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祥科技董事长黄军：

深化拓展现有核心工艺 布局微型锂离子电池领域

本报记者 乔翔

11月16日，苏州万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万祥科技”）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股票简称为“万祥科技”，股票代码为“301180”。 11月4日，万祥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在中国证券报·中证网举行，万祥科技董事长黄军接受了中国证券报记者的专访。 黄军表示，公司在消费电子精密零组件加工制造领域持续技术创新，不断积累经验，逐步延伸制造链条，掌握了模具开发、冲压、焊接、模切等各生产环节的核心技术，并基于对整体工艺的深刻理解自主进行生产流程自动化开发。

客户覆盖主流制造商

万祥科技主营业务为消费电子精密零组件产品相关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主要产品包括热敏保护组件、数电传控集成组件、精密结构件和柔性功能零组件等各类结构性、功能性和辅助性精密零组件，产品广泛应用于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及智能穿戴设备等主流消费电子产品。 同时，公司积极延伸产业链，自主研发的微型锂离子电池产品已具备批量生产能力，可应用于智能穿戴设备等小微型智能终端。

黄军表示，公司的核心直接客户包括新普科技、惠州德赛、宁德新能源、欣旺达等知名锂离子电池模组制造商，终端应用覆盖苹果、惠普、戴尔、华为、微软、三星、联想、华硕等主流消费电子品牌商。 在细分市场方面，公司是苹果笔记本电脑数电传控集成组件主要的供应商，热敏保护组件产品占据市场较大份额，是细分市场的有力竞争者之一。

黄军认为，基于良好的口碑及客户基础，公司能够在终端品牌商进行产品设计和研发的过程中参与零组件设计的论证并进行生产工艺评估，直接参与到零组件的方案设计中，帮助公司快速做好量产准备，协同模具、自动化及各生产部门同步完成模具开发、生产流程设计并形成自动化方案，帮助公司抢占市场先机，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在黄军看来，公司在行业集中度提高、各级供应商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保持和提升了市场份额，对客户进行深度开发，积极进行产业链延伸，对产品应用领域进行横向和纵向扩展，通过增强综合技术实力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自身优势。

掌握三大核心技术

在业务不断开拓和产业链持续延伸的过程中，万祥科技始终以工艺技术为导向，以提升产品质量为目的，精进自身的工艺和设备，形成了完整的加工工艺。 此外，公司在不断完善自身工艺的同时，掌握了较强的自主开发能力。 公司能够依据客户的图纸设计，快速完成模具的开发以及生产工艺流程设计，进而保质、保量满足客户的订单需求。 不仅如此，在新技术开拓方面，从精密零组件到完整新型产品，公司丰富了自身产品线，增强了核心竞争力。

黄军表示，根据核心技术的具体应用范围和实现功能，公司核心技术包括精密模具设计开发技术、精密零组件加工制造技术和自动化流程开发技术三大类。

据他介绍，在精密模具设计开发技术方面，精密模具是精密零组件生产制造的基础，公司在模具开发方面集合了大量模具设计、加工、装配、调试等专业人才，积累了丰富的设计开发经验。 黄军告诉记者，公司充分围绕行业生产特点及需求提升模具开发技术，模具零部件加工精度达到±0.003mm，快速冲压材料厚度达到0.05mm，产品尺寸精度达到±0.015mm，连续冲压模具与快速冲压模具冲压速度达到200冲次 /分钟，将模具技术的先进性转化为生产效率，形成综合优势。

黄军进一步表示，在热敏保护组件以及数电传控集成组件加工制造业务的早期阶段，公司充分发挥模具技术优势，以此为基础进行精密冲压、高效焊接、精密模切等主要生产工艺的拓展，掌握了精密零组件加工制造的完整工艺链条，能够快速实现批量化稳定生产，有效提升生产效率。

为降低生产对人力的依赖度、优化生产制程及生产模式，公司依托自动化部门技术研发队伍自主开发核心软件和控制技术，为公司各生产事业部提供自动化和信息化成套解决方案，在生产过程中大力导入自动化产线，不断提升自动化制造能力，形成了完全流水线作业生产模式，取代了单工站分段作业的生产模式，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及产品品质。

实施产业链扩张策略

在行业持续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公司意识到需要持续创新来支撑公司的长足发展。 基于公司长期为锂电池模组提供精密零组件的经历以及较好的业内口碑，公司于2018年组建微型锂离子电池研发团队，并于2018年6月成立常州微宙，以此作为公司微型锂离子电池业务的实施平台。

据黄军介绍，公司全资子公司常州微宙掌握了多项微型锂离子电池壳体结构、电化学配方以及生产制造等方面的核心技术。 现阶段，公司第一代微型锂离子电池产品已经过全面测试，产品性能达到市场主流水平。 常州微宙现已具备批量生产能力，且已与国内知名消费电子品牌商达成实质合作。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常州微宙已开始微型锂离子电池的量产及产品交付。

根据IDC数据，受益于耳戴类设备销量的快速拉升，2019年全球可穿戴设备出货量达到3.37亿台，较上年增长89%。 其中，增长贡献最大的即是TWS耳机产品，TWS耳机销量的激增也带来了微型锂离子电池的巨大需求。

为加快整体项目的推进，做好下一阶段规模量产准备，公司利用已投资建设的厂房设施并增加投资购置相关生产设备及配套软件系统，建设完善微型锂离子电池及精密零部件生产项目。 黄军表示，未来三年内，公司力争成为微型锂离子电池行业的有力竞争者，进一步深度覆盖下游中高端优质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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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车企巨头纷纷发布停产燃油车时间表

●本报记者 崔小粟

比亚迪日前发布消息称， 在第26届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其与相关政府、企业

和其他组织代表共同发表了关于加速向零

排放汽车和货车转型的宣言， 目标是在

2040年或之前实现零排放汽车和货车的销

售占比达到100%。 此外，近期包括本田等

在内的多家全球车企巨头纷纷发布停产燃

油车时间表，加快新能源车发展进程。

加速向零排放汽车转型

比亚迪表示，公司参与了加速向零排放

汽车和货车转型的宣言，并签署了《零排放

中、重型车辆全球谅解备忘录》，目标是在

2030年之前实现零排放中、 重型卡车的销

售占比达到30%，2040年之前实现零排放

中、重型卡车的销售占比达到100%，以促进

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 这意味着其将在

2040年或之前停止生产燃油车， 这也是比

亚迪第一次明确乘用车和商用车的燃油车

禁售时间表。

多家中国汽车品牌也在制定新能源汽

车发展目标和战略。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

在2025战略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汽车品牌

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超越，只有在这三至

五年的时间里，快速放大优势，才有可能在

新能源和智能化这个新赛道上领跑。 ” 根据

长城汽车的2025战略， 到2025年将实现全

球年销量400万辆的目标，其中80%为新能

源汽车。 数据显示，长城汽车的海外市场正

在迅速增长，公司前三季度累计实现海外销

量9.8万辆，同比增长136.3%，占整体销量的

11.1%。

吉利汽车10月31日发布 “智能吉利

2025” 战略，未来五年将投入1500亿元研

发资金，推出30余款全新智能新能源产品，

2025年实现年销量365万辆。 根据规划，到

2025年， 吉利汽车集团新能源车销量将达

到90万辆，占比30%。

江汽集团也制定了 “2025年新能源车

型占比30%” 的发展规划。 在新能源领域，

江汽集团已推出思皓E40X、思皓E50A、思

皓E10X等多款产品。“十四五”期间，思皓

新能源还将推出全新专用平台以及A、X系

列共计10多款高端智能化产品， 助力集团

在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同时，将安徽建设成

为世界级新能源汽车研发基地和制造基地。

拥抱“电动化” 浪潮

目前，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均已制定

停产或者停售燃油车的明确目标。 英国、

以色列计划在2030年实现燃油车禁售目

标；新加坡、加拿大计划在2040年实现上

述目标；欧盟今年7月公布的计划显示，将

在2035年之前实现燃油车禁售目标；日本

承诺在2035年之前彻底禁用汽油车和柴

油车。

在“新四化” 浪潮的推动下，越来越

多车企开始拥抱“电动化” 浪潮，已经有

多家世界知名汽车品牌宣布了禁售燃油

车的日期。

本田宣布，将借助纯电品牌“e:N” ，在

2030年完成全球纯电和燃料电池车销量占

比 40%的目标 ，2040年该占比将达到

100%，助力本田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

在中国市场，本田计划未来5年在中国

市场投放10款Honda品牌纯电动车。 在

2030年之后， 本田将不再在华投放新的燃

油车，所有推出的新车型将均为纯电动车和

混合动力车等电动化车型。

福特表示， 其在欧洲的乘用车将在

2030年前实现全电动化。 梅赛德斯表示，

将在2030年左右，在市场条件允许的地方

实现全电动化。 沃尔沃表示，从2019年开

始，旗下所有的车型将采用混合动力、插电

混动和纯电动驱动的形式， 到2025年要售

出100万辆电动化汽车。 大众汽车宣布，最

迟在2030年将实现所有车型电动化，传统

燃油车将彻底停止销售。

相关数据显示，零排放车型在全球乘用

车总销量中的比例将从2020年的4%增长

至2040年的70%。 中国、美国和欧洲等市场

的零排放车型占比将远超平均值，但新兴经

济体的渗透率相对有限。 在经济转型情景

下，2021年-2030年， 全球新能源汽车新车

累计销售规模将达到7万亿美元，2021年

-2050年将达到46万亿美元。

客户覆盖主流制造商

万祥科技主营业务为消费电子精密

零组件产品相关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主

要产品包括热敏保护组件、数电传控集成

组件、精密结构件和柔性功能零组件等各

类结构性、功能性和辅助性精密零组件，

产品广泛应用于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

手机及智能穿戴设备等主流消费电子产

品。 同时，公司积极延伸产业链，自主研

发的微型锂离子电池产品已具备批量生

产能力，可应用于智能穿戴设备等小微型

智能终端。

黄军表示，公司的核心直接客户包括

新普科技、惠州德赛、宁德新能源、欣旺达

等知名锂离子电池模组制造商，终端应用

覆盖苹果、惠普、戴尔、华为、微软、三星、

联想、华硕等主流消费电子品牌商。 在细

分市场方面，公司是苹果笔记本电脑数电

传控集成组件主要的供应商，热敏保护组

件产品占据市场较大份额，是细分市场的

有力竞争者之一。

黄军认为，基于良好的口碑及客户基

础，公司能够在终端品牌商进行产品设计

和研发的过程中参与零组件设计的论证

并进行生产工艺评估，直接参与到零组件

的方案设计中，帮助公司快速做好量产准

备，协同模具、自动化及各生产部门同步

完成模具开发、生产流程设计并形成自动

化方案，帮助公司抢占市场先机，提升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

在黄军看来， 公司在行业集中度提

高、 各级供应商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保持

和提升了市场份额， 对客户进行深度开

发，积极进行产业链延伸，对产品应用领

域进行横向和纵向扩展， 通过增强综合

技术实力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自

身优势。

掌握三大核心技术

在业务不断开拓和产业链持续延伸

的过程中，万祥科技始终以工艺技术为导

向，以提升产品质量为目的，精进自身的

工艺和设备，形成了完整的加工工艺。 此

外， 公司在不断完善自身工艺的同时，掌

握了较强的自主开发能力。公司能够依据

客户的图纸设计，快速完成模具的开发以

及生产工艺流程设计，进而保质、保量满

足客户的订单需求。 不仅如此，在新技术

开拓方面， 从精密零组件到完整新型产

品，公司丰富了自身产品线，增强了核心

竞争力。

黄军表示，根据核心技术的具体应

用范围和实现功能，公司核心技术包括

精密模具设计开发技术、精密零组件加

工制造技术和自动化流程开发技术三

大类。

据他介绍，在精密模具设计开发技术

方面，精密模具是精密零组件生产制造的

基础，公司在模具开发方面集合了大量模

具设计、加工、装配、调试等专业人才，积

累了丰富的设计开发经验。 黄军告诉记

者，公司充分围绕行业生产特点及需求提

升模具开发技术，模具零部件加工精度达

到±0.003mm， 快速冲压材料厚度达到

0.05mm，产品尺寸精度达到±0.015mm，

连续冲压模具与快速冲压模具冲压速度

达到200冲次/分钟，将模具技术的先进性

转化为生产效率，形成综合优势。

黄军进一步表示， 在热敏保护组件

以及数电传控集成组件加工制造业务的

早期阶段，公司充分发挥模具技术优势，

以此为基础进行精密冲压、高效焊接、精

密模切等主要生产工艺的拓展， 掌握了

精密零组件加工制造的完整工艺链条，

能够快速实现批量化稳定生产， 有效提

升生产效率。

为降低生产对人力的依赖度、优化生

产制程及生产模式，公司依托自动化部门

技术研发队伍自主开发核心软件和控制

技术，为公司各生产事业部提供自动化和

信息化成套解决方案，在生产过程中大力

导入自动化产线，不断提升自动化制造能

力， 形成了完全流水线作业生产模式，取

代了单工站分段作业的生产模式，在降低

成本的同时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及产品

品质。

实施产业链扩张策略

在行业持续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公

司意识到需要持续创新来支撑公司的长

足发展。 基于公司长期为锂电池模组提

供精密零组件的经历以及较好的业内口

碑， 公司于2018年组建微型锂离子电池

研发团队， 并于2018年6月成立常州微

宙， 以此作为公司微型锂离子电池业务

的实施平台。

据黄军介绍，公司全资子公司常州微

宙掌握了多项微型锂离子电池壳体结构、

电化学配方以及生产制造等方面的核心

技术。 现阶段，公司第一代微型锂离子电

池产品已经过全面测试，产品性能达到市

场主流水平。常州微宙现已具备批量生产

能力，且已与国内知名消费电子品牌商达

成实质合作。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常

州微宙已开始微型锂离子电池的量产及

产品交付。

根据IDC数据，受益于耳戴类设备销

量的快速拉升，2019年全球可穿戴设备

出货量达到3.37亿台， 较上年增长89%。

其中， 增长贡献最大的即是TWS耳机产

品，TWS耳机销量的激增也带来了微型

锂离子电池的巨大需求。

为加快整体项目的推进，做好下一阶

段规模量产准备，公司利用已投资建设的

厂房设施并增加投资购置相关生产设备

及配套软件系统，建设完善微型锂离子电

池及精密零部件生产项目。 黄军表示，未

来三年内，公司力争成为微型锂离子电池

行业的有力竞争者，进一步深度覆盖下游

中高端优质客户。

11月16日，苏州万祥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简称 “万祥科

技” ）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挂牌上市， 股票简称为

“万祥科技” ， 股票代码为

“301180” 。 11月4日，万祥科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上路演在中国证券报·中

证网举行，万祥科技董事长黄军

接受了中国证券报记者的专访。

黄军表示，公司在消费电子精密

零组件加工制造领域持续技术

创新，不断积累经验，逐步延伸

制造链条， 掌握了模具开发、冲

压、焊接、模切等各生产环节的

核心技术，并基于对整体工艺的

深刻理解自主进行生产流程自

动化开发。

公司供图

低碳发展加速提升电炉钢比例

铁矿石价格料下行

●本报记者 张军

在日前举行的“2021（第十届）中国钢铁原材料市场

高端论坛” 上，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总工程师、

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李新创表示，2020年中国废

钢资源总量约2.6亿吨， 预计2025年中国废钢资源产生量

将达到3.38亿吨。 钢铁行业低碳发展一定程度上会加快流

程结构调整，提升电炉钢比例。 预计到2025年，中国电炉

钢产量占粗钢总产量比例将提升至15%-20%， 废钢比将

达到30%。

对于铁矿石价格未来走势，多位专家认为，我国钢铁行

业低碳发展将使国内铁矿石供需格局发生变化， 有望降低

对进口铁矿石依赖。 2022年，铁矿石价格或现波动下行趋

势，并维持在合理区间。

废钢消费量增加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数据显示，2018年-2020年，国内

废钢年度新增量约2000万吨。 截至2020年底，国内废钢供

应量约2.6亿吨。 据中国工程院估算，2025年国内废钢资源

产出量将达到3.38亿吨。

年初，《再生钢铁原料》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废钢进口

量增速大幅提升。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我国累计进

口废钢48.99万吨， 同比增长17.1倍。 同期出口量为2690.5

吨，尽管较去年同期增长6.2倍，但仍处于较低水平。

能耗双控、 铁矿石价格攀升背景下， 废钢优势逐步显

现。废钢作为可无限循环使用的绿色载能资源，是目前唯一

可以逐步代替铁矿石的优质原料。 这意味着增加废钢供应

将是缓解铁矿石供应压力的重要途径。

废钢还兼具低碳优势。 李新创表示：“每使用1吨废钢，

可对应少使用1.7吨铁精矿粉， 从而少开采4.3吨铁矿石原

矿；且有利于降低焦化、烧结、炼铁等高能耗工序生产压力。

每使用1吨废钢， 可以节约0.4吨焦炭或1吨左右的原煤，比

使用铁水节能60%、节水40%。 ”

中国废钢铁应用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李树斌表示：

“用废钢炼1吨钢，可减少1.6吨碳排放、节约350公斤标准

煤， 同时减少86%的废气、76%的废水和92%的固体废物

排放。 ”

钢材需求旺盛，叠加双碳目标背景下，废钢消费量大幅

增长。李新创告诉记者，今年前9个月，国内废钢总消耗量约

2亿吨，同比增长31.2%。

电炉钢占比料提升

记者了解到，目前，钢铁行业已完成《钢铁行业碳达峰

实施方案》初稿，正在征求各方意见。

据悉， 当前全国共有237家企业约6.5亿吨粗钢产能已

完成或正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 占全国粗钢产能的61%左

右。 根据相关部署，到2025年底前，中国重点区域钢铁企业

超低排放改造基本完成，全国力争80%以上产能完成改造。

目前， 世界钢铁行业普遍采用的炼钢方式有转炉炼钢

和电炉炼钢。相比转炉炼钢，电炉炼钢具有工序短、投资省、

建设快、节能减排效果突出等优势，且各国普遍重视发展以

废钢为主原料的电炉短流程炼钢生产工艺。

“但由于历史和资源禀赋原因， 中国钢铁流程结构一

直以长流程为主导。 ” 李新创介绍，截至2020年底，中国电

炉钢产量占比仅10.4%，与世界平均水平30%左右、美国近

70%、中国以外其他地区50%左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据了解，国内废钢供应远未达到充沛低廉程度，加之电

价水平相对较高， 长期以来高炉-转炉长流程工艺成本优

势相对突出。在铁矿石价格高位情况下，电炉钢比转炉钢成

本高出200元/吨-500元/吨。

李新创预计，到2025年，中国电炉钢产量占粗钢总产

量比例有望提升至15%-20%，废钢比将达到30%。

铁矿石价格或波动下行

随着“双控” 政策的持续推进，国内粗钢产量已明显

下降。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我国粗钢产量

为7158万吨，同比下降23.3%；前10个月粗钢产量为87705

万吨，同比下降0.7%。

“钢铁控产量对抑制进口铁矿石价格过快上涨， 提升

企业经营效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

会长骆铁军在论坛上表示。

中钢协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1月12日，铁矿石价格报

89.18美元/吨。 5月，进口铁矿石价格曾上摸230美元/吨的

高位。

李新创表示， 前9个月， 我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为

75.7%，降至80%以内，铁矿石资源“外增内减” 的趋势逐步

扭转。

骆铁军指出，“十四五” 期间，国内成品矿可以从目前

的全国产量约2.7亿吨增加到3.7亿吨。“这样国内铁矿资源

保障程度就可以从15%升至21%。 ”

兴业证券指出，“双碳” 及环保等限产大背景下，粗钢

产量下降是大势所趋。 8月，国内粗钢产量同比下降13.2%，

若要完成全年粗钢产量不增加目标，9-12月粗钢产量同比

降幅仍需在12%以上。

多位与会专家认为， 我国钢铁行业低碳发展将使国

内铁矿供需格局发生变化，有望降低对进口铁矿石依赖。

2022年，铁矿石价格或现波动下行趋势，并维持在合理

区间。

万祥科技董事长黄军：

深化拓展现有核心工艺 布局微型锂离子电池领域

●本报记者 乔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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