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力电池供不应求

“今年以来，动力电池价格上涨15%-20%。有

些大厂的电池订单得靠抢。 ” 某知名电动车市场部

负责人透露。 目前，电池厂商的产线多处于满产满

销状态，刚生产下线的电池很快就被拉走售罄。

新能源汽车及储能产业快速发展， 带动动力

电池需求提升。 高工锂电（GGII）预计，到2025年

全球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将达到25%以上，全球动力

电池出货量将达到1550GWh；同时，储能市场拐

点加速到来， 预计2025年全球储能电池出货量将

达到416GWh。

传统车企电动化转型加快， 造车新势力日益

壮大。 日前，威马汽车、合众汽车、零跑汽车、高合

汽车先后递交赴港上市材料。

大众汽车预计， 到2030年公司全球售出的汽

车中有二分之一将是纯电动汽车， 销量至少将达

到500万辆；在中国市场，大众汽车计划到2025年

交付约150万辆新能源汽车。 宝马集团透露，2022

年其量产及试生产纯电动车型将达15款； 基于全

新构架的“新世代” 车型将在2024年试生产，并于

2025年亮相；到2025年年底，宝马集团计划在全球

交付200万辆纯电动车。

“国内优质电池产能有限，部分高端车型电池

属于定制化生产，部分车企为了如期交付车辆，只

能加价保障电池供给。 ” 有车企负责人表示。 特斯

拉CEO埃隆·马斯克预计， 电池将在2-3年内成为

行业发展“限制因素” 。

“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速度远超行业预期，比

亚迪、宁德时代等一线电池厂商的产品非常抢手。

尽管电池厂加紧建设工厂扩产能， 但新建产能释

放尚需时间。 预计2023年以后国内电池产能将陆

续释放，届时供给紧张状况将得到缓解。 ” 某新能

源行业分析师表示。

电池厂商夹在中间

对于动力电池企业而言，飙涨的原料价格是其

需要面对的挑战。百川盈孚数据显示，3月23日国内

电池级碳酸锂报价为51.75万元/吨；国内工业级碳

酸锂报价为49.75万元/吨，同比涨幅均超480%。

近期，宁德时代多次上调动力电池价格。 宁德

时代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游原材料价格大幅上

涨，公司相应动态调整了部分电池产品价格。 ” 比

亚迪早在2021年10月底就发布提价函，CO8M等

电池产品价格上涨不低于20%。

“电池厂商夹在中间。 尽管原料成本大幅上

涨，但电池产品提价幅度过大，又担心丢了市场。 ”

广东某二线电池厂商负责人刘先生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 头部电池厂对于上游资源的议价能力相

对更强，拥有的资源储备较多。 二、三线电池厂由

于资金有限，不敢大量囤货，只能接受高昂的现价

原料，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

电池成本上涨最终还是要向车企传导， 并引

发近期车企纷纷涨价。 据不完全统计，春节过后，

超过20家车企宣布因电池等原料价格上涨而提

价。 其中，特斯拉3次提价，多款车型上涨1万-2万

元不等；比亚迪今年以来第二次涨价，上调幅度为

3000元-6000元不等；小鹏汽车、理想汽车等新势

力的产品价格上涨超过1万元。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表示，本轮

原材料价格超常规上涨，背离了正常供需关系。 上

游企业定价应回归理性，车企也要稳住阵脚。

车企向上游拓展

为保障电池供应链稳定，车企纷纷向上游布局。

比亚迪旗下拥有动力电池、半导体、整车研发

生产全产业链，布局上游走在行业前列。 盛新锂能

3月22日公告称， 拟通过定向发行股票的方式，引

入比亚迪作为战略投资者， 计划募资不超过30亿

元，双方将在锂产品领域开展长期合作。

原材料购销合作方面，比亚迪计划向盛新锂能

购买碳酸锂、氢氧化锂、金属锂等产品，月度需求数

量按实际需求进行调整； 原材料加工合作方面，比

亚迪需委托第三方加工的锂矿资源，在同等条件下

优先委托盛新锂能进行加工。 盛新锂能承诺，同等

条件下优先保障比亚迪的锂盐加工产能； 同时，双

方在上游矿产资源方面开展合作，共同寻找优质矿

产资源， 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业务与技术的深入合

作，保障供应稳定性以及成本优势。

大众汽车3月21日宣布，与华友钴业、青山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 大众汽车与华友钴业、

青山控股组建合资公司，共同投资在印度尼西亚布

局镍钴资源开发业务，打造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新能

源动力电池镍钴原料制造体系，建设先进的动力电

池原料制造基地。 据了解，该合资公司规划建设年

产约12万吨镍金属量和约1.5万吨钴金属量的产

能，可满足约160GWh电池所需的镍钴原料供应。

同时， 大众汽车与华友钴业组建下游合资公

司，主要从事镍钴硫酸盐精炼、三元前驱体以及三

元正极材料生产制造等业务，加强前驱体、正极材

料等全产业链的技术创新协同，共同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新能源锂电材料一体化制造平台。

大众汽车表示，此次合作将有助于实现大众汽

车集团电池成本降低30%-50%的长期目标，同时

通过技术协同不断提升动力电池能量密度等关键

性能。

针对原材料成本上涨，陈士华建议，加强新能

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供需对接。政府主管部门及相

关行业协会积极组织、引导上下游企业开展行业自

律工作，倡导行业与行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形

成长期、稳定的战略协作关系，避免原材料价格短

期波动过大影响经营计划。 同时，加快上游在建项

目产出，统筹构建储备体系；加快构建回收利用体

系，强化动力电池溯源管理，规范电池回收渠道，加

快梯次利用、回收利用各环节标准体系建设。

近期，动力电池原材料紧缺、价格高位运行，倒逼车企上调产品

终端售价。为保障动力电池稳定供应，车企纷纷涉足上游产业链，强

化合作以控制成本。

●本报记者 金一丹

小米智能电动汽车业务进展超预期

●本报记者 杨洁

3月22日小米集团总裁王翔介

绍， 公司智能电动汽车业务进展超预

期。截至目前，汽车业务研发团队规模

超过1000人，未来公司将继续在自动

驾驶、智能座舱等核心领域加大研发，

预计2024年上半年将正式量产。

预计2024年上半年量产

自2021年3月宣布造车以来，小

米集团智能电动车业务已筹备约一年

时间。

按照计划， 小米汽车首期投资

100亿元人民币， 预计未来10年投资

额将达100亿美元，小米集团创始人、

董事长兼CEO雷军将兼任智能电动

汽车业务首席执行官。雷军表示，这是

其人生最后一次重大创业项目，“愿

意押上我人生所有积累的战绩和声

誉，为小米汽车而战。 ”

过去一年， 小米汽车相继完成公

司注册、人员招聘并确定了工厂选址。

2021年9月， 小米汽车宣布完成工商

注册， 小米汽车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

100亿元人民币， 雷军出任法定代表

人。注册地址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团队组建方面，雷军、王翔等人将

以集团高管身份参与造车业务， 原大

家电部总经理李肖爽出任汽车部副总

裁， 负责产品管理、 供应链及市场工

作。 2022年1月，小米从外部引进了一

位副总裁， 曾在北汽集团主导极狐汽

车成立的于立国被任命为小米汽车部

副总裁， 负责统筹小米汽车综合管理

及北京总部组织和人才建设等工作。

2021年11月，小米汽车正式落户

北京经开区，其汽车总部基地、销售总

部、研发总部都将落地于此，并将分两

期建设年产能为30万辆的整车工厂，

一期和二期产能均为15万辆， 预计

2024年首车将在北京经开区下线并

实现量产。

在2021年三季报中， 小米介绍，

汽车业务团队成员已超过500人，预

计2024年上半年量产。在2021年年报

中，小米则表示，汽车业务团队已经超

过1000人。

投资产业链公司

王翔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2022

年公司研发投入规模将显著增长，研

发投入的重点包括影像技术、 快充技

术以及智能汽车等。 2021年小米集团

研发支出达到131.67亿元， 同比增长

42.3%。 小米表示， 将坚持以技术为

本， 预计未来五年研发投入将超过

1000亿元。

小米手机部总裁曾学忠表示，小米

手机部与汽车团队会进行每月一次的

多维度技术交流， 涉及电池、 影像、软

件、供应链等方面。 2022年手机部将向

汽车团队输入一部分软件技术人才。

除了自研， 小米还通过投资汽车产

业链进行相关部署。 2021年8月，小米宣

布与自动驾驶公司DeepMotion� Tech�

Limited（深动科技）相关方签署股份购

买协议，总对价约7737万美元。

王翔表示， 自动驾驶是智能电动

车的重要技术， 而深动科技在自动驾

驶领域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 技术积

累和落地经验。 小米看好深动科技团

队的研发能力， 希望通过收购加速小

米在自动驾驶技术上的研发。

根据公开资料，截至2021年10月，

小米产业投资基金投资102家企业中，

有40多家企业与汽车相关。此外，小米

集团和顺为资本对上下游企业进行布

局，主要涉及动力电池、传感器、芯片、

汽车电子零部件和自动驾驶等领域，

且不少被投企业是细分领域头部“玩

家” 。 仅在动力电池领域，小米方面就

投资了中航锂电、 蜂巢能源、 珠海冠

宇、赣锋锂电和卫蓝新能源等公司。

销售渠道方面，小米集团副总裁、

中国区总裁、Redmi品牌总负责人卢

伟冰曾透露， 小米之家未来会开更多

大店，会考虑汽车品类的展示问题。

公司纵横·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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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冻结及轮候冻结生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股份解除冻结及轮候冻结生效系已于2019年4月17日披露的股份冻结情况次序发生变化

所致，并非股东新增股份冻结所致；目前，公司的日常运行和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未受到相关冻结事

项的影响，不存在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东股份解除冻结及轮候冻结生效基本情况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

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贤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贤丰集团” ）的一致行动人广东贤丰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贤丰” ）所持公司股份存在解除冻结及轮候冻结生效情况，具体事项如下：

1．股东股份本次解除冻结基本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冻结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执行机关

广东

贤丰

是 9,000,000 3.05% 0.79% 2019-3-20 2022-3-21

广东省深圳

市中级人民

法院

2．股东股份本次轮候冻结生效基本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冻结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冻结日期 解冻期限

执行机

关

原因

广东

贤丰

是 9,000,000 3.05% 0.79% 2022-3-21 2025-3-20

江苏省

高级人

民法院

轮候冻

结生效

3.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贤丰集团 159,152,000 14.03% 159,152,000 100% 14.03%

广东贤丰 295,358,647 26.03% 295,358,647 100% 26.03%

合计 454,510,647 40.06% 454,510,647 40.06%

贤丰集团及广东贤丰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冻结的数量、 占贤丰集团及广东贤丰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数量的比例较公司于2019年4月1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股份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

中的数量情况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股东股份解除冻结及轮候冻结生效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公司函询后，根据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对本次解冻及轮候冻结生效事

项的回函， 贤丰集团、 广东贤丰及实际控制人尚未收到与本次股份解冻及轮候冻结生效相关的法律文

书、通知文件；经自查，本次解冻及轮候冻结生效系已于2019年4月17日披露的股份冻结情况次序发生变

化所致，并非股东新增股份冻结所致；目前的冻结情况不会影响其对公司的控制权。

2.�目前，公司的日常运行和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未受到相关冻结事项的影响，不存在控股股东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冻结的进展情况，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公司将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

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相关查询数据；

2.本次解除冻结及轮候冻结生效事项的往来函件；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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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的股东银晟资

本（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晟资本）持有公司股份16,095,925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16%；股东供销集团北京鑫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10,730,

6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7%。 该部分股份均为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取得的股份，已于2020年4

月21日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1年8月31日，公司披露了《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66）， 银晟资本和鑫诚投资拟在该减持计划披露的减持期间内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分

别减持其所持有公司股份 16,095,925股、10,730,616股。

截止2022年3月23日，上述减持计划实施减持时间届满。

2022年3月23日，公司收到《银晟资本（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满

实施情况的告知函》、《供销集团北京鑫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满实施情况的告

知函》，银晟资本、鑫诚投资于2021年12月22日至23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分别减持所持公司股份8,

539,600股、4,460,400股，未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银晟资本 5%以下股东 16,095,925 1.16% 非公开发行取得：16,095,925股

鑫诚投资 5%以下股东 10,730,616 0.77% 非公开发行取得：10,730,616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 一 组

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358,891,083 25.84%

本公司控股股东， 以下简称

中再生

中再资源再生开发有限公司 104,667,052 7.54% 中再生的全资子公司

黑龙江省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99,355,457 7.15% 中再生的控股子公司

广东华清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62,549,685 4.50% 中再生的全资子公司

中再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3,394,635 3.85% 中再生的全资子公司

银晟资本 16,095,925 1.16%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供销

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供

销集团） 全资子公司供销集

团慧农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慧农资本） 的全

资子公司

鑫诚投资 10,730,616 0.77%

供销集团和慧农资本共同出

资、慧农资本控股的子公司

合计 705,684,453 50.81%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银 晟 资

本

8,539,600 0.61%

2021/12/22

～

2021/12/23

集中竞

价交易

6.63 －

7.11

59,423,

852

未 完 成 ：

7,556,

325股

7,556,

325

0.54%

鑫 诚 投

资

4,460,400 0.32%

2021/12/22

～

2021/12/23

集中竞

价交易

6.63 －

7.11

31,418,

877

未 完 成 ：

6,270,

216股

6,270,

216

0.45%

注：银晟资本减持数量占其持股数量的53.05%，鑫诚投资减持数量占其持股数量的41.57%。

银晟资本减持前的持股比例和减持比例、当前持股比例的合计差异系四舍五入的结果。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002617� � � � � �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2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 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

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

（1）时间

①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3月23日（星期三）下午14:30

②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3月2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3月23日上午9：15-9：25，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3月23日上午 9:15—2022年

3月23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展诚大道8号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吴少英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4人（代表股东45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3,931,64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603,671,326股的8.3516%，其中：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2人（代表股东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29,417,91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603,671,326股的8.0701%；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2

人，代表股份4,513,73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603,671,326股的0.2815%。

3、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吴少英女士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

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经与会股东逐项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3,630,6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7752%；

反对300,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7%；弃权1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349,4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93.5275%；反对30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704%；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08� � � � �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2022033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大族激光” ）近日接到公司股东大族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大族控股” )和高云峰先生的告知函，获悉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了

质押登记，具体情况如下：

一、 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 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大族控股 是 4,000,000 2.47% 0.38% 否 否 2022年3月22日

2022年10月22

日

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生产

经营

大族控股 是 9,000,000 5.56% 0.86% 否 否 2022年3月22日

2023年3月20

日

广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生产

经营

大族控股 是 2,000,000 1.24% 0.19% 否 是 2022年3月22日

2023年1月31

日

恒丰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补充

质押

高云峰 是

22,300,

000

23.15% 2.12% 否 否 2022年3月22日

2025年3月23

日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生产

经营

合计

37,300,

000

3.55%

上述质押股份不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高云峰 96,319,535 9.03% 60,400,000 82,700,000 85.86% 7.86% 0 0% 0 0%

大族控股 161,773,306 15.16% 93,578,740 108,578,740 67.12% 10.32% 0 0% 0 0%

合计 258,092,841 24.19% 153,978,740 191,278,740 74.11% 18.19% — — — —

注：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用于股东生产经营及补充质押，不用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大族控股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5768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35.65%，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5.48%；高云峰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2938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30.50%，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2.79%；对应融资余额人民币225,890万元。

大族控股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0,857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67.11%，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10.32%； 高云峰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6040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2.7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74%；对应融资余额人民币402,545万元。

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项目销售回款，物业租赁收入以及融资，具有充足的资金偿付能力。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均不产生影响。

二、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未发生股份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况。 公司控

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回执；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4日

吉利汽车2021年总营收1016亿元

● 本报记者 金一丹

3月23日， 吉利汽车披露财报，

2021年公司总营收为1016亿元，同比

增长10.3%； 扣除股份支付的股东应

占溢利为60.6亿元，同比增长9.4%。

吉利控股集团CEO李东辉指出，

技术授权成为吉利汽车新的利润增

长点。 数据显示，2021年吉利汽车技

术授权和研发服务收入为45亿元，同

比增长245%。 其中，技术授权收入为

12.75亿元，同比增长125%。

面对疫情、芯片短缺、动力电池

原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挑战，吉利汽车

集团董事长、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极氪智能科技CEO安聪慧

表示，极氪2025年实现65万辆销量的

决心坚定不移，有信心在高端电动汽

车市场占有率居全球前三。

未来三年，极氪将推出6款车型。

2022年， 极氪OTA将进行5次大版本

更新。 吉利汽车集团CEO淦家阅表

示，公司将积极应对供应链带来的不

确定性因素，继续加强部署自研芯片

路线，通过多种技术路线方案，多方

位解决芯片短缺问题。

电池订单靠抢 车企争相涉足上游保供

新华社图片

视觉中国图片

电池订单靠抢 车企争相涉足上游保供

本报记者 金一丹

近期，动力电池原材料紧缺、价格高位运行，倒逼车企上调产品终端售价。 为保障动力电池稳定供应，车企纷纷涉足上游产业链，强化合作以控制成本。

动力电池供不应求

“今年以来，动力电池价格上涨15%-20%。 有些大厂的电池订单得靠抢。 ”某知名电动车市场部负责人透露。 目前，电池厂商的产线多处于满产满销状态，刚生产下线的电池很快就被拉走售罄。

新能源汽车及储能产业快速发展，带动动力电池需求提升。 高工锂电（GGII）预计，到2025年全球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将达到25%以上，全球动力电池出货量将达到1550GWh；同时，储能市场拐点加速到来，预计2025年全球储能电池出货量将达到416GWh。

传统车企电动化转型加快，造车新势力日益壮大。 日前，威马汽车、合众汽车、零跑汽车、高合汽车先后递交赴港上市材料。

大众汽车预计，到2030年公司全球售出的汽车中有二分之一将是纯电动汽车，销量至少将达到500万辆；在中国市场，大众汽车计划到2025年交付约150万辆新能源汽车。 宝马集团透露，2022年其量产及试生产纯电动车型将达15款；基于全新构架的“新世代”车型将在2024年试生产，并于2025年亮相；到2025年年底，宝马集团计划在全球交付200万辆纯电动车。

“国内优质电池产能有限，部分高端车型电池属于定制化生产，部分车企为了如期交付车辆，只能加价保障电池供给。 ”有车企负责人表示。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预计，电池将在2-3年内成为行业发展“限制因素”。

“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速度远超行业预期，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一线电池厂商的产品非常抢手。 尽管电池厂加紧建设工厂扩产能，但新建产能释放尚需时间。 预计2023年以后国内电池产能将陆续释放，届时供给紧张状况将得到缓解。 ”某新能源行业分析师表示。

电池厂商夹在中间

对于动力电池企业而言，飙涨的原料价格是其需要面对的挑战。 百川盈孚数据显示，3月23日国内电池级碳酸锂报价为51.75万元/吨；国内工业级碳酸锂报价为49.75万元 /吨，同比涨幅均超480%。

近期，宁德时代多次上调动力电池价格。 宁德时代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游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公司相应动态调整了部分电池产品价格。 ”比亚迪早在2021年10月底就发布提价函，CO8M等电池产品价格上涨不低于20%。

“电池厂商夹在中间。 尽管原料成本大幅上涨，但电池产品提价幅度过大，又担心丢了市场。 ”广东某二线电池厂商负责人刘先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头部电池厂对于上游资源的议价能力相对更强，拥有的资源储备较多。 二、三线电池厂由于资金有限，不敢大量囤货，只能接受高昂的现价原料，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

电池成本上涨最终还是要向车企传导，并引发近期车企纷纷涨价。 据不完全统计，春节过后，超过20家车企宣布因电池等原料价格上涨而提价。 其中，特斯拉3次提价，多款车型上涨1万-2万元不等；比亚迪今年以来第二次涨价，上调幅度为3000元-6000元不等；小鹏汽车、理想汽车等新势力的产品价格上涨超过1万元。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表示，本轮原材料价格超常规上涨，背离了正常供需关系。 上游企业定价应回归理性，车企也要稳住阵脚。

车企向上游拓展

为保障电池供应链稳定，车企纷纷向上游布局。

比亚迪旗下拥有动力电池、半导体、整车研发生产全产业链，布局上游走在行业前列。 盛新锂能3月22日公告称，拟通过定向发行股票的方式，引入比亚迪作为战略投资者，计划募资不超过30亿元，双方将在锂产品领域开展长期合作。

原材料购销合作方面，比亚迪计划向盛新锂能购买碳酸锂、氢氧化锂、金属锂等产品，月度需求数量按实际需求进行调整；原材料加工合作方面，比亚迪需委托第三方加工的锂矿资源，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委托盛新锂能进行加工。 盛新锂能承诺，同等条件下优先保障比亚迪的锂盐加工产能；同时，双方在上游矿产资源方面开展合作，共同寻找优质矿产资源，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业务与技术的深入合作，保障供应稳定性以及成本优势。

大众汽车3月21日宣布，与华友钴业、青山集团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大众汽车与华友钴业、青山控股组建合资公司，共同投资在印度尼西亚布局镍钴资源开发业务，打造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新能源动力电池镍钴原料制造体系，建设先进的动力电池原料制造基地。 据了解，该合资公司规划建设年产约12万吨镍金属量和约1.5万吨钴金属量的产能，可满足约160GWh电池所需的镍钴原料供应。

同时，大众汽车与华友钴业组建下游合资公司，主要从事镍钴硫酸盐精炼、三元前驱体以及三元正极材料生产制造等业务，加强前驱体、正极材料等全产业链的技术创新协同，共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锂电材料一体化制造平台。

大众汽车表示，此次合作将有助于实现大众汽车集团电池成本降低30%-50%的长期目标，同时通过技术协同不断提升动力电池能量密度等关键性能。

针对原材料成本上涨，陈士华建议，加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供需对接。 政府主管部门及相关行业协会积极组织、引导上下游企业开展行业自律工作，倡导行业与行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长期、稳定的战略协作关系，避免原材料价格短期波动过大影响经营计划。 同时，加快上游在建项目产出，统筹构建储备体系；加快构建回收利用体系，强化动力电池溯源管理，规范电池回收渠道，加快梯次利用、回收利用各环节标准体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