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气度高企 新能源车产业链喜报不断

本报记者 崔小粟

近期，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多家上市公司业绩预喜，上游锂矿公司利润增长迅猛，中游正极材料公司订单量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下游龙头车企销量增长势头强劲。 业内人士表示，新能源汽车产业景气度高企，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发展方兴未艾。

锂矿企业赚得“盆满钵满”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19日收盘，13家锂矿上市公司披露了上半年业绩预告，全部大幅预增，折射出锂行业的高景气度。

天齐锂业预计净利润增长超百倍。 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96亿元至116亿元，同比增长11089.14%至13420.21%；扣非净利润为84.6亿元至103.8亿元，同比增长43625.90%至53549.51%。

另外两家行业头部公司表现同样亮眼。 赣锋锂业预计，今年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72亿元至90亿元，同比增长408.24%至535.30%；盐湖股份预计，今年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90亿元至94亿元，同比增长325.63%至344.55%。

对于业绩暴涨的原因，三家公司均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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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

2021年下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及储能行业快速发展，碳酸锂、氢氧化锂需求大幅增长，锂盐产品价格水涨船高。 同时，上游锂辉石供不应求。 以电池级碳酸锂（99.5%）为例，2021年年初价格为5.3万元/吨，今年一度突破50万元/吨。 截至7月19日，电池级碳酸锂（99.5%）价格为47万元/吨。

在动力电池四大主材厂商中，锂电池正极材料相关企业表现亮眼。 当升科技预计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9亿元至10亿元，同比增长101.33%至123.7%。 容百科技预计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7.1亿元至7.6亿元，同比增长121.18%至136.76%。 容百科技表示，2022年上半年，高镍三元正极产品的价格和产销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伴随公司新建产能逐步释放，规模效应及供应链管理优化带动降本增效，报告期内整体利润水平显著提升。

山西证券认为，目前生产端快速恢复，锂电池仍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企业纷纷扩大产能。 同时，电池电芯价格有所上升，电池生产企业毛利率有所好转。 而储能需求不断增加，叠加汽车消费补贴助力，看好后期锂电池产业链相关公司量价齐升。

龙头车企表现亮眼

比亚迪预计，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28亿元至36亿元，同比增长138.59%至206.76%。 比亚迪表示，2022年上半年，公司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势头强劲，屡创历史新高，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同比实现迅猛增长，推动盈利大幅改善，并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盈利压力。 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方面，消费电子行业需求疲弱，但得益于成本控制能力提升及产品结构调整，盈利能力有所恢复。

北汽蓝谷披露的2022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报告期内公司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 对于亏损的原因，公司称，芯片短缺、电池价格上涨等因素对公司业绩产生了较大影响。 虽然公司2022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但尚处于爬坡阶段，规模效应尚未显现。 另外，为提高产品竞争力，公司在品牌与渠道建设、研发投入上的成本持续增加。

数据显示，北汽蓝谷销量保持较高增速。 1-6月，北汽蓝谷累计销售1.7万辆汽车，同比增长144.43%。

小康股份预计上半年亏损16亿元至17.6亿元，上年同期亏损4.81亿元。 1-6月，小康股份销售新能源汽车4.56万辆，同比增长204.51%。 对于亏损的原因，公司表示，赛力斯新能源汽车产品研发持续投入，且前期固定资产投入较大。 同时，产量处于爬坡阶段，折旧及摊销费用有所增加。

中汽协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6.1万辆和260万辆。 中汽协预测，2022年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达到550万辆，同比增长5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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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矿企业赚得“盆满钵满”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19日收盘，13

家锂矿上市公司披露了上半年业绩预告，全

部大幅预增，折射出锂行业的高景气度。

天齐锂业预计净利润增长超百倍。 公

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96亿元至116

亿元， 同比增长11089.14%至13420.21%；

扣非净利润为84.6亿元至103.8亿元， 同比

增长43625.90%至53549.51%。

另外两家行业头部公司表现同样亮眼。

赣锋锂业预计，今年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72亿元至90亿元， 同比增长408.24%至

535.30%；盐湖股份预计，今年上半年实现

归母净利润90亿元至94亿元， 同比增长

325.63%至344.55%。

对于业绩暴涨的原因， 三家公司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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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

提升。

2021年下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及储

能行业快速发展，碳酸锂、氢氧化锂需求

大幅增长，锂盐产品价格水涨船高。同时，

上游锂辉石供不应求。 以电池级碳酸锂

（99.5%） 为例，2021年年初价格为5.3万

元/吨，今年一度突破50万元/吨。截至7月

19日，电池级碳酸锂（99.5%）价格为47

万元/吨。

在动力电池四大主材厂商中，锂电池正

极材料相关企业表现亮眼。 当升科技预计

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9亿元至10亿元，同

比增长101.33%至123.7%。容百科技预计上

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7.1亿元至7.6亿元，同

比增长121.18%至136.76%。容百科技表示，

2022年上半年， 高镍三元正极产品的价格

和产销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伴随公司

新建产能逐步释放，规模效应及供应链管理

优化带动降本增效，报告期内整体利润水平

显著提升。

山西证券认为， 目前生产端快速恢

复，锂电池仍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企业纷

纷扩大产能。 同时，电池电芯价格有所上

升，电池生产企业毛利率有所好转。 而储

能需求不断增加， 叠加汽车消费补贴助

力，看好后期锂电池产业链相关公司量价

齐升。

龙头车企表现亮眼

比亚迪预计， 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28亿元至36亿元， 同比增长138.59%至

206.76%。比亚迪表示，2022年上半年，公司

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势头强劲，屡创历史新

高，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同比实现迅猛增

长，推动盈利大幅改善，并一定程度上对冲

了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盈利压力。 手机

部件及组装业务方面，消费电子行业需求疲

弱，但得益于成本控制能力提升及产品结构

调整，盈利能力有所恢复。

北汽蓝谷披露的2022年上半年业绩预

告显示， 报告期内公司亏损18亿元至22亿

元。 对于亏损的原因，公司称，芯片短缺、电

池价格上涨等因素对公司业绩产生了较大

影响。 虽然公司2022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

销量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但尚处于爬坡阶

段，规模效应尚未显现。另外，为提高产品竞

争力，公司在品牌与渠道建设、研发投入上

的成本持续增加。

数据显示， 北汽蓝谷销量保持较高增

速。1-6月，北汽蓝谷累计销售1.7万辆汽车，

同比增长144.43%。

小康股份预计上半年亏损16亿元至

17.6亿元，上年同期亏损4.81亿元。 1-6月，

小康股份销售新能源汽车4.56万辆，同比增

长204.51%。 对于亏损的原因，公司表示，赛

力斯新能源汽车产品研发持续投入，且前期

固定资产投入较大。 同时，产量处于爬坡阶

段，折旧及摊销费用有所增加。

中汽协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我国

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6.1万辆和260

万辆。 中汽协预测，2022年新能源汽车销量

有望达到550万辆，同比增长56%以上。

景气度高企 新能源车产业链喜报不断

近期，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多家上市公司业绩预喜，上

游锂矿公司利润增长迅猛，

中游正极材料公司订单量保

持高速增长态势， 下游龙头

车企销量增长势头强劲。 业

内人士表示， 新能源汽车产

业景气度高企， 汽车产业电

动化、智能化发展方兴未艾。

●本报记者 崔小粟

替代需求扩大 钠离子电池迎发展机遇

●本报记者 金一丹

锂电池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钠离子电

池替代需求扩大。 宁德时代、中科海钠等产

业链企业正加速布局钠离子电池产业。业内

人士介绍，钠离子电池价格相对较低，且钠

资源储量丰富，有望在小微型电动汽车领域

部分替代磷酸铁锂电池。

降低成本

近期，碳酸锂价格持续上涨，给整车

企业带来较大成本压力。 同花顺数据显

示，7月18日电池级碳酸锂价格报47万元/

吨，较今年年初的31.15万元/吨，上涨超

50%。

根据国金证券研报，在搭载磷酸铁锂电

池的整车及搭载三元电池的整车中，锂资源

成本占比分别为8.42%、7.89%。 据测算，锂

价每吨每涨10万元， 搭载磷酸铁锂电池整

车成本上升3807元； 搭载三元电池整车成

本上升5363元。

在此背景下，替代需求扩大。 中信建投

研报显示，钠的化学性质和锂接近，荷质比、

比容量、容量密度均比锂低，这使得钠离子

电池的性能上限不及锂电。

但钠离子电池成本更低。中科海钠披露

的数据显示， 钠离子电池（NaCuFeMnO/

软碳体系） 正极材料成本仅为锂离子电池

（磷酸铁锂/石墨体系） 正极材料成本的

40%左右。 中科海钠表示，钠离子电池在推

广期的成本为 0.5-0.7元 /Wh， 发展期

0.3-0.5元/Wh，爆发期可降低到0.3元/Wh

以下。

兴业证券认为， 钠离子电池处于产业

化初期，中短期内承担补充锂电池的角色。

长期看，随着能量密度的提升，有望在锂电

池主流应用领域对磷酸铁锂电池形成部分

替代。

加快布局

宁德时代、中科海钠等公司在钠离子电

池领域早有布局。

2021年7月，宁德时代发布第一代钠离

子电池及锂钠混搭电

池包。 据介绍，该电池

电芯单体能量密度达

160Wh/kg；常温下充

电 15分钟电量可达

80%以上； 下一代钠

离子电池能量密度研

发目标是200Wh/kg

以上。

“宁德时代开发了

AB电池系统解决方

案， 即钠离子电池与锂离子电池按一定比例

进行混搭，集成到同一个电池系统，通过BMS

精准算法进行不同电池体系的均衡控制。”宁

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表示，“AB电池系统解

决方案弥补了钠离子电池在现阶段的能量密

度短板，同时发挥其高功率、低温性能好的优

势。 以此系统结构创新为基础，可为锂钠电池

系统拓展更多应用场景。 ”

中科海钠在钠离子电池研究及应用领

域走在行业前列。 中科海钠依托于中国科

学院物理研究所的技术， 于2018年发布了

全球首辆使用钠离子电池驱动的低速电动

汽车， 于2019年建立了首座钠离子电池储

能电站。 2020年，中科海钠研发的钠离子电

池能量密度已接近150Wh/kg。

华阳股份与中科海钠展开深度合作。天

眼查显示， 华阳股份间接持有中科海钠

1.66%的股权。2021年4月，华阳股份全资子

公司新阳能源与中科海钠合作， 拟建设

2000吨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项目， 预计项

目总投资不超过8000万元； 拟建设2000吨

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项目，预计项目总投资

不超过6000万元。

兴业证券认为，A00级别电动汽车普

遍对能量密度要求不高，且对价格相对敏

感。 因此，产业链成熟后钠离子电池将逐

步在小微型电动汽车领域替代磷酸铁锂

电池。

中药产业

规模和水平显著提升

●本报记者 傅苏颖

“中医药事业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中

药监管工作全方位迈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要

激活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潜能，切实推进中药高

质量发展。 ” 国家药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

景和在日前召开的国家中药科学监管大会上

表示。

专家认为，一系列利好政策出台，极大地促

进了中药新药创新研发。在新的发展阶段，应加

强中药关键科学问题研究， 不断夯实中药研发

和产业化基础。

关键技术取得新突破

大会上发布的 《2021国家中药监管蓝皮

书》显示，2021年我国批准上市中药新药12个，

中药新药获批数量首次突破两位数。 截至2021

年年底， 我国共有中成药生产企业2225家。

2021年，我国中药工业稳步增长，营业收入达到

6919亿元，同比增长12.4%。 近年来，中药饮片、

中成药的原料药材控制、 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

大幅改进和提高， 中药饮片整体合格率由2016

年的77.7%上升到2021年的98.4%，中成药的整

体合格率超过99%。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何亚琼

表示， 近年来各部门通过不断改革优化中药监

管政策、制度和措施，促进中药产业创新，我国

中药产业规模和水平显著提升。2021年，中药饮

片营业收入达2056亿元，同比增长13.7%，利润

增长102.4%；中成药营业收入4862亿元，同比

增长11.9%，利润增长23.3%。

“中药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广度和深

度进一步拓展， 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新成就，中

药研发和创新迎来春天。 ”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

凯先表示，中药化学、中药药理、中药分析等中

药基础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国际影响力不断提

升；中药创新发展呈现新趋势，在研究选题上

重视转化医学的理念，研究过程中强调采用多

学科交叉的技术方法和科学规范， 呈现深入

化、定量化、系统化的特点；多个中药复方研究

关键技术取得突破，采用现代科学技术阐明了

多个中药复方的药效物质基础，并揭示其配伍

规律，完善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提升了创新

中药的研发水平。

在新药研发方面，陈凯先认为，中药标准化

与质量控制技术显著提升， 产业化关键技术取

得新突破，助力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中药新药

创制取得突出成就， 上市数量从2018年的2个

增加到2021年的12个；投入经费对民族医药知

识进行了抢救性的挖掘和整理， 民族药宝库得

到进一步挖掘；中药“走出去” 能力进一步增

强，中医药标准国际化取得重要进展。

加强中药研发创新

徐景和表示，要不断强化守正创新，谋划

中药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推进中药守正创

新， 既要充分尊重中医药几千年经验的积累，

加快推动古代经典名方向优质中药制剂转化，

还要进一步拓宽思路和方法，积极开展有效促

进中药新药研发和产业发展的研究与实践。 要

深化构建符合中药特点的审评审批体系，深入

开展中药监管科学研究， 加强监管能力建设，

推进医产学研监一体化，支持中药新药研发和

高质量制造。

陈凯先表示，站在新的起点，中药现代化

和中药创新面临更高的要求，中药资源保护与

可持续利用、中药作用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

研究、中药标准化和控制技术研究、中药复方

新药研究、 中药新药的疗效评价和临床研究、

中药产业技术的现代化研究等，都是中药现代

化的主要任务和重点方向。 要努力构建完善

“临床经验-基础研究-临床应用” 的中药产品

研发创新链和疗效评价证据链，重视建设中医

药高端科技平台体系，强化高品质中药质量保

障关键技术，加强中药制药装备创新，重视中

药新药研发的创新方法研究，加快推动中药产

业现代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表示， 推进中医药

现代化还要把握传承精华的重要性， 做到内在

式的理解与传承。 中医药作为一门实践性特别

强的学科， 其发展规律是以临床实践活动为基

础。遵循中医药的发展规律，并从中提炼出符合

现代发展需求且对中医药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

内容加以继承性创新至关重要。

何亚琼表示，中药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发展离不开工业化的制造装备， 以及流程

化、现代化、标准化的中药生产工艺等，工业和

信息化部将在提升中药研发水平、 生产工艺创

新水平，推进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上继续努力。

益丰药房强化药品零售等业务

●本报记者 傅苏颖

益丰药房7月19日晚间公告，公司将收购

唐山市德顺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简称“德

顺堂” ）重组后新公司70%股权，巩固提高公

司在华北区域的市场地位， 增强公司的盈利

能力。

并购整合经验丰富

公告显示，益丰药房子公司新兴药房与李

军、董军生以及德顺堂共同签署协议，由李军、

董军生或指定且实际控制的第三方出资设立

新公司，将德顺堂全部业务和相关资产注入新

公司，新兴药房将购买重组后新公司70%的股

权，收购价格不超过1.19亿元。

德顺堂成立于2014年2月，主要经营范围

为药品零售；保健食品、医疗器械批发零售等。

益丰药房称，公司自2015年上市以来，成

功完成了近百起同行业的并购整合，积累了丰

富的同行业并购整合经验，建立了一支专业的

并购整合团队和精细化的并购整合流程。经测

算，新公司2022年营业收入将达到1.8亿元，净

利润将达到797.92万元。

益丰药房表示，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在商

品规划、人员整合、业务规范、管理系统升级等

方面进行全面整合，在确保项目平稳过渡的基

础上，提升项目原有经营水平。 本次交易完成

后，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

积极影响， 符合公司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将

进一步提高公司在华北区域的市场占有率，有

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行业集中度将提升

益丰药房日前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会

议纪要显示， 益丰药房公司董事长高毅介绍，

2022年一季度，公司新增门店454家，净增416

家。 其中，自建门店232家，收购门店158家，加

盟店64家，关闭38家。 截至一季度末，公司拥

有连锁药店8225家。 其中，直营门店7229家，

加盟门店996家。

今年以来，益丰药房并购动作不断。 为进

一步巩固湖南市场领先优势， 益丰药房今年4

月公告，拟收购湖南九芝堂51%股权。

高毅表示， 九芝堂是中华老字号品牌，在

华南地区享有盛誉。 与九芝堂合作，能够直接

提高公司在湖南的市场占有率； 品牌方面，开

设九芝堂中医药特色门店，可以与益丰现有门

店形成差异化经营。九芝堂的优势在于生产与

品牌，益丰药房的优势在于渠道，可以通过资

金、技术、产品等纽带展开合作，通过供应链优

化和品牌共建，最终达到互利共赢。

展望未来，高毅称，行业发展轨迹愈发清

晰，业绩分层推动行业集中度提升，兼并重组

将频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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