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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电池安全有几种解法？让电池

在短路的情况下仍然不自燃、让电池壳

够硬、降低短断的可能性、使用更稳定

的材料等等。解法可能会很多，但是为

何两大电池生产商比亚迪和宁德时代却

杠上了？

实际上，在比亚迪的业务版图中，

造车仍然是营业收入的最大头，二次充

电电池及光伏在 2018 和 2019 年的营业收

入中仅占 6.88% 和 8.22%。而宁德时代则

是专注在电池领域，其动力电池在 2018

和 2019 年的营业收入中分别占比 82.79%

和 84.27%。

从业务版图来看，两家企业尽管在

电池领域有交集，但还没有到必须针锋

相对的地步，为何比亚迪的一个电池针

刺试验会引发双方连续隔空“互怼”？

同时，动力电池磷酸铁锂和三元锂

电池两大技术路线的争论也迅速升温。

磷酸铁锂电池材料本身的热稳定性更好、

成本更低、安全性更高，但能量密度难

以提升。三元锂电池能量密度更高，更

符合消费者对于新能源汽车长续航的需

求。电池争论其背后也体现出新能源汽

车发展方向的争议：是更快更强还是更

安全稳定？

诚如在 PC 电脑时代，行业的霸主并

研发投入零资本化的宁德时代会放大招吗

■  作者  冯彪
亚迪，因为动力电池的产量由其自身的

新能源车销量决定，比亚迪未能获得动

力电池行业大爆发带来的红利。

近年来，比亚迪在二次充电电池及

光伏领域的营业收入只有较小的增幅，

与宁德时代的差距不断凸显，同时还面

临松下、LG 化学等企业的激烈竞争。

另外，从比亚迪的业务整体来看，

2019 年全年实现营收 1277.39 亿元，同比

下降 1.7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6.15 亿元，同比下降 41.93%，创下 5

年来新低。

比亚迪于今年初雄心勃勃地推出了

磷酸铁锂刀片电池，打出“出鞘安天下”

的口号。比亚迪的意图非常明确，要再

度重回动力电池的头把交椅，需要把行

业拉回到自己擅长的赛道，改变动力电

池对三元锂电池的依赖。

 焦虑与突围

宁德时代和比亚迪较劲多年，虽然

就目前来看，宁德时代在电池领域的量

级远大于比亚迪，但是宁德时代远远没

有到高枕无忧的地步。特别是在技术变

革的前夜，双方可能并不会在意电池性

能的些许提升，也可能不会在意市场份

额多几个百分点和少几个百分点，让双

方都颇感焦虑的是技术未来方向。方向

一旦走错，可能带来万劫不复的结局。

非众多电脑生产商，而是微软操作系统

和英特尔处理器形成的“WIN-TEL”联盟，

大胆预测未来扼制新能源车咽喉的将是

电池和物联网技术的企业。宁德时代和

比亚迪所争议的正是未来电池发展方向

话语权。

龙头争夺

在动力电池领域，比亚迪早在 1995

年就建立了镍镉电池生产线。在智能手机

兴起之时，比亚迪凭借优质性价比拿下了

多个大单。此后，比亚迪涉足汽车制造、

光伏等领域，是国内新能源车的领导者。

比亚迪的 e6 电动出租车和 K9 电动大巴，

成为中国多个城市的公共交通运营主力，

也输出至欧洲美洲甚至日本。

然而，近年来比亚迪在电池领域的

销量和营收却被后起之秀宁德时代赶超。

成立于 2011 年的宁德时代也曾生产手机

电池，后来与宝马、特斯拉等国内外车

企深度绑定，凭借其三元锂电池高续航

能力扩大了市场份额，并迅速奠定了其

在动力电池领域的地位。

2016 年宁德时代动力电池和储能系统

两项业务的合计营收增长了 1.76 倍。2019

年财报中宁德时代称，根据 SNE Research

统计，公司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动

力电池销量连续三年排名全球第一。

与此对应的是，自产自销模式下的比

这样的局面在克里斯坦森《创新者

在窘境》中有众多的案例，延续性的技

术进步不会导致此前的优势企业失败，

破坏性的颠覆式技术创新可能让巨头突

然遭遇降维打击，哪怕是这种打击来自

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也会让巨头企业丧

失主导地位。

目前的动力电池市场还在两种技术

下各取所需，低续航、成本导向的产品

使用铁锂电池，高续航产品使用三元电

池。宁德时代抓住了近年来市场对电池

续航能力需求上升的机会，获得了巨大

的市场红利。但是，万一有新技术出现，

面对“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市场，如果

掉入既得红利的“陷阱”而错失新技术

和新市场，宁德时代即便有再大的优势

也会转瞬成为负担。

因此，比亚迪和宁德时代都需要绷

紧研发的弦。在比亚迪推出刀片电池的

同时，宁德时代也宣称布局下一代“无钴”

技术。

那么两家企业的研发强度如何呢？

宁德时代 2017 到 2019 三年中研发

投入占营收比例分别为 8.16%、6.72%、

6.53%， 比 亚 迪 这 三 年 的 数 据 分 别 是

5.92%、6.56%、6.59%，前者在降低，后

者则在增加。

耐人寻味的是，宁德时代财报显示，

2016 年以来的 4 年中研发投入资本化的

金额均为零。但是，这 4 年比亚迪研发

投入资本化的比例却分别高达 29.85%、

40.32%、41.55%、33.15%。这意味着宁德

时代的研发支出全部转变为成本，而比

亚迪的研发支出则部分形成了专利技术

和无形资产。

虽然说公司在会计处理中，研发投

入的费用化和资本化存在较大的弹性空

间，并不能完全代表公司的研发效率或

成果，但是宁德时代4年均为零的资本化，

一方面展现了公司极度保守的会计策略，

另一方面也不免让人产生研发投入没有

获得实际成果的感觉，抑或是公司在筹

划一个巨大的创新大招，准备一朝爆发。

再从毛利率来看，比亚迪的二次充电

业务及光伏业务的毛利率在财报中并未

直接给出，简要计算得知该业务 2019 年

毛利率约 13.2%。宁德时代 2018 年和 2019

年的毛利率分别为 34% 和 28%。毛利率

水平一般能粗略代表公司产品的技术水平

和市场议价能力。粗略来看，当前宁德时

代的电池产品议价能力略胜一筹。

围绕技术方向的争论还远远未到结

束的时候。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中国

企业间的较劲有模式之争、烧钱大战、

口水舆论攻防，真正围绕技术和产品的

争议尚在少数。在当前核心技术成为企

业生死存亡关键的历史节点，这场技术

之争或将影响深远。

想要成功的欲望超越了懒惰，“自律”

似乎是每个创业者的宿命，但并不是每

个人都能做得到。

每天最早来到公司，开始询问选题

进展是否顺利，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

选题立意有问题、还是企业家采访碰到

了困难、还是不知该如何升华收尾、市

场部方面今天会与哪些自媒体联系、已

有的项目进展如何……

到了下午才有时间看看材料，到了

晚上才有时间写点东西。

生活当中已经完全没有了自己私人

的事情，除了公司，还是公司。

北京润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

陈润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然而这一切

恰恰是他自己严格规划的、走向未来的

必经之路。

我是谁

在陈润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的“以

史明道，以道润商”八个大字。陈润说：“这

两句话就可以代表润商，这就是润商的

来历。”——通过研究历史找规律，来

找那个道。然后再拿这个道和规律来让

更多的企业受益，来滋润或者滋养他们。

作为一个商业的观察者，同时也是

商业的体验者，陈润比普通的财经作家

内心多了一份独立性和同理心。

2008 年刚来到北京的陈润是一个文

化公司的撰稿人，2011 年与人合伙接受

联想国际化十年的写作项目，他变成了

一个小股东。那个时候陈润28岁。2017年，

陈润独立接到美的集团授权，为美的写

企业史。这一年的经历丰盈了他作为财

经作家的底蕴，同时也坚定了他要自己

带团队的信心。于是便有了 2018 年 11 月

8 日的润商文化在北京通州正式运营办公

这一天。

今年陈润 37 岁，他的人生经历了从

台资企业员工、文化公司员工、财经作

家到股东，最后到创业者的多种角色。

我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2008 年，刚来北京的陈润在一家文

化公司做撰稿人。虽然从小酷爱文学，

但并没有什么写作经验。

为了能够尽快地写出好的作品，陈

润开始给各类杂志写专栏，尝试不同的

写作内容和写作风格。曾经作为著名的

时尚杂志《时尚芭莎》的撰稿作家，写

过重磅封面报道。

“我觉得一个财经作家的写作不应

该靠灵感，而是应该靠习惯和积累。”

陈润对于财经作家能够“出道”的看法

就是不断地输入和输出。

2011 年，也就是陈润从事财经写作

的第三年，那时候他已经写了一本企业

家授权的官方传记。有了一定的积累，

缺的就是一次机会。

那年刚好赶上联想想要写一本关于

联想国际化十周年的书，因为这个项目

比较大，需要一个团队的协作，于是陈

润被选中了，几个作家基于这个项目成

立了一个文化公司。

陈润在财经作家的基础上，又多了

一个文化公司股东的头衔，占比虽小，

但名分实在。对于当时只有 28 岁的他来

说，能够有机会参与写一个世界 500 强

的企业，是意义非凡的。同时，那也是

陈润第一次参与到创业当中去，作为当

事者感受到了企业家的内心。

2017 年，陈润独自接到了一个写美

的 50 年发展史的项目。陈润找到了另外

两名财经作家组建团队，一起在美的总

部顺德待了整整一年。这一年对于陈润

的影响和改变是翻天覆地的，让他决心

迈向更高一层台阶——独立创业。

“一个作家带队，在一个地方待一

年，写一本书，这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都很少见。况且一个团队是有碰撞、有

摩擦的，最终能够待下来把这个项目做

完，对我来说就更坚定了我带团队的信

心。”陈润对《企业观察报》说。

同时，在这一年的采访当中，美的

创始人何享健对陈润的影响是深入骨髓

的，并且在日后陈润管理公司中，何享

健的企业家精神也一直深深影响着他。

陈润向《企业观察报》讲到：“曾

经有一个人问我，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如

果一定要具备一个特质，这个特质是什

么？”起初他觉得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如今他心中有了答案，并且这个答案

是要深入企业和企业家内心才能够得到

的，同时也是何享健一个非常鲜明的特

质——自律。

自律到什么程度？有两件事情足以

证明：

第一，何享健年轻的时候抽烟，他

后来把烟戒了。他戒烟的动机和原因很

简单，上世纪八十年代，何享健去日本

发现在机场里面有一个专门的屋子叫吸

烟室，他觉得吸烟室里的人都在自相残

杀，互相伤害。何享健就觉得这是一种

落后的表现，抽烟的人是代表落后的，

这个时代的潮流是不抽烟的。但是在中

国抽烟还没有受到限制，他能预见到十

年之后，中国也不能随意吸烟了，要有

吸烟室。而何享健知道自己是一个追求

时代潮流的人，时代潮流是不抽烟自己

就不能抽烟，于是果断戒掉。

第二，虽然何享健的普通话在广东

人里面还算不错，但一次在美的武汉工

业园开工典礼上，何享健接受电视台采

访时，记者表示听不懂他的话。何享健

发现自己的普通话很不好，于是他定了

一个规定：所有人开会的时候不能讲广

东话，都讲普通话，从他做起。

基于这一认识，陈润在经营润商过

程中，每天身体力行地践行着优秀的企

业家该有的“自律”精神。由于工作性

质的特殊性，他要求自己每个星期读两

本书，并且在朋友圈晒出书评。

因为写了很多优秀的企业史作品和

财经著作，陈润也曾经担当过央视证券

资讯频道特约评论员、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也曾为许多商

业杂志写专栏。一个优秀的财经作家或

许就是这样沉淀起来的。

2018 年， 陈 润 将 原 公 司 更 名 为 润

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自己兼任总裁和

CEO。这一年，陈润成长为了一个真正的

创业者，这是从写企业家到企业家的蜕

变。

在运营润商以后，陈润和润商团队

为了能够在采访时迅速了解企业和企业

家，总结出了一套分析和研究企业的方

法，叫做润商企业研究金字塔。

塔底是基座，这是一个人的底蕴，

肯定是来自他的文化；中间是他做的事

请；塔尖是他的表象，也就是外界看到

他的精神特质。这一套方法也成为了润

商独有的企业法宝，区别于同行业的其

他企业。

我想成为谁

“我的理想是写一部长篇小说，这

永远不会变的。”陈润向《企业观察报》

讲述自己未来规划时说到。

成为文学作家和写一部优秀的长篇

小说一直以来都是陈润的理想，而在通

往理想的这条路上，陈润不得不做好足

够的铺垫。

“我知道纯文学目前是实现不了我

的梦想的。纯文学很多东西是靠观察和

想象去实现的。财经作家可以直接接触

到这个社会上最残酷的东西。商业的本

质是竞争，竞争就是商战，它跟战争是

一模一样的。很多企业的成长历程就是

在打仗。只有在战争里面才能很快、很

清晰地看到事物的本质。”陈润说，“所

以做财经作家的第一个好处是可以更快

地积累更多的真实的素材。这些素材以

后会为创造一些虚构的，或者叫纯文学

的作品做积累。这是我的一个理想。我

觉得现在做的工作是人生的一个过程。”

在这期间，陈润写过华润、招商局

这样的央企，写过戴尔中国这样的外企，

写过美的、联想、用友等民企，还写过

雷军这样国民皆知的知名企业家，虽然

当年的《雷军传》曾经被译为多国语言，

卖掉十几万册，但在陈润眼里，这都称

不上成功，或者说还没成为他想要的状

态。

陈润是湖北人，因此对于湖北企业

家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而对于陈润来

说，自己写过的一本自认为最优秀的书，

也是写一位湖北企业家的，他是湖北首

富阎志，是卓尔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据陈润介绍，阎志除了是一名优秀

的企业家，还是一位文学作家、诗人，

也曾拿过很多文学大奖。对于陈润来说，

能给阎志写书，并且文笔得到了阎志的

认可，大概就是他认为《卓尔的故事》

是他最满意的作品的原因了吧。

同时，财经作家能够接触到很多商

业巨鳄。在这个过程中，财商是有启发的。

而陈润深信只有实现财富自由，才能实

现理想的自由。成为一个财经作家也是

为自己未来能够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做好

经济基础。

而一个创业者，往往是将企业命运

和自己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的。陈润对

于润商目前的现状还不是太满意。他希

望未来润商可以吸引更多的财经作家为

企业写发展史，为企业家写传记。

在陈润看来，润商应该是一个镜头

和窗口，来连接企业家被“解构”后的

样子和公众视野的桥梁。因此，陈润认为，

一个文化传播企业和企业当中的财经作

家一定要非常专业和优秀，所以润商也

在全国各地拓展更多的财经作家。

“我觉得人生肯定是规划出来的。”

陈润对《企业观察报》讲到。“我觉得

尤其是在 2010 年之后，在人生规划这块

我是深信不疑的。即使你走错了、走慢

一点，或者不太成功，也比没有规划的

人生走得要顺畅一些。”

陈润：一个不想写小说的财经作家
不是个好创业者

■  作者 贾紫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