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将加紧编制出台

本报记者 刘杨

10月2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叶民表示，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积极落实“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任务，将“十四五”碳强度下降18%的约束性指标分解到地方加以落实。 同时，加紧编制出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超额完成“十三五”约束性目标

叶民表示，生态环境部将继续完善全国碳市场，会同有关部门推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尽快出台，在发电行业碳市场运行良好的基础上，逐步将市场覆盖范围扩大到更多高排放行业。 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持续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贡献。

7月16日，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正式启动。 截至9月30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约1765万吨，累计成交金额约8.01亿元，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有序。

白皮书介绍，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2015年下降18.8%，超额完成“十三五”约束性目标，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 中国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15.9%，连续8年成为全球最大新增光伏市场，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

叶民指出，我国计划以3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比主要发达国家用时大大缩短，面临更艰巨的能源和产业转型任务。 目前我国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水平、政策工具、手段措施、基础能力这些方面还存在欠缺和短板。

叶民表示，我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工作，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将统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加紧编制出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推进“1+N”政策体系落实

叶民表示，生态环境部将推动开展碳达峰行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落实，推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叶民介绍，《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及《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近日刚刚发布，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正在加快形成。 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 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2162家，每年覆盖的碳排放量超过45亿吨。

“我国低碳试点示范工作不断推进，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不断提高，全社会低碳意识不断提升。 在做好国内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同时，我们还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气候治理。 在推动《巴黎协定》达成、生效和实施细则制定上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叶民称。

继续完善全国碳市场

叶民表示，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继续完善全国碳市场，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实施以碳强度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度。 推动建立温室气体数据统计核算、数据管理及履约长效机制。 提升全民低碳意识，持续开展“全国低碳日”活动，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同时，生态环境部将做好《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的编制落实工作，提升城乡建设、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等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加强观测和评估。 生态环境部还将继续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持续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白皮书》提到中国将逐渐削减煤炭的使用和消费。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负责人孙桢表示，中国已经先后宣布，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充分展示了中国加快能源结构调整、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决心和魄力。

“中国将继续控制煤炭消费增长，加大力度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快完善电力体制，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 同时，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设备制造国家，将积极在全球推进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和国际合作。 ”孙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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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家公司预告2021全年业绩 超七成报喜

●本报记者 董添

Wind数据显示， 截至10月27日收盘，23

家A股公司披露了2021年全年业绩预告，17

家公司预喜，预喜比例约为73.91%。 其中，略

增11家，续盈1家，预增5家。 已发布2021年业

绩预告的上市公司整体保持较快业绩增长。

多家公司业绩预喜

精密零组件企业歌尔股份预计2021年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44亿元

至45.28亿元，同比增长49%至59%。对于业绩

变动的主要原因，公司表示，VR虚拟现实、智

能可穿戴和智能无线耳机等产品销售收入同

比增长、盈利能力改善。

前三季度， 歌尔股份实现营业收入约

527.89亿元，同比增长52%。 其中，精密零组

件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02.9亿元， 同比增长

23.86%； 智能声学整机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92亿元，同比增长25.72%；智能硬件业务实

现营业收入222.35亿元，同比增长119.07%。

卷烟包装企业劲嘉股份预计2021年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9.47亿元至

11.12亿元，同比增长15%至35%。 报告期内，

公司烟标业务整体保持平稳，彩盒、新型包装

材料、新型烟草等业务取得良好增长。

劲嘉股份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6.5亿

元，同比增长21.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8.17亿元，同比增长23.39%。 其中，

公司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2.02亿元，同比

增长9.9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约3.1亿元，同比增长25.69%。 公司预计四

季度3C产品包装业务将有所提振。

推进业务转型

主营业务稳步增长、 推进业务结构转型

以及关停盈利能力较弱的公司等， 成为相关

上市公司业绩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

供应链企业怡亚通预计2021年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1亿元至5.5亿元，

同比增长313.16%至345.56%。 对于业绩变动

的主要原因，公司表示，大力推进业务结构调

整，品牌运营及营销业务占比不断提升。 公司

2021年7月完成非公开发行新股，优化融资结

构，有效降低融资成本。

怡亚通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约530.95

亿元，同比增长2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约为4.15亿元， 同比增长410.91%。

第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169.98亿元，

同比增长14.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约为1.58亿元，同比增长667.1%。

浙商证券研报认为， 怡亚通业务模式将

持续优化， 预计第四季度盈利端强劲表现延

续。公司将于第四季度持续布局消费品赛道。

同时，大力推进业务模式升级，不断提升品牌

运营能力；依托数字化转型整合线上平台，预

计3-5年公司线上、线下的业务比例将从1:3

转变为2:3。同时，公司持续推进结构调整，关

停盈利能力较弱的下属公司， 盈利端延续强

劲表现。

中枢神经系统药物生产企业恩华药业预

计，2021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约8.02亿元至9.47亿元， 同比增长10%至

30%。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稳定增长所致。

前三季度，恩华药业实现营业收入28.92

亿元，同比增长21.7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6.73亿元，同比增长17.76%。

中航证券研报认为， 恩华药业第三季度

和前三季度业绩均实现稳定增长， 随着疫情

形势逐渐缓和， 公司核心麻醉类产品有望进

一步恢复，增厚公司业绩。

部分行业四季度表现可期

部分行业前三季度业绩高增长， 机构继

续看好其四季度表现。

高铁配件生产销售与服务企业华铁股份

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8.15亿元，同比增长

27.93%；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5亿元，同比增长30.26%。

根据银河证券研报， 华铁股份全年业绩

将持续稳步增长。前三季度，公司给水卫生系

统、备用电源及座椅三大核心业务稳健发展，

支撑营收、归母净利润稳步增长。轨交行业运

行通常具有一定的季节性特征， 四季度集中

交付产品，确认货款的情况较多。近年来公司

积极进行横向和纵向开拓， 长期看好公司未

来向轨交核心零部件大平台发展。

对于前期较为低迷的生猪企业，东兴证券

研报认为， 随着进入消费旺季终端需求上升，

叠加收储政策对第四季度猪价有较强支撑，企

业阶段性亏损有望得到一定修复，建议关注成

本控制具备明显优势的养殖头部企业。

10月27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

行动》白皮书。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叶

民表示，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积极

落实“十四五” 应对气候变化目标

任务，将“十四五” 碳强度下降18%

的约束性指标分解到地方加以落

实。 同时，加紧编制出台《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 本报记者 刘杨

超额完成“十三五” 约束性目标

叶民表示， 生态环境部将继续完善全

国碳市场，会同有关部门推动《碳排放权交

易管理暂行条例》尽快出台，在发电行业碳

市场运行良好的基础上， 逐步将市场覆盖

范围扩大到更多高排放行业。 处理好发展

和减排、 整体和局部、 短期和中长期的关

系，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

体布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

高质量发展道路， 坚定不移实施积极应对

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如期实现， 持续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

出贡献。

7月16日，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正式启

动。 截至9月30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

累计成交量约1765万吨， 累计成交金额约

8.01亿元，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有序。

白皮书介绍，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

比2015年下降18.8%，超额完成“十三五”

约束性目标， 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

速增长的局面。 中国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

费总量比重提高到15.9%， 连续8年成为全

球最大新增光伏市场， 是全球森林资源增

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 成为

全球“增绿”的主力军。

叶民指出， 我国计划以30年左右的时

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比主要发达国

家用时大大缩短， 面临更艰巨的能源和产

业转型任务。 目前我国有关应对气候变化

的认知水平、政策工具、手段措施、基础能

力这些方面还存在欠缺和短板。

叶民表示， 我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工

作， 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抓手， 将统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生

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 实现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加紧编制出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

施方案》。

量价齐增

钛白粉企业三季度业绩亮眼

●本报记者 何昱璞

建筑、汽车等行业需求保持旺盛，钛白粉行业步

入强景气周期。 今年以来， 钛白粉产品经历多次涨

价，多家钛白粉企业业绩随之大增。 龙佰集团、中核

钛白、安纳达、惠云钛业等公司前三季度净利均同比

翻倍。

销量和售价齐升

多家钛白粉企业业绩亮眼。

龙佰集团日前披露的三季报显示， 公司前三季

度实现营收152.68亿元，同比增长54.25%；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38.31亿元，同比增长96.48%。

其中， 第三季度实现营收54.68亿元， 同比增长

51.2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96

亿元，同比增长112.51%。

中核钛白三季报显示， 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39.85亿元，同比增长46.7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0.02亿元，同比增长181.37%。 其中，

第三季度营业收入为13.75亿元， 同比增长27.63%；

归母净利润为3.45亿元，同比增长211.16%。

安纳达前三季度实现营收14.53亿元，同比增长

87.9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9亿

元，同比增长152.55%。 其中，第三季度主营收入为

5.43亿元，同比上升87.59%；归母净利润为4285.45

万元，同比上升203.76%。

惠云钛业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1.51亿元，同

比增长72.6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3亿元，同比增长168.77%。其中，第三季度主营收

入为4.27亿元，同比增长76.2%；净利润为6412.55万

元，同比上升265.55%。

值得关注的是， 第三季度钛白粉行业高景气

度延续， 中核钛白等多家企业第三季度盈利增幅

超2倍。

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钛白粉销量和售价齐升。

中核钛白表示，报告期内，受公司主营产品钛白粉量

价齐升的影响， 公司整体盈利水平较去年同期大幅

上升。

高景气持续

进入三季度后，钛白粉再度迎来涨价潮，龙佰集

团、中核钛白、安纳达、惠云钛业等企业纷纷发布提

价公告。 10月中旬，上述企业再度发布产品提价公

告，钛白粉每吨上调幅度在700元至1000元之间。

钛白粉涨价主要在于生产成本快速提升。 国内

某钛白粉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今年以

来钛精矿和硫酸价格持续上涨， 多家钛白粉企业已

多次提涨钛白粉价格， 如中核钛白已经8次上调钛

白粉价格。

国金证券认为， 三季度钛白粉产业景气度继续

高位，钛白粉持续放量，增厚企业盈利水平。同时，多

家企业扩建钛白粉产能，有望提升盈利中枢。

从需求端看，国内市场需求持续向好。而国外市

场受疫情影响，产能装置暂未恢复正常，一定程度上

刺激了钛白粉出口，产品出口量持续增加。根据百川

资讯，前三季度国内钛白粉出口量93.86万吨，同比

大幅增长。

日前，辽宁、山东等地多家钛白粉企业因限电、

限气减产， 行业整体开工在7成左右。 厂家报价稳

定，新价格多针对11月份订单执行，目前主发前期

订单。 业内人士表示， 钛白粉价格今年以来多次上

调，预计第四季度相关企业业绩有望保持高增长。

布局新材料领域

多家钛白粉企业抓紧布局新材料领域。据了解，

钛白粉企业可以将副产品硫酸亚铁直接用于磷酸铁

制备，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

根据中泰证券研报， 磷酸铁锂产业链逐步趋向

于大化工体系，未来成本优势主要依靠原材料自产、

副产品利用、自备能源、新工艺等方式构筑，垂直一

体化和副产品利用的公司将拥有明显优势。 铁锂属

于高耗能产业，在以渣定产等政策引导下，未来工业

级磷酸一胺稀缺度较高， 拥有磷酸一胺产能的公司

将会有显著优势。钛白粉企业生产磷酸铁具有硫酸、

铁源优势，磷矿石企业具有显著的磷源优势，能够构

筑成本壁垒。

公告显示，中核钛白拟投资121.08亿元，分三期

建设年产50万吨磷酸铁锂项目， 布局动力电池领

域，主要建设磷酸铁锂生产线及配套设施，进入磷酸

铁锂领域。 5月27日，公司与宁德时代下属控股子公

司时代永福科技有限公司在福建宁德签署《关于成

立合资公司的股东协议》，股权占比各50%，以推进

光伏、风电、储能等综合智慧新能源项目的投资、建

设、运营。

东莞证券研报显示， 中核钛白主营产品钛白粉

的新增产能未来几年将持续释放， 为公司业绩形成

支撑；同时，公司延伸布局磷酸铁锂，做大业务规模，

加速转型升级。

龙佰集团积极布局锂电池材料领域。 公司8月

12日发布公告， 拟投入47亿元建设锂电材料项目，

包括20万吨/年锂离子电池材料产业化项目、10万

吨/年锂离子电池用人造石墨负极材料项目、20万吨

/年电池材料级磷酸铁项目。 国金证券认为，随着新

能源汽车大力推广， 预计未来锂电池材料需求增速

持续加快。 龙佰集团以钛白粉副产品硫酸亚铁、氢

气、烧碱、双氧水等为原料生产磷酸铁锂材料，将进

一步发挥公司一体化产业链优势， 培育公司新的利

润增长点。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将加紧编制出台

福莱特拟斥资不超36.5亿元加码上游资源

●本报记者 张军

光伏玻璃市场前景广阔， 福莱特拟斥资

不超36.5亿元加码上游资源。 公司10月27日

晚公告， 拟通过支付现金和承担债务方式购

买凤砂集团持有的大华矿业100%股权和三

力矿业100%股权，其核心资产为玻璃用石英

岩采矿权。

提高持续盈利能力

公告显示，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大华矿业

100%股权和三力矿业100%股权合计作价不

超过36.5亿元， 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

根据Global� Industry� Analysts研究

报告，全球太阳能光伏玻璃市场在2020年

估计为76亿美元， 预计2027年将达到447

亿美元的市场规模 ， 复合年增长率为

28 . 8%。 光伏行业市场需求持续增长推动

企业产能不断扩大，对石英砂原材料需求

量较大。

目前，福莱特拥有凤阳县灵山-木屐山矿

区玻璃用石英岩矿7号段采矿权，开采矿石为

玻璃用石英岩，储量为1800万吨，属于大型石

英岩矿山。经过多年的开采运营，公司在矿山

开发领域积累了一定的运营经验。 但上述矿

山可开采量逐年减少， 公司现有矿山储量有

限。 公司需要深入发掘符合自身特点的矿产

资源项目，加大矿产资源获取的力度，提高持

续盈利能力。

公司拟收购标的核心资产为大华矿业凤

阳县府城镇城河南路玻璃用石英岩采矿权和

三力矿业凤阳县大庙镇玻璃用石英岩采矿

权。据测算，大华矿业凤阳县府城镇城河南路

玻璃用石英岩资源储量为2084.30万吨，三力

矿业凤阳县大庙镇玻璃用石英岩采矿权保有

储量为3744.50万吨。

福莱特表示，该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拥有

稳定的玻璃用石英岩矿供应， 有利于控制和

稳定主要原材料的品质及价格。

光伏行业向好

福莱特主营业务为光伏玻璃、浮法玻璃、

工程玻璃和家居玻璃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

及玻璃用石英矿的开采和销售。 光伏玻璃是

公司最主要的产品。

三季报显示， 福莱特第三季度实现营业

收入23.09亿元，同比增长51.89%；归母净利

润为4.56亿元，同比增长29.89%。 前三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63.37亿元， 同比增长57.78%；归

母净利润为17.17亿元，同比增长111.5%。 就

业绩增长原因，公司表示，前三季度公司光伏

玻璃销售数量同比增长。

中信证券研报称， 福莱特前三季度盈

利保持高速增长， 第三季度毛利率降幅明

显 趋 缓 。 目 前 公 司 光 伏 玻 璃 总 产 能

9800t/d， 在产产能 9200t/d， 另有两条

1200t/d产线公司计划于2021年三季度和

四季度投产，年底产能将达12200t/d。此外，

公司加快推进安徽三期5×1200t/d以及嘉

兴2×1200t/d新项目建设，预计2022年底产

能有望增至19400-20600t/d，2022年有效

产能较2021年或增长约80%， 市占率有望

升至30%以上。

展望2022年，中信证券认为，光伏行业

装机有望迎来加速增长。 光伏玻璃行业产

能投放或低于预期， 预计2022年光伏玻璃

价格整体维持相对稳定。 双玻大尺寸组件

渗透率持续提升， 大尺寸玻璃供需格局有

望好转。

推进“1+N” 政策体系落实

叶民表示， 生态环境部将推动开展碳

达峰行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1+N” 政策

体系落实， 推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

经济体系。

叶民介绍，《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以及《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近日刚

刚发布，碳达峰碳中和“1+N” 政策体系正

在加快形成。 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 全国碳市

场第一个履约周期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

单位2162家， 每年覆盖的碳排放量超过45

亿吨。

“我国低碳试点示范工作不断推进，

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不断提高，全社会低碳

意识不断提升。在做好国内应对气候变化

工作同时，我们还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气候

治理。 在推动《巴黎协定》达成、生效和

实施细则制定上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 叶

民称。

继续完善全国碳市场

叶民表示，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继续

完善全国碳市场，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实施

以碳强度控制为主、 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

的制度。推动建立温室气体数据统计核算、

数据管理及履约长效机制。 提升全民低碳

意识，持续开展“全国低碳日” 活动，推动

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同时，生态环境部将做好《国家适应气

候变化战略2035》的编制落实工作，提升

城乡建设、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等适应气候

变化能力，加强观测和评估。 生态环境部还

将继续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 推动

构建公平合理、 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

体系，持续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白皮书》 提到中国将逐渐削减煤炭

的使用和消费。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

司负责人孙桢表示，中国已经先后宣布，到

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

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

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充分展示了中国

加快能源结构调整、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

效能源体系的决心和魄力。

“中国将继续控制煤炭消费增长，加大

力度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快完善电力体制，

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新型电力系

统。 同时，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设

备制造国家， 将积极在全球推进清洁能源

开发利用和国际合作。 ”孙桢表示。

视觉中国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