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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银行 65.85 31.52 172.95 16.26

无锡银行 10.2 30.27 23.36 6.72

张家港行 7.61 27.68 23.54 5.80

苏农银行 8.47 21.87 20.88 6.53

南京银行 101.5 20.06 235.32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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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赛道添新军 钒电池概念站上风口

●本报记者 李莉

7月以来，钒电池概念股受到资金

热捧，多次领涨A股市场。 业内人士认

为，钒电池概念股上涨主要受益于政策

对于储能安全性要求提升，钒电池在储

能领域的应用将迎来第一阶段爆发期。

安全性更高

近一周A股市场震荡调整， 钒电

池概念股逆市上涨。Wind数据显示，7

月12日，钒电池指数上涨2.85%，板块

内攀钢钒钛、 河钢股份、 明星电力涨

停。 7月以来，14只钒电池概念股全部

上涨，其中攀钢钒钛累计涨幅超71%，

河钢股份、明星电力累计涨幅超30%，

另有9只股票涨幅超10%。

资料显示， 钒电池全称为全钒氧

化还原液流电池， 是一种活性物质呈

循环流动液态的氧化还原电池。据悉，

作为国家能源局批准建设的首个国家

级大型化学储能示范项目， 目前大连

液流电池储能调峰电站正在进行最后

的电池单体调试和系统调试阶段，即

将在今年8月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国家能源局日前对《防止电力生产

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开展了修订

工作，形成了《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

十五项重点要求（2022年版）（征求意

见稿）》， 强调中大型电化学储能电站

不得选用三元锂电池、钠硫电池。 东吴

证券认为，政策对储能安全性要求进一

步调高，或使以钒电池为主的液流电池

成为大中型储能的重要方式，钒电池需

求有望加速增长。

虽然目前市场上锂电池仍然占主

导地位， 但是锂电池的安全问题日益

凸显。 据光大证券统计，2011年至

2022年4月， 全球34起储能电站爆炸

事件中锂电池占32起。相较于锂电池，

钒电池则更加安全。 浙商证券电新行

业分析师邓伟表示：“钒电池无爆炸、

火灾隐患。 钒电池的活性物质以液态

形式贮存在电堆外部的储液罐中，流

动的活性物质使浓差极化可减至最

小，即使正负电解液混合，也无危险。

此外， 其所有的部件基本上都浸泡在

溶液当中，散热得到了溶液的支持。同

时由于开放的体系， 不会存在类似锂

电池热失控的问题。 ”

未来市场空间大

钒电池市场空间巨大， 研究机构

EVTank近日发布的 《中国钒电池行

业发展白皮书（2022年）》显示，2022

年国内大量的钒电池储能项目开工建

设， 预计全年新增装机量将达到

0.6GW，2025年钒电池新增规模将达

到 2.3GW，2030年新增规模将达到

4.5GW， 届时钒电池储能项目累计装

机量将达到24GW。

业内人士表示， 钒电池在储能领

域的应用将迎来第一阶段爆发期。 受

益于资源、安全性、环保性和政策等多

方面优势， 随着大型钒电池项目逐步

落地， 全钒液流电池的装机规模将实

现跨越式增长。

行业向好， 钒电池产业链企业也

将迎来新的机遇。国泰君安证券认为，

全钒液流电池产业处于导入期向成长

期过渡的阶段：一方面，电池端技术壁

垒较高， 具有技术积累和资本优势的

行业龙头将保持长期竞争力； 另一方

面， 原材料质量和价格是制约全钒液

流电池产能的核心因素， 具有规模优

势和研发能力的行业龙头将受益。

不过， 尽管钒电池产业的长期发

展前景较好， 但产业存在亟需突破的

瓶颈。光大证券指出，钒电池缺点包括

初装成本高、能量密度低、能量转换效

率低于锂电池等。同时，短期市场炒作

风险也较为突出。

净利润快速增长

Wind数据显示， 在A股42家上

市银行中，张家港行将率先披露半年

报，预期披露日为8月10日。 南京银

行、平安银行、苏农银行、沪农商行、

招商银行、 杭州银行等将陆续跟进。

42家上市银行半年报披露时间主要

集中在8月中下旬。

不过，银行业半年报的“预热”

已经开始。 截至目前，有5家中小上

市银行已经公布了业绩快报，净利润

同比增速均在20%以上。

张家港行7月12日披露的业绩

快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该行实现营收

23.54亿元，同比增长5.80%；净利润

为7.61亿元，同比增长27.68%。

此前，无锡银行、杭州银行、苏农

银行、南京银行也分别发布了半年度

业绩快报。 具体来看，无锡银行实现

营收23.36亿元， 同比增长6.72%；净

利 润 为 10.20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0.27%。 杭州银行实现营收172.95

亿元， 同比增长16.26%； 净利润为

65.85亿元，同比增长31.52%。苏农银

行实现营收20.88亿元， 同比增长

6.53%；净利润为8.47亿元，同比增长

21.87%。 南京银行实现营收235.32

亿元， 同比增长16.28%； 净利润为

101.50亿元，同比增长20.06%。

“近期公布的部分银行业绩快

报较为亮眼，营收和净利润保持强劲

增长。 ”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

究员周茂华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究其原因， 周茂华分析称：“上半年

银行加大实体信贷投放力度，资产稳

步增长；银行资产质量改善；上半年

银行负债成本保持平稳；企业经营效

率稳步提升。 ”

风险抵御能力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5家公布业绩

快报的银行上半年资产质量均得以改

善， 风险抵御能力增强。 截至上半年

末，5家银行不良贷款率均有所下降，

拨备覆盖率基本稳定或有所提升。

张家港行在公告中称，“资产质

量持续向好。 运用科技赋能，不断强

化风险管控体系，风险抵御能力进一

步夯实。 截至2022年6月末，不良贷

款率0.90%，较年初下降0.05个百分

点；拨备覆盖率534.24%，较年初上

升58.89个百分点。 ”

南京银行称，“资产质量不断提

优。 2022年上半年，公司持续加强风

险管控， 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资

产质量主要指标保持稳定，风险抵补

能力较为充足。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

不良贷款率0.90%，较年初下降0.01

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395.17%，保

持基本稳定。 ”

杭州银行也表示，该行资产质量

继续优化。 公司加强大额风险管控，

深化数智风控技术应用，强化资产保

全措施， 风险管理稳健有效。 截至

2022年6月末 ， 公司不良贷款率

0.79%，较上年末下降0.07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581.60%，较上年末提高

13.89个百分点。

此外，截至2022年6月末，苏农

银行不良贷款率0.95%，较年初下降

0.05个百分点， 据悉， 这是该行自

2016年上市以来首次将不良率压降

至1%以下；拨备覆盖率430.10%，较

年初提升17.88个百分点。 无锡银行

不良贷款率0.87%， 较年初下降0.06

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531.55%，较

年初提高54.36个百分点。

估值有望提升

在已披露的半年度业绩快报中，

上市银行经营情况明显改善，利润增

速喜人，资产质量稳中向好。

“近期公布的部分中小银行盈

利状况有望成为行业经营风向标，预

示部分大中型银行经营业绩也将有

不错表现， 主要反映在经营效率提

升、资产稳步扩张与负债成本稳定等

方面。 ”周茂华表示。

分析人士指出，从已披露业绩快

报的数据来看，银行二季度业绩增长

和资产质量表现好于市场预期，显示

出在疫情背景下行业经营的韧性。随

着疫情影响减弱，区域经济快速恢复

活力，信贷需求加速回暖。展望全年，

银行资产质量预计延续向好，盈利增

速有望保持稳健。

业内人士认为，下半年信贷投放

有望持续回暖， 银行板块将率先受

益，估值有望修复。

据中邮证券分析师黄付生分析，

稳增长政策对银行的要求主要集中

于小微企业、绿色信贷、高端制造及

科技领域，近期经济的快速修复是信

用回升的体现，间接提升了银行资产

质量，同时社会总融资需求也在不断

上升。稳健的货币政策也从负债端为

银行提供了稳定且低价的资金来源。

广发证券倪军团队认为：“当前

银行板块估值处于低位，看好板块估

值修复带来的绝对收益，相对收益需

要关注其他热门板块的热度持续情

况。 后续随着经济持续复苏，经济增

速回升到甚至超过潜在经济增速，银

行板块超额收益有望来临。 ”

“从趋势上看， 经济复苏步伐加

快，企业盈利前景改善，银行具备低估

值和高股息率优势， 继续利好银行板

块估值修复。 银行半年报预计表现较

好，但短期股价走势还受市场情绪、板

块偏好等因素影响。 ”周茂华称。

银行业半年报开始“预热” ，截至目前，已有5家中小上市银行公

布了半年度业绩快报。 数据显示，5家银行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

速均在20%以上。 同时，营收也取得较快增长，资产质量持续改善。

虽然上市银行半年报披露在8月份才会正式拉开帷幕， 但分析

人士指出，业绩快报往往可以视为行业经营情况的“风向标” ，预计

大中型银行经营业绩也将有不错表现。 在经济复苏步伐加快、企业

盈利前景改善、银行具备低估值和高股息率优势的背景下，银行板

块有望迎来估值修复。

●本报记者 薛瑾 黄一灵

多家银行上半年业绩快报喜人 资产质量改善

多家银行上半年业绩快报喜人 资产质量改善

本报记者 薛瑾 黄一灵

银行业半年报开始“预热” ，截至目前，已有5家中小上市银行公布了半年度业绩快报。 数据显示，5家银行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速均在20%以上。 同时，营收也取得较快增长，资产质量持续改善。

虽然上市银行半年报披露在8月份才会正式拉开帷幕，但分析人士指出，业绩快报往往可以视为行业经营情况的“风向标” ，预计大中型银行经营业绩也将有不错表现。 在经济复苏步伐加快、企业盈利前景改善、银行具备低估值和高股息率优势的背景下，银行板块有望迎来估值修复。

净利润快速增长

Wind数据显示，在A股42家上市银行中，张家港行将率先披露半年报，预期披露日为8月10日。 南京银行、平安银行、苏农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杭州银行等将陆续跟进。 42家上市银行半年报披露时间主要集中在8月中下旬。

不过，银行业半年报的“预热”已经开始。 截至目前，有5家中小上市银行已经公布了业绩快报，净利润同比增速均在20%以上。

张家港行7月12日披露的业绩快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该行实现营收23.54亿元，同比增长5.80%；净利润为7.61亿元，同比增长27.68%。

此前，无锡银行、杭州银行、苏农银行、南京银行也分别发布了半年度业绩快报。 具体来看，无锡银行实现营收23.36亿元，同比增长6.72%；净利润为10.20亿元，同比增长30.27%。 杭州银行实现营收172.95亿元，同比增长16.26%；净利润为65.85亿元，同比增长31.52%。 苏农银行实现营收20.88亿元，同比增长6.53%；净利润为8.47亿元，同比增长21.87%。 南京银行实现营收235.32亿元，同比增长16.28%；净利润为101.50亿元，同比增长20.06%。

“近期公布的部分银行业绩快报较为亮眼，营收和净利润保持强劲增长。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究其原因，周茂华分析称：“上半年银行加大实体信贷投放力度，资产稳步增长；银行资产质量改善；上半年银行负债成本保持平稳；企业经营效率稳步提升。 ”

风险抵御能力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5家公布业绩快报的银行上半年资产质量均得以改善，风险抵御能力增强。 截至上半年末，5家银行不良贷款率均有所下降，拨备覆盖率基本稳定或有所提升。

张家港行在公告中称，“资产质量持续向好。 运用科技赋能，不断强化风险管控体系，风险抵御能力进一步夯实。 截至2022年6月末，不良贷款率0.90%，较年初下降0.05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534.24%，较年初上升58.89个百分点。 ”

南京银行称，“资产质量不断提优。 2022年上半年，公司持续加强风险管控，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资产质量主要指标保持稳定，风险抵补能力较为充足。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不良贷款率0.90%，较年初下降0.01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395.17%，保持基本稳定。 ”

杭州银行也表示，该行资产质量继续优化。 公司加强大额风险管控，深化数智风控技术应用，强化资产保全措施，风险管理稳健有效。 截至2022年6月末，公司不良贷款率0.79%，较上年末下降0.07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581.60%，较上年末提高13.89个百分点。

此外，截至2022年6月末，苏农银行不良贷款率0.95%，较年初下降0.05个百分点，据悉，这是该行自2016年上市以来首次将不良率压降至1%以下；拨备覆盖率430.10%，较年初提升17.88个百分点。 无锡银行不良贷款率0.87%，较年初下降0.06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531.55%，较年初提高54.36个百分点。

估值有望提升

在已披露的半年度业绩快报中，上市银行经营情况明显改善，利润增速喜人，资产质量稳中向好。

“近期公布的部分中小银行盈利状况有望成为行业经营风向标，预示部分大中型银行经营业绩也将有不错表现，主要反映在经营效率提升、资产稳步扩张与负债成本稳定等方面。 ”周茂华表示。

分析人士指出，从已披露业绩快报的数据来看，银行二季度业绩增长和资产质量表现好于市场预期，显示出在疫情背景下行业经营的韧性。 随着疫情影响减弱，区域经济快速恢复活力，信贷需求加速回暖。 展望全年，银行资产质量预计延续向好，盈利增速有望保持稳健。

业内人士认为，下半年信贷投放有望持续回暖，银行板块将率先受益，估值有望修复。

据中邮证券分析师黄付生分析，稳增长政策对银行的要求主要集中于小微企业、绿色信贷、高端制造及科技领域，近期经济的快速修复是信用回升的体现，间接提升了银行资产质量，同时社会总融资需求也在不断上升。 稳健的货币政策也从负债端为银行提供了稳定且低价的资金来源。

广发证券倪军团队认为：“当前银行板块估值处于低位，看好板块估值修复带来的绝对收益，相对收益需要关注其他热门板块的热度持续情况。 后续随着经济持续复苏，经济增速回升到甚至超过潜在经济增速，银行板块超额收益有望来临。 ”

“从趋势上看，经济复苏步伐加快，企业盈利前景改善，银行具备低估值和高股息率优势，继续利好银行板块估值修复。 银行半年报预计表现较好，但短期股价走势还受市场情绪、板块偏好等因素影响。 ”周茂华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