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家锂电池产业公司前三季度净利同比增长

●本报记者 崔小粟

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锂电池需求大幅增长，行业上市公司三季度业绩亮眼。 根据wind数据，截至10月27日收盘，在79家锂电池公司中有43家披露了三季度业绩报告，占比54%。 其中，35家公司实现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占比约81%。

产品量价齐升

Wind数据显示，在上述43家锂电池产业链公司中，40家公司实现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增长，其中36家公司营业收入增速超过20%。 保力新、天际股份、杉杉股份、中伟股份、当升科技、嘉元科技、天赐材料等13家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00%。

前三季度，39家锂电池产业链公司实现盈利，4家公司亏损。 34家公司归母净利润增速超过20%，27家公司增速在50%以上。 其中，石大胜华、天际股份、盛新锂能、杉杉股份、联创股份、赣锋锂业等8家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500%。

上半年以来，国内锂盐供应有所增加，上游企业开工率提升，行业整体呈现供需两旺格局。 赣锋锂业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70.54亿元，同比增长81.19%；实现归母净利润24.73亿元，同比增长648.24%。 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赣锋锂业提到，产品产销量同比增长，且销售均价同比上涨。

锂价持续攀升带动相关公司业绩向好。 天齐锂业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预计为42000万元至62000万元，同比增长138.07%至156.20%。 天齐锂业表示，受益于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景气度提升，锂离子电池厂商加速产能扩张，下游正极材料订单回暖，公司主要锂化合物产品销量和销售均价较上年同期增长。

开源证券预计，2021年-2022年全球锂行业将延续供需紧平衡局面，锂价有望持续走强，锂矿企业有望充分受益，而行业拐点可能会随着全球锂供给的进一步释放在2023年到来。

下游需求旺盛

新能源汽车销量高速增长，支撑锂电池产业链公司业绩增长。

正极材料供应商容百科技前三季度净利润为5.49亿元，同比增长383.56%。 锂电池材料生产商杉杉股份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为27.74亿元，同比增长899.29%。 公司表示，受益于新能源汽车行业景气度持续提升，下游需求旺盛，公司锂电材料业务销量和盈利水平同比大幅提升。

六氟磷酸锂需求高增长，行业规模不断扩容，同时集中度不断提升，产能向头部集中。

六氟磷酸锂龙头公司多氟多、天际股份三季报业绩均出现10倍以上增长。 多氟多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3.07亿元，同比增长85.36%；实现归母净利润7.37亿元，同比增长5316%。 天际股份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4.38亿元，同比增长220.70%；实现归母净利润为4.46亿元，同比增长1120.48%。

作为锂电池电解液的关键原材料，六氟磷酸锂价格今年以来开始暴涨模式。 百川资讯数据显示，10月20日，六氟磷酸锂市场价格报收52万元/吨，创近五年来新高，而今年年初仅为10.7万元/吨。 目前，多数六氟磷酸锂企业的长约单价格维持在20万元-35万元/吨，且维持满产满销状态。

多氟多在近日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表中透露，公司六氟磷酸锂产品目前年产能已达1.5万吨，2021年底预计出货1.3万吨左右。 2022年底计划新增产能4万吨，全年产销量计划超过3万吨。 未来一段时间，由于市场新增产能有限，而需求增长依旧强劲，公司认为产品市场价格仍会维持高位运行。

高增长确定性强

中汽协数据显示，1-9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达到216.6万辆和215.7万辆，分别同比增长1.8倍和1.9倍。 中汽协表示，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由年初的5.4%提高至9月底的11.6%，将新能源汽车全年销量预测从180万辆提升至240万辆。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2021年1月至9月，我国动力电池产量累计134.7GWh，同比增长195.0%；动力电池装车量为92.0GWh，同比上升169.1%。

调研机构SNEResearch预测，到2023年全球电动汽车对动力电池的需求将达406GWh，而动力电池供应预计为335GWh，缺口约18%。 到2025年缺口将扩大到约40%。

财信证券认为，2021年前三季度，锂电各环节龙头企业基本上都处于满产状态，全产业链需求高增长确定性强，景气度将进一步提升，新一轮动力电池投扩产红利或持续3-5年。 而随着芯片紧缺问题的解决，电动车的购置需求将集中释放。

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

锂电池需求大幅增长， 行业上

市公司三季度业绩亮眼。 根据

wind数据，截至10月27日收盘，

在79家锂电池公司中有43家披

露了三季度业绩报告， 占比

54%。 其中，35家公司实现前三

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占

比约81%。

● 本报记者 崔小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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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科

大力推进“电港模式”

●本报记者 刘杨

针对新能源汽车能源补给难现

象， 协鑫能科移动能源事业部总经理

李玉军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充电需要一两个小时，而换

电仅需要一两分钟” ， 公司大力推进

换电业务， 可以有效提升新能源汽车

能源补给的便利性，解决行业痛点。

向移动能源领域拓展

李玉军介绍， 协鑫能科利用已有

的清洁能源发电业务， 向移动能源领

域拓展。 公司正在大力推进“电港模

式” ， 帮助解决上述能源补给效率较

低的问题。

“电港模式” 就是将换电与储能

相结合，融入新型电力系统，实现发

电、配电、换电、充电的全场景应用。

该模式以“港-车-站” 为关键节点，

构建“风光储充换氢” 的零碳产业生

态链。

“目前仅依靠充电， 难以满足新

能源汽车的能源补给。” 李玉军表示，

虽然当前在实际操作中还有很多问

题需要解决，比如车电分离等，但不

意味着未来没有发展潜力。 特别是

To� C端， 换电将是解决行业痛点的

有效方法。

事实上， 数千亿换电市场已然浮

现。 “截至9月上旬，全国有30家车企

的59款换电车型产品完成公告，而且

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 有市场人

士透露。

根据东方证券研报，预计2025年

全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将达31%至

780万辆， 其中换电车型占比将达

30%。 据此销量测算，预计2025年换

电站需求将达2.2万座，运营市场规模

达2631亿元， 换电站设备市场达693

亿元， 两者合计规模约3324亿元，对

应换电站建设、 运营、 换电设备领域

2021年至2025年复合增长率达80%

至107%，换电模式在“十四五” 期间

将进入高速增长期。

在此背景下，协鑫能科将“十四

五”换电站目标规划设定在6000座以

上。 “可以服务50万辆以上的新能源

汽车。 ” 李玉军说。

加快战略转型

随着“碳中和” 战略推进，协鑫能

科加快转型的路线蓝图浮出水面。 公

司以绿色能源运营及综合能源服务主

业为基础， 驶入能源交通融合的重量

级组合赛道。

3月，协鑫能科公告了电动汽车换

电业务发展规划， 谋求移动能源战略

转型。 围绕出租车、网约车、重卡的换

电业务，协鑫能科将重点布局长三角、

大湾区、京津冀、成渝等区域，与多家

企业以及政府部门达成战略合作。 9

月，公司在苏州、南京、无锡、成都等

10座城市达成超过170座换电站项目

合作。

从业绩方面看， 公司2021年1-9

月实现营业收入85.41亿元，同比增长

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8.05亿元，同比增长25.91%，每股

收益为0.5951元，同比增长25.92%。三

季报显示， 协鑫能科的换电业务在产

品开发、车企合作、客户合作及市场开

拓上均有斩获。

自主研发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协

鑫能科首座自主研发的重卡换电站投

入测试，全流程调试圆满成功，并获得

换电领域的首项软件著作权， 为新品

上市奠定了基础。

车企合作方面， 协鑫能科与三一

重卡、吉利商用车、福田商用车、合众

汽车等整车厂达成战略合作， 为适配

多种换电车型的换电站落地提供了强

有力的资源保障。

市场开拓方面， 公司在江苏、四

川、广东、河北等区域已开展换电业务

的市场推广，目前有10座城市的换电

站项目处于建设阶段，至少有30座换

电站将在年底投入运营。

另外，协鑫能科与中国十九冶集

团、 国网江苏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趣链科技、西井科技等涉及换电

生态的行业龙头结盟， 就无人驾驶、

区块链技术与换电站的结合及应用

达成合作。

一汽集团研发总院副院长李丹：

加快汽车芯片定制化发展

●本报记者 金一丹 见习记者 张科维

当前， 汽车行业芯片短缺影响仍在延续，减

产压力加大，新车供应不足。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简称“一汽集团” ）研发总院副院长

李丹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一汽

集团将与芯片公司强化合作，加快汽车芯片定制

化发展，解决“缺硬少软” 的难题。

“芯片荒” 短期难以缓解

“‘缺硬少软’ 是中国汽车制造业的软肋。

‘缺硬’ 主要是指芯片等硬件不足，‘少软’ 主要

是指缺少整车操作系统。 ”李丹表示，“目前我国

汽车上使用的芯片90%依靠进口，国产芯片占比

不到10%的份额，且主要集中于低端芯片。 ”

“新冠肺炎疫情、地震等因素影响了海外芯

片厂的开工效率，芯片短缺情况短期不会有明显

的缓解。 ”李丹认为，“目前行业缺的主要是高级

芯片，如ESP控制器、ETP控制器。MCU芯片平常

的价格并不高， 但近期由于缺货， 价格上涨很

多。 ”李丹表示，国内对车规级芯片关注较少。即

使有投入，但在人、财、物方面比较分散，并没有

产生明显效果。 芯片设计需要较多的工业软件，

但目前行业缺少工业软件操作系统及芯片开发

供给链。

“芯片制造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资金， 从设

计到晶圆体、光刻机、光刻胶，还有封装测试等，

各个环节都需要下大力气，耐得住寂寞，才有可

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彻底解决芯片短缺难题。 ”

李丹说。

“三步走” 规划应对“缺芯”

对于如何解决芯片短缺的问题， 李丹告诉

中国证券报记者，一汽集团提出了“三步走” 的

规划。

为保证芯片供给，一汽集团通过多种渠道寻

找芯片资源。李丹指出，“芯片行业的销售渠道存

在无序混乱现象， 一些关键芯片有上万个代理

厂。 尤其是在芯片短缺的情况下，有的商贩大量

囤货，再转手高价卖出。 部分芯片价格上涨不止

一倍两倍，有的甚至上百倍。 为了不影响正常生

产，维持整个供应链稳定运行，目前只能多花钱

购买芯片。 ”

“换芯” 是一汽集团缓解芯片短缺的另一种

方式。“并非所有芯片都供应紧张，我们会采用供

给相对充裕的芯片去替代紧缺的芯片，并通过相

关实验进行验证，实现短期内更换使用。”李丹表

示，“这个方式听起来容易，但在实操层面存在多

个难点。 目前主要使用功能更丰富的芯片去替代

功能单一的芯片。 例如，针对某个控制器，可以把

功能做一些冗余。 ”

而制芯是一汽集团着力部署的新领域。

“我们充分发挥对汽车产业链熟悉的优势，支

持芯片行业发展， 尤其是车规级芯片的开发及

应用方面，全力支持。 ” 李丹表示，“现在国际上

很多芯片是通用的， 通用芯片相当于一把万能

钥匙，工艺也更为复杂。 事实上，只要能开我家

门锁的钥匙就可以，并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功能。

因此， 定制芯片将成为我们着力推进的工作，

汽车行业和芯片公司的深度结合将成为未来

发展趋势。 ”

加速推进汽车智能化

工信部今年10月提出，将加快发布实施《智

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 （试

行）》，支持行业机构和企业在更大范围内进行道

路测试，开展多种场景下的示范应用，进一步推动

数据共享、结果互认，鼓励探索商业化发展模式。

“智能化是汽车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可以让

用户体验更好、产品更安全、碳排放更低、城市交

通更有序。 ”李丹表示，“我们现在所有车型都将

智能化纳入在内， 主要针对智能控制和自动驾

驶，同时还包括人机交互、智能座舱等方面，全方

位满足用户的需求。 ”

在自动驾驶领域， 李丹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目前，公司所有车型均已实现L2以下自动驾驶

功能，L3级别的自动驾驶我们正在研发， 产品及技

术层面均已成熟。 L4级别自动驾驶技术在智能小巴

上进行了示范运营。 今年公司的目标是开放示范道

路里程达到100公里，投入上百辆车，并在湄洲岛、

无锡、南京和博鳌等地部署自动驾驶示范运营。 ”

35家锂电池产业公司前三季度净利同比增长

产品量价齐升

Wind数据显示， 在上述43家锂电池产业

链公司中，40家公司实现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增

长，其中36家公司营业收入增速超过20%。 保

力新、天际股份、杉杉股份、中伟股份、当升科

技、嘉元科技、天赐材料等13家公司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超过100%。

前三季度，39家锂电池产业链公司实现盈

利，4家公司亏损。34家公司归母净利润增速超

过20%，27家公司增速在50%以上。 其中，石大

胜华、天际股份、盛新锂能、杉杉股份、联创股

份、 赣锋锂业等8家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超过500%。

上半年以来， 国内锂盐供应有所增加，上

游企业开工率提升，行业整体呈现供需两旺格

局。 赣锋锂业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70.54亿

元，同比增长81.19%；实现归母净利润24.73亿

元，同比增长648.24%。 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

赣锋锂业提到，产品产销量同比增长，且销售

均价同比上涨。

锂价持续攀升带动相关公司业绩向好。

天齐锂业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预计为42000

万元至 62000万元， 同比增长 138.07%至

156.20%。天齐锂业表示，受益于全球新能源

汽车产业景气度提升，锂离子电池厂商加速

产能扩张，下游正极材料订单回暖，公司主

要锂化合物产品销量和销售均价较上年同

期增长。

开源证券预计，2021年-2022年全球锂

行业将延续供需紧平衡局面， 锂价有望持续

走强，锂矿企业有望充分受益，而行业拐点可

能会随着全球锂供给的进一步释放在2023年

到来。

宁德时代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130.9%

● 本报记者 金一丹

10月27日晚， 宁德时代披露2021年第三季

度报告。 第三季度，公司实现净利润32.67亿元，

环比增长29.18%，同比增长130.16%；公司经营

成本增速环比有所下降，毛利率环比提升，成本

管控优势显现。 此外，受原料价格上涨、下游提

货周期延长影响 ， 公司第三季度存货增长

107.96亿元。

业务规模扩大

三季报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 宁德时代实

现营业收入733.62亿元，同比增长132.73%；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7.51亿元， 同比

增长130.90%。

第三季度公司经营总成本为247.65亿元，较

第二季度212.62亿元环比增长16.48%；第二季度

公司经营总成本环比增速为29.35%。

宁德时代加大投资新增产能。 截至2021年9

月30日，公司固定资产达318.5亿元，较2020年年

末增长62.32%； 在建工程投入达214.95亿元，较

2020年年末增长273.81%。

2021年1-9月，宁德时代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为286.86亿元，同比增长178.35%。宁

德时代表示，业务规模扩大，收到货款增加。

毛利率提升

三季报显示， 宁德时代第三季度毛利率为

27.9%，同比提升0.1个百分点，环比提升0.66个百

分点。其中，销售费用率为3.5%，同比下降0.5个百

分点； 管理费用率为2.7%， 同比增长0.02个百分

点；研发费用率为6.2%，同比下降0.3个百分点。

高工锂电数据显示，2021年第三季度， 宁德

时代 （不含合资） 国内动力电池装机量为

17.81GWh， 同比增长134%， 环比增长51.7%；

2021年前三季度装机量合计为38.86GWh，同比

增长139%，在国内动力电池市场份额为47.15%，

保持国内第一。

海外市场方面，SNE� Research统计数据显

示，2021年1-8月， 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达

162GWh，同比增长139%。 其中，宁德时代全球装

机量为49.1GWh，同比增长211%，高于整体增速。

2021年1-8月，宁德时代全球动力电池市场占有率

为30.3%，同比增长7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全球第一。

由于业务规模增长，宁德时代第三季度存货

大幅增长107.96亿元。截至2021年9月30日，宁德

时代存货总额达349.62亿元，较2020年12月31日

存货总额132.25亿元增长164.37%。宁德时代称，

存货比例变化受到公司经营规模、 生产备货安

排、物流和客户验收等方面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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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需求旺盛

新能源汽车销量高速增长，支撑锂电池产

业链公司业绩增长。

正极材料供应商容百科技前三季度净利

润为5.49亿元，同比增长383.56%。 锂电池材料

生产商杉杉股份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为27.74

亿元，同比增长899.29%。 公司表示，受益于新

能源汽车行业景气度持续提升， 下游需求旺

盛，公司锂电材料业务销量和盈利水平同比大

幅提升。

六氟磷酸锂需求高增长，行业规模不断扩

容，同时集中度不断提升，产能向头部集中。

六氟磷酸锂龙头公司多氟多、天际股份三

季报业绩均出现10倍以上增长。多氟多前三季

度实现营业收入53.07亿元，同比增长85.36%；

实现归母净利润7.37亿元， 同比增长5316%。

天际股份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4.38亿

元，同比增长220.70%；实现归母净利润为4.46

亿元，同比增长1120.48%。

作为锂电池电解液的关键原材料， 六氟磷

酸锂价格今年以来开始暴涨模式。 百川资讯数

据显示，10月20日， 六氟磷酸锂市场价格报收

52万元/吨，创近五年来新高，而今年年初仅为

10.7万元/吨。 目前，多数六氟磷酸锂企业的长

约单价格维持在20万元-35万元/吨，且维持满

产满销状态。

多氟多在近日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表

中透露，公司六氟磷酸锂产品目前年产能已达

1.5万吨，2021年底预计出货1.3万吨左右。

2022年底计划新增产能4万吨， 全年产销量计

划超过3万吨。未来一段时间，由于市场新增产

能有限，而需求增长依旧强劲，公司认为产品

市场价格仍会维持高位运行。

高增长确定性强

中汽协数据显示，1-9月，新能源汽车产销

分别达到216.6万辆和215.7万辆， 分别同比增

长1.8倍和1.9倍。 中汽协表示，新能源汽车渗透

率由年初的5.4%提高至9月底的11.6%， 将新

能源汽车全年销量预测从180万辆提升至240

万辆。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

示，2021年1月至9月， 我国动力电池产量累计

134.7GWh，同比增长195.0%；动力电池装车

量为92.0GWh，同比上升169.1%。

调研机构SNEResearch预测， 到2023年

全球电动汽车对动力 电池的需求将达

406GWh， 而动力电池供应预计为335GWh，

缺口约18%。 到2025年缺口将扩大到约40%。

财信证券认为，2021年前三季度， 锂电各

环节龙头企业基本上都处于满产状态，全产业

链需求高增长确定性强， 景气度将进一步提

升，新一轮动力电池投扩产红利或持续3-5年。

而随着芯片紧缺问题的解决，电动车的购置需

求将集中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