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移动百亿规模光缆集采启动

行业供需结构有望改善

中国移动近日公告2021年-2022年普通光缆集中采购项目启动，让低迷已久的光纤光缆行业感到振奋。 本次集采普通光缆预估规模为447.05万皮长公里，折合1.432亿芯公里，最高投标限价98.59亿元，集采规模相比2020年提升20%、比2019年提升36%。

长飞光纤等上市公司人士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中国移动集采透露出需求提升，未来行业供需结构有望进一步改善。

●本报记者 杨洁

5G建设加快

天风证券认为，中国移动本次集采量相比上次1.13亿芯公里同比增长20%，反映5G规模建设与流量高增速驱动光纤光缆需求持续快速增长，且未来有望持续。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移动此次普通光缆集采启动时间点相较于前两年有所推迟，主要在于上半年5G建设进度相应放缓。 三大运营商上半年5G相关资本开支较“审慎” ，均未达到全年资本开支预算目标的50%。 但三大运营商纷纷强调，会维持全年5G投资计划不改变。 这意味着下半年运营商5G投资建设步伐将加快。

除了5G，国内双千兆光纤网络建设不断加速。截至2021年6月末，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达到5352万公里，比上年末净增182.8万公里，推动光纤网络进一步优化升级。今年发布的《“双千兆”网络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要求，要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全面覆盖城市地区和有条件乡镇的“双千兆”网络基础设施，实现固定和移动网络普遍具备“千兆到户”能力。

海外光纤光缆需求持续增长。 国泰君安认为，全球后疫情时代的5G建设、宽带接入给光纤光缆市场带来新风口。 据英国商品研究机构CRU2021年7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1年上半年全球光缆需求量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1.1%；到2025年全球光缆需求量将超过6亿芯公里。

光纤行业回暖

长 飞 光 纤 相 关 工 作 人 员 告 诉 中 国 证 券 报 记 者 ， 中 国 移 动 此 次 集 采 释 放 出 需 求 增 长 的 动 向 。 这 与 公 司 在 半 年 报 中 判 断 整 个 行 业 迎 来 需 求 回 暖 可 以 相 互 佐 证 。 公 司 认 为 ， 近 期 行 业 供 需 结 构 有 比 较 多 的 改 善 ， 未 来 将 持 续 向 好 。

对于此次中国移动普通光缆集采竞标规则将不再以最低价为中标价格的传闻，上述人员表示，没有收到正式竞标规则文件，但不排除这种调整的可能性。

长飞光纤表示，自2018年下半年起，光纤光缆行业进入调整期。 电信运营商需求的萎缩叠加前期扩产产能释放，对行业供需关系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导致光纤光缆价格阶梯式下行。 公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国内主要电信运营商进行的针对普通光缆产品的集中采购公告中，产品平均单价下降近50%；而在2020年下半年运营商进行的集中采购中，普通光缆平均价格进一步下降约30%。 2021年上半年，国内运营商集中采购的普通光纤光缆产品平均单价相比去年同期下降约30%。 这给光纤光缆行业企业经营带来较大压力。

长飞光纤指出，目前的极限价格水平致使行业规模有效产能下降、厂商供给意愿不足。 随着需求恢复增长，行业已出现光纤短缺的状况，供需结构有所改善。

从2021年上半年情况看，长飞光纤、亨通光电等行业企业因为多元化业务以及国际化战略已一定程度上实现业绩改善。 据国泰君安统计，光纤出口数据以及主要企业海外营收增速均创下今年以来高点。 同时，海外业务毛利率情况大幅改善，主要企业将产能调整到供应海外的意愿加强，进一步加剧国内涨价需求。

中国移动集采规模和价格对于其他两家电信运营商有一定基准参考性。 天风证券认为，从中国移动价格和中标份额分配看，以本次招标最高投标限价计算，每芯公里单价与去年持平，每单位芯公里普通光缆约69元。 以十家厂商中标为例，分配较去年将更为平滑，厂家低价争取份额意愿有望减弱。 叠加供求关系持续改善，本次集采中标价格有望上涨。

不过，企业能否尽快走出行业调整期需考量更多因素。 富通信息在半年报中表示，公司因2020年运营商中标集采份额大幅增加，实现销售收入5.12亿元，同比增长9.83%。 其中，光通信产品占比95.32%，同比增长9.58%，石英管材制品占比3.36%，同比增长22.79%；因光通信产品的占比较重，且报告期内执行的光缆产品集采价格下降较大，光通信产品产销量规模增长和成本控制不足以抵减价格变动的影响，上半年实现净利润-4957.85万元，同比由盈转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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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新能源汽车市场

渗透率提升至17.8%

●本报记者 崔小粟

9月10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汽车销量

179.9万辆，同比下降17.8%；8月新

能源汽车销量持续高增长，首次超

过30万辆， 渗透率提升至17.8%，

1-8月渗透率提升至近11%。

汽车产销连续下滑

8月，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2.5万辆和179.9万辆， 环比分

别下降7.4%和3.5%，同比分别下

降18.7%和17.8%。 1-8月，汽车

产销分别完成 1616.6万辆和

1655.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9%

和13.7%。

乘用车市场方面，8月乘用

车产销分别为149.7万辆和155.2

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11.9%和

11.7%。 前8个月，乘用车产销分

别为1289.1万辆和1311.2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15.2%和16%。 市

场需求相对稳定， 但供给端由于

芯片短缺减少了一定生产量。

8月， 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2.9万辆和24.7万辆， 环比分别

下降27.5%和20.9%；同比分别下

降46.2%和42.8%。 1-8月，商用

车产销分别完成 327.5万辆和

34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0.6%和

5.5%。 对此，中汽协方面解释称，

由于重型柴油车国六排放法规在

今年7月1日切换，市场需求出现

较大波动， 呈现明显的前高后低

态势。

中汽协方面表示，8月汽车

产销同比继续下降， 降幅进一步

扩大。供应链风险提升，导致减产

压力进一步加大。此外，产销波动

也与去年同期基数较高有关。 需

要注意的是， 虽然芯片短缺显著

影响了企业生产计划， 但汽车累

计产销与2019年同期数据相比

仍呈现微增。目前，主要是汽车产

品供给不足， 终端市场需求保持

平稳。 重型柴油车国六排放法规

切换造成商用车市场波动， 但轻

客销售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拉动

客车继续增长。

自5月份以来，我国汽车产销

量已经连续4个月下滑。中汽协此

前预测，2021年汽车总销量为

2700万辆左右， 同比增长6.7%。

从目前情况看， 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副秘书长陈士华认为， 初步预

判全年市场或将弱于预期。

新能源车市增速高

新能源汽车市场呈现高速增

长态势。 8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30.9万辆和32.1万辆，同

比均增长1.8倍。 其中，纯电动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25.2万辆和26.5

万辆，同比均增长1.9倍；插电式

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均完成5.6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1.4倍和1.7倍。

1-8月， 新能源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181.3万辆和179.9万辆，

同比均增长1.9倍，累计销量的渗

透率接近11%。

陈士华透露，8月新能源汽

车渗透率已提升至17.8%。 按照

这样的发展态势， 我国有望提前

实现2025年新能源汽车20%市

场份额的中长期规划目标。

动力电池产量和装车量保持

快速增长。 8月，动力电池产量共

计19.5GWh， 同比增长161.7%；

装 车 量 12.6GWh， 同 比 上 升

144.9%。 其中，磷酸铁锂电池装

车量大幅增长。 8月，磷酸铁锂电

池共计装车7.2GWh， 同比上升

361.8% ； 三元电池共计装车

5.3GWh，同比上升51.9%。

汽车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

长，单月出口量再创新高。 8月，

汽车企业出口18.7万辆， 环比增

长7.5%，同比增长1.6倍。 1-8月，

汽车企业出口118.9万辆，同比增

长1.3倍。

展望四季度， 陈士华表示，

汽车消费需求保持稳定，但供给

端出现较大波动，芯片供应短缺

问题依旧存在。 同时，商用车市

场需求的波动以及原材料价格

持续高位都将进一步加大企业

成本压力。

快充技术带来“鲶鱼效应”

共享充电宝行业料迎来变局

●本报记者 康曦

共享充电宝行业快速发展， 各路资

本加快布局。 9月10日晚间，品胜股份发

布共享充电宝“闪葱” 。 业内人士指出，

在共享充电宝行业痛点颇多的当下，闪

葱有望凭借领先的快充技术和全渠道

运维模式创新，实现弯道超车，搅动行

业格局。

搅动行业格局

目前，共享充电宝市场集中度较高。

天风证券研报显示，2020年街电科技、小

电科技、来电科技、怪兽“三电一兽” 占

据高达83.1%的市场份额。 其中，怪兽总

收入排名第一，占市场份额的34.3%。

有券商电子行业分析师对记者表

示，共享充电宝行业目前“痛点” 很多。

比如，充电速度慢、价格越来越贵、供大

于求、运营效率低等，行业还存在很大的

提升空间，也为新进入者提供了机会。

业内人士指出， 新面世的闪葱有望

凭借领先的快充技术和全渠道运维模式

创新，实现弯道超车，搅动行业格局。

据悉，“充电速度慢” 一直是共享充

电宝的最大痛点。 目前，市面上共享充电

宝的输出基本上以5V-1A （5W）和

5V-2A（10W）两种规格为主，充电速

度相较于苹果 （20W） 和安卓新机

（40-50W）差距明显。

相比之下， 闪葱共享充电宝由品胜

专为共享闪充研发， 使用全兼容快充技

术， 最大输出达5V-4.5A（22.5W），30

分钟便可充电60%， 经测算充电速度可

达5V-1A（5W）共享充电宝的3倍，大

幅提升了用户体验。

同时， 闪葱的快充模式大幅降低了

单位电量的实际花费，且每天10元封顶，

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共享充电宝使用价格

越来越贵这一“痛点” 。

目前，共享充电宝的商业模式主要

是通过高昂的进场费抢占点位， 形成

规模效应。 财务数据显示，2019年和

2020年， 怪兽的进场费从1.06亿元增

至3.8亿元， 小电科技的进场费从1.41

亿元增至3.02亿元。而共享充电宝企业

要实现盈利， 只能不断提高消费者的

使用费用。

对此， 品胜股份董事长赵国成认

为，共享充电宝应该有更好的商业模式

和用户体验。目前大部分手机都支持快

充，市场上的共享充电宝却仍然选择传

统的充电模式，耗时长、收费高，实质上

是把成本转嫁给用户， 牺牲了用户体

验。“共享充电宝的初衷是一种便民服

务。闪葱要让消费者都能用上既快又便

宜的充电宝。 ”

除了领先的快充技术这一核心竞争

力， 闪葱还从多方面提升共享充电宝的

性能。 比如，8000mAh的超大容量，远高

于 目 前 市 面 上 主 流 共 享 充 电 宝

2800-5000mAh的容量。

运营方面， 闪葱有望通过全渠道运

维模式创新， 提升共享充电宝的运营

效率。

据悉， 闪葱将依托品胜深度下沉的

渠道网络， 包括广泛分布全国的亲零商

家、手机快修中心、手机快修授权服务商

等，以及产业互联网数字系统，以全渠道

模式，将共享充电宝的代理与运维分离，

本地化解决运维与售后问题。

凭借较低的运维成本， 商家最高可

以拿到90%的订单利润分成。 同时，品胜

拥有供应链优势， 可以满足商家深度定

制需求，让共享充电宝在租借、归还的流

动中成为重要的广告媒介。

发展前景广阔

目前， 共享充电宝行业迎来新的机

遇期，市场空间巨大。 截至2020年底，注

册用户约2.9亿，占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

的29.4%，预计2020年-2028年年均复合

增长率将达到36.9%， 到2028年市场总

规模达1060亿元。

在此背景下，资本加速布局共享充

电宝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暂停

共享充电宝项目的美团，于2020年上半

年重启该业务。 而怪兽于今年4月赴美

上市，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进一步加速

发展。

作为共享充电宝市场“新来者” ，闪

葱背靠的品胜早已是充电宝市场的“老

熟人” 。 2004年， 品胜电池成为中国

“7+2” 南极登山探险队指定装备，成为

充电宝市场的开拓者。

如今，品胜充电宝远销美国、加拿

大、意大利、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年出货

量超千万台，每天为数以亿计的智能移

动终端提供电能续航，产品先后获得红

点 （REDDOT）、IF、CES等国际设计

大奖。

在共享充电宝领域， 品胜也早在

2015年就进行了试水，并启动了“全民

不断电”项目，利用品胜的商家网络与渠

道数字化能力， 在共享充电宝市场进行

了初步尝试。

品胜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当时试运

营过程中发现， 给用户带来好的体验须

投入巨资布局网点，但回报并不明朗。 在

这种情况下， 我们暂时搁置了共享充电

宝项目。 ”

安信证券指出，2017年共享充电宝

市场先后经历了爆发、沉淀等阶段，并开

始走向成熟，2019年之后进入规范发展

期。 2020年以来，随着5G技术的推广和

短视频爆发，手机耗电量增多，对共享充

电宝的需求越来越大。

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 共享充电

宝行业已经完成用户教育。“好饭不怕

晚。 ” 在此背景下，品胜凭借领先的快

充技术， 携闪葱重新杀回共享充电宝

市场。

在共享充电宝市场爆发的这几年，

品胜苦炼内功，深耕线下渠道数字化，实

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推进 “产品+服

务”一体化、本地化。依靠全渠道模式，闪

葱可以厚积薄发， 凭借极高的运营效率

在共享充电宝市场占得先机。

实际上，品胜的“野心” 不止于此。

得益于近几年深耕渠道数字化获得的全

渠道能力， 品胜将拓展更多围绕3C数码

配件的本地生活服务， 包括户外电库的

租借、电瓶车电池的租借等。 这将成为品

胜未来几年的战略重心。

新能源车市“带货”

锂资源需求大增

●本报记者 张军

新能源汽车产业 “带货” ，

锂资源需求大增，价格攀升。 锂

储量成为 “财富密码” ， 企业

“抢矿大战” 升级。机构认为，本

轮锂盐价格仍处上行区间，涨势

或延续至明年全年。

“抢矿大战” 升温

对于公司拟收购加拿大锂企

Millennial� Lithium的交易因出

现更高报价而面临变数的传闻，

赣锋锂业相关人士9月10日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公司知道加

价一事， 但不会因为对方加价公

司就放弃收购， 需待谈判情况看

后续进展。

赣锋锂业此前公告，拟作价

不超3.53亿加元收购Millennial�

Lithium公司。 Millennial是一

家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公司，主要从事收购、勘探及开

发锂矿业权，旗下主要资产是位

于阿根廷的Pastos� Grandes锂

盐 湖 项 目 及 位 于 阿 根 廷 的

CauchariEast 锂 盐 湖 项 目 。

Pastos� Grandes盐湖主产品为含

锂盐湖卤水生产的电池级碳酸锂，

碳酸锂实测资源量为2262000吨。

CauchariEast锂盐湖项目处于勘

探初期，若将来完成勘探后成功开

发，其主要产品为锂盐湖卤水生产

的锂化合物产品。

赣锋锂业表示，该收购将有利

于公司业务拓展，增强核心竞争力。

得益于下游需求带动， 锂资

源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家里

有矿” 成为不少公司开启财富的

“钥匙” 。

今年以来， 赣锋锂业先后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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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金额超41亿元。

盛新锂能日前在互动平台

称， 公司目前除奥伊诺矿业产出

的锂精矿外， 其他均为从外部采

购。 未来公司将积极推动奥伊诺

矿业的建设、生产、增储等工作，

同时持续关注境内外锂矿资源的

合作，不断提升锂精矿的自给率。

成本传导通畅

兴业证券指出， 当前锂盐市

场惜售情绪浓厚，调价意愿强烈。

考虑到新增有效产能有限， 预计

下半年供应量约13万吨，环比增

长38%。上游原料紧张情况加剧，

且受锂精矿拍卖价格创新高刺

激，锂盐企业普遍看涨后市价格。

上海有色网数据显示，9月

10日，锂辉石精矿均价报1005美

元/吨，今年以来涨幅达140.7%；

电池级氢氧化锂均价报138500

元/吨，今年以来涨幅为182.7%；

电池级碳酸锂均价报137500元/

吨，今年以来涨幅为167%。 有机

构人士表示， 目前锂盐涨价对终

端影响有限，成本传导通畅。

在资源增量相对有限的情况

下，锂盐冶炼厂建设仍在加快，将

推动锂辉石需求继续增长。

从供需平衡来看， 兴业证券

表示，本轮锂价仍处于上行区间，

或延续至明年全年。 新能源需求

存在超预期的可能性， 锂产业或

处于较长景气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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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增量有限，预计2022年年中锂

资源供应会更趋紧张。

天风证券认为， 中国移动本次集

采量相比上次1.13亿芯公里同比增长

20%， 反映5G规模建设与流量高增速

驱动光纤光缆需求持续快速增长，且

未来有望持续。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移动此次普

通光缆集采启动时间点相较于前两年

有所推迟，主要在于上半年5G建设进

度相应放缓。 三大运营商上半年5G相

关资本开支较“审慎” ，均未达到全年

资本开支预算目标的50%。 但三大运

营商纷纷强调，会维持全年5G投资计

划不改变。 这意味着下半年运营商5G

投资建设步伐将加快。

除了5G，国内双千兆光纤网络建设

不断加速。截至2021年6月末，全国光缆

线路总长度达到5352万公里，比上年末

净增182.8万公里，推动光纤网络进一步

优化升级。今年发布的《“双千兆”网络

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

要求，要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全面覆盖

城市地区和有条件乡镇的“双千兆” 网

络基础设施，实现固定和移动网络普遍

具备“千兆到户”能力。

海外光纤光缆需求持续增长。 国

泰君安认为，全球后疫情时代的5G建

设、 宽带接入给光纤光缆市场带来新

风口。 据英国商品研究机构CRU2021

年7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1年上半年

全球光缆需求量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11.1%； 到2025年全球光缆需求量将

超过6亿芯公里。

中国移动百亿规模光缆集采启动

行业供需结构有望改善

中国移动近日公告

2021年-2022年普通光缆

集中采购项目启动，让低迷

已久的光纤光缆行业感到

振奋。本次集采普通光缆预

估规模为447.05万皮长公

里，折合1.432亿芯公里，最

高投标限价98.59亿元，集

采规模相比2020年提升

20%、比2019年提升36%。

长飞光纤等上市公司

人士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此次中国移动

集采透露出需求提升，未来

行业供需结构有望进一步

改善。

● 本报记者 杨洁

长飞光纤相关工作人员告诉中

国证券报记者，中国移动此次集采释

放出需求增长的动向。这与公司在半

年报中判断整个行业迎来需求回暖

可以相互佐证。 公司认为，近期行业

供需结构有比较多的改善，未来将持

续向好。

对于此次中国移动普通光缆集采

竞标规则将不再以最低价为中标价格

的传闻，上述人员表示，没有收到正式

竞标规则文件， 但不排除这种调整的

可能性。

长飞光纤表示， 自2018年下半年

起，光纤光缆行业进入调整期。电信运

营商需求的萎缩叠加前期扩产产能释

放，对行业供需关系产生不利影响，进

而导致光纤光缆价格阶梯式下行。 公

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国内主要电信

运营商进行的针对普通光缆产品的集

中采购公告中， 产品平均单价下降近

50%； 而在2020年下半年运营商进行

的集中采购中， 普通光缆平均价格进

一步下降约30%。2021年上半年，国内

运营商集中采购的普通光纤光缆产品

平均单价相比去年同期下降约30%。

这给光纤光缆行业企业经营带来较大

压力。

长飞光纤指出， 目前的极限价格

水平致使行业规模有效产能下降、厂

商供给意愿不足。 随着需求恢复增长，

行业已出现光纤短缺的状况， 供需结

构有所改善。

从2021年上半年情况看， 长飞光

纤、 亨通光电等行业企业因为多元化

业务以及国际化战略已一定程度上实

现业绩改善。 据国泰君安统计，光纤出

口数据以及主要企业海外营收增速均

创下今年以来高点。 同时，海外业务毛

利率情况大幅改善， 主要企业将产能

调整到供应海外的意愿加强， 进一步

加剧国内涨价需求。

中国移动集采规模和价格对于其

他两家电信运营商有一定基准参考

性。 天风证券认为，从中国移动价格和

中标份额分配看， 以本次招标最高投

标限价计算， 每芯公里单价与去年持

平，每单位芯公里普通光缆约69元。以

十家厂商中标为例， 分配较去年将更

为平滑， 厂家低价争取份额意愿有望

减弱。叠加供求关系持续改善，本次集

采中标价格有望上涨。

不过， 企业能否尽快走出行业调

整期需考量更多因素。 富通信息在半

年报中表示， 公司因2020年运营商中

标集采份额大幅增加， 实现销售收入

5.12亿元，同比增长9.83%。 其中，光通

信产品占比95.32%，同比增长9.58%，

石英管材制品占比3.36%， 同比增长

22.79%；因光通信产品的占比较重，且

报告期内执行的光缆产品集采价格下

降较大， 光通信产品产销量规模增长

和成本控制不足以抵减价格变动的影

响，上半年实现净利润-4957.85万元，

同比由盈转亏。

5G建设加快

光纤行业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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