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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下游市场需求火热影响，材料端企业上半年业绩集体飘红，电池端企业保量难保价，
盈利走弱———

储能细分市场年中业绩加速分化
■■本报记者 董梓童

察
市场

观
京能电力董事长或因
信息披露违规被撤职

本报讯 记者董梓童报道：9 月 1
日，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京能电力”）发布公告称，公司董
事长耿养谋收到北京证监局的《行政
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下称
“告知书”）。

据告知书，2015 年，北京昊华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昊华能源”）收购
鄂尔多斯市京东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下称“京东方能源”）30%股权，取得京
东方能源控制权， 将其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 彼时，时任昊华能源董事长耿养
谋告知董事会，此次收购，将京东方能
源实际持有的 4.5 亿吨煤炭资源调整
为 9.6 亿吨煤炭资源。 董事基于此通过
了收购议案。

此后，昊华能源将京东方能源实际
持有的 4.5 亿吨煤炭资源量按照 9.6 亿
吨煤炭资源量进行了账务处理，导致公
司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
年报虚假记载，虚增资产约 28.25 亿元，
虚增金额分别占当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4.26%、13.96%、13.77%和 13.58%。

北京证监局认为， 时任北京昊华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昊华能源”）
董事长耿养谋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并对耿养谋予以警告，处以 30 万元
罚款， 同时采取 3 年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 自北京证监局宣布决定之日起，在
禁入期间内， 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
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原上市公司、非
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职务外， 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
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其他上市公
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职务。

光一科技控股股东
股份将重新被拍卖

本报讯 记者董梓童报道：9 月 1
日，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ST
光一”）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江
苏光一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
“光一投资”）所持公司部分股份 846 万
无限售流通股将被司法拍卖。

今年 4 月底，ST 光一披露了控股
股东光一投资及实控人龙昌明通过循
环占用、 违规担保等方式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金额 2.49 亿元。 受此影响，ST
光一“戴帽”。 事发后，龙昌明于 6 月辞
去了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 但违规占
款问题一直未解决，为此，ST 光一将光
一投资和龙昌明告上法庭。 截至目前，
光一投资及龙昌明所持 ST 光一股份
共计 7053.52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7.3%，均处于冻结状态，占其持股数量
的 100%。

7 月底，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将光一投资所持 846 万股份进行公
开拍卖， 但由于竞买人未在规定时间
内支付拍卖余款， 法院已视为悔拍处
理，并于本月下旬重新司法拍卖。

据悉，截至 9 月 1 日，光一投资已
归还 ST 光一占用金额共计 4100 万
元，光一投资对 ST 光一占用资金余额
为 2.08 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21.23%。 光一投资正积极筹措资
金中，其承诺将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
归还完毕， 但不排除还款计划存在可
能无法按期实现的风险。 同时，由于光
一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
份全部处于冻结状态， 存在司法拍卖
的风险， 若后期光一投资股份被继续
处置，将会存在控制权变更的风险。

福斯特实控人
拟减持 3%股份

本报讯 记者董梓童报道：8 月 31
日， 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福斯特”）发布公告称，公司
实控人林建华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和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2853.31 万股
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3%。

据了解，截至目前，林建华持有福
斯特非限售流通股 1.34 亿股， 约占公
司总股本的 14.05%。 林建华及其一致
行动人杭州福斯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杭州福斯特”）合计持有 4.61 亿
股，占比 48.45%。

福斯特表示， 根据上交所规定，本
次减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如果采用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 最多不超过 1902.21 万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

值得注意的是 ，2020 年 8 月—
2021 年 2 月，林建华曾减持 2911.54 万
股，占比 3.78%，减持价格区间在 68.33
元/股—106.89 元/股。 今年 5 月，杭州
福斯特减持了 131 万股， 减持比例为
0.14%，减持价格为 69.49 元/股。 目前，
福斯特股价在 156 元/股左右。

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创环保”）近日因一份合作协议被深交所下发了《关注函》。
一周前，中创环保发布《关于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称，公司与瑞达新能源（广州）有限公司（下称“瑞达新能源”）、红檀网

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下称“红檀网络”）签署了《合作协议》，拟共同成立氢能合资公司。 随后，深交所向其发去《关注函》，问及
公司主营业务与氢燃料电池的相关性，是否存在蹭市场热点炒作股价等问题。

作为我国第一家高温袋式过滤除尘上市企业，中创环保目前已发展成为集烟气、废气废水、危废固废治理的综合服务商。 此
次跨界进军氢能领域，背后有什么“小算盘”？

根据《合作协议》，中创环保、瑞达
新能源、 红檀网络三方拟共同成立定
位于氢能源燃料电池系统总成及零部
件研发生产的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注
册资本 5000 万元，其中中创环保持股
70%，以货币实缴出资；瑞达新能源持
股 25%，以专利技术出资；红檀网络持
股 5%，以其取得的合资公司未来的利
润分配出资。

协议约定， 中创环保主要负责项
目建设资金的筹集， 瑞达新能源负责
项目的研发生产和技术支持， 红檀网
络主要负责相关资质申领、 财政补贴
和行业资源整合。 三方根据项目实际
情况确定项目总投资额，预计约 1.8 亿
元， 其中包括注册资本 5000 万元，超
出注册资本的部分， 中创环保将根据

项目建设进度， 以财务资助或第三方
融资解决。

深交所在下发的《关注函》中，要
求中创环保结合氢能源燃料电池与公
司主营业务的相关性， 合作方主营业
务经营情况、主要产品、财务数据等，
核实说明设立合资公司开展氢能业务
的原因、合理性及可行性，是否存在蹭
市场热点炒作股价的情形。

中创环保在 9 月 1 日的回复中对
“炒作股价”给予了否认，称在“碳中
和、碳达峰”的背景下，公司在开展环
卫业务时，各地政府都要求不断提升
新能源环卫装备的比例。为提升市场
竞争力，公司将氢燃料电池环卫装备
作为公司的重点发展方向。 因此，公
司与瑞达新能源及红檀网络设立合

资公司开展氢能业务具有合理性及
可行性。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的合作伙伴
瑞达新能源及红檀网络的财务数据十
分异常。 根据中创环保披露的信息，截
至今年 7 月 31 日， 瑞达新能源总资产
579.87 万元、净资产 140.06 万元，相较
于去年末的总资产 1872.03 万元、净资
产 1432.22 万元， 均出现了极大的下
降， 其中净资产甚至只有去年末的十
分之一。

另一家合作伙伴红檀网络的财务
数据更是“奇怪”。 虽然早在 2014 年就
已成立，但截至去年底和今年上半年，
其账面总资产均仅为 0.12 万元， 净资
产为-0.88 万元，去年和今年上半年两
个财报期间，营业收入均为 0。

作为中创环保此次重要的合作伙
伴， 瑞达新能源和红檀网络被关注的
问题还有很多。

资料显示， 欲以专利技术对合资
公司进行出资并持股 25%的瑞达新能
源， 主营业务为新能源汽车相关技术
研究、技术开发服务，主要产品包括石
墨双极板、 引射阀、 一体化电堆等氢
能源电池核心配件。 自 2013 年进入氢
能研发领域， 瑞达新能源已经过 8 年
的发展，是本次合作的“技术担当”。

深交所因此在《关注函》中要求充
分说明瑞达新能源用于出资的专利技
术的具体明细，相关专利技术的来源、
具体用途、价值、技术优势等。

根据回复，瑞达新能源出资的专利
技术主要包括石墨双极板浸脂工艺、大
功率双电源 DCDC 耦合技术、 一体化
电堆设计及生产制造等共 14 项专利技
术。据介绍，“瑞达新能源的氢燃料电池
堆功率达到 4.16千瓦/升， 拥有独有的
双电源耦合输出 DCDC， 自主研发的
高性能疏水性石墨双极板，在市场上建
立起属于自己的优势。 ”

不过，中创环保同时表示，即使合
资公司运营后， 相关技术的市场应用
也存在不确定性， 可能无法给公司带
来预期的收益， 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
响尚不明确。

红檀网络 “以其取得的合资公司

未来的利润分配出资”也被重点关注。
深交所要求说明此种安排是否符合
《公司法》相关规定，以及协议约定红
檀网络获得子公司 5%股权的必要性和
合理性。

中创环保则表示， 该分配方案是
指红檀网络以货币出资，先行认缴，在
约定的认缴时限内， 可以在取得合资
公司分红利润时实缴到位。 “由于当前
仅是合作协议签订阶段， 未对合资公
司具体事宜进行详细约定， 在合资公
司成立后， 章程中会明确约定在 2025
年前实缴注册资本， 如认缴期限内分
红将直接优先用于实缴注册资本。 ”中
创环保称。

在环保领域 “摸爬滚打”20 年的中创
环保，自下半年以来 ，确实有不少进军氢
能举动。

7 月 1 日， 中创环保发文成立新能源和
碳中和事业部，由集团总经理徐秀丽负责，培
育孵化有前瞻性的项目。 7 月 7 日，公司申请
加入中国产业促进会氢能产业分会， 以加强
对氢能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的了解。 7 月 13
日， 公司还公告称拟收购河北新宇宙电动车
有限公司不低于 51%的股权， 进一步布局新
能源汽车研发、制造业务，作为公司未来重要
业务板块。

记者注意到， 中创环保近几年的业绩并
不好看。虽然营收呈现不断增长态势，但归母
净利润却波动较大，甚至在 2018 年、2019 年
连续两年出现亏损。 数据显示，2017—2020
年， 中创环保营业收入分别为 13.09 亿元、
7.86 亿元、14.75 亿元、18.24 亿元， 归母净利
润分别为 4211 万元、-4.29 亿元、-2013 万
元、2094 万元。

2021 年半年报显示，中创环保今年上半
年继续亏损。 实现营业收入 5.48 亿元，同比
减少 21.87%；实现归母净利润-1875 万元，同
比减少 568%。 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和 2021
年上半年， 中创环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一直为负， 分别为-1.66 亿元、-7159
万元。与此同时，中创环保账面存在大额应收
账款， 截至 2021 年上半年， 应收账款达 2.3
亿元，在同期总营收中占比 42%。

除此之外， 中创环保近期披露的累计诉
讼、仲裁案件情况显示，截至 2021 年 8 月 3
日， 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诉讼金额总计
9770.8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10.06%。 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起诉方
涉及的诉讼、 仲裁案件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8818.9 万元。

开启氢能战略布局， 能否为中创环保带
来新的业绩增长点？ 本报将持续关注。

合合作作方方出出资资方方式式遭遭重重点点问问询询

业业绩绩增增长长乏乏力力

氢氢能能合合资资公公司司尚尚未未成成立立即即遭遭问问询询

中中创创环环保保进进军军氢氢能能出出师师不不利利
■■本报记者 李玲

被被质质疑疑炒炒作作股股价价

������8 月以来，A 股储能企业陆续披露半
年报。截至记者发稿，已有 38 家企业发布
了半年报，除保力新和孚能科技两家企业
亏损外，其余 36 家企业均实现盈利，占比
近 95%。

业内人士指出，今年新能源汽车市场
火热是储能企业上半年业绩飘红的重要
原因。 由于碳酸锂、氢氧化锂和六氟磷酸
锂等材料供不应求，无法完全满足下游需
求， 导致储能企业营收和净利润暴涨，在
资本市场也颇受投资者青睐。

材料端坐享红利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统计
数据显示，前 7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
量分别为 150.4 万辆和 147.8 万辆， 超过
去年全年的 136.6 万辆和 136.7 万辆，创
历史新高。受下游市场需求的带动，营收、
净利润双增成今年上半年储能企业业绩
的主旋律。 在已发布半年报的企业中，超
九成企业营收呈同比增长态势，超七成企
业净利润同比上涨。

其中，宁德时代、欣旺达、中伟股份 3
家企业位居营收榜首， 分别实现营收
440.75 亿元、156.82 亿元和 83.56 亿元，
同比增长 134.1%、36.25%和 182.7%。 净利
润方面，则是宁德时代、亿纬锂能和赣锋
锂业位列前三甲，1—6 月分别实现净利
润 44.84 亿元、16.4 亿元和 14.17 亿元，同
比增长 131.45%、333.48%和 380.62%。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 A 股储能企业
整体呈现良好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但行
业上半年也出现一个发展新特点，即上游
企业的毛利率明显高于中下游，且多数维
持正增长。多家材料端企业在半年报中指
出，这主要是由于碳酸锂、氢氧化锂、六氟
磷酸锂等材料产能无法满足下游需求，导
致产销两旺，价格大涨。

以六氟磷酸锂为例，目前，其价格仍

维持在 40 万元/吨左右的高位，甚至部分
散单上探至 45 万元/吨。 而今年初，六氟
磷酸锂的价格还在 10 万元/吨上下。 同
时，今年上半年，碳酸锂和氢氧化锂价格
也较年初出现了超 50%的增幅。

天际股份表示， 受电动汽车市场拉
动， 公司六氟磷酸锂产线满负荷生产，销
量同比增长 189.78% ， 产量同比增长
172.64%，加上销售价格提升，上半年盈利
大增。 多氟多、延安必康等六氟磷酸锂生
产商也强调了产品“量价齐升”对公司业
绩产生的积极影响。

而处于更上游的锂矿企业也获利明
显。以天齐锂业为例，前 6 月，公司实现营
收 23.51 亿元，同比增长 25.13%；净利润
达 0.86 亿元，同比增长 112.32%。 而去年
同期天齐锂业的营收和净利润分别为
18.79 亿元和-6.97 亿元。 “公司主要锂化
合物产品销量和销售均价均较预计增
长。 ”天齐锂业称。

电池端受挤压

虽然今年上半年，储能企业整体业绩
向好是受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拉动，但在材
料产能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情况下，资源型
企业的盈利能力明显高于处于中游的电
池企业。上下游博弈过程促使电池端盈利
能力明显下降。

即使是全球动力电池市占率第一的
宁德时代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1—6
月， 宁德时代实现营收 440.75 亿元，同
比增长 134.1%；净利润为 44.84 亿元，同
比增长 131.45%。净利润增速稍低于营收
增速。

从业务类型看，动力电池系统销售是
宁德时代的主要收入来源。 上半年，宁德
时代在该领域的收入为 304.51 亿元，同
比增长 125.94%，占总营收的 69%，贡献
最大。 但近年来，宁德时代的动力电池系

统毛利率却处于下降趋势。 2016—2020
年，宁德时代动力电池系统销售业务的毛
利 率 分 别 为 35.25% 、34.1% 、28.45% 、
26.56%。 今年上半年，宁德时代该业务的
毛利率为 23%， 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3.5%
个百分点，继续下滑，甚至低于公司的毛
利率 27.26%。

宁德时代表示，公司各细分产品毛利
率的变动是销售单价和单位成本变动综
合影响的结果。若未来市场竞争加剧或供
应链波动等因素使得公司产品售价或原
材料采购价格发生不利变化，公司毛利率
存在下降的风险。

动力锂电池企业国轩高科上半年毛
利率也处于下滑状态， 该业务毛利率为
19.27%，同比下滑6.09%。 同时，国轩高科表
示，受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上半年营
业成本为 28.45亿元，同比上涨 56.77%。

在此背景下， 设备企业也深受影响。
前 6 月，科创板锂电池设备企业杭可科技
实现营收 10.75 亿元，同比增长 76.9%；净
利润为 1.27 亿元，同比下滑 35.77%。杭可
科技表示， 由于锂电池行业快速增长，后
处理设备也随之增长，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较快，但受内外销结构变化以及材料价格
上涨等因素影响导致综合毛利率下滑。

未来价格有回调风险

“预计短期内， 材料紧缺的情况不
会有明显缓解。 但另一方面新能源产业
发展速度持续增快，这让企业开始提前
‘锁料’，以应对市场供需的变化。 和传
统能源市场类似，目前签订长期协议是
企业选择的主要方式。 同时，甚至不少
企业开始关注退役锂电池市场，希望通
过扩大资源化利用业务来缓解材料不
足。 ”一位从事动力电池研究分析的专
家告诉记者。

以六氟磷酸锂为例，据产业研究机构

高工锂电测算，今年全球六氟磷酸锂供给
量和需求量分别为 5.9 万吨和 6.35 万吨，
将出现 0.6 万吨的缺口。 预计明年这一缺
口将扩大至 1.7 万吨。

受此影响，今年以来，电池端和材料
端在采购上的联系愈发紧密。 8 月初，永
太科技披露了与宁德时代签订的采购协
议，2021 年 7 月—2026 年 12 月， 宁德时
代向永太科技采购六氟磷酸锂不低于 2.4
万吨。六氟磷酸锂企业多氟多也透露公司
已先后与比亚迪、孚能科技等企业签订了
采购协议。

五矿证券认为，对于材料和电池企业
而言，在需求快速增长、产能快速扩张的
进程中，谁能锁定充足的原料供应，便可
获得巩固、扩大未来份额的关键前提。

然而，签订长协只是权宜之计，但治
标不治本，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则需要投
建新产线，扩大产能。 截至目前，天赐材
料、多氟多、天际股份、永太科技等六氟
磷酸锂企业都宣布了扩产计划， 涉及产
能超 20 万吨。 同时，锂矿资源企业天齐
锂业等也在加紧盐湖开发。

业内预计，未来 2—3 年内，锂电池材
料短缺的情况将会缓解。而材料企业开始
担心供需关系的变化将对公司盈利产生
不利影响。 天际股份在半年报中表示，公
司主要产品六氟磷酸锂盈利能力受市场
行情的影响较大。目前行业内厂家陆续公
布六氟磷酸锂扩产计划，如果未来供需紧
张形势缓解，有可能出现市场销售价格回
调，从而影响公司未来盈利能力。

而电池企业也在警惕市场持续火热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宁德时代称，近年来，
锂离子电池市场快速发展，不断吸引新进
入者通过直接投资、产业转型或收购兼并
等方式参与竞争，同时现有锂电池企业亦
纷纷扩充产能，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公司
未来业务发展将面临一定的市场竞争加
剧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