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棉价回落 纺企“两头受制”局面改善

本报记者 张利静

5月以来，棉花价格不断滑落，迄今已经下跌超30%，明显超过同期棉纱期货跌幅，令饱受高价原料困扰的纺织企业松了一口气。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纺织企业“两头受制”。 近期随着棉价回落，企业经营压力有所减轻。 业内人士预计，后续在宽松的供需格局下，纺企有望迎来经营业绩改善。

纺织企业利润有所改善

“生产利润已经有所改善。 ”一位棉纺企业人士告诉记者，但由于前期积累的库存较多，目前以销售库存为主，并没有提升生产负荷的打算。

文华财经数据显示，截至7月27日收盘，棉花期货主力合约报14845元/吨，较5月5日高点22035元/吨下跌了32.6%；棉纱期货主力合约则较今年以来高点下跌26.5%。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位业内人士处了解到，伴随棉花价格回落，纺织企业生产利润出现好转。 不过，新增订单有限，纺织企业普遍面临库存产成品贬值、销售困难等问题。

“前期棉花在22000元/吨左右时，纺企大面积亏损。 ”一位市场人士说，“即便目前有所好转，纺织企业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仍面临亏损。 ”

“行业处于淡季，订单匮乏，库存水平以及开工率均不理想。 ”美尔雅期货棉花分析师曹原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

“近几个月棉花价格大幅下跌，令纺织成本趋于下行，但新增订单不足，产成品库存高企，企业信心仍低迷。 ”东证衍生品研究院资深农产品分析师方慧玲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对上下游议价能力有限

棉花在棉纺织品成本构成中占比最大，以棉纱为例，棉花占其生产成本的70%左右。

“对纺企而言，棉花成本基本上由每年10月籽棉收购价所决定。 ”中信建投期货棉纺研究员吴新扬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纺企目前面临的高成本，主要是去年10月份对籽棉的不理性抢购造成的，尽管当时下游已经呈现消费颓势。 ”

以C32S纯棉纱为例，曹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1吨纱线需要1.1吨棉花，按照当前现货价格，吨纱原料成本17420元，棉纱价格25420元/吨。 ”曹原说，“另一项重要成本在于劳务支出。 纺织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当前很多企业反映招工难，导致劳务成本水涨船高。 ”

从棉纺织行业产业链看，其上游主要集中在新疆地区，新疆棉几乎占到全国棉花产量的90%；中游企业主要包括棉纺、织造、印染，多数以产业集群的方式存在；下游主要包括服装制造以及终端零售。 就中游企业布局看，“棉纺企业多集中在山东、河南、新疆等地。 织造企业分布在山东、浙江、江苏等地。 印染企业基本集中在浙江、江苏、广东、山东等地。 ”曹原说。

“中游纺织加工企业对上、下游的议价能力都有限，采购成本、经营决策、产品质量、销售订单情况均是影响中游企业利润的因素。 ”上述市场人士说。

棉价趋弱利好纺企经营

中游加工制造受到产业链两端挤压，且中下游低迷的经营形势限制了高棉价的传导，棉价弱势格局或将持续，为纺企经营利润好转带来一定空间。

方慧玲表示，目前纺企下游订单仍以短小单为主，后续需密切关注7月至9月国内外秋冬季订单情况。 “棉纺供应链产品大量积压，新订单不足。 目前，距离新棉收获上市还有约两个月时间，若下游消费没有出现实质性改善，棉纺行业整体弱势格局可能持续。 ”

“本年度国内棉花还有超过200万吨未销售，新年度棉花产量预计同比会增长。 在棉花消费动力不足、棉价处于高位等因素综合影响下，预计棉花市场行情将延续弱势格局。 ”曹原认为。

“纺织业竞争激烈，由于生产和消费在时间、空间和主体上的分离，很难实现产能投资与最终需求的完美匹配，产业链各环节库存可能进一步累积，进而抑制棉花价格反弹。 ”吴新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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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价回落 纺企“两头受制” 局面改善

5月以来，棉花价格不断

滑落， 迄今已经下跌超30%，

明显超过同期棉纱期货跌

幅， 令饱受高价原料困扰的

纺织企业松了一口气。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到，今年以来纺织企业“两头

受制” 。 近期随着棉价回落，

企业经营压力有所减轻。 业

内人士预计， 后续在宽松的

供需格局下， 纺企有望迎来

经营业绩改善。

● 本报记者 张利静

川环科技：

提升新能源车领域收入占比

●本报记者 康曦

川环科技看好新能源汽车赛

道，并积极拓展客户。公司董事长文

琦超近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今年新能源汽车管路系

统占公司总收入的比例将提高至

20%-25%。 目前公司生产保持满

产满销状态，新厂区的产能争取在

7月底释放。 ”

同时，基于公司在新材料、新工

艺、新产品方面的不断研发和应用，

公司积极拓展新的业务领域。 7月

22日晚，川环科技公告称，公司拟

与文琦超、文建树、唐宏3名自然人

股东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川环德

尚，旨在为新能源（储能）及半导体

行业等领域提供新材料解决方案及

终端产品与服务，为公司创造新的

盈利增长点。

与车企合作开发管路系统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

展， 川环科技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

收入占比不断提升。 文琦超称：

“2021年， 新能源汽车管路系统占

公司总收入的比例为10%左右，今

年占比预计在20%-25%。 ”

作为国内规模较大的专业汽车

胶管供应商之一，公司产品范围涵

盖汽车燃油系统胶管及总成、汽车

冷却系统胶管及总成、汽车附件、制

动系统胶管及总成等九大系列，客

户包括传统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企

业。 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公司与比

亚迪、广汽埃安、北汽极狐、长安新

能源、赛力斯、威马、蔚来、理想汽车

等车企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文琦超说：“比亚迪是公司的

重要客户之一，预测明年会成为公

司第一大客户。 ” 公司参与了比亚

迪的王朝系列、海洋系列、腾势系

列、 军舰系列等多个车型的管路系

统配套，包括混动车型和纯电车型

的管路系统。

“赛力斯与华为联合设计的问

界M5和问界M7两个车型的管路

系统都是由公司独家供配。 公司正

根据赛力斯下达的管路系统订单积

极组织生产。 ” 文琦超称，“目前广

汽埃安橡胶类管路系统100%由公

司独家开发配套，并争取到了尼龙

类管路系统50%的配套比例。未来，

公司会持续加强与广汽埃安的合

作， 全面参与后续车型及改款车型

管路的同步开发。 ”

此外， 川环科技于今年4月取

得了理想汽车新车型管路系统开发

的项目定点，相关配套车型的管路

系统正在开发中。 公司还积极参与

传统车企的新能源汽车项目，如长

安汽车的阿维塔、深蓝系列等，吉利

汽车的领克、极氪等项目，有的车型

正在开发，有的车型已经上市销售。

新厂区建设顺利

谈到第二季度疫情的影响，文

琦超告诉记者：“公司作为汽车零

部件供应商，汽车销量下滑也影响

了公司的订单量，但整体影响有限。

截至目前，公司承接的订单及生产

等各方面均处于正常状态，保持满

负荷运转。 ”

今年4月， 我国汽车产销量分

别达120.5万辆和118.1万辆， 同比

分别下降46.1%和47.6%。 目前，我

国汽车产业已走出低谷，6月汽车

产销分别为249.9万辆和250.2万

辆， 同比分别增长28.2%和23.8%，

产销表现好于历史同期。

基于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

信心，2021年公司在四川省达州市

大竹县经开区分期进行传统汽车与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增量（制造）扩

能项目建设。

“新厂区离公司老生产基地仅

3公里左右，方便进行协同管理。 ”

文琦超说， 新厂区首期建设的101

号、102号生产车间厂房已经建成

并进行试生产， 由于新厂区不能使

用燃煤， 公司正在全力进行天然气

直供改造等相关事宜，争取7月底天

然气通气， 到时新厂区首期产能将

得到进一步释放。

文琦超表示：“公司目前正在

与设计单位进行103号车间和104

号车间的前期沟通工作， 目前103

号车间和104号车间的场地已经做

了三通一平， 还需进行厂房钢结构

搭建和车间地面硬化。 ”

公司最近对新厂区的设备及生

产流程进行了再次梳理、 布局和规

划， 加大了先进设备的智能化改造

以及人员投入， 按照精益生产的模

式更加科学合理地利用生产车间。

此外， 公司成立了新能源汽车专业

研发、服务团队，为新厂区二期项目

（103号和104号车间）的放量提供

有力的保障。

积极应对原材料涨价

川环科技主要原材料是合成橡

胶，从石油中提炼加工而来。原油价

格处于高位， 给公司的原材料成本

带来压力。

文琦超称， 公司将进一步提高

对新能源汽车管路系统销售占比，

提升毛利率， 同时强化管控各项采

购成本， 并结合公司在行业内积累

的经验，持续开展降本增效工作，通

过持续推进技术创新、精细化生产、

智能化改造等， 有效提高生产效率

和产品质量，提升经济效益。

就单辆车而言， 传统燃油车的

管路系统价值在200元-400元，纯

电系统在400元-600元， 混动系统

在800元-1000元，部分车型最大使

用量情况下可达1200元。 整体看，

用于新能源汽车的产品毛利率要高

于传统燃油车。

为进一步降低成本，公司将某

些外协件由外采改为自产， 如卡

箍、接头、三通、O型圈等。特别是接

头类产品， 采购价格相对较高，通

过自产方式减少中间环节和采购

成本，一方面可以体现公司总成化

优势，另一方面可以满足客户总成

化的要求。 今年以来，公司自产的

外协件产品逐渐爬坡上量，利润逐

步提升。

文琦超表示， 随着汽车行业技

术升级， 客户对总成化产品的要求

越来越高。 川环科技的优势之一就

是能够根据整车厂要求， 配套提供

橡胶类管路系统、 塑料类管路系统

以及两类结合的总成系统等， 满足

整车厂不同车型、 相同车型不同配

置的需求。 公司还参与整车厂的管

路同步开发， 利用多年从事车用管

路的研发、生产经验，帮助客户节省

开发时间，加快开发进度。

为打造新的盈利增长点， 基于

公司在新材料领域多年的技术积

累，公司拟设立合资公司，为新能源

（储能） 及半导体等领域提供新材

料解决方案及终端产品与服务。

“公司积累了四十余年车用软管及

总成开发和产业化的成熟经验，特

别是在材料配方、复合技术、先进工

艺等方面拥有较扎实的研究开发基

础， 公司此次投资是对现有产业的

延伸。 ” 文琦超说。

海通国际证券看好川环科技的

发展前景，其在最新研报中表示，川

环科技与多家主机厂紧密合作，预

计公司2023年营收有望超20亿元，

实现净利润3亿元以上。

璞泰来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80.13%

拟定增募资85亿元扩张产能

●本报记者 郭霁莹

璞泰来7月27日晚发布2022年半年

报。 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68.95亿

元，同比增长75.76%；实现归母净利润

13.96亿元，同比增长80.13%。公司同日

公告，拟定增募资不超过85亿元，用于

年产10万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

料一体化建设等项目。

业绩大增

璞泰来专注于新能源电池关键材

料及自动化装备领域，主营业务涵盖负

极材料及石墨化加工、 隔膜及涂覆加

工、自动化装备、PVDF及粘结剂、铝塑

包装膜、纳米氧化铝及勃姆石等，公司

为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储能等领域

相关电池客户提供配套服务。

负极材料及石墨化加工方面，璞泰

来上半年负极材料业务实现出货量5.5

万吨，同比增长21.56%；实现营业收入

32.04亿元，同比增长30.59%；石墨化加

工实现营业收入6.51亿元 （含内部销

售），同比增长35.48%。 璞泰来表示，随

着下半年内蒙古紫宸兴丰二期石墨化

产能持续爬坡，以及未来四川紫宸一期

10万吨一体化项目的逐步投产，公司关

键工序自给率和产能规模将进一步提

升，整体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加强。

上半年， 璞泰来涂覆隔膜及加工量

（销量）达到17.29亿平方米。 公司隔膜

及涂覆加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5.79亿

元，同比增长76.47%；铝塑包装膜业务

实现营业收入9139.63万元， 同比增长

50.75%；PVDF产品实现营业收入11.04

亿元（含内部销售）。 此外，公司上半年

锂电自动化装备业务实现营业收入（含

内部销售）10.46亿元 ， 同比增长

93.11%。

关于上半年业绩增长的原因，璞泰

来表示， 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上

涨，带动锂离子电池行业快速发展。 公

司通过完善的产业链布局和一体化的

业务协同，有效满足了锂离子电池客户

的市场需求，各业务板块产品销量实现

快速增长。

扩张产能

同日，璞泰来发布了2022年度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计划向不超过35

名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85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

集资金净额将投资于年产10万吨高性

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建设项

目、年产9.6亿平方米基膜涂覆一体化建

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公告显示， 年产10万吨高性能锂

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建设项目总

投资额为48.1亿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38.9亿元； 年产9.6亿平方米基膜涂覆

一体化建设项目总投资金额为25.36亿

元，拟使用募集资金23.74亿元。 此外，

公司拟将22.36亿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

璞泰来表示， 公司目前产能逐步接

近瓶颈，产品供不应求。为满足下游客户

的持续需求，公司亟需加速产能扩张。本

次募投项目将有助于公司全面扩充负极

材料一体化及基膜涂覆一体化产能，提

高负极材料石墨化工序以及隔膜基膜自

给比例，发挥产业链协同效应，实现对成

本的有效控制， 持续提升盈利能力与核

心竞争力，巩固自身产业链地位。

新能源汽车销量快速增长带动产

业链中游动力电池行业快速发展，同时

进一步推动电池材料市场规模持续增

长。 根据EVTank数据，2021年中国锂

电池负极材料出货量达77.9万吨，同比

增长86.36%。 隔膜方面， 根据GGII数

据，2021年中国锂电池隔膜出货量为78

亿平方米，较2020年出货量38.7亿平方

米增长超过100%。

华为鸿蒙设备数量突破3亿台

●本报记者 张兴旺

7月27日， 华为发布HarmonyOS�

3（简称“鸿蒙3.0” ）。 华为表示，截至

今年7月， 搭载HarmonyOS� 2 （简称

“鸿蒙2.0” ） 的华为设备数量突破3亿

台。 券商分析称，鸿蒙升级将为华为生

态链带来新机遇。

鸿蒙3.0发布

在7月27日举行的发布会上，华为

常务董事、 终端业务CEO余承东表

示，截至今年7月，搭载鸿蒙2.0的华为

设备数量突破3亿台。在合作伙伴的支

持下，华为的鸿蒙生态快速发展。华为

将不断创新， 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

品和体验。

华为此次发布了鸿蒙3.0。 据华为

介绍， 鸿蒙3.0带来超级终端、 鸿蒙智

联、万能卡片、流畅性能、隐私安全、信

息无障碍等六个方面升级体验。 鸿蒙

3.0超级终端支持打印机、智能眼镜、车

机等12种智能设备组合协同。

申万宏源分析称， 鸿蒙1.0尝试建

立生态， 鸿蒙2.0是在特殊背景下实现

互联， 鸿蒙3.0强调的是多设备互联互

通，优化终端产品的体验。

据华为介绍，相比鸿蒙2.0，搭载鸿

蒙3.0的华为P50� Pro手机应用启动速

度提升7%，滑动流畅性提升18%。

利好生态链

兴业证券研报显示， 鸿蒙3.0在设

备互联互通、性能、交互设计等方面进

一步提升。 鸿蒙是华为核心产品之一，

其蓬勃发展有助于华为生态快速建立。

华西证券认为， 鸿蒙已拥有与安

卓、苹果iOS三足鼎立的资本。 华创证

券表示， 鸿蒙3.0再次优化系统的分布

式协同计算能力， 行业端应用有望加

强，应用将不断拓宽。中银证券认为，鸿

蒙升级将给生态链带来新机遇。 鸿蒙

3.0将进一步实现更智能的万物互联。

东亚前海证券认为， 鸿蒙3.0的发布有

望进一步带动鸿蒙生态的发展，利好鸿

蒙生态产业链公司。

纺织企业利润有所改善

“生产利润已经有所改善。 ” 一

位棉纺企业人士告诉记者，但由于前

期积累的库存较多，目前以销售库存

为主，并没有提升生产负荷的打算。

文华财经数据显示， 截至7月27

日收盘， 棉花期货主力合约报14845

元/吨， 较5月5日高点22035元/吨下

跌了32.6%； 棉纱期货主力合约则较

今年以来高点下跌26.5%。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位业内人

士处了解到， 伴随棉花价格回落，纺

织企业生产利润出现好转。 不过，新

增订单有限，纺织企业普遍面临库存

产成品贬值、销售困难等问题。

“前期棉花在22000元/吨左右

时，纺企大面积亏损。 ” 一位市场人士

说，“即便目前有所好转，纺织企业在

实际经营过程中仍面临亏损。 ”

“行业处于淡季，订单匮乏，库存

水平以及开工率均不理想。 ” 美尔雅

期货棉花分析师曹原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说。

“近几个月棉花价格大幅下跌，

令纺织成本趋于下行， 但新增订单

不足，产成品库存高企，企业信心仍

低迷。” 东证衍生品研究院资深农产

品分析师方慧玲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

对上下游议价能力有限

棉花在棉纺织品成本构成中占

比最大，以棉纱为例，棉花占其生产

成本的70%左右。

“对纺企而言， 棉花成本基本上

由每年10月籽棉收购价所决定。 ” 中

信建投期货棉纺研究员吴新扬告诉

中国证券报记者，“纺企目前面临的

高成本，主要是去年10月份对籽棉的

不理性抢购造成的，尽管当时下游已

经呈现消费颓势。 ”

以C32S纯棉纱为例， 曹原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1吨纱线需要1.1吨棉花，

按照当前现货价格， 吨纱原料成本

17420元，棉纱价格25420元/吨。”曹原

说，“另一项重要成本在于劳务支出。纺

织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当前很多企业反

映招工难，导致劳务成本水涨船高。 ”

从棉纺织行业产业链看， 其上游

主要集中在新疆地区， 新疆棉几乎占

到全国棉花产量的90%； 中游企业主

要包括棉纺、织造、印染，多数以产业

集群的方式存在； 下游主要包括服装

制造以及终端零售。 就中游企业布局

看，“棉纺企业多集中在山东、 河南、

新疆等地。 织造企业分布在山东、浙

江、江苏等地。印染企业基本集中在浙

江、江苏、广东、山东等地。 ”曹原说。

“中游纺织加工企业对上、 下游

的议价能力都有限，采购成本、经营

决策、产品质量、销售订单情况均是

影响中游企业利润的因素。 ” 上述市

场人士说。

棉价趋弱利好纺企经营

中游加工制造受到产业链两端

挤压，且中下游低迷的经营形势限制

了高棉价的传导，棉价弱势格局或将

持续，为纺企经营利润好转带来一定

空间。

方慧玲表示，目前纺企下游订单

仍以短小单为主， 后续需密切关注7

月至9月国内外秋冬季订单情况。“棉

纺供应链产品大量积压， 新订单不

足。 目前，距离新棉收获上市还有约

两个月时间，若下游消费没有出现实

质性改善，棉纺行业整体弱势格局可

能持续。 ”

“本年度国内棉花还有超过200万

吨未销售，新年度棉花产量预计同比会

增长。 在棉花消费动力不足、棉价处于

高位等因素综合影响下，预计棉花市场

行情将延续弱势格局。 ”曹原认为。

“纺织业竞争激烈， 由于生产和

消费在时间、 空间和主体上的分离，

很难实现产能投资与最终需求的完

美匹配，产业链各环节库存可能进一

步累积，进而抑制棉花价格反弹。”吴

新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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