过一

群人”，于是决定开店。

用庞红亮的话说， 创业过程是

“九死一生”。 他一开始做组合茶具

（即茶壶加茶杯）， 后来觉得赚钱太

慢， 又尝试过做紫砂办公杯、 品茗

杯、茶叶罐。 5 年里，庞红亮把紫砂

的赛道都跑了一遍， 只剩下茶壶这

条赛道了。“再做不成，就不干紫砂

这行了。 ”

2016 年，庞红亮开始全力做紫

砂壶。 庞红亮表示，第一年，他单凭

卖几十元一把的壶， 一口气赚了二

三十万元。 他的经验是：“同时有 6

款产品， 你只要把其中一款产品的

性价比做强，跟别人有鲜明的对比，

那些经销商、 批发商自然就找你

了。 ”

回想起来，庞红亮觉得，这种思

路，跟拼多多这种电商平台的“爆款

引流”策略颇为相似。

超前的营销思维和想要出人头

地的野心， 让庞红亮的紫砂生意大

有起色。短短两年时间，他开了 5家

分店，年销售额突破 3000 万元。 但

他觉得， 要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赚

到钱，才有兴奋的感觉。而这个不熟

悉的领域，就是互联网。

2018 年下半年， 庞红亮决定，

进军互联网。他在网上反复摸索、尝

试，转战了多个平台。 2020年，他在

拼多多上开了三家店，做起了直

播，效果之好，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他说 ， 有些东西 9 块 9 都没人

买，但是他们的壶，两三千元一把

都能卖出去。东西好，人家自然抢着

要。

庞红亮开始发力。 他招揽了近

20 位主播，并与上百位紫砂手艺人

达成合作， 将他们和他们的壶引入

拼多多的直播间。短短两年，庞红亮

的创壶陶坊就成为拼多多平台最具

知名度的紫砂品牌之一， 全平台紫

砂壶销量第一名。今天，他的拼多多

网店综合业绩已经过亿元， 直播间

里最多时有 3000 余人同时在线观

看。

“想想看，同一个时间里，你跟

3000个人做生意！ ”庞红亮说，他喜

欢这种刺激的感觉。

突 围

如果说庞红亮是靠敢闯敢试的

冲劲获胜，那么，安徽人陶阳阳则是

靠前瞻性的眼光， 在紫砂江湖里打

开一片天地。

陶阳阳年纪不大， 却是互联网

资深玩家。陶阳阳表示，2009年，他

就开始在互联网上摸索经营之道，

倒腾各种商品。 2014 年，注意到网

上缺乏紫砂壶的推广，一试水，惊喜

地发现“利润是真的大”。于是，开始

转向紫砂经营，在各个平台开网店。

2020 年 3 月，陶阳阳在拼多多上了

直播， 成为该平台的第一家紫砂壶

店。

一天， 直播间一位客户问：“有

没有好一点的壶？”陶阳阳翻出一把

报价 1700 元的壶，“我觉得他肯定

不会买”，没想到，对方直接拍了下

来。 第二天，他又拿出一把 1500元

的壶，依然有人一口价买下。

这之后， 陶阳阳开始有意识地

培养客户， 直播间里逐渐开始出现

售价一两千元、七八千元，甚至上万

元的精品壶。 2020 年 5 月，陶阳阳

想进一步尝试，他策划了一个“国工

专场”，在拼多多平台上为知名紫砂

手艺人的产品开专场直播。

直播开始不久， 陶阳阳拿出自

己天天泡茶的那把壶， 报价 2600

元，“直播间里 26个人同时下单，我

都惊呆了！ ”这一场，陶阳阳卖掉了

80多把壶，销售额达 20多万元。 第

二天， 就有紫砂手艺人找到陶阳阳

寻求合作， 其中不乏业内知名大师

级人物。至今，他已签下十几位知名

紫砂手艺人。

这是一步出其不意的棋， 但陶

阳阳走稳了。 据悉，他的“御壶茗香

茶具官方旗舰店” 成为拼多多平台

的品牌黑标店铺，这是对其质量、信

誉、效益的多重肯定，更是他品牌化

升级、 全面转型高端紫砂壶市场的

关键一步。

今年 7月底， 拼多多正式启动

了“2022 多多新匠造”行动，全面推

动各地乡村好物实力出圈。前不久，

“多多新匠造”的专项团队也来到了

宜兴， 与紫砂壶的商家们探讨品牌

化道路的可能性， 这也让陶阳阳和

手艺人更有底气了———他们希望借

助互联网，借助类似“多多新匠造”

的产品打造计划， 输出好的紫砂作

品， 进一步探索紫砂产业互联网化

的新出路。陶阳阳说，在自己的拼多

多直播间里卖过价格最高的一把壶

是 16万元，第二贵的 8万元。 对他

这样的商家来说， 找到一个良好的

营销模式， 那种获得感和喜悦感也

会让人上瘾。

同 归

走进互联网的紫砂壶， 让更多

手艺人受益。这两年，范君浩受很多

直播间邀请， 希望他讲讲壶的鉴赏

和制作。 直播不仅给范君浩带来崭

新而愉悦的体验， 也给他的紫砂壶

带来了价值和价格上的认同。据悉，

2020 年以来，他做的紫砂壶的价格

上涨了两三倍。 2021 年，他的紫砂

壶线下销售额有 20 多万元，线上则

有近 100万元。

同为制壶手艺人的王洪星也经

营着一家紫砂店铺， 有 5位合作的

手艺人。 他表示，2020 年 10 月 28

日， 他用微微颤抖的手把壶捧到手

机镜头前，开始了直播生涯。这个看

似规模不大的作坊， 第二年就完成

了数百万元的销售额。

基于互联网的电商平台， 推动

着紫砂行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

展。据统计，2021年，宜兴陶瓷企业

经济总量为 171亿元， 涉及电商的

交易额就有近百亿元，全年有 1546

万件紫砂作品从宜兴发往全国乃至

世界各地。巨大的潜力，正通过拼多

多等电商平台逐渐释放。

今年，拼多多的“多多新匠造”

行动， 将持续投入以十亿计的流量

资源和补贴， 扶持地方传统手工业

品牌升级，扶持更多手工艺人触网，

上直播； 培育更多商家实现数字化

升级，助力县域和乡村的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

在数字化浪潮和移动互联时代

的背景下，江苏宜兴紫砂，接续了拥

有 7300多年历史的制壶工艺，在当

地形成 10多万从业者的传统产业，

正迎向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

（本文图片均为大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