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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企业回应新冠相关病例：积极配合流调处理

北京商报2020.12.28

质量为销量让路？特斯拉的博弈谜局

产经

产能焦虑

马斯克在内部信中提到：“年终交付即将

结束，公司的目标是在四季度交付数量创纪

录，以实现50万辆的年销目标，2020年四季度

特斯拉必须交付超过18.1万辆汽车。”这意味

着，相比今年三季度，四季度特斯拉交付量再

超出4万多辆。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这已不是马斯克

首次鼓励员工冲刺销量。2020年12月中旬，马

斯克曾告诉员工，四季度特斯拉需求强劲供

不应求，需要竭尽所能增加产量。

在2020年进入倒计时的当口，马斯克再

发内部信激励员工，意味着捉襟见肘的产能

已成为马斯克最焦虑的问题。为提升产能，根

据特斯拉规划，明年特斯拉德国超级工厂将

正式建成投产，届时特斯拉产量将进一步提

升。同时，有报道称，特斯拉将在印度建厂。

不过，无论印度还是德国工厂，都无法解

决眼下特斯拉的产能难题。今年10月，特斯拉

方面披露，美国加州弗里蒙特整车组装工厂

年产能已由2020年二季度财报中的49万辆提

升至59万辆。

受疫情影响，2020年特斯拉美国加州弗

里蒙特工厂一直面临生产挑战，上半年交付

缓慢，在海外疫情反复情况下，该工厂产能能

否跟上尚未可知。同时，特斯拉还计划延长弗

里蒙特工厂内ModelS和ModelX的停产时

间。此前，特斯拉一封内部邮件显示，该工厂

将在2020年12月24日至2021年1月11日停

工，这进一步加大了四季度新车交付难度。

因此，对特斯拉而言，能够稳定产能的只

有上海工厂。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2020年特

斯拉上海工厂规划产能为15万辆。数据显示，

2020年三季度，特斯拉在华销量达3.4万辆，

月均销量超万辆，占其全球总销量的1/4。看

到在华销量持续攀升，目前特斯拉上海工厂

Model3车型产能已增至25万辆，超过此前

规划。

特斯拉上海工厂产能提升不仅能满足在

华需求，更承担着特斯拉车型海外出口的重

任。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

示，疫情影响下，特斯拉海外工厂生产或多或

少都受到限制，上海工厂势必将承担更重的

生产任务，中国市场无论从销量还是生产，都

将成为实现今年销量目标的关键。

此前，有消息称，明年特斯拉上海工厂计

划生产的55万辆车型，包括30万辆Model3

车型以及25万辆ModelY车型。对此，特斯拉

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上海工厂进展顺利，

但具体产能等数据目前无法对外公布。”

危机凸显

事实上，马斯克在内部信中激励员工完

成年销50万辆目标的同时，信中“在生产环节

最后加一道审核流程，并保持原有的PDI流程

让交付更高效，不需要对PDI进行任何进一步

改进，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这样做”

的言辞让“钢铁侠”站上风口浪尖。

近期，特斯拉车型的质量问题不断。日

前，一段关于特斯拉ModelS高速行驶时，玻

璃天窗突然脱落顺势飞起，在空中翻滚数圈

落下的视频出现在网上，随后大量网友质疑

特斯拉质量问题。

今年11月，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发

布公告称，由于天窗安装不牢，有在行驶中脱

落的风险，特斯拉将在美国召回部分2015年9

月至2016年7月生产的ModelX车型，总计

9136辆。对于该批次召回车辆，特斯拉方面的

解释为“漏刷了底漆导致固定不牢”。对此，不

少消费者质疑特斯拉在生产上存在疏漏，直

指特斯拉生产和出厂检查是否符合标准。

不仅海外市场，在国内市场，特斯拉车型

也被用户多次投诉。近日，“1039汽车江湖”披

露多起涉及特斯拉Model3质量问题事件，包

括挡位控制失灵、转向助力故障、车机黑屏、

充电故障等。同时，有消息称，特斯拉上海工

厂为完成产能将不合格的零件装车。对此，特

斯拉公司副总裁陶琳回应称：“文章编织得如

此离谱，槽点太多都不知该从哪里开始说，我

们的法务已经在准备起诉。”

尽管特斯拉上海工厂是否存在问题尚无

定论，但特斯拉车型的质量问题日益凸显。在

2020年美国《消费者报告》可靠性排名中，特

斯拉排名倒数第二，其中Model3作为特斯拉

评分最高的车型，分数也仅为53分，ModelY

则仅为5分。此外，J.DPower发布2020年美国

市场IQS初始质量调查显示，特斯拉初始质量

得分为250PP100，这意味着每100辆特斯拉

车型便会出现250个问题，排名垫底。

业内人士表示，出厂车型不断出现的问

题，显示出特斯拉在制造和出厂检测上存在

漏洞，要改变这一现状特斯拉应对原有出厂

流程进行调整，找出问题所在并及时调整。

针对内部信关于不改变PDI流程的相关

内容，北京商报记者联系特斯拉相关负责人，

但截至发稿未得到回复。

盈利压力

其实，马斯克一切为产量让路的背后是

来源于连续盈利预期的压力。数据显示，今年

二季度，特斯拉营收60.4亿美元，今年三季度

营收近90亿美元，同比增幅近四成，特斯拉将

此归因于汽车交付量的大幅增长。今年二季度，

特斯拉汽车业务营收51.79亿美元，三季度营收

达76亿美元，约占总收入的91%。汽车业务增长

的背后是特斯拉不断提升的全球交付量。

数据还显示，今年三季度，特斯拉总产量

达14.5万辆，同比增长51%；总交付量为13.9

万辆，同比增长44%。其中，Model3和Model

Y车型占三季度交付量的89%，达12.41万辆；

ModelS和ModelX车型的交付量仅占11%。

在营收增长的同时，今年三季度特斯拉

再度实现盈利。财报显示，今年三季度，特斯

拉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3.31亿美元，

同比增长131%，实现连续五季度盈利。这意味

着，只要销量不断提升，特斯拉就将持续盈利，

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和发展空间，2020年也

可能成为特斯拉首个盈利年，因此能否完成

50万的销量目标对马斯克至关重要。

不过，汽车行业专家颜景辉表示，特斯拉

疯狂追求利润、加大产能让销量持续增长。但

如何把控出厂检测的关卡也应被特斯拉重

视，如果频出的质量问题不解决，随着交付基

数增长难免出现大规模质量问题。“质量关乎

特斯拉产品力和品牌力，否则将会为企业未

来发展埋下隐患”，他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

花小猪：立即暂停司机接单
配合关联乘客流调

其中无症状感染者的具体情况为：李某某，

男，40岁，安徽人，现住顺义区南法信镇东海洪

村，为“花小猪打车”平台网约车司机。因曾搭载

确诊病例张某某，12月25日被确定为密切接触

者，同日进行核酸检测，12月26日顺义区疾控

中心反馈其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当日诊断为

无症状感染者。

12月27日，花小猪针对平台一司机感染新

冠肺炎回应，该司机被确定为密切接触者当日，

花小猪立即暂停司机接单。目前已主动提交其

行程信息，配合关联乘客流调。

花小猪表示，无症状感染者李师傅是花小

猪平台司机，目前李师傅身体状况良好，在地坛

医院接受治疗。12月25日李师傅被确定为密切

接触者当日，立即暂停了接单工作。目前已主动

向北京疫情防控主管部门提交了司机行程信

息，并配合关联乘客流调工作。

目前，花小猪已经按照北京市防疫和行业

主管部门要求，加强值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每一位司机出车全程佩戴口罩、上报体温、

核验健康宝。

同时，花小猪表示，司机有权拒载不佩戴口

罩的乘客。

全聚德：顺义店闭店
食材全部集中封存管理

此外，发布会通报了有3例确诊患者曾于12

月23日在全聚德顺义店用餐。

12月27日晚，全聚德也通过其微信公众号

表示，顺义店在12月26日凌晨接到区疾控中心

电话通知，有3名新冠肺炎确诊者曾于12月23

日晚间18：30-21：30到该店用餐。

接到疾控中心电话后，全聚德顺义店按照

要求，立即于12月26日当日起进行闭店，并采

取如下措施：积极配合疾控中心流调工作；积极

配合疾控中心组织的对店面环境消杀工作；与3

名确诊病例密切接触的5名人员已在疾控中心

安排下进行隔离；店内其他人员按要求在居住

地隔离；全聚德顺义店食材已经全部集中封存

管理，按照疾控部门要求处置。

此外，全聚德顺义店向集团总部报告相关

情况后，全聚德集团立即启动工作预案，进行

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内容包括：要求所有在京

连锁门店，严格贯彻落实政府相关部门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切实做好防控措施；关爱员工健

康，排查全员健康状况，立即安排对全部在京

门店工作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截至目前，全聚德顺义店5名密接人员有3

人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另2人结果暂时未出，

全聚德集团将及时向社会发布员工健康状况。

永辉：所有门店员工
已陆续开展核酸检测

在新增的5例确诊病例行程轨迹中，病例

王某某曾于12月14日到顺义新世界永辉超市

购物。

通报显示，确诊病例王某某，女，31岁，河北

邯郸人，现住南法信镇西杜兰村，为顺义华联二

层零度衬衣店员工。王某某为确诊病例张某某

的同乡，12月25日被确定为密切接触者，同日

进行核酸检测。12月26日顺义区疾控中心反馈

其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当日，经诊断为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普通型。公布的主要行程轨迹显

示，她于12月14日8时44分，乘坐公交车上班，

曾到顺义新世界永辉超市购物。

12月27日晚，永辉超市方面对媒体表示，目

前北京所有门店的员工已陆续开展核酸检测工

作，检测结果以官方通报为准。

当晚，媒体致电顺义新世界永辉超市，店内

一位客服人员称，“昨天我们开始做核酸检测，

今天应该检测完了，结果可能还没有都出来，目

前店内正常营业”。

同时，永辉超市方面表示，“顺义的核酸检

测由官方统一安排，门店按照市里工作指引实

施。目前北京所有门店的员工已开展核酸检测

工作，检测结果以官方通报为准”。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北京商报讯（记者 石飞月）12月27
日，关于因为“美国FDA认证”被质疑一

事，TriPollar初普对北京商报记者独家

回应称，个别自媒体向其FDA认证的质

疑，是一个学术争论问题，而非虚假宣传

问题，国内美容仪仍处于发展初期，恶性

竞争将让行业整体受损。

根据TriPollar初普给出的声明，该

公司是一家以技术为驱动的以色列公

司，TriPollar初普品牌的母公司是世界

医美专业仪器巨头Lumenis（科医人）公

司，其产品和技术获得全球广泛的认可，

一直是效果与安全的保证。作为事件的

核心焦点———“美国FDA认证”，是源自

其在以色列的多款产品在美国FDA获得

批准，且相同技术已应用到最新款的产

品中，而TriPollar初普中文产品说明源

于海外在售产品的翻译。

TriPollar初普指出，有个别自媒体

发文质疑他们美国FDA的510（k）流程

获得的FDACleared批准与PMA流程获

得的FDAApproved批准是否都可以翻

译为“FDA认证”的问题，但业内主流意

见是广义的“FDA认证”，包括了FDA

Cleared和FDAApproved。基于此，

TriPollar初普认为这是一个学术争论问

题，而非虚假宣传问题。

声明显示，中国目前对家用美容仪

的分类与欧盟一样，是被归类为个护家

电分类下的，未按照医疗器械管理。“我

们认为这是恰当的。中国目前有与家用

美容仪相关的行业标准，但是标准还比

较宽泛，不够具体。同时，家用美容仪行

业也缺乏行业协会去推动行业自律与标

准的进步。”

但通过近期央视对国内一些主流品

牌镍超标的报道以及该品牌遭遇的“美

国FDA认证”风波，可以清晰地看到，国

内美容仪市场仍处于发展初期，相关标

准远远滞后于行业发展。TriPollar初普

称，“作为行业的领头品牌，TriPollar初

普未来有责任也有义务联合国内相关权

威机构和企业，探讨相关标准的起早与

制定，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美容仪

器相关企业8.1万家。近十年来，相关企业

年注册量逐年增长，2019年新注册企业

达2.4万家，同比增长41.6%，今年前三季

度新增企业1.3万家，其中三季度新增

4423家。

TriPollar初普透露，从今年5月开

始，该品牌就持续遭到一些非正常的举

报和投诉，某些自媒体也持续发布与事

实不符的指责TriPollar初普的文章。所

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美容仪行业在

国内是个新兴的细分类目，目前属于快

速发展期，有些友商已经在商业竞争中

选择了放弃底线，制造各种谣言，他们已

经走向了商业竞争中“作恶”的方向，这

是包括TriPollar初普在内的全行业都不

愿意看到的事情。

“如果说竞争需要底线的话，那我们

认为底线是必须尊重事实，而不是捏造

谣言。这种捕风捉影的中伤，伤害的不仅

仅是TriPollar初普的品牌，也让消费者

对整个行业产生了信任危机。因此，针对

个别自媒体和友商对我们的恶意中伤，

我们也决定拿起法律的武器，去捍卫

TriPollar初普的品牌声誉和我们团队的

声誉。”TriPollar初普方面说。

TriPollar初普发声：
恶性竞争将让行业受损

2016-2020年（前三季度）特斯拉交付量（单位：万辆）

12月27日， 北京市召开第193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北京市顺义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

副区长支现伟介绍了顺义区新增的5例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和1例无症状感染者病例情况及行程轨迹。而有病

例出现的3家企业也对此作出了相关回应。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前三季度

7.2

10.3

24.5

36.8

31.8

“只剩5天实现50万辆制造与交付里程碑”“我们在做！”2020年进入倒计时，立下50万辆年销目标但备受质疑

的“钢铁侠”真的急了。

12月27日，网上出现一封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的内部信，信中马斯克不仅激励员工用产量说话，破除批

评者对于年销目标的质疑，更提出：“为实现年销目标，在2020年最后几天里特斯拉不能指望PDI（交车前检查）效

率，要用更多的人手来增加产能。”

不过，马斯克的表态引来“质量是否能为销量让路”的质疑声。近期，特斯拉车型频发的质量问题已成为关注

焦点。在年销目标、持续盈利压力下奔跑的特斯拉，一边是亟待提升的产能，一边是“质量门”漩涡，如何

平衡彼此成为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