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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锋锂业拟推动动力电池板块上市

蜂巢能源 IPO 获受理
募资重点投向“短刀”电池

本报讯 实习记者姚美娇报道 锂矿
龙头赣锋锂业近日发布公告称， 将启动
控股子公司赣锋锂电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分拆上市的可行性方案论证工作， 并授
权公司及赣锋锂电管理层适时推进赣锋
锂电分拆上市；此外，赣锋锂业还公告披
露， 拟以自有资金向赣锋锂电增资不超
过 20.9 亿元， 并引入先进制造产业投资
基金二期（有限合伙）等 11 名外部投资
人向赣锋锂电增资不超过 3.9 亿元，员工
持股平台新余鸿翔服务管理中心 （有限
合伙）向赣锋锂电增资不超过 2.13 亿元。

截至今年上半年，赣锋锂电账面总
资产 96.6 亿元，净资产 41.6 亿元，每股
净资产为 1.95 元。 经各方商议一致决
定， 本次赣锋锂电增资扩股的价格为 3
元/股。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 7 月，赣锋锂业
也曾公告拟通过增资扩股方式为赣锋锂
电引入多位产业投资方， 彼时赣锋锂电

增资扩股的价格为 2.5 元/股。 而本次新
一轮增资后， 赣锋锂电的股东将增至 61
名，注册资本由 21.36 亿元增至 30.03 亿
元。 其中，大股东依旧为赣锋锂业，持股
比例预计达到 65.48%。

赣锋锂业在公告中表示，此次增资
扩股是为了扩大控股子公司的资本实
力， 确保控股子公司项目投资的资金
需求， 充分发挥各投资方在锂电行业
的优势，推动赣锋锂电快速发展，完善
公司上下游一体化的产业链布局等；
同时对于分拆上市的提议， 赣锋锂业
亦称， 是为促进控股子公司赣锋锂电
的业务发展， 支持其抓住机遇做大做
强锂电业务。

据了解， 赣锋锂电为赣锋锂业旗下
子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为锂离子动力电
池、燃料电池、储能电池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 是赣锋锂业在锂产业链一体化布
局中重要的板块之一。 赣锋锂业此前接

待机构调研时介绍，赣锋锂电自 2017 年
正式切入固态电池领域， 是国内最早从
事固态电池产业化开发的企业。 公司聚
焦高能量密度、 高安全性能固态锂电池
的研发、生产和市场推广。

今年以来， 赣锋锂电不断加快锂电
池业务的开拓步伐，在新余、惠州、重庆
等地布局了多个锂电池项目，涉及动力、
储能、消费电子、固态电池等多个领域。 8
月，赣锋锂业连发公告，称赣锋锂电拟不
超过 35 亿元投资建设年产 6GWh 新型
锂电池生产项目； 同意赣锋锂电子公司
赣锋新锂源以自有资金不超过 20 亿元
投资建设年产 20 亿只小型聚合物锂电
池项目； 拟将在江西新余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的年产 5GWh 新型锂电池项目建
设规模提高到年 10GWh，在重庆两江新
区的年产 10GWh 新型锂电池科技产业
园及先进电池研究院项目建设规模提高
到年产 20GWh。

随着业务不断拓展，赣锋锂电近几年
盈利情况也得到明显改善。其营业收入由
2020 年 12.95 亿元增至 2021 年的 20.75
亿元；而在今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和净利
润分别达到 19.33亿元和 1.69亿元。

从上游锂矿到中游锂盐再到下游的
动力电池， 赣锋锂业在锂电产业链上的
覆盖已较为全面。 有业内人士指出，本次
赣锋锂业通过推动动力电池板块上市，
并进行新一轮增资， 将提升公司整体盈
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并实现布局触角
的进一步延伸。

不过，赣锋锂业也在公告中提示，此
次赣锋锂电分拆上市尚处于前期论证、
筹划阶段，因公司此前被立案调查，该分
拆上市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今
年 7 月 3 日，赣锋锂业披露公告称，因涉
嫌 A 股某上市公司股票二级市场内幕
交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于
1 月 24 日决定对该公司立案。

近日，上交所官网显示，全球动力电池
装车量排名第十的蜂巢能源科创板 IPO 获
受理。 除蜂巢能源外，进入第四季度，中创
新航、欣旺达已先后成功上市。

受下游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拉动，动
力电池企业须持续推进扩产以满足下游订
单需求， 而上市募资则成为电池企业获得
资金、 进而支持下一阶段的扩产和新品研
发的重要方式。

■■资金用于扩产

10 月 6 日，国内第三大动力电池生产
商中创新航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交
易，成为港股动力电池第一股，募集资金超
101 亿元，市值一度超过 670 亿港元；11 月
14 日，欣旺达发行全球存托凭证（GDR）并
在瑞士证券交所上市， 募集资金约为 4.4
亿美元， 成为继国轩高科后第二家在瑞士
证券交所上市的中国动力电池企业， 进一
步拓宽了融资渠道； 本次蜂巢能源计划发
行 25%的股份，拟募集资金 150 亿元，对应
估值达 600 亿元。

记者注意到， 电池企业募集资金大部
分用于扩产。据悉，中创新航本次在港股上
市募集资金中的 80%用于扩大成都、武汉、
合肥等地产能。 根据招股书预计，2022 年
中创新航的产能预计达 35 吉瓦时，2023 年
预计达 90 吉瓦时； 蜂巢能源的招股书显
示，本次计划募集 150 亿元资金，其中 115

亿元用于常州、湖州、遂宁的动力电池扩产
项目，计划产能约 106GWh，项目总投资额
超 350 亿元；欣旺达表示，所募资金将主要
用于公司全球业务发展和国际化布局、研
发投入等，公司将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此
前国轩高科在瑞士证券交所上市时也表
示，海外市场融资有利于海外建厂。

“近几年电动汽车数量的增长对动力
电池的需求较为明显， 龙头企业扩产往往
是有大批订单的支撑。 ”一位业内人士对记
者表示。

动力电池行业一个接一个扩产项目也
引发了业界对于未来电池产能过剩的担
忧。 “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向优质车企集中，
对电池产能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导致高端
需求增加， 但是高端产能又集中在头部动
力电池企业，目前优质产能不足。 ”伊维经
济研究院研究部总经理吴辉此前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蜂巢能源招股书指出， 动力电池企业
规模扩张以稳定可行的技术路线体系、竞
争力较强的产品与优质的客户体系为前
提，业内规模较大的企业扩张更易实现。

■■加速绑定主流车企

今年以来， 电池原材料的疯涨给电池
企业经营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纵观主流电
池企业财报，“增收不增利”已成行业共性。
上海钢联的数据显示，11 月 29 日，电池级

碳酸锂的市场均价为 58.25 万元/吨。 虽然
价格相较于近期最高点的 60 万元/吨有所
松动，但仍处于高位。

供应链带来的压力的同时也给企业带
来新机遇。 “目前从供应链安全的角度来考
虑，很多车企都在有意识地培养‘二供’或
‘三供’， 这样二线动力电池企业的份额就
会提升。 ”吴辉表示。 与此同时，与 2021 年
相比， 头部企业宁德时代的国内市场份额
已有所下滑。 “目前行业排名前 10 名的企
业中，虽然有一些企业的市场份额不高，但
一些动力电池企业已有挑战头部企业的实
力。 ”吴辉表示，虽然目前看来，头部企业的
霸主地位难以撼动， 但随着二线动力电池
企业的快速成长， 未来头部集中趋势或将
缓解。

记者注意到， 上述三家企业均在加速
绑定客户，与车企达成深度合作。 目前，中
创新航服务客户包括广汽、小鹏、长安、零
跑、吉利、合创等，蜂巢能源已与长城、吉
利、零跑、东风、岚图、小鹏等整车企业达成
合作关系， 欣旺达下游客户包括雷诺、日
产、大众、东风等。

■■进一步提高融资能力

韩国资讯机构 SNE Research 的数据
显示，今年 1-9 月，在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
前十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 6 席，市场占有
率达到约 57.8%，较去年同期的 45.1%增长

12.7 个百分点； 而韩国企业的市占率约为
25.2%， 较去年同期的 32.5%下降 7.3 个百
分点。 同时，SNE Research 认为，在中国和
美国等主要动力电池市场都有所增长的情
况下，中国地区的增长率尤为突出，中国企
业主导了市场的增长。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全球第二大
新能源汽车市场， 欧洲本土电池企业也在
奋力追赶。 今年 5 月， 瑞典电池制造商
Northvolt 宣布开始出货， 成为第一家向汽
车制造商提供动力电池的欧洲企业。 除
Northvolt 外，法国 ACC、英国 Britishvolt 等
企业均在推进电池产能建设。

近年来，动力电池技术加速迭代，企业
须持续加大研发资金投入、 推出新产品来
保证竞争力。与此同时，电池企业须形成规
模效应后才能进一步实现降本。 以中创新

航和蜂巢能源为例， 两家企业财务状况均
有较大改善空间。 2019-2021 年，中创新航
的营收分别为 17.34 亿元 、28.25 亿元 、
68.17 亿元，3 年增长近 300%， 但净利润仅
分别为-1.56 亿元、-0.18 亿元、1.12 亿元；
2019-2021 年， 蜂巢能源营收由 9.29 亿元
升至 44.74 亿元， 但归母净利润也从约-
3.25 亿元变为-11.54 亿元。与此同时，虽然
孵化于长城汽车的蜂巢能源近年来与长城
汽车关联交易占比逐年下降， 但截至今年
上半年仍有 56.95%。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动力电池行业竞
争日益激烈， 电池企业尤其是二线电池企
业需进一步提高融资水平。 “非龙头企业目
前有压力很正常， 关键是要提高融资能力
先活下来，然后再提高产品差异化水平，稳
健运营。 ”

本报讯 实习记者林水静报道 近日，
蜂巢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蜂巢能源”） 科创板 IPO 获得上交所受
理。 招股书显示，蜂巢能源是一家专业锂
离子电池系统提供商， 专注于新能源汽
车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系统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 本次拟募资 150 亿元，分别投
入到常州、湖州、遂宁、无锡的蜂巢能源
动力锂离子电池项目等。

蜂巢能源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公司上市发行的募集资金将围绕现有主
营业务展开， 公司研发类项目将提升公
司在新型电池领域的技术水平， 增强技
术创新成果的产生与应用， 推动公司主
营业务的发展。 此次上市，将进一步扩大
公司产能，加速公司研发成果产业化，将
有效提升公司在不同产品应用领域的工
艺水平， 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稳定
发展。

据招股书披露， 蜂巢能源已与长城
汽车、吉利汽车、零跑汽车、东风汽车、岚
图汽车、小鹏汽车、理想汽车、等多家车
企达成合作。 业内人士认为，蜂巢能源上
市可为后续订单提供资金支持。

虽然新能源市场股市行情震荡已
久，但蜂巢能源表示，就公司自身而言，
上市始终是公司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
环，公司希望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获得
更高效的发展，同时也利用上市契机推

动企业运营更加规范化，实现企业的长
期可持续发展。 从行业空间来看，随着
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迅速发展，动力电池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为持续满足市场及
客户需求，公司需进一步募集资金提升
产能规模。 通过产能扩张提高市场占有

率，也是公司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环境中
维持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业内人士则表示，股市行情向来受
到国内外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叠加影
响，会有一定波动，但总体来看，我国经
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长期向

好的基本面坚实，这也将推动我国股市
的长期向好。 对于蜂巢能源来说，要先
做好企业本身，相信持续增长的业绩最
终也会体现在资本市场。

那么，上市后的蜂巢能源还将有何
打算？

蜂巢能源回应称，蜂巢能源将全域布
局新能源应用市场。 重点布局电动全域
短刀化，覆盖全域充电范围、全域使用场
景、全域化学体系；继续开展无钴化、高
电压化、尺寸大型化、低成本化、更安全
电池的研发和生产；将基于“储能+”的战
略规划，继续开发储能+发电、储能+电
网、储能+工商业等有竞争力的方案。 以
更快的生产效率和更低的制造成本，提
升研发与制造能力， 支撑快速增长下的
客户交付需求。 同时，公司将以创新的采
供协同模式， 由靠单一环节产品竞争转
向产业链生态综合竞争， 打造安全的供
应链生态伙伴体系， 构建全球化新型产
业生态，确保产能供应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招股书还显示，蜂巢能
源 2019年至 2021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9.29
亿元、17.36亿元以及 44.74亿元，复合增长
率高达 119.42%。 此外，公司 2021年研发
费用达到 7.24亿元，同比增长 90.43%，占
营业收入的 16.18%。 2022 年上半年，蜂
巢能源投入研发费用 5.72 亿元， 达到了
2021 年全年研发费用的近 79%。

本报讯 记者董梓童报道 苏州众捷汽
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捷汽
车”）拟登陆深交所创业板。日前，众捷汽车
已根据深交所要求完成财务资料更新，并
发布了最新一版招股说明书， 深交所恢复
对其发行上市审核。

据了解， 众捷汽车主要从事汽车热管
理系统精密加工零部件的研发、 生产和销
售， 主要产品包括汽车空调热交换器及管
路系统、油冷器、热泵系统、电池冷却器、汽
车发动机系统等汽车零部件。

近年来，虽然众捷汽车营收呈现总体上
涨趋势， 但其净利润和毛利率却明显下滑。
2019 年至 2021 年及 2022 年上半年， 众捷
汽车分别实现营收 3.64 亿元、4.43 亿元、
5.93 亿元和 3.44 亿元， 而同期净利润分别
为 5060.27万元、4762.93万元、4867.79万元
和 3801.34万元，出现增收不增利的情况。

和净利润同时出现下滑的， 还有毛利
率。2019 年至 2021 年及 2022 年上半年，众
捷汽车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29.95%、
25.1%、23.2%和 26.74%，总体处于波动下滑
的状态。众捷汽车表示，公司产品主要原材
料铝型材在主营业务成本中占比较大，原
材料价格的波动将对公司主营业务成本和
毛利率产生较大影响。

公开数据显示，2019 年至 2021 年及
2022 年上半年，众捷汽车采购铝型材的金
额分别为 1.22 亿元、1.45 亿元、2.37 亿元和
1.13 亿元，铝型材均价从 1.71 万元/吨提升

至 2.49 万元/吨，涨幅达 45%。
众捷汽车指出，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2019 年至 2021 年及 2022 年上半年，
铝型材等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每增加 1%，
众捷汽车当期主营业务毛利额分别减少
117.61 万元 、137.83 万元 、186.66 万元和
118.14 万元。 而 2021 年以来，铝等主要原
材料的市场价格整体呈现连续上涨态势，
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水平， 且未来还存在继
续上涨的可能性， 导致公司存在毛利率下
降和业绩下滑的风险， 进而影响公司的持
续盈利能力。

在上述背景下，众捷汽车与主要客户建
立了原材料、产品价格联动机制，希望通过
调价进行成本控制，但产品价格上调会影响
公司产品竞争力，对其市场份额造成一定不
利影响。 同时，众捷汽车表示，将开拓新客
户，拓展新领域，加快新项目开发和量产。

为此，众捷汽车正加速新旧产业融合，
布局新能源汽车市场。2019 年至 2021 年及
2022 年上半年，众捷汽车新能源汽车零部
件产品营收占比分别为 11.11%、20.85%、
22.74%和 27.86%，呈现逐年提升态势，不过
尚未成为公司的主要营收来源。

众捷汽车表示，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
速增长为汽车热管理系统行业带来了巨大
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新能源汽车市
场需求飙升， 为汽车行业带来了更广阔的
增量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热管
理系统在布局和功能上均比传统燃油车热
管理系统复杂， 这就要求汽车热管理系统
厂商快速响应下游整车厂商的需求， 研发
和生产出适合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的产
品。 如果公司不能持续跟踪前沿技术并相
应更新自身技术储备， 则可能导致竞争力
下降，冲击生产经营状况。

本次首次公开募股， 众捷汽车计划募
集资金 4.22 亿元，其中 2.85 亿元用于数字
化智能工厂建设及扩产项目，5660.66 万元
用于新建研发中心，剩余的 8000 万元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截至目前，深交所已对众捷
汽车发出第一轮问询函。

众捷汽车抢滩创业板
传统主营业务毛利率下滑 布局新能源车热管理系统

动力电池企业扎堆上市
■■本报实习记者 杨梓

蒙能牵手三峡
拟成立合资公司

本报讯 11 月 30 日， 内蒙古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蒙能集团”）与三峡集团所属内
蒙古三峡陆上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通过视频方
式签署内蒙古三峡蒙能能源有限公司合资协议。

根据协议内容， 蒙能集团与内蒙古三峡陆
上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将合资成立内蒙古三峡
蒙能能源有限公司， 合作开展风光基地项目投
资、建设、运营。

据悉， 内蒙古三峡蒙能能源有限公司的设
立是蒙能集团、 三峡集团深入落实内蒙古自治
区指示要求的关键行动，将为落实国家“双碳”
战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吴迪）

惠柏新材上市在即
本报讯 11 月 24 日， 创业板上市委发布

2022 年第 82 次会议审核结果公告，惠柏新材料
科技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柏新
材”）首发获通过。 东兴证券为其保荐机构，拟募
资 3.4172 亿元。

招股书显示， 惠柏新材主营业务为特种配
方改性环氧树脂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主要包括风电叶片用环氧树脂、 新型复合材料
用环氧树脂、 电子电气绝缘封装用环氧树脂等
多个应用系列产品。 此外，公司还少量销售用于
Mini\Micro LED 的量子点色转换墨水等产品
以及为客户提供量子点应用的相关解决方案与
服务。

自成立以来， 惠柏新材始终专注于特种配
方改性环氧树脂品类， 通过密切追踪国内外相
关技术及应用动态， 不断研发新增改性环氧树
脂配方种类以满足市场需求。 目前，公司主要围
绕风电叶片市场、电子电气绝缘封装市场、交通
运输轻量化市场、 体育休闲器材市场及新型显
示屏市场等多个市场集中深入发掘下游客户应
用需求，为客户提供差异化、定制化、精细化的
产品综合解决方案。

在研发方面，报告期内，惠柏新材研发费用
金额及占比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均值。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公司研发费用合计
金额为 10,114.90 万元。 公司注重技术、产品的
研发投入， 公司研发投入形成了多项新专利和
专利申请，不断对现有产品进行优化升级，拓展
产品应用领域，保证公司具备持续的创新性，更
为未来的发展打开了更为广阔空间。

在财务方面，于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5.51 亿元、14.32 亿元、16.89 亿元及 9.34 亿元。
净利润分别约为 2274.08 万元、5649.30 万元、
6731.04 万元及 1533.79 万元。 （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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