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工业经济运行下半年料稳步回升

本报记者 李嫒嫒

8月9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举办2022年上半年机械工业经济运行形势发布会。 上半年，机械工业累计实现营收12.95万亿元，同比增长5.44%，实现利润总额7354.41亿元，同比下降5.8%。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陈斌表示，预计下半年机械工业经济运行将稳步回升，全年工业增加值、营收同比增速达5.5%，实现利润总水平与上年持平，进出口贸易总体保持稳定。

出口稳步增长

上半年，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增加值同比增速呈“三增两降”态势。 其中，专用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4.1%、9.7%和4.1%；通用设备和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下降2.7%和1.9%。

机械工业产品产销形势逐步复苏。 具体来看，能源存储产品保持增长，上半年太阳能电池（光伏电池）、铅酸蓄电池、锂离子电池等产量均实现高速增长。 原材料行业设备更新带动相关生产装备产量增长，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金属冶炼设备等产量同比增幅均达到两位数。 基建对投资类产品的带动效应开始显现，6月当月水泥专用设备产量同比由负转正，增长20.83%。

同时，外贸出口实现稳步增长。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累计实现进出口总额5113.6亿美元，同比增长3.99%。 其中，出口总额3441.2亿美元，同比增长10.41%；进口总额1672.4亿美元，同比下降7.12%；实现贸易顺差1768.8亿美元，同比增长34.4%。

陈斌表示，贸易顺差的增长对机械工业稳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具体产品看，汽车、工程机械等产品表现突出。 上半年机械工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总额1572.3亿美元，同比增长13.6%。 企业方面，徐工集团研制的全球最大130吨全地面起重机出口欧洲，助力当地清洁能源发展。

行业发展亮点突出

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亮眼成绩，其营收和利润总额占机械工业总营收和利润总额的比重分别为79.3%和76.64%，比上年同期分别增加3.38个和2.67个百分点。 代表性产品新能源汽车上半年产销均超过260万辆，同比增长1.2倍。 同时，能源装备制造业逆势上涨，营收同比增长20.99%，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5.65%。

机械工业践行“双碳”战略，为构建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供应系统提供绿色动力。 东方电气集团自主研制的长龙山抽水蓄能电站4号机组、沂蒙抽水蓄能电站4号机组、梅州抽水蓄能电站4号机组，哈电集团自主研制的荒沟4号抽水蓄能机组相继投产发电。 “我国抽水蓄能机组设计、制造和安装质量以及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管理水平均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陈斌说。

机械行业装备供给能力持续提升，绿色发展转型取得显著成果。 以三一集团为例，三一集团推出电动堆高机、电动集装箱卡车、电动抓钢（料）机、电动重载叉车等全系列电动港口设备，助力我国港口产业实现绿色生态智慧转型。

利好因素陆续释放

展望下半年，陈斌表示，利好机械工业运行与发展的因素陆续释放。 稳增长相关政策措施效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区、各部门出台诸多稳定经济运行、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措施。 同时，“十四五”各类规划中明确的重大战略、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已相继开工，为机械工业稳增长提供强有力支撑。

调查显示，多数企业对于下半年营业收入和实现利润的预期高于上半年实际完成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中央与地方陆续出台促进汽车消费的措施，有力推动了汽车行业的回稳向好。 下半年汽车行业将对机械工业平稳运行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陈斌说，随着稳定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逐步落实落地，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下半年机械工业经济运行将逐步回升，全年有望实现平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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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嫒嫒

吨钢利润反弹 钢厂开工率明显提升

●本报记者 董添

随着钢价近期触底反弹， 吨钢利润有

所回升， 螺纹钢每吨毛利润超过250元，高

炉、电炉钢厂开工率也出现较为明显增长。

钢价超跌反弹

目前，热轧卷板（3mm）毛利润为196

元 /吨， 毛利率上升至 5.59% ； 螺纹钢

（20mm）毛利润上升至266元/吨，毛利率

上升至12.22%。

中泰证券研报显示，7月中旬以来，钢

价呈现超跌反弹趋势， 钢企盈利出现好

转，钢厂生产积极性有所恢复，供应缓步

增长。

兰格钢铁网指出，进入8月份，钢铁市

场整体止跌上涨，市场成交情况略有好转。

主要原因在于铁矿石、 废钢以及黑色系期

货持续走强，提振生铁商家信心，贸易商、

钢厂采购积极性有所提高。

从库存角度看，7月下旬， 钢铁企业钢

材库存量下降较为明显。

中钢协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7月下

旬， 重点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1659.66万

吨， 比上一旬减少 243.47万吨， 降低

12.79%； 比6月下旬减少35.2万吨， 降低

2.08%； 比年初增加529.97万吨， 增长

46.91%；比去年同期增加278.3万吨，增长

20.15%。

从开工率角度看， 我的钢铁网数据显

示，目前，监测的247家高炉钢厂开工率超

过70%，盈利率超过40%；监测的85家电炉

钢厂开工率接近60%。 相比6月和7月，钢厂

开工率回升明显。

华泰期货研报显示，目前，钢厂盈利能

力有所提升，企业开始小幅提产。

在此之前，受钢铁价格下降、钢厂亏损

影响，钢铁企业生产量出现较明显下滑。

上半年钢企业绩分化

Wind数据显示， 截至8月9日收盘，A

股共有25家钢铁上市公司对外披露2022年

半年度业绩预告，其中略增1家，预增3家，

略减3家，首亏4家，续亏1家，预减13家。 已

披露业绩预告的钢铁上市公司业绩分化较

明显。

不少钢铁企业在业绩预告中指出，二

季度钢铁价格下行， 导致钢铁企业业绩出

现下滑。

华菱钢铁预计2022年上半年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亿元至

40亿元，同比下降35%至28%。业绩变动的

主要原因是，2022年上半年， 国际环境更

趋严峻复杂，二季度以来，受疫情影响，产

业链供应链运行不畅， 对钢材下游需求造

成一定影响， 钢铁企业生产经营面临较大

挑战。 二季度以来， 由于市场需求持续低

迷，钢材价格震荡下行，公司经营业绩出现

下滑。

也有部分钢企由于非钢铁业务好转，

上半年业绩出现增长。

以攀钢钒钛为例， 公司预计2022年上

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4亿元至11.5亿元， 同比增长50.72%至

66.66%。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紧抓

市场机遇， 根据市场行情实时调整营销策

略，全力做好产销衔接，钒钛产品销售价格

同比有较大增长。

除了发布业绩预告外，另有2家钢铁

上市公司对外发布半年报， 净利润同比

增幅均较为可观。 究其原因，相关钢铁上

市公司报告期内不锈钢、 特种钢销售较

为可观。

其中，久立特材半年报显示，2022年上

半年， 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约为29.85亿

元，同比增长0.8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约为5.06亿元， 同比增长

34.4%。久立特材称，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

积极推进投产项目的产能释放， 从而满足

下游工业用不锈钢管的多种需求。 另一方

面，以智能化制造为背景，公司不断推动产

品结构转型升级。

盛德鑫泰半年报显示， 公司2022年上

半年共实现营业收入约为5.74亿元， 同比

增长15.5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约为 2865.16万元 ， 同比增长

35.54%。盛德鑫泰称，公司近几年相继开发

ASMESA-213T系列小口径合金无缝钢

管、 全系列优化型内螺纹无缝钢管、T91合

金钢管、T92合金钢管等新产品，2022年上

半年，公司销售S30432高等级不锈钢小口

径无缝钢管1800余吨。

福鞍股份拟36亿元

购买天全福鞍100%股权

● 本报记者 杨烨

福鞍股份8月9日公告称， 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福鞍控股等合计持有的天全福鞍100%股权，交易对价为36

亿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天全福鞍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主营业务将新增锂电池负极材料石墨化加工业务。

承诺三年净利不低于12.42亿元

公告显示，福鞍股份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福鞍控

股、李士俊、李晓鹏、李晓飞、魏福俊、魏帮合计持有的天全福

鞍100%股权。

交易方案显示， 标的资产天全福鞍的交易对价为36亿

元。 其中，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对价29.35亿元，占交易对

价的81.53%；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支付对价6.65亿元，占交易

对价的18.47%。

公司同时对募集配套资金情况进行说明。 公告显示，本次交

易上市公司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同时，拟向不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0.65亿

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和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根据上市公司与业绩补偿义务人签署的 《业绩补偿协

议》，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天全福鞍2022年度、2023年度

和2024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1.88亿元、4.94

亿元和5.6亿元， 即2022年度当期累计净利润不低于1.88亿

元，2023年度当期累计净利润不低于6.82亿元，2024年度当

期累计净利润不低于12.42亿元。 三年业绩承诺期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累计净利润不低于12.42亿元。

负极材料市场前景广阔

据了解，负极材料是锂电池核心材料之一。受动力电池、

储能电池等下游快速增长需求的拉动，负极材料行业正处于

蓬勃发展阶段。 作为负极材料生产的关键工序，石墨化工序

存在工艺相对独立、设备投资大、生产时间长等特点。过去负

极材料厂商主要通过外协方式进行石墨化加工，石墨化自供

比例较低。近年来，负极材料厂商产能快速扩张，虽然部分厂

商通过自建石墨化产能以提升一体化率，但石墨化产能仍然

面临着供不应求的局面。

本次收购被看作实现公司产业升级的重要布局。福鞍股

份表示，得益于国内负极材料行业高速发展，目前负极材料

石墨化加工产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以标的公司为抓手，以负极材

料石墨化加工业务为基础，深耕锂电池负极材料行业，实现

上市公司产业升级，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

在近期的一次机构调研活动中，公司透露，石墨化加工

业务注入后，对公司业绩增厚、盈利增强、质地提升有重大影

响。 2020年8月以来，国内负极材料产量不断增加，价格不断

上涨。 按照相关机构预计，2025年全球锂电池需求量达到

1173KWH，对应负极材料240万吨，对比2021年数据增长4

倍，未来5年预计负极材料将维持高速增长状态。

针对后期产能计划，公司表示，负极材料作为新兴产业，

是受到政策大力支持和鼓励的行业，需求增长产能释放是正

常过程，公司在负极产业链有布局，新增产能消化有保障。 公

司产能指标有14万吨，目前已经投产3.8万吨，预计今年10月

份投产6.2万吨，全年产能达到5万吨，2023年达到10万吨。

乘联会预计2022年

新能源乘用车销量达600万辆

●本报记者 崔小粟

乘联会8月9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 全国新能源乘用车

零售销量为48.6万辆，同比增长117.3%。 1-7月，全国新能源

乘用车零售销量达273.3万辆， 同比增长121.5%。 乘联会表

示，随着近期新能源汽车新品陆续推出，预计8-12月新能源

乘用车月均销量将超过60万辆，持续实现高增长，2022年新

能源乘用车销量或达600万辆。

7月新能源车市火爆

乘联会数据显示，7月， 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56.4万

辆，同比增长123.7%，环比下降1.1%。 1-7月，新能源乘用车

批发销量303万辆，同比增长123%。

乘联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市场供给改善，叠加油价上浮

电价锁定，带动电动车订单量增长。同时，各地鼓励消费政策

力度加大，客户订单数量上涨，改变了淡季规律，进一步推动

7月新能源车市火爆。

乘联会称，将调高2022年新能源乘用车销量预测至600

万辆，四季度初仍可能调高销量预测。

乘联会新能源商用车工作部预计，2022年新能源商用

车销量将超35万辆，总体预测2022年新能源汽车销量为650

万辆左右。

产业链保供措施见效

7月，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181.8万辆，同比增长20.4%，

环比下降6.5%；1-7月累计零售销量为1107.9万辆， 同比下

降3.5%。

批发方面，7月，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213.4万辆，同比增

长40.8%，环比下降2.5%。 受新能源汽车市场拉动，车企表现

分化明显。 1-7月厂商批发销量达到1230.6万辆，同比增长

8.4%。

产量方面，7月，乘用车生产215.8万辆，同比增长41.6%，

环比下降2.2%，产业链保供措施见效。 1-7月车企生产达到

1238.6万辆，同比增长11.8%。

库存方面， 乘联会表示，2021年四季

度以来，厂商库存迅速回补。 7月，厂商库

存环比增长2万辆，1-7月累计增长8万

辆。 7月渠道库存环比增长9万辆，1-7月

渠道库存增长13万辆。 乘联会称，由于库

存有保障，7月的终端零售在政策推动下

明显走强。

利好因素陆续释放

展望下半年，陈斌表示，利好

机械工业运行与发展的因素陆续

释放。 稳增长相关政策措施效用

进一步显现，各地区、各部门出台

诸多稳定经济运行、扩大内需、促

进消费、 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的措施。 同时，“十四

五” 各类规划中明确的重大战略、

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已相继开

工， 为机械工业稳增长提供强有

力支撑。

调查显示，多数企业对于下半

年营业收入和实现利润的预期高

于上半年实际完成情况。 值得一提

的是，近期中央与地方陆续出台促

进汽车消费的措施，有力推动了汽

车行业的回稳向好。 下半年汽车行

业将对机械工业平稳运行发挥重

要支撑作用。

陈斌说，随着稳定经济一揽子

政策措施的逐步落实落地，新冠肺

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下半年机械

工业经济运行将逐步回升，全年有

望实现平稳增长。

行业发展亮点突出

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

亮眼成绩，其营收和利润总额占机

械工业总营收和利润总额的比重

分别为79.3%和76.64%，比上年同

期分别增加3.38个和2.67个百分

点。代表性产品新能源汽车上半年

产销均超过260万辆，同比增长1.2

倍。 同时，能源装备制造业逆势上

涨，营收同比增长20.99%，利润总

额同比增长15.65%。

机械工业践行“双碳” 战略，

为构建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新型

能源供应系统提供绿色动力。东方

电气集团自主研制的长龙山抽水

蓄能电站4号机组、 沂蒙抽水蓄能

电站4号机组、梅州抽水蓄能电站4

号机组，哈电集团自主研制的荒沟

4号抽水蓄能机组相继投产发电。

“我国抽水蓄能机组设计、制造和

安装质量以及抽水蓄能电站建设

管理水平均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

陈斌说。

机械行业装备供给能力持续

提升， 绿色发展转型取得显著成

果。 以三一集团为例， 三一集团

推出电动堆高机、 电动集装箱卡

车、电动抓钢（料）机、电动重载

叉车等全系列电动港口设备，助

力我国港口产业实现绿色生态智

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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