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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晟有色子公司取得左坑稀土矿采矿证

●本报记者 于蒙蒙

广晟有色7月10日公告称， 公司

控股子公司新丰广晟稀土开发有限公

司（简称“新丰公司” ）近日完成左坑

稀土矿采矿权全部办证手续， 并于7

月8日取得国家自然资源部颁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广晟

有色表示， 该矿为国内最大单体南方

离子吸附型稀土矿山， 获得该采矿权

证，将使公司新增11.14万吨南方离子

型稀土储量资源， 为目前公司在采稀

土矿山合计资源储量的8倍， 极大增

厚了公司稀土资源储量。

极大增厚稀土资源储量

公告显示， 新丰县左坑稀土矿区

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新丰县遥田镇，矿

产类型属花岗岩风化壳离子吸附型矿

床。根据自然资源部出具的《关于〈广

东省新丰县左坑矿区稀土矿勘探报

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复函》，

新丰县左坑稀土矿区范围内 （探明+

控制+推断）查明的稀土矿资源量中，

矿石量17152万吨，全相（TREO）资

源量18.56万吨，离子相（SREO）资

源量11.14万吨。 其中，探明资源量矿

石量2894.4万吨，全相2.99万吨，离子

相 1.78万吨； 控制资源量矿石量

7483.8万吨，全相8.25万吨，离子相5

万吨；推断资源量矿石量6773.6万吨，

全相7.31万吨，离子相4.34万吨。

“继控股子公司平远县华企稀土

实业有限公司稀土矿山扩界整合成功

后， 新丰公司顺利取得左坑稀土矿采

矿许可证， 是公司实施稀土资源控制

战略的又一重大成果。 ” 广晟有色表

示，该采矿权证的成功办获，公司新增

11.14万吨南方离子型稀土储量资源，

为目前公司在采稀土矿山合计资源储

量的8倍， 极大增厚了公司稀土资源

储量， 将为公司稀土全产业链快速发

展提供充足、稳定的稀土资源保障。

广晟有色对于左坑稀土矿给予高

度评价， 称该矿为国内最大单体南方

离子吸附型稀土矿山，矿区面积大、资

源储量丰富、资源配分优良，经前期原

地浸出可选性试验， 矿区浸出液收集

率、原地浸取率、综合回收率高，矿石

具有良好的选矿性能， 后续开采经济

价值高， 该矿山的开发将对公司未来

经营业绩产生持续、积极影响。

竞争优势突出

资料显示， 广晟有色作为广东稀

土集团的唯一上市平台， 主要从事稀

土矿开采、冶炼分离、深加工以及有色

金属贸易业务， 生产产品包括稀土精

矿、混合稀土、稀土氧化物、稀土金属、

稀土永磁材料等。

广晟有色目前已形成了较为完整

的稀土产业链。 公司实际控制广东省

内仅有的2本在采稀土采矿证， 旗下

控制广东省内3家稀土矿山企业，4家

稀土分离厂及1家稀土金属加工厂，

控股2家并参股了2家稀土永磁材料

生产企业，具备15种稀土元素全分离

能力。公司稀土资源储量丰富，具备稀

土全元素分离能力， 在中重稀土领域

具有较为突出的竞争优势。

广晟有色表示，本次采矿证的成功

办获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对稀土资源的

控制力，提升公司的行业影响力及市场

竞争力，有利于实现公司可持续、高质

量发展，为将公司打造成为国内中重稀

土旗舰企业提供坚实基础。

上半年业绩亮眼

资源储备方面“如虎添翼” ，广晟

有色也交出喜人业绩。

广晟有色近期披露的半年报业绩

预告显示， 预计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

润1.6亿元-2.1亿元，同比增长91.27%

到151.04%。

对于业绩大幅预增， 广晟有色表

示，上半年公司大力推进营销改革，精

准研判市场，扩大产销规模，营业收入

及毛利有较大幅度提升。 公司参股企

业广东省大宝山矿业有限公司加大技

术改造，狠抓生产经营管理，持续实现

稳产高产， 主动抓住市场机遇销售产

品，盈利大幅增加，公司按权益法核算

的投资收益金额增加。

根据公司往年业务数据， 公司产

销量较大的业务有氧化镨、氧化镧、氧化

钇、镨钕金属、氧化镝、氧化铈和氧化铽。

广晟有色业绩亮眼背后，公司背靠

的稀土赛道已今非昔比。 从2020年4月

开始，新一轮稀土涨价启动，主要驱动

力来自下游需求。下游新能源汽车行业

景气度高，快速拉动稀土材料，特别是

高性能钕铁硼需求持续向好。业内人士

表示，未来国内、海外新能源汽车将拉

动高性能钕铁硼需求增量，稀土行业下

游需求有望维持长期高增长态势。

台积电6月营业收入环比下降5.3%

●本报记者 吴科任

日前，台积电、联华电子、日月光

控股等晶圆代工或半导体封测大厂发

布6月份经营简报， 部分企业单月营

收出现环比下滑。

台积电二季度营业收入超过指

引，且连续9个季度实现收入增长。 然

而，作为产业景气度风向标，台积电6

月营业收入环比下滑，同时消费电子

类芯片已进入去库存阶段，意味着晶

圆代工市场不再晴空万里。机构预计，

下半年晶圆厂的产能利用率或下滑。

台积电二季度收入超指引

6月， 全球第一大晶圆代工企业

台积电实现营业收入1759亿元新台

币（约合人民币396亿元），同比增长

18.5%，环比下降5.3%。 1-6月，台积

电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0252亿元新台

币（约合人民币2310亿元），同比增

长39.6%。

台积电二季度营收表现超过指

引。折合美元计算，台积电二季度营收

为185.46亿美元， 而指引为176亿

-182亿美元。至于业绩指引中的毛利

率 （56%-58%） 和净利率（45%

-47%）达成情况，有待二季报揭晓。

全球第二大晶圆代工企业联华电

子6月实现营业收入248亿元新台币

（约合人民币56亿元）， 同比增长

43.2%，环比增长1.61%。 1-6月，联华

电子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355亿元新

台币（约合人民币305亿元），同比增

长39.6%。

其他排名前十的晶圆代工企业方

面， 力积电6月实现营业收入71亿元

新台币， 同比增长36.5%， 环比下降

4.01%；世界先进6月实现营业收入55

亿元新台币，同比增长53.7%，环比增

长3.29%。

按照芯片生产流程，晶圆厂制作

好的芯片还需封装与测试，因此晶圆

生产行业的高景气也提振封测行业的

业绩。 全球第一大封测企业日月光控

股6月实现营业收入580亿元新台币

（约合人民币131亿元）， 同比增长

33.9%，环比增长7.8%。 其中，封测及

材料业务贡献的营收为329亿元新台

币（约合人民币74亿元），同比增长

22%，环比增长3.7%。

二季度，日月光控股封测及材料

业务的营收为950亿元新台币 （约合

人民币214亿元）， 同比增长20.3%，

环比增长13.1%。

其他封测企业方面， 京元电子6

月营收为32亿元新台币， 同比增长

63.34%，环比下降2.51%；南茂6月营

收为21亿元新台币，同比下降10.6%，

环比下降11.9%；硕邦6月营收为21亿

元新台币，同比下降9.92%，环比下降

6.05%。

下半年产能利用率或下滑

受消费电子市场持续疲弱影响，

部分消费电子类芯片进入去库存阶

段，搅动晶圆代工及封测市场。

据集邦咨询近日调查， 近期

PMIC （电源管理）、CIS （图像传感

器）及部分MCU（微控制器）、SoC

（系统级芯片）出现订单修正（以消

费型应用为主）， 晶圆代工厂产能利

用率出现滑落。 预计下半年整体八英

寸晶圆的产能利用率为90%-95%，

其中部分以制造消费型应用占比较高

的晶圆厂可能面临90%的产能利用率

保卫战。

集邦咨询表示， 因智能手机市场

疲弱， 预计下半年7nm及6nm工艺制

程的晶圆产能利用率将因应产品组合

的转换略微下滑至95%-99%，而5nm

及4nm工艺制程的晶圆产能利用率将

维持接近满载水平。

部分晶圆厂提前应对。 中芯国际

近日表示，过去几个季度以来，行业从

全面紧缺转向结构性紧缺， 而对供应

链区域化分割的担忧推动产业转移，

为集成电路行业带来了在地化生产的

需求。 公司从去年底开始已经及时将

产能分配做了调整， 把产能转换去做

需求旺盛的领域，去做增量市场。目前

公司生产运营正常，业务有序开展，同

时也会持续紧密跟踪市场动态。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快速发展的背

景下， 晶圆代工厂竞相布局汽车电子

市场。华虹半导体近日公告称，为进一

步满足汽车市场需求， 拟联合相关方

将子公司华虹无锡的注册资本由18

亿美元增至25.37亿美元，以确保其有

足够的营运资金来扩大晶圆产能。

稀土永磁产业链企业掀起投资热潮

近期， 国内外稀土永磁

产业链企业正掀起新一轮的

投资热潮。 业内人士表示，随

着新能源汽车、 工业电机、风

力发电等下游需求高速增长，

稀土永磁材料特别是高性能

稀土永磁材料的需求将大幅

提升。 未来， 稀土行业将在

“双碳”目标要求下，进入高

质量发展阶段， 掌握核心技

术并能提供优质产品的企业

有望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本报记者 张军

投资加码

7月6日，金力永磁公告称，就收购

信阳圆创46%股权和收购苏州圆格

51%股权，公司分别与相关交易对方签

署了《收购意向协议》。金力永磁表示，

本次收购有助于提升公司3C磁材研发

生产能力， 延伸公司在3C磁组件领域

的产品布局。 通过对产业链的垂直整

合，公司已构建稀土回收、高性能磁性

材料、磁组件制造的完整绿色产业链，

能够为国际、 国内3C龙头客户提供更

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7月5日，金力永磁还公告称，公司

与银海新材有关股东签署 《收购意向

协议》，拟收购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银

海新材51%股权。银海新材已建成稀土

产品废弃物综合利用年产5000吨多种

单一稀土化合物产品的生产能力。 业

内人士表示，如果金力永磁完成收购银

海新材51%股权，就将构建稀土磁材绿

色一体化循环产业链布局，有效提升金

力永磁原料自给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

安泰科资深专家陈淑芳表示：“预

计到2030年，欧盟20%-30%的稀土磁

体需求将来自废旧钕铁硼回收。 ”

更多的企业加入到稀土永磁产业

链投资扩产中。 如，盛和资源和巨星集

团等企业日前成立巨星新材料有限公

司，经营范围包含磁性材料生产、稀土

功能材料销售等。

全球稀土永磁产业链企业也掀起

新一轮的投资热潮。 根据安泰科的统

计 ，MP� Materials 公 司 Mountain�

Pass矿山轻稀土冶炼分离项目计划于

2022年底投产； 在得克萨斯州建设的

磁材厂将于2024年投产， 产能为1000

吨/年。 Pensana公司Longonjo矿山萨

尔坦德稀土分离厂将于2023年底开始

运营，计划年产1.25万吨REO；LCM磁

材厂计划于2024年建成。

“目前来看， 海外在建项目有望在

2025年左右建成。 ”陈淑芳对记者表示。

国内头部企业也在加速产能扩张。

根据安泰科的统计，2022年国内9家头

部企业磁材产能将达13.8万吨/年，预

计到2025年产能将达到23万吨/年，金

力永磁产能将达到4万吨/年。

看好需求增量

盛和资源表示，稀土是一个成长性的

行业，具有高门槛、高成长的特征，未来增

长空间很大，尤其是在磁性材料方面。

数据显示，稀土永磁材料在全球稀

土消费量中占比近40%。

海通国际表示，在“碳中和” 背景

下，风力发电更具有潜能，按1MW直

驱永磁电机需600kg钕铁硼测算，预计

到2025年全球风电领域新增装机量为

160GW，将带动钕铁硼需求约6万吨。

中信证券表示， 预计到2030年国

内、海外新能源汽车行业将分别拉动6

万吨、7.8万吨的高性能钕铁硼需求增

量，2030年全球高性能钕铁硼需求量

或达到36万吨以上。

弗若斯特沙利文预测，2025年我国

及全球的稀土永磁材料产量将分别达

到28.4万吨和31万吨，未来全球高性能

钕铁硼供给增量或主要集中在中国。

有产业链人士表示，随着新能源汽

车、工业电机、风力发电等下游需求高

速增长，稀土价格将稳中有进，产业结

构有望持续优化，稀土永磁行业集中度

或进一步提升。

拓展下游应用领域

数据显示，我国是全球最大磁材生

产国与出口国，2020年我国磁材产量为

18.7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约90%。

但目前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在我

国稀土永磁材料总产量中的占比低于

50%。 中科三环表示，我国稀土永磁产

品目前仍面临高档机器人、第五代移动

通信技术、光刻机等新兴产业对高端永

磁体需求的挑战。

因此， 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是国

内企业需要发力的方向。“目前行业内

的扩产计划从侧面反映了高性能稀土永

磁材料下游需求的增长前景。 ”金力永

磁日前在接受机构投资者调研时表示。

据了解，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是

指其内禀矫顽力（单位Koe）与磁能积

（单位MGOe） 之和大于60的永磁材

料。 机构预测，我国高性能钕铁硼永磁

材料消耗量将以约16.6%的复合年增

长率增长，2025年达到87100吨。

中科三环表示，将针对未来稀土永

磁行业重大科技问题及低碳经济产业

重大需求进行攻关，继续围绕新能源汽

车、高端电子消费市场、先进轨道交通

装备、节能家电、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

人等关键应用领域，不断研究具有核心

自主知识产权的稀土永磁新材料、新工

艺、新产品和新装备，开发适用于低碳

经济、高新技术、国家安全等领域的高

性能磁性材料。

“未来稀土行业将在‘双碳’ 的要

求下，以科技创新为依托，不断拓展下游

应用领域，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掌握核

心技术并能提供优质产品的企业有望获

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陈淑芳表示。

视觉中国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