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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产业业链链再再掀掀投投资资扩扩产产潮潮，，但但隐隐忧忧浮浮现现

锂锂电电产产业业投投资资会会否否降降温温？？
■本报记者 姚美娇

宁德时代近日发布公告称， 拟由控股
子公司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在佛山
市投资建设一体化新材料产业项目， 项目
投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38 亿元。 宁德
时代表示， 此次投资是为了推动锂电池材
料及回收业务发展， 并保障锂电池原材料
供应。

高工产业研究院（GGII）公布的统计
数据显示，2022 年国内锂电产业投资总金
额超 1.4 万亿元， 其中动力及储能锂电池
项目投资额占比近 2/3。 当前，新能源汽车
行业热度延续， 拉动动力电池装车量大幅
增长，锂电板块热度居高不下，产业链掀起
投资扩产的热潮。

●高位调整之中

伴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爆发式上
升，锂电池行业也迎来发展黄金期。为应对
急速扩张的市场需求， 去年锂电产业链企
业纷纷“跑马圈地”，在生产项目中投入巨
额资金。据 GGII 不完全统计，2022 年中国
锂电产业链新签约落地 268 个投资扩产项
目，包括锂电池、材料环节，2022 年中国锂
电产业投资总金额超 1.4 万亿元。

2023 年开年第一个月，不少电池企业
披露最新投资计划。亿纬锂能公告称，子公
司湖北亿纬动力有限公司拟在湖北荆门高
新区投资建设 60GWh 动力储能电池生产
线及辅助设施项目， 项目总投资额约 108
亿元，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约为 80 亿元；赣
锋锂业拟在广东省东莞市投资 50 亿元，建
设年产 10GWh 新型锂电池及储能总部项
目，包含磷酸铁锂、户外便携储能电源等生
产线。

“目前锂电池产业链投资热，基本上是
由于对动力电池、储能电池、消费电子电池
的现实需求以及未来需求预期所形成的。
其中 2022 年投资热度最高， 但到了 2023
年步入深度调整中。”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
车独立研究者曹广平向记者表示。

“第一，在车用动力电池领域，新能源
汽车国补基本退坡完成， 但主要一线城市
的油车限购限行政策还在， 个别地区的地
方补贴政策部分仍变相存在， 因此新能源
汽车的需求基本还处于高位运行， 对动力
电池仍有需求；第二，风光发电配套储能已
经成为一条重要的技术路线， 也会维持相
应的建设需求；第三，消费电子领域的电池
需求一般主要受大的经济调整周期影响，
居民消费水平屡有波动，还算比较正常。综
合来看， 电池产品的巨大需求仍在高位调
整之中。 ”曹广平进一步说。

●部分企业面临淘汰

在业内人士看来， 今年锂电产业的投
资将继续维持高景气。 “一方面，去年新能
源汽车市场增长率超过了 110%，预计今年
仍将达到 50%-70%的增速，虽然比去年有
缓和，但仍然存在很大的需求。那么像宁德
时代这些知名度高、 资金储备充足的电池

企业会提前布局抢占市场；另一方面，目前
国际市场仍然被松下、LG 新能源等日韩电
池供应商把持， 国产电池厂商要利用自己
的技术积累和成本优势进军国际市场。 因
此， 我认为今年电池市场的投资情况依然
会持续火热。”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新
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建议。

不过， 在国内锂电池产业投资扩产热
度持续高涨的同时，也面临一些隐忧。 “政
策鼓励催生新能源汽车产品大量销售，形
成巨大的电池需求， 而上游电池原材料产
业毕竟资源有限或者高价囤积， 废旧电池
回收电池原材料也比较困难， 电池产业的
原材料回收和大规模重复利用很难形成，
所以前期形成了较大下投资热度。 后期如
果新能源汽车的政策供给不足， 电池技术
突破性进展不大， 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
情况下， 电池资源价格及投资热潮会有所
下降。 ”曹广平说。

目前， 已有多位业界人士接连发出产
能过剩的预警。 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明高

在去年 3 月表示，2025 年中国电池产能可
能达到 3000GWh，届时电池出货量仅可达
1200GWh，产能将大幅过剩。

“不只电池行业，任何一个行业热了以
后都会吸引资本疯狂投资， 以致于面临过
剩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 ”张翔指出，“届
时一些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的末端企业就会
被淘汰，相应的产能也会废弃。 ”

●关注先进技术

长期来看， 产能过剩或导致低质低价
竞争， 不利于企业长久生存、 行业良性发
展。业内普遍认为，锂电产业链企业应适度
布局产能，警惕盲目扩产、投资过热。

“目前新能源汽车行业盈利水平普遍
不高，经过特斯拉的降价打压后，今年上半
年的销量会有所下降。 如果纯电动汽车行
业开始清场，或者继续有企业爆雷的话，动
力电池新投资一定会降温， 现有投资项目
的达产以及开工可能会大受影响。”曹广平
建议，“电池企业应该重点关注混动车型电
池，以及实际有订单增长的车企客户，在保
证现金流的情况下， 持续进行电池差异化
领先技术的开发和基础研究, 并且关注世
界锂电产业的演变， 突破美欧等地区的电
池贸易壁垒， 争取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
条腿走路。 ”

曹广平还建议， 在建以及后建电池项
目的投资，应尽量投在先进电池技术、先进
电池产品、 先进产品车型包括降本增量车
型上。

另外， 锂电池行业去年也吸引了一批
跨界企业的入局。对此有业内人士提醒，后
续新能源汽车市场或面临降温， 计划跨界
进军锂电领域的企业需谨慎考虑。“一些小
企业、新玩家确实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被
淘汰的风险也比较大。不过企业跨界投资，
肯定做过严密的可行性调研， 通常会把资
金分散到不同行业、 不同产品来规避风
险。 ”张翔称。

本 报 讯 1 月 31
日， 从宁夏回族自治
区制造强区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传来喜
讯， 国网宁夏电力有
限公司荣获全区 2022
年度工业增长突出贡
献企业， 位列驻宁央
企及各类企业第一。

2022 年， 国网宁
夏电力认真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
政府关于“稳经济、保
增长、促发展”、“稳经
济保民生百日行动”
等决策部署， 面对严
峻复杂的经济形势，
在全区工业经济极端
困难的情况下， 充分
发挥责任央企的模范
表率作用， 克服重重
困难， 全力以赴保供
电、保民生、保经济发
展， 为宁夏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据悉 ，2022 年宁
夏全社会用电量达到
1249.84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7.89%，增速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4.29
个百分点， 位于全国
各省区第 4 位、西北五省区第 1 位。 过去
的一年，宁夏在可靠电力的坚强保障下，
全区工业产值持续增加、 经济保持平稳
快速增长。

国网宁夏电力全力保障电力稳定供
应，坚决扛起电网责任，促请自治区政府
出台一揽子保供支持政策。 2022 年上半
年， 实现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建设上
线运行， 累计接入可控负荷 468.35 万千
瓦，占上年度最大用电负荷的 32.28%。宁
夏电网迎峰度夏、 迎峰度冬期间晚高峰
时段，国网宁夏电力组织实施 15 次电力
需求响应，累计压降负荷 496.66 万千瓦，
圆满完成 2022 年度电力保供任务。

在推进电网项目建设中， 国网宁夏
电力完成“宁电入湘”工程可研，超前推
进配套工程前期工作， 力争尽早核准开
工。 建成投运青山 750 千伏输变电、泉眼
330 千伏输变电等 40 项工程， 全力推进
清水河 330 千伏主变扩建等 4 项迎峰度
冬工程、中环二期、宝丰供电等 37 项自
治区重点产业项目的供电工程建设。

在服务重点用电项目中， 国网宁夏
电力力促中环光伏、江苏润阳、百川新材
料等 28 项重点项目及早投产运行，及早
产出效益。2022 年，国网宁夏电力完成售
电量 881.51 亿千瓦时， 助力自治区全社
会用电量稳步增长。

“电力全力帮助停产企业复产，配合
各市县政府服务停产、 减产企业尽快恢
复生产， 主动了解受市场行情影响的 31
家企业停产原因和涉电诉求， 帮助停产
企业解决用电困难。同时，推广‘供电+能
效服务’模式，指导企业节能提效，降低
用电成本。 ”国网宁夏电力市场营销部主
任黄富才说。

此外， 国网宁夏电力严格落实自治
区《全区稳经济保民生政策措施》，全力
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对批发零售、餐饮住
宿行业执行电价补贴，累计补贴 24.08 万
户，补贴电费 1.07 亿元。对受疫情影响的
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实施 “欠费不
断供”政策，减免疫情影响产生的欠费违
约金 47.2 万元，确保政策“应享尽享”。该
公司累计为 168 家企业申请电 e 贷，发
放授信金额 1519 万元，有效缓解资金困
难企业经营压力。 （徐文涛 周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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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过后，甘
肃省敦煌市的新能源
装备制造企业抓紧生
产， 保障市场供应，满
足发展需求，冲刺今年
首季“开门红”。图为在
敦煌海装风电设备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
在生产线上装配风电
机组。 人民图片

甘甘肃肃敦敦煌煌：：海海上上风风机机制制造造忙忙

比如，煤炭是内蒙古的支柱产业，但如果只是一味地在
产量上做文章，不拉长产业链、提高转化率，就不可能
改变简单“挖煤卖煤”的局面；再比如，国家鼓励“适度
超前”谋划电力保供措施，但地方自主规划之间不配
套、不衔接、不同步可能会导致无效投资，盲目跟风
投资建设煤电和新能源项目可能会加重电力系统的
负担。

袁家海提醒，能源电力项目建设，既要防范发电装
机不足的缺电风险， 也要防范煤电基荷发电能力过多
而灵活性不足、新能源大规模并网超出系统消纳能力、
用电负荷缺乏弹性响应能力等结构性矛盾导致的缺电
风险， 要坚持将电力系统结构转型和整体优化作为提
升供应能力的主要抓手。

对企业而言，投资建设也要算好经济账。 “要更加
重视资本回报质量和经营业绩‘含金量’。 ”国家电投董
事长钱智民强调，多举措提升管理效益和发展质量，为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清洁能源企业努力奋斗。

“技术创新能给企业带来投资回报。 ”林伯强指出，
放眼全球，风电、光伏、氢能、储能等行业正处于快速发
展过程中。 掌握关键技术，能够帮助中国企业从资源和
产品出口跃升到能源技术和标准出口， 从而更好地开
辟全球市场。

当前，我国正着力加快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科技创
新要发挥核心驱动作用。 袁家海指出，要推动能源技术
革命，健全科技创新体系，重点从先进可再生能源发电
及综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及其支撑、安全高效核能、
绿色高效化石能源开发利用、 能源系统数字化智能化
等方面，突破若干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的颠覆性、变革性
技术， 推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和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有力支撑引领能源产业高
质量发展。

上接 1 版

本报讯 开年之际，动力电池产业链上企业纷纷
披露了 2022 年度业绩预告。 据搜狐汽车梳理，32 家
企业预告了年度业绩，其中 31 家预计盈利，28 家实
现了全年预净利同比增长。

其中， 预盈利上限值最高当属动力电池企业宁
德时代，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超 2910000 万元；
其次为动力电池原材料企业天齐锂业和赣锋锂业，
预盈利分别超 2310000 万元、1800000 万元。

全产业链企业享受行业红利 ，97%业绩预盈利。
据梳理的 32 家相关企业的业绩预告来看，31 家企
业预计 2022 年度盈利，28 家企业全年净利润预计
同比增长。企业纷纷在业绩预告中指出，盈利大增受
益于新能源汽车行业扩张。

利润从产业链主要环节，流向各个环节。电池隔
膜供应企业恩捷股份紧抓锂电池隔离膜业务的行业
发展机遇，开拓海内外市场，湿法锂电池隔离膜的产
量和销量持续稳定增长，2022 年预续盈超 390000 万
元， 同比增长预超 44%。 赢合科技主营电池设备业
务，2022 年预盈利超 43500 万元， 同比增长预超
40%，其表示持续受益于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扩张，在
手订单充足。

市值头部企业业绩突出 ， 预净利集中度达
81%。从 32 家动力电池产业链上企业的预告业绩统
计结果来看，市值位列头部的 10 家企业，预盈利总
计超 11132637 万元， 占 32 家总预盈利值的 81%，
净利集中度较高。 2022 年，宁德时代动力电池装机
量为 142.02GWh， 同比增长 76.4% ， 市占率为
48.2%，拿下国内动力电池企业装车量榜首。 “宁王”
的盈利业绩同样让行业望尘莫及，2022 年宁德时代
净利润预计超 2910000 万元， 达到 32 家企业预计

盈利值总和的21%。
新能源汽车发展， 给动力电池企业带来大量需

求，作为关键材料的碳酸锂价格水涨船高，从而上游
锂矿原材料厂商啃到了大头红利。 32 家动力电池产
业链上企业中，7 家碳酸锂企业的整体预净利超
6128000 万元，达到 32 家整体规模的 45%，平均增幅
高达 883%。

天齐锂业以超 2310000 万元的年度预盈利成绩
断层第一，同比增长高达 1011%。 超 10 倍的增长，来
自于锂离子电池厂商加速产能扩张带来下游正极材
料订单增加，2022 年天齐锂业主要锂产品的销量和
销售均价较 2021 年度明显增长。

更高的同比涨幅来自融捷股份，2022 年预计盈
利同比增长 3121.58%-3707.33%， 实现超 220000 万
元的预净利，增速领先 32 家企业。

除此之外，永兴材料、藏格矿业、盛新锂能、西藏
矿业业绩也呈现出预盈利的高增长。 无论企业是主

营锂矿业务，还是多业务共线发展，都表明了业绩增
长来源于碳酸锂产品的量价提升。

近期，锂盐价格处于回调状态，但仍处于高位。
据上海钢联 1 月 31 日数据， 电池级碳酸锂均价报
47.15 万元/吨，工业级碳酸锂均价报 44 万元/吨。 光
大证券研究表明，2023 年全球碳酸锂需求和供给分
别为 107.2 万吨和 110.9 万吨 LCE，仍维持紧平衡状
态，考虑到矿山资源的审批流程、新工艺的工程化、
地缘因素影响以及疫情扰动仍会增加项目投产的不
确定性，2023 年锂价预计将高位震荡。

面对短期内难以扭转的原料涨价及供需不平衡
问题，动力电池产业链或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如何降
低成本、提升性能，从而在竞争中获得优势，是当下
动力电池全产业链企业关注的焦点。经营管理创新、
技术创新、 多线业务拓展、 国内外市场同步发展等
等， 是助力企业内部乃至动力电池产业链增强抗风
险能力、健康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 （张庆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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