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主编：董欣 □ 版式：徐政
□电话：010-65369452�14 □ 2023 年 8 月 7 日

能源金融

西方能源五巨头第二季度盈利同比腰斩

油气行业暂别暴利期
■本报记者 王林

跨界储能 ，企业缘何频频退市 ？
■本报记者 苏南

又一家跨界储能的公司退市。 *ST
宋都（600077）近日公告称，收到上交所
《关于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终止上市的决定》，公司股票于 7 月 25
日终止上市暨摘牌。

受访人士普遍认为，企业要专注主
业发展，有余力再跨界储能，资源和战
略一定要匹配， 想借跨界讲故事套现，
在储能赛道会被反噬。 “储能看起来简
单，做好不易”“并非所有入局企业均可
分一杯羹”“要想成功跨界储能，一要有
资金，二是业务要专一”。

●谨慎评估

信息显示，*ST 宋都是杭州知名
房地产开发企业之一 ，2021 年亏损
3.94 亿元，*ST 宋都于 2022 年 1 月跨
界锂电领域自救，然而 2022 年公司全
年净利润亏损 35.64 亿元。 *ST 宋都退
市并非个案， 此前已有两家跨界锂电
储能企业告别 A 股市场。 退市未来 6
月 28 日被摘牌，摘牌前主营业务为医
疗服务业务及煤炭贸易业务。 该公司
在去年 6 月宣布， 收购瑞福锂业和新
疆东力矿业两家公司的股权， 进军锂
业领域， 其中瑞福锂业 70%股权的收
购价为 33.6 亿元。

必康退 7 月 12 日被摘牌。 必康退
为药业公司，2015 年 12 月借壳九九久
登陆深交所并切入六氟磷酸锂领域，此
后大手笔进行投资扩产。

在跨界涉足储能的企业眼中，储能
行业就像一块“大肥肉”。 自从 2022 年
以来，不少来自风电、电子、材料、互联
网、房地产、教育、家电、航运、食品等领
域的企业入局储能。 有近 30 家企业官
宣跨界储能领域，如风电设备企业明阳
智能、环保巨头龙净环保、互联网科技
小米、电子制造海能实业、房地产碧桂
园、家电企业康佳集团、制盐企业雪天
盐业、食品企业黑芝麻等。

据《中国能源报》记者统计，截至今
年 6 月底， 储能行业已吸引来自 15 家
企业的跨界巨头，既有电子产品企业佳
禾智能、富士康、康佳，也有报喜鸟、日
播时尚、浪莎针织等服装企业，还有酒
业龙头五粮液等。近日公布的《财富》中
国 500 强，涉及储能的企业有 49 家。

储能行业专家彭宽宽在接受 《中
国能源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跨界可
以带来新观点、创新新技术、拓展新场
景，如此多的企业跨界奔赴储能，证明
了行业的景气度。 不过，也要认识到，
储能作为一个新产业， 本身的价值决

定其在电力系统中的定位是灵活性调
节资源，市场空间就这么大，跨界企业
需要谨慎评估。 ”

●优胜劣汰

按照《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 2023》
保守场景分析， 预计 2027 年中国新型
储能累计规模将达到 97.0GW。 受访人
士纷纷表示，“在政策不断加码支持的
大背景下， 跨界企业看好储能行业前
景”“目前储能行业发展蒸蒸日上，仅 A
股市场就有 288 只储能概念股”。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
应用分会秘书长刘勇接受 《中国能源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型储能将成长为万
亿级以上的大产业，多元化的技术路线百
花齐放，多场景应用层出不穷，国内外市

场环境日新月异，从装备、材料、电气设
备、消防装置、检测与认证、第三方服务和
贸易型企业等产业链利益相关方，充分竞
争中有部分企业会出局。 ”

“当然， 不少跨界储能的企业在资
本驱动下，由于技术沉淀、人才储备、
供应链体系、产品定位、市场定位以及
品牌建设和国内外渠道资源等方面的
不足， 进入之后难以实现技术创新与
市场运营的突破， 而更多选择拼凑团
队，打造同质化产品。 ”刘勇说，“在资
金、产能、研发、人才、产品迭代升级以
及价格战下，部分企业水土不服，自我
进化能力不足，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
速行业洗牌。 ”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

长林柏强对 《中国能源报》 记者表示：
“虽然目前储能行业出现过剩趋势，但
是节点性过剩， 未来市场需求仍是短
缺。跨界布局储能的企业也有可能发展
成为行业第一。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储
能企业数量会明显小于现在，大多数跨
界企业可能会被淘汰。 ”

●明确定位

在业内人士看来，跨界储能的企业
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搞技术研发，而储能
产业链长，企业是侧重储能电池、储能
系统集成还是专注工商业储能，需要明
确定位。

刘勇认为，在良好的政策机制与市
场生态环境下，有深厚技术沉淀、现代
化制造工艺与生产能力、 领先管理水

平、 责任担当的企业一定会脱颖而出，
成为储能领域中坚力量。 “对于跨界储
能企业来说，不可盲目抢占赛道。 ”彭宽
宽企业要评估有无足够的资源支撑战
略落地， 战略规划和资源一定要匹配。
“在储能行业爆发的关键期， 跨界入局
储能赛道的企业需要量体裁衣，设计适
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

“跨界入局储能的企业， 要避免资
金浪费和迷失方向， 围绕自身优势破
圈，而不是短时间把摊子铺太大，万一
资金链断裂，风险系数也将加大。 ”林柏
强建议，“储能行业对人才和技术要求
极高，不具备优秀技术团队和研发能力
的企业可与储能领域的小伙伴建立战
略联盟，共同推动技术创新。 ”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产生涟漪效应，在
五大西方能源巨头刚刚出炉的第二季度财
报中得以体现。 bp、壳牌、道达尔能源、埃克
森美孚和雪佛龙“全军覆没”，二季度盈利
全部同比大幅下滑，这似乎意味着，俄乌冲
突引发能源危机以来，油气行业持续 18 个
月的“暴利期”即将结束。

尽管利润缩水，5 家公司仍然将分红
和股票回购视为未来一段时间重点， 并继
续维持百亿美元年度资本开支。 对大型能
源生产商而言, 尽管大宗商品市场疲软给
业务运营带来考验， 但鉴于手中持有丰沛
现金流，前景走势仍然较为乐观。

●●第二季度盈利骤降

受化石燃料价格下跌、 炼油利润率下
降等因素影响，bp 第二季度净利润同比骤
降近 70%至 26 亿美元，与第一季度的 49.6
亿美元净利润、去年第二季度的 85 亿美元
净利润形成鲜明对比。

壳牌第二季度调整后净利润约 51 亿
美元，不足去年同期 115 亿美元的一半。 利
润降幅最大的是液化天然气（LNG）业务，
导致综合天然气部门利润几乎砍半， 从今
年第一季度的 49 亿美元降至 25 亿美元。
化工部门则因需求疲软而亏损 4.68 亿美
元，超出预期。

壳牌表示， 在经历了强劲的第一季度
后，由于“季节性因素和优化机会减少”，价
格下跌和交易利润下降拖累业绩。

道达尔能源第二季度调整后净利润降
至 50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49%。 该公
司表示， 第二季度 LNG 平均价格为 10 美
元/百万英热单位， 低于去年 8 月超过 50
美元/百万英热单位的均价水平。

埃克森美孚第二季度净利润同比暴跌
56%至 79 亿美元， 这是其连续第 3 个季度
利润下滑。

雪佛龙第二季度净利润约 60.1 亿美
元， 同比减少 48.29%； 营业收入约 488.96
亿美元，同比下降 28.89%。 其中，上游业务
净利润约 49.36 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 85.58
亿美元减少 42.3%； 下游业务净利润约
15.07 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 35.23 亿美元减
少 57.2%。

雪佛龙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沃斯坦

言：“与第一季度相比，宏观价格环境有所
软化。 ”

●●派息和股票回购是重点

尽管利润下滑， 但 5 家公司仍然继续
大幅派息和股票回购。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汇编数据显示，bp、壳牌、道达尔能源、埃
克森美孚、 雪佛龙去年全年派息和股票回
购支出超过了 1000 亿美元。

在第二季度盈利大幅下降的背景下，
bp 将第二季度股息提高 10%至每股 0.73
美分， 并承诺将在未来 3 个月内回购价值
15 亿美元股票。 bp 表示，在保持强劲投资

级信用评级前提下， 今年约 60%剩余现金
流将用于股票回购。

壳牌将季度股息提高 15%至每股 0.33
美元，不过将计划中的股票回购速度放慢，
第三季度回购 30 亿美元、第四季度回购 25
亿美元。

道达尔能源董事会则批准了 2023 年
将超过 40%现金流用于派息的决定， 其中
将中期股息提高 7.25%至每股 0.74 欧元，
并承诺在第三季度回购 20 亿美元股票。

埃克森美孚也承诺会继续以稳定速度回
购股票。 第二季度该公司以股票回购和股息
形式向股东总计返还 80亿美元，虽然这些支
出超过了当期自由现金流， 但埃克森美孚在

前几个季度积累的资本足以覆盖这些支出。
据悉， 埃克森美孚今年将花费超过

300 亿美元用于股息和股票回购， 这将使
其成为标普 500 指数中返还现金第 4 高的
公司，仅次于苹果、微软和谷歌母公司 Al鄄
phabet。 值得一提的是，埃克森美孚第二季
度位于本土二叠纪盆地的油气产量达到创
纪录的 62.2 万桶/日，在圭亚那的油气产量
也刷新纪录，达到 38 万桶/日。 这使得该公
司上半年二叠纪盆地和圭亚那的油气总产
量同比增长 20%，

雪佛龙第二季度派息达到创纪录的
72 亿美元，其中包括分红 28 亿美元，股票
回购 44 亿美元。 同时，由于增加对本土投

资， 第二季度雪佛龙资本支出同比增长
18%。第二季度雪佛龙全球油气产量同比增
长 2%，这主要是受到二叠纪盆地油气产量
达到创纪录的 77.2 万桶/日石油当量所致。

●●加速能源转型

“我们需要快速且有序地完成向绿色能
源结构过渡。 ”bp 首席执行官陆博纳表示，
“2030 年前我们将再投入 80 亿美元用于能
源转型，支出在 550亿至 650亿美元之间，但
同时还将继续增加对石油和天然气的投资，
旨在保证转型过程中的能源供应安全。 ”

壳牌 2023 年资本支出略有下调，从此
前的 230 亿至 270 亿美元指导区间， 降至
230 亿至 260 亿美元。壳牌首席执行官瓦埃
尔·萨万（Wael Sawan）表示：“尽管大宗商
品价格下跌， 但壳牌运营业绩和整体现金
流依然强劲。 ”

壳牌上半年调整后利润为 147.19 亿美
元，同比下降约 29%，但却是近 10 年来第
二高调整后利润。 净债务则从 2019 年的
790 亿美元降低至 2023 年二季度的 400 亿
美元，降幅近一半。

今年上半年， 壳牌在石油和天然气勘
探和生产方面投资了 39 亿美元，较去年同
期 46 亿美元有所下降，但在可再生能源和
能源解决方案业务投资了 9.96 亿美元，该
业务包括发电、制氢、碳捕获和储存以及碳
信用额交易。

萨万表示，壳牌将专注削减成本、提高
派息，同时将在维持油气投资的情况下，推
进更多绿色能源合作，目标到 2030 年将碳
排放量较 2016 年水平减少 50%。 “能源转
型敦促我们需要建立前所未有的伙伴关
系。 ”萨万强调。

道达尔能源上半年调整后净利润为
115 亿美元，同比下降 39%。 该公司首席执
行官潘彦磊表示， 当前油气环境有利但同
比走软，但第二季度仍创造了 85 亿美元现
金流，上半年现金流总计达到 180 亿美元。
埃克森美孚今年资本支出趋向于今年 230
亿至 250 亿美元目标顶端。 该公司首席执
行官伍德伦表示， 最大挑战是在大宗商品
价格波动之际为增长提供资金。 雪佛龙方
面则开始关注锂开发， 正在考虑生产用于
电动汽车电池的锂的前景。

近日， 国际能源署发布
《世界能源投资 2023》 报告
称，2022 年全球清洁能源领
域投资达 1.3 万亿美元，刷新
历史纪录。预计今年全球清洁
能源投资规模将突破 1.7 万
亿美元，再创新高。不过，虽然
全球清洁能源领域投资规模
不断高涨，但测算显示，要实
现《巴黎协定》设定的气候目
标，全球清洁能源年投资需要
较目前水平增加 4 倍，存在较
大的缺口。

●年平均投资规模
仅为所需 1/3

国际能源署认为， 近年
来，受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传
统化石能源价格波动严重，
引发多国对能源稳定供应和
安全性的担忧， 希望通过支
持清洁能源领域投资， 促进
可再生能源发展， 加速能源
转型。 清洁能源投资规模不
断扩大， 展示出超越传统化
石能源的实力。

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在
可再生能源产业投资支撑下，
2021-2023 年，清洁能源投资
规模预计增长 24%，而同期传
统化石能源投资额增长幅度
约 15%。

“清洁能源发展速度远高
于预期，投资趋势的变化已经
印证了这一点。 如今，资本市
场每往传统化石能源领域投
资 1 美元，同时就会有 1.7 美
元流入清洁能源领域。 ”国际
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
说，“成功且安全稳定的能源
转型不仅取决于政策决定和技术创新，更
取决于大量投资资本的流动。 ”

即便如此，全球清洁能源领域投资规
模仍不能满足需求。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表示，现阶段，全球清洁能源领域年平均
投资规模约 0.5 万亿美元， 还不到每年平
均所需投资的 1/3。 虽然近两年投资规模
逐渐增长，但也仅仅是跨过了年平均所需
投资的门槛。 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吸引
投资，促使资本流入开发潜力较大的技术
领域，集中力量支撑能源转型，是解决能
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国际知名银行投资不足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首席研究
员顾晨浩认为：“绿色金融行业股权的投
资，偏向需要有长期理念的投资，作为投资
人来讲，要对行业有足够的了解，毕竟这种
投资，有可能是 5-10年以上的时间。 ”

一些国际金融投资机构仍将目光放
在更为熟悉的传统化石能源领域。 欧洲金

融杂志期刊《银行家》发文称，
一直以来，国际知名银行为传
统化石能源项目开发建设提
供了规模巨大的资金支持。摩
根大通、花旗银行等是油气公
司的最大支持者。以亚马逊地
区为例， 过去 15 年， 摩根大
通、花旗银行、汇丰银行、桑坦
德银行等为该地区化石能源
开发提供了超 200 亿美元的
融资。

花期银行对此拒不承认，
并表示该公司一直致力于支
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以帮
助客户实现净零排放承诺。公
司将继续加强环境和社会风
险管理政策，以保护生物多样
性，避免破坏自然生态。 这种
口不对心的言论遭到了《银行
家》的抨击。

能源金融领域研究人员
安杰琳·罗伯逊认为， 银行等
金融机构是市场投资的风向
标，可以在应对气候危机和促
进能源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关
键作用。一些对传统化石能源
的过度投资正在影响全球能
源转型进程。

●欧美各国资金需求迫切

越来越多的国家明确表
示希望增加清洁能源领域投
资。 近日，英国政府公布总规
模高达 100 亿英镑的清洁能
源投资项目，希望这些项目可
以顺利融资并于 10 年内建成
投运，以达到加强国家能源安
全、 助力 2050 年实现净零排
放的目标。

7 月底， 意大利计划向欧盟申请 190
亿欧元的基金，用于清洁能源投资。 意大
利政府认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绿色
转型和能源效率不足，希望可以获得更多
资金，兼顾经济复苏和环保目标。

加拿大也面临能源资金困境。 欧洲行
业分析机构巴黎股东投资者组织指出，到
2050 年，加拿大需要获得约 2 万亿美元的
清洁能源投资， 才能实现净零排放目标。
而银行缺乏净零紧迫感，并没有在促进低
碳转型方面采取积极措施。

市场咨询公司 fintech 指出，银行等金
融机构确实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过去
10 年， 可再生能源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但实际贡献比较有限，还没有代替主
流能源。 在能源安全性隐忧浮现的时期，
向绿色能源转型过渡是一把双刃剑，一方
面要考虑到净零目标，另一方面也要保证
能源和电力系统的可靠性。 如何平衡利益
的两端，是目前投资和金融机构考虑的重
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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