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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开工，从洽谈到签约仅1个月

再次刷新“临港速度”

昨天下午，东海之滨，风起潮涌。
机器轰鸣，打桩机上下往复，在场

见证者心情激动。
这是特斯拉在美国本土之外的第

一座储能超级工厂，也是特斯拉入华
十年来，继上海超级工厂之后，在中国
的又一大型投资项目。2019年，特斯
拉上海超级工厂在临港实现“当年动
工、当年投产、当年交付”，本次上海储
能超级工厂从洽谈到签约仅用时1个
月，再次刷新了“临港速度”。

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预计2025

年第一季度投产，投产后超大型储能电

池Megapack产量将高达1万台，储能规

模近 40吉瓦时（1吉瓦时=1000兆瓦

时）。Megapack每台机组可存储超过

3.9MWh的能源，可满足3600户家庭一小

时的用电需求，能满足从1MWh小型微

电网到GWh+级大型电力项目的需求。

市委常委，临港新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陈金山出席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

工厂开工仪式。

双向奔赴 互相成就
“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开工，是

特斯拉储能全球布局的重要一步，也是

临港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

大事。”临港新片区党工委副书记吴晓华

致辞时表示，特斯拉与临港双向奔赴、相

互成就。作为上海发布“扩大开放100

条”后首个签约落地最大的外商独资新

能源汽车项目，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成

就非凡。临港新片区制造业固定资产投

资、规上工业总产值，已经成为上海经济

发展的“增长极”与“发动机”。

很多人好奇，特斯拉为何再次选择了

临港新片区。在吴晓华看来，有几方面原

因。2018年7月10日签署合作协议，2019

年1月7日开工建设，2019年12月30日整

车下线交付，2023年9月6日累计产量突

破200万辆整车规模……特斯拉上海超

级工厂屡创奇迹的背后，见证了临港新片

区对优化营商环境孜孜不倦的追求，折射

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与行动。

临港有“临空港、临海港”的交通优势，洋

山深水港和南港码头助力特斯拉储能产

品销往全球各地。临港背靠长三角，拥有

储能产业链集群优势，在电池Pack、PCS、

BMS、安全防护、箱体加工等领域集聚一

批世界级储能零部件供应商，可以帮助特

斯拉最快时间、最大力度降低成本。临港

在保税加工、数据跨境、资金进出等领域

的对外开放优势，为特斯拉产品全球化提

供便利条件。此外，临港有独特的用电侧

“刚需”环境，推动临港集团、有孚网络与

特斯拉合作，创造了“特斯拉储能开工即

订单”的奇迹。

储能行业 前景广阔
“多年来我一直预测，储能业务的增

长速度将远远快于电动车业务——它正

在实现。”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说。

特斯拉储能产品目前遍布全球超过

65个国家和地区，2023年全年装机量为

14.7吉瓦时，2024年一季度的装机量更

是达到创纪录的4.1吉瓦时，储能业务毛

利同比增长140%，是特斯拉增速最为迅

猛的业务之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

新型储能”。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已

建成投运新型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达

3530万千瓦/7768万千瓦时，较2023年一

季度末增长超过210%。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

之一，正在积极推广清洁能源并大力发

展储能产业以应对电网调峰、平滑波动

的需求。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推进，

储能市场需求将持续增长，为特斯拉提

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特斯拉上海超级

工厂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本地化生产和运

营经验。在此基础上拓展储能业务，能

够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实现协同效应。

开工仪式后，特斯拉与临港集团完成

中国首批超大型商用储能电池Megapack

的签约。此次采购的超大型电化学商用

储能系统将用于临港新片区数据中心的

储能场景，也将助力临港新片区打造低碳

城市战略和实现“双碳”目标。临港绿创

公司副总经理邓浩强告诉记者，智算中心

电力需求量大、对电能质量要求高，通过

引入高成熟度、高安全性、高能量密度的

国际先进储能技术，可大幅提升数据中心

用电稳定性、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并产生

可观的节能降碳效益。

跨前服务 成立专班
“正是在政府支持下，特斯拉上海储

能超级工厂项目才能在短时间内开工建

设。”特斯拉储能业务高级总监麦克 ·斯

耐德赞赏中国政府的支持和上海优质的

营商环境。

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高新产业和

科技创新处副处长李向聪告诉记者，为保

障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早开工、早投

产，临港管委会跨前服务，成立了专班，每

周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专题会，商讨、协调

项目落地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高科处四级调研员奚涛举例，特斯拉

上海储能超级工厂项目地块西侧是河道，

东侧紧邻地块还未出让，因此只有南北两

个公共出口，人员进出、施工物料运输不

便。经过多次商讨、实地研究决定，在（南

奉界河）上临时架了两座桥，增设了两个

出口。相关部门还多次协调，在企业保障

安全前提下，允许提前进场探勘土地地

形，以便进行方案设计和施工前的准备。

临港管委会帮助特斯拉建设了临时用地，

供其建设使用，配备了临电、临水。

此外，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项目

应用了临港新片区在工程建设领域新推

出的“项目服务包”，具体来说，就是针对

项目视角和特定场景将全套服务体系前

置嵌入到审批启动前，把企业端、政府端

的事项都塞进一个“包”，从项目出发制定

节点流程图。“通过服务包的设计，企业从

最早在投资意向还没有完全清晰的时候，

就能快速获得相对准确全面的政府服务

要求、管理要求，实现一个全过程的无缝

衔接。尤其是碰到问题也不用这个部门

或那个部门分开找，而是有一整套的比较

成熟的‘零时差’的响应和解决问题的机

制。”临港新片区审批审查中心副主任、项

目建设服务办负责人闵之光说。

再度携手 共创未来
今年4月，特斯拉迎来了“中国大陆

首批车辆交付”的十周年。在这十年间，

特斯拉中国车主数量从首批的15位增长

到170多万，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也持续

向全球输出“中国智造”。自2019年正式

投产以来，上海超级工厂依托中国完善

的供应链体系和一流的智造能力，零部

件本土化率达到95%，率先实现了平均

30多秒下线一辆整车的行业奇迹，成为

特斯拉全球主要的出口中心，2023年累

计交付量达到94.7万辆。

“生产整车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是

中美产业和科技合作的典范，特斯拉上海

储能超级工厂是我们在中国开启的发展

新篇章。”特斯拉公司副总裁陶琳告诉记

者，作为“链主”，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带

动长三角形成了“四小时新能源汽车生态

圈”。上海储能工厂将延续和上海整车工

厂一样的思路，作为非常重要的生产基地

和出口基地。储能超级工厂也有助于提

升中国相关行业产业链的韧性。

据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发改处副处长

庄青松介绍，临港新片区是国家电网新

型电力系统建设示范区，也是全市储能

产业和应用、虚拟电厂建设发展示范

区。临港新片区为储能示范应用提供丰

富的储能应用场景，比如工业企业、数据

中心、光储充站点、综合能源站等。临港

新片区管委会为储能产品供应商和应用

方提供了良好的对接渠道，不定期举办

项目沟通会，促进优质储能产品在新片

区的应用。

“我相信临港与特斯拉之间的合作

不仅局限于汽车和储能，未来充满想

象。”吴晓华说。 本报记者 杨欢

“打工人的午休天堂”“这
个草坪的设计师简直就是鬼
才”“看着就很好躺的样
子”……最近，徐汇滨江一片阶
梯式人体工学草坪火了，不仅
附近的白领和居民来“躺平”、
野餐、聚会、拍照，来晚了就“一
位难求”，外地网友也赶来围
观，纷纷表示“羡慕上海人的休
闲状态”“上海人的午休姿势遥
遥领先”“求复制推广”。
同样都是草坪，只是换了

个造型，为什么就能如此走红？
据设计师介绍，草坪看上

去只是从平面变成了三维立
体，但其实设计饱含巧思。例
如，被大家当成“躺椅靠背”的
斜坡设计成110度的倾斜角，
可以提供最大程度的舒适度，
台阶的高度与宽度也经过了
精心计算，让大家躺得舒服，
还能抬头看看蓝天白云。此
外，草坪上方种植着树木，如
果把斜坡看作躺椅，那树荫就
恰似遮阳伞，组合在一起，让
这片草坪成为了海边沙滩的
平替。也正因此，有网友评价
说：“不是沙滩去不起，而是免
费的快乐更有性价比。”
这片网红草坪位于云锦

路与龙启路口下沉式广场，周
围商务楼有不少知名的互联
网大厂，加班族也少不了，因
此，不少人会选择中午过来小
憩，或者仅仅是放松一下，喝
喝咖啡、刷刷手机、发发呆，
“散散班味儿”。针对网友求
推广的呼吁，设计师表示，阶
梯式草坪建设本身并没有很
大难度，关键在于人性化的设
计和建设理念。
过去的这个春季，还有一

个与草坪有关的表述成为热
词：“公园20分钟效应。”不少
人在朋友圈晒各种公园打卡
照，并配上诸如“‘公园20分
钟’，替大家试过了”的文案，
一般都会获得高赞，如果是在
上班时间发布，往往会收获一
波“羡慕嫉妒恨”。
“公园20分钟效应”一夜

走红，因为它契合都市人越来
越拒绝精神内耗、追求回归自
然的心态，也得益于城市的蓝
绿空间占比越来越高，越来越
多的24小时开放公园、街心花
园、口袋绿地等，让绿色触手可
及、抬脚可到，“就近散心”为上

班族节省了时间成本和经济开销。“久在樊笼里，复得
返自然”，这样低成本、高回报的快乐减压，谁能不爱。
你一定也发现了，上海的绿色正变得越来越多，

而且，公园绿地越来越有特色，越来越人性化。
上月，上海市中心最大的免费公园——世纪公

园试行24小时开放，受到周边居民普遍欢迎。据统
计，到去年年底，上海已有逾六成的城市公园实现24

小时开放，今年还将新增30座城市公园加入“不打
烊”行列，为喜欢逛公园的人提供更多时间上的选择。
紧随其后，上海首个24小时开放的公园图书馆——

和平书院也在和平公园正式开馆。一个月过去了，记
者的现场调查显示，公园里的夜间图书馆确实具有不
小的市民需求，五一期间，夜读客的人数甚至接近
6000人次。在深夜之前，图书馆几乎座无虚席。

此外，自然艺术公园、体育公园、滑板公园、“城
市家具”公园、雕塑公园等各种不同主题公园的出
现，也让公园的功能不仅仅是看树赏花、散步打拳，
“公园+”有了更多想象空间。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老百姓人人都有感受度的普
惠型民生福祉。从收费到免费、从封闭到开放、从限
时到24小时，开放、共享、融合的公园理念正让上海
从“城中之园”转向“园中之城”。见绿、近绿、亲绿、
享绿，公园城市，让生活更加美好。 ■ 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开工仪式现场 临港管委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