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锂储量成“牛股密码”

2023年有望迎来行业分水岭

●本报记者 于蒙蒙 张军

锂资源板块的火热程度令人

咋舌。

百川盈孚8月23日数据显示，电

池级碳酸锂报价115430元/吨，单日

上涨达11000元/吨， 创今年以来单

日最大涨幅。不断上行的锂价推动相

关上市公司股价， 截至8月24日收

盘，17家拥有锂资源的上市公司今

年以来股价平均涨幅达213%（不含

盐湖股份）。 曾经的“亏损王” 盐湖

股份在“盐湖提锂”概念加持下，继8

月10日恢复上市飙涨后， 近期突破

前期高点后市值达2330亿元。

新能源汽车火爆，令上游锂资源

成为市场“香饽饽” ，拥有资源便是

“王道” 。作为最大的锂资源消费国，

我国未来锂产能增量主要依托盐湖

资源，“盐湖提锂” 概念股受市场追

捧。 惊人的市盈率依靠远期产能维

系， 但未来实际达产情形受技术、资

源禀赋等因素考验， 还有不小的变

数。 业内人士表示，最快到2023年，

就能知道谁是那个“裸泳者” 。

当锂资源价格持续上涨之际，宁

德时代7月29日携钠离子电池登场。

钠资源廉价且分布广泛，在此背景下

迎来加速产业化契机。 对于这一变

量，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短期来看，钠

电池对锂需求影响有限， 不改2021

年至2025年锂供需走向紧缺的行业

趋势。 长期来看，钠电池更倾向于作

为锂电池的差异化补充，不改锂在电

池领域的需求刚性。

“家里有矿”

得益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持续

高景气度，“有锂走遍天下” 这句口

头禅反映出市场对锂资源的追捧。

“盐湖提锂” 仍处于中试环节的

西藏城投今年以来股价涨幅达

322.93%。 而西藏城投并非个例，截

至8月24日收盘，17家拥有锂资源的

上市公司今年以来股价平均涨幅达

213%（不含盐湖股份）。 Wind数据

显示， 今年以来锂矿指数涨幅达

212.89%。

机构投资者也跟着“喝汤” 。 长

期研究新能源发展并于今年初押注

锂电产业链资源和核心技术的融湖

投资董事长王庆华说，他管理的某只

产品在7月仓位未进行调整的情况下

涨了五成，前7个月累计涨幅逾98%。

在二级市场火热的背后， 锂矿、

锂盐价格持续走高是推手。上海有色

网数据显示，截至8月23日，锂辉石

精矿均价报890美元/吨，今年以来上

涨113.17%。 在锂盐中，碳酸锂均价

报10.25万元 /吨， 今年以来上涨

99.03%； 氢氧化锂报11.55万元/吨，

涨幅为135.71%。

“家里有矿” 的公司业绩表现亮

眼。 赣锋锂业上半年预计归母净利8

亿至12亿元， 同比增长411.23%至

666.85%。 天齐锂业将上半年业绩区

间上修为7800万元至1.16亿元，而去

年同期亏损6.97亿元。 西藏矿业上半

年预盈3600万元至5400万元， 去年

同期亏损3209.53万元。 对于扭亏和

大幅预增，上述公司均称受益于锂盐

产品价格走高。

锂资源上市公司还大手笔 “扫

货” 。赣锋锂业今年以来先后布局青海

省柴达木一里坪锂盐湖、 阿根廷两处

盐湖和非洲马里Goulamina锂辉石

矿项目，收购涉及金额累计超41亿元。

一些上市公司则四处寻找合适

的锂矿资源。盛新锂能将目光瞄准了

处于探矿阶段的项目，公司半年报披

露，2020年12月至2021年5月， 公司

全资子公司盛屯锂业合计出资1亿元

对启成矿业进行投资， 占启成矿业

12%股权。启成矿业对惠绒矿业拥有

84.90%股权， 惠绒矿业目前拥有木

绒锂矿的探矿权。 资料显示，木绒锂

矿的氧化锂平均品位达1.63%，为国

内品位最高。

“抢矿”并非易事。盛新锂能总经

理邓伟军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公

司也在考察各类锂资源， 但目前市场

价格水涨船高。“心态比较纠结，一方

面觉得矿价可能还会上涨， 另一方面

担心出现价格下跌风险。 ”

面对今年的火爆市场， 邓伟军感

触颇深：“此前公司需要向下游努力销

售自己的产品。现在情况不太一样，下

游抢货严重， 部分有实力的企业甚至

通过预付货款方式锁定货源。 ”

全球需求共振

“三年前，大家对新能源汽车发

展方向还有些犹豫，但现在这是非常

确定的方向和赛道。 ” 邓伟军直言，

作为锂需求增长的核心驱动力，目前

新能源汽车市场处在从政策推动到

产品推动的过渡阶段。新能源车在性

能、经济性等层面不逊于燃油车。 国

家鼓励绿色经济发展，万亿元市场呼

之欲出。

中国、欧盟、美国三方也制定发

展规划，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例如，

我国的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年）》 提出， 到2025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

新车销售总量的20%左右。欧盟近期

提出“Fit� for� 55” 立法改革，呼吁

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21年

减少55%。有分析师根据其方案预测

欧盟2030年纯电动车销量占比超过

60%。 美国则提出到2030年电动车

销量占比达50%的目标。

面对全球范围内的新能源汽车需

求共振，锂资源缺口成为“拦路虎” 。

中金公司研报预测， 全球锂需求将从

2021年的43万吨LCE（碳酸锂当量）

增至2025年的150万吨LCE。 锂资源

开发不确定性较高， 供给响应速度或

难匹配需求增长， 预计全球锂供给将

从2021年48万吨LCE增至2025年148

万吨LCE，滞后于需求增长。

“2020年全球锂资源消费约34

万至35万吨LCE。 其中，我国消费量

约为22万吨LCE。 2020年我国超70%

的锂盐来自进口。 ”安泰科高级分析

师陈光辉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当前

不少锂资源项目多处于前期勘探、技

术选型阶段，这意味着未来1至2年能

看到的增量有限， 预计2022年年中，

锂资源供应会更趋紧张。

产能释放将成考验

市场景气度上行，产能释放时点

牵动资本市场神经。

目前市场围绕锂储量进行炒作，

但产能扩产情况扑朔迷离。“行业上市

公司有市值诉求， 加上市场给公司股

价的估值是按照预期产能计算的，很

多公司实际上不会披露真实的产能扩

产情况， 市场也就没有办法得知真实

情况。 ”科达制造董秘李跃进直言。

以我国最大的锂资源增量来源

盐湖为例。 2020年我国“盐湖提锂”

实际产量约4.9万吨LCE。 兴业证券

研报提及，截至2021年，我国盐湖产

能合计约12万吨LCE， 有望突破20

万吨LCE。光大证券梳理的未来规划

产能更高，达22.5万吨。

“在上述预测产量中，存量部分

是固定的， 增量部分没有市场上预

期的那么乐观。” 李跃进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 盐湖如需进一步大规模

扩产， 需考虑盐湖企业资源端及技

术工艺成熟程度， 并兼顾水电气等

配套情况。

青海和西藏盐湖各自优势明显，

但要量产均面临不小考验。 作为曾深

入考察过青海盐湖的专家学者，四川

地质调查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付小

方表示， 青海盐湖卤水中主要含钾、

钠、镁等众多元素，锂浓度较低，镁锂

比很高。 镁元素大量存在，使锂镁难

以分离，产量低，是有待突破的技术

瓶颈。 盐湖地区淡水资源缺乏，制约大

规模开发利用进程。

西藏盐湖在基建条件方面存在较

大短板。 陈光辉认为， 西藏地区海拔

高，不利于晒卤水，且包括水电气在内

的基建条件薄弱。 未来量产主要看技

术进步。邓伟军判断，西藏地区的盐湖

两年内或难以实现规模化生产。

王庆华持不同观点，他认为西藏

盐湖的开发取决于企业的开发决心

和力度，西藏矿业和西藏城投背后分

别是宝武集团和上海国资， 看好

2023年实现量产，“市场低估了两家

公司长期锂资源开发的技术储备和

西藏开发盐湖的决心” 。

目前，盐湖所产出的碳酸锂尚未

大规模应用在新能源汽车上，这无疑

影响发展空间。

陈光辉表示，“盐湖提锂” 的锂

资源含量可以达到电池级标准，但所

含杂磁性材料和硼离子的比例要高

于矿法提取的锂资源，且高镍材料对

磁性物质和硼离子十分敏感，盐湖提

取的锂资源的电池性能表现不如锂

辉石和锂云母。

“‘盐湖提锂’ 要实现量产预计

在两三年后了。 ”华安证券金属新材

料首席分析师许其勇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一方面，吸附技术目前仍面

临成本挑战，“提锂” 面临设备挑战；

另一方面， 青海量产要考虑电力、淡

水资源等情况。邓伟军预计锂资源在

2024年至2025年会有较大产能释

放，2023年市场或出现分水岭，相关

公司产能释放情况将露出端倪。（见

习记者李嫒嫒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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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落地实施满一周年

深交所：支持“三创”“四新” 服务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黄灵灵

8月24日，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

册制落地实施满一周年。 深交所有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深交所将把支持

科技创新、服务“专精特新” 、助力经

济高质量发展摆在突出位置， 坚守创

业板“三创”“四新” 定位，全力维护

创业板注册制高质量运行。

一年前，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

制落地实施， 首批18家企业挂牌上

市， 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迈出承前启

后的坚实一步。如今，创业板改革并试

点注册制已平稳运行一年， 受理首发

企业728家，广泛分布于50多个行业，

新上市公司184家， 上市公司总数突

破1000家，创新属性鲜明，行业类型

丰富，市场发展迅速，有力支持战略性

新兴产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

特新” 中小企业发展，为实体经济注

入新动能。

目前，创业板新一代信息技术、生

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行业上市公

司占比近50%， 涌现出一批拥有核心

技术、创新能力的优质企业，产业集群

效应显著。 注册制下创业板新上市公

司IPO合计融资1421亿元，总市值1.9

万亿元，其中超八成为高新技术企业，

“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28家。 2020年

业绩显示， 新上市公司中超六成实现

营收、净利双增长，体现出较好的成长

性和盈利能力。

创业板设立多元化上市标准，为

各类创新型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融资

支持。 完善再融资、 并购重组服务体

系，支持上市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实现创新发展， 提高创新资本形成效

率。 有效激发PE、VC等社会资本投资

科技企业、支持科技创新的热情，引导

各类创新资源聚集战略新兴产业和

“专精特新” 领域，畅通科技、资本与

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 推动构建充满

生机活力的创新资本生态体系。

与此同时，创业板市场投资者结

构持续改善，机构投资者占比稳步提

升，境外投资者规模不断扩大，价值

投资理念进一步普及深化。 创业板流

动性和交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改革

落地以来创业板指数涨幅超20%，市

场活力韧性进一步提升，充分展现境

内外投资者对深市创新特色的高度

认可。

深交所有关负责人表示，创业板

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是资本市场增量

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探索实践，为全

市场推行注册制积累经验。 未来，深

交所将保持改革定力，心系“国之大

者”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积极支持“双区” 建设和深圳综

合改革试点，奋力建设优质创新资本

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在更深层次

更广范围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积

极贡献力量。

创业板助力“小巨人”茁壮成长

专精特新企业达132家 市值超1万亿元

●本报记者 黄灵灵

当前，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我国经济发展比过去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科技创新这个 “第一动

力” 。中央政治局会议日前提出，加快

解决“卡脖子” 难题，发展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创业板经过十余年发展，俨然已

成为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集结的

俱乐部。 截至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累

计公布三批共计4762家专精特新“小

巨人” 企业。 其中，132家已在创业板

上市，IPO融资金额合计570亿元。 实

施注册制后，创业板服务创新经济能

力跃升， 加速吸纳专精特新 “小巨

人” 企业：注册制下新上市公司中有

28家，IPO金额合计156亿元。 随着改

革红利释放，创业板的“小巨人” 俱

乐部正持续扩容，形成愈发强劲的科

技创新合力。

“尖子生” 持续涌现

作为创业板“尖子生” ，“小巨人”

群体高市值企业不断涌现。 截至8月20

日，创业板专精特新“小巨人” 上市公

司总市值达10266.80亿元， 平均市值

77.78亿元。市值在100亿元以内的上市

公 司 105 家 ， 占 比 80% ； 市 值 在

100-200亿元的15家，占比11%；市值

在200亿元以上的12家，占比9%。 圣邦

股份市值高达818亿元，居创业板专精

特新企业首位。

专精特新头部公司业绩增长迅猛，

为市值增大提供了有力支撑。 数据显

示， 创业板市值排名前20名的专精特

新上市公司平均实现营业收入8.94亿

元，同比增长22.37%，高于板块平均水

平，平均实现净利润1.69亿元，同比增

长24.12%。

专精特新上市公司属于政策支持

的重点创新型中小企业， 创新活力突

出，业务增长势头良好，将助力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

不仅如此， 专精特新企业注重研

发，将有利于促进“卡脖子” 环节的突

破。 数据显示， 创业板专精特新企业

2020年平均研发支出5654.01万元，研

发支出占公司营收比平均为7.58%。 其

中，广和通、中海达、南大光电等16家

公司研发支出金额超过1亿元，易瑞生

物、长川科技、上海瀚讯、艾德生物等

28家公司研发强度超过10%。

资本“活水” 灌溉

专精特新企业茁壮成长，离不开资

本“活水” 灌溉。 一大批专精特新“小

巨人” 企业登陆创业板市场后，积极利

用资本工具，持续做优做强。

再融资方面，截至8月20日，创业

板132家专精特新上市公司共实施57

单再融资方案，累计募集资金305.86亿

元，其中发行15单可转换债券，合计募

集资金70.26亿元；41单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份募集资金，合计募集资金230.67

亿元。

“创业板是中小企业IPO或再融

资的重要平台，为双创企业切实解决

资金瓶颈问题。 多家专精特新企业在

创业板上市，募集了加快发展所需的

重要资金。 ” 狄耐克董事长缪国栋表

示。 企业在创业板上市后，竞优效应

引领众多企业增强发展使命感，科学

用好募集资金，健全内部管理，完善

公司治理， 推进企业自身创新发展，

加快成为所属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新

企业。

创业板充分发挥平台优势，在支持

专精特新公司深耕主业的同时，积极通

过并购重组实现产业整合和转型升级，

实现跨越式发展。 截至8月20日，创业

板专精特新上市公司累计实施完成40

单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涉及交易金额

202.74亿元， 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从交易目的和标的所处行业看，产业整

合型重组占比超过五成，新兴产业标的

资产占比持续提升，创业板公司坚守主

业发展，支持创新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发

展壮大。

同时， 创业板专精特新企业建立

健全长效激励约束机制， 激发公司创

新发展内生动力。 截至8月20日，创业

板共有75家专精特新上市公司推出

122单股权激励计划， 涉及股份数量

5.67亿股。

高质量发展合力增强

创业板运行十余年来，吸引了各行

各业企业到创业板上市，助力一批专注

于细分市场、聚焦主业、创新能力强、成

长性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

壮大。

截至8月20日，按证监会行业分类

统计，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广泛分

布于22个行业， 其中家数排名居前的

行业分别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

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化学

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上述行业公司

家数合计78家，占比59%。

易瑞生物董事长朱海表示，创业板

“三创”“四新” 的定位与专精特新企

业的定位高度一致，创业板将为公司未

来科研成果产业化提供融资便利，也为

公司带来更好的估值和知名度，形成良

性的资本、产业双驱动。

缪国栋认为，创业板“三创”“四

新” 定位明确，产业集聚效应显著。 创

业板产业导向朝阳，多数创业板上市公

司属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利于上

市企业在创业板平台上相互学习、相互

促进，形成推动国家创新创造、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 勇闯深水区 激发新活力

一年前，创业板开启注册制改革新篇章。 一年来，创业板

稳步推进“增量+存量” 改革，不断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支持数字

化产业发展，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做优做强。 在改革活

力滋养下，创业板新星迅速崛起，创业板巨头蒸蒸日上，创业

板“后浪” 持续奔涌。 未来，创业板科技创新“生力军” 将不

断壮大，为中国补链强链、强化科技创新、解决“卡脖子” 难

题提供生生不息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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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十四五”规划发布

（上接A01版）率先探索绿色金

融改革创新。 发展碳金融市场，打造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碳定价中心。 创

新绿色金融产品等， 支持碳金融业

务创新。

五是切实加强金融 “法治化” 建

设，营造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 进一

步发挥上海金融法院等职能和示范作

用。 加强监管科技运用，提高金融风险

监测预警能力。 依法稳妥处置金融风

险，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

风险底线。

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解

冬透露，一方面，依托上海城市数字

化转型总体布局， 在核心技术攻关、

功能型平台建设、数据资源开放等方

面形成合力。 另一方面，以丰富金融

科技中心建设内涵为抓手，加快推进

金融领域数字化转型，推出更多标杆

应用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