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钼产品供不应求

排队拉货场景再现

本报记者 何昱璞

时隔17年，钼价再次创下新高。

“现在钼价一天一个样，价格上涨太快了。 ”在金钼股份渭南矿冶厂区，打包、搬运、装载……车间内的工人正在抓紧将产品装车，早日运送到客户手中。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公司了解到，目前公司已经满产，但仍然供不应求。 兔年伊始，钼产品生产销售两旺，排队拉货场景再现。

价格创17年来新高

2月16日，黑龙江某大型钼矿山新一轮钼精矿（50%至55%品位）出货报价为5600元/吨度，国内钼精矿价格时隔17年再创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月，钼精矿价格重回2005年10月5450元/吨度的高点；1月31日，钼精矿价格再度上扬，单日涨幅接近900元/吨度。 目前，最新报价已较1月末主流成交价再度上涨4%。 有分析人士表示，目前钼精矿价格距离2005年5月创造的6250元/吨度的历史高点，也仅有一步之遥。 供不应求下，钼的春天提前到来。

数据显示，2月17日，国内45%-50%钼精矿报价5570元-5600元/吨度，50%-55%钼精矿报价5600元-5630元/吨度，价格较昨日上涨80元/吨度；钼铁报价36.3万元-37.3万元/基吨，价格较前一日下调0.7万元-1.2万元/基吨。 分析人士认为，大型钼矿山出货在即，市场普遍看好，成本支撑将继续维持。

市场份额进一步集中

在金钼股份渭南华州生产区，生产线加班加点进行钼矿开采及后续深加工。作为国内最大的钼产品供应商，公司主要从事钼系列产品的生产、销售、研发及钼相关产品贸易经营业务，拥有钼采矿、选矿、焙烧、钼化工和钼金属加工上下游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条，生产钼炉料、钼化工、钼金属深加工三大系列二十多种品质优良的产品。

记者从行业了解到，上一轮景气周期在2008年结束后，国内钼行业已启动落后产能出清。 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5年，钼价长期弱势运行，矿山开采逐渐陷入困境，国内头部企业联合保价，中小矿企关停或被并购，叠加环保压力加大，市场份额进一步集中。

2022年，受疫情、限电影响，国内钼精矿产量有所下滑，国外矿山减产幅度较大，钼库存大幅下滑。 金钼股份表示，从2022年到现在，公司基本都是低库存。 受益钼价格上涨，客户集中在国内几个大型钢厂，供不应求情况持续多时。

记者了解到，近期下游钢厂补库需求强烈，驱动钼价大涨。 除了应用在不锈钢领域，钼以其良好的耐腐蚀性、耐摩擦性等特性，也作为一种新材料添加剂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领域。 下游需求放量进一步促使钼产品供不应求。

据悉，金钼股份拥有丰富的资源储备，运营两座大型露天钼矿山，目前年产各类钼产品折合钼金属量约2.25万吨。 其中，金堆城钼矿是世界六大原生钼矿之一，储量丰富、品位较高、含杂低，产品品质尤其适合深加工，保有矿石储量达4.78亿吨，平均品位为0.083%，服务年限为36年；汝阳东沟钼矿总矿石量达4.8亿吨，平均品位为0.120%，服务年限为58年。

供需错配格局将持续

金 钼 股 份 表 示，公 司致力 于做强做 优做大 钼产业 ，建设具 有全球竞 争力的 世界一 流 企 业 。 发 展 战 略 是 主 钼 纵 向 一 体 、 横 向 拓 宽 ， 非 钼 产 业 相 关 多 元。 坚持以有色金属产业相关多 元 化 为 补 充 ，构筑产 业经营 、资本运营 、产融互 动 、绿色 创新融 合发展模 式 ， 做 精 主 业 、 做 强 实 业 、 做 大 产 业 。

数据显示，2021年国内前三大钼矿开采企业钼矿产量占比已超41%，行业集中度较高。 2022年全球钼供需大概率出现小幅缺口，2023年缺口将扩大。 华泰证券认为，2016年钼产能出清完毕叠加需求重新上涨，钼供应转为短缺，钼价上行。 2023-2025年钼市或延续供应短缺之势，存在继续推升钼价的可能性。

有机构认 为，从全 球来看 ，钼供给增 量有限 。 海外 钼 矿 多 为 铜 钼 伴 生 矿 ， 受 全 球 铜 供 给 增 速 限 制 ， 预 期 海 外 钼 矿 增 速 将 维 持 较 低 水 平 ， 而 消 费 端 持续 扩张 ，预计 全球维 持 5 % -10 %的复 合增速 ，全 球钼市 供不应 求的局 面延续，预 计 2023年缺 口仍将 达到 2万 吨以上，钼 价有望 继续上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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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压力减轻

新能源车行业维持高景气度

●本报记者 金一丹

2月17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苗圩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

（2023）上表示，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

有望达900万辆，行业整体不存在产能

过剩的问题。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位业内人士

处了解到， 近期随着碳酸锂等动力电

池原材料价格的下降，新能源汽车的成

本压力有望减轻，叠加各地政策对汽车

消费的刺激， 新能源车市场将维持高

景气度。

锂盐价格下降

近日， 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

下降。上海钢联数据显示，2月17日，电

池级碳酸锂跌5500元/吨， 均价报44

万元/吨；工业级碳酸锂跌4000元/吨，

均价报41.25万元 /吨； 氢氧化锂跌

5000元/吨-6000元/吨。 据生意社统

计，碳酸锂现货价格在2022年11月达

到高点59.1万元/吨，4个月内降幅超

过25%。

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教

授、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长欧

阳明高预计，今年下半年，碳酸锂价

格将降至35万元/吨至40万元/吨。 为

保证电池回收行业的发展，碳酸锂较

合理的平衡价格区间为30万元/吨至

40万元/吨。

“近期电池原材料价格变化较快，

我们与供应商一直保持着积极沟通，

正在商讨制定新的价格方案。” 国内某

电池厂商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 此外，记者调研多家动力电池厂商

了解到，需求方面，动力电池订单目前

仍处在饱和阶段， 新订单正在洽谈新

一轮价格。

相关部门正加大动力电池原材料

供给保障力度。 日前，工信部装备工业

一司相关负责人就 《关于组织开展公

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工

作的通知》答记者问时表示，将加强国

际资源开发合作，推动加快国内开采进

度，积极开展整车、零部件、基础元器

件、关键材料等产业链上下游的交流合

作，打击投机炒作、捂盘惜售等不正当

竞争行为，多措并举做好关键原材料保

供稳价工作。

财信证券研报表示，随着碳酸锂

价格快速下跌带来的成本下降，以及

新电池技术如钠电池、 锰铁锂电池、

复合集流体的量产应用带来的续航、

安全、快充等性能的快速提升，新能

源车2023年将进入全面替代燃油车

的阶段。

向好趋势不变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简称“中汽

协” ） 数据显示，1月国内新能源汽车

产销分别为42.5万辆和40.8万辆，环比

分别下降46.6%和49.9%， 同比分别下

降6.9%和6.3%。

苗圩认为，政策补贴退出会对今年

一季度，甚至今年上半年国内新能源车

市产生一定影响， 但影响是可控的，新

能源车渗透率增长的趋势不会改变。苗

圩建议，将计划于今年年底退出的新能

源汽车购置减免政策继续延续。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

长徐兴锋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汽

车是消费“四大金刚” 之一，在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中占比达到10%。商务部

将继续会同相关部门，多措并举，着眼

全产业链，突出关键点，继续稳定和扩

大汽车消费。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 近期全国有

10余个城市推出了鼓励汽车消费相关

政策。 江西省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巩固

提升经济回稳向好态势的若干措施》

中提到，大力提升汽车、家装、家电等传

统消费， 组织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 绿色智能家电消费促进等促销活

动，落实延续实施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

购置税政策。

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公布的 《上

海市提信心扩需求稳增长促发展行动

方案》中提出，延续实施新能源车置换

补贴，2023年6月30日前个人消费者报

废或转出名下在上海市注册登记且符

合相关标准的小客车，并购买纯电动汽

车的，给予每辆车1万元的财政补贴。

河南省人民政府近日印发的 《大

力提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稳定向好政

策措施》中提出，鼓励各地出台促进汽

车消费的惠民政策，将购车补贴政策延

续至2023年3月底，对在省内新购汽车

按购车价格的5%给予消费者补贴，最

高不超过1万元/辆，省、市级财政各补

贴一半。 辽宁省大连市近期宣布，计划

于2月10日至3月31日， 面向在大连购

车人发放总额5000万元的“2023年大

连汽车消费券” 。

中汽协表示，2023年我国将继续坚

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大力提振市场信心，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积极推动经济运行

整体好转， 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

理增长。随着相关配套政策措施的实施，

将会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和消费活力。

中汽协预计，随着新的一年芯片供

应短缺等问题有望得到较大缓解 ，

2023年汽车市场将继续呈现稳中向好

发展态势，实现3%左右的增长。

头部厂商频拿大单 切片先进产能存缺口

●本报记者 杨烨

在新一轮光伏扩产潮中，“设备

先行” 趋势显著。 近日，高测股份、宇

晶股份等多家切片机企业披露斩获大

额订单。 此外，晶盛机电、上机数控等

其他提供切片机的龙头企业去年也收

获业绩高增长。

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大尺寸和薄

片化已成为硅片发展确定趋势， 对于

切割设备的市场需求加大、 技术要求

也更高， 但目前切片先进产能存在缺

口。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头部设备厂商

将继续选择扩建产能， 另一方面随着

行业集中度提升， 头部企业更有议价

能力，有利于业绩提升。

频繁披露大单

随着光伏巨头持续加码硅片和电

池产能， 切片设备生产商也成为受益

者。 高测股份2月初在公众号披露，在

隆基绿能鄂尔多斯基地招标项目中，

公司拿下100台切片机及部分机加产

品订单。

此外，高测股份还披露，在晶澳科

技（宁晋基地、越南基地）最新招标项

目中，高测股份包揽全部切片机、开方

机、磨抛机订单。

除了上述两家龙头厂商，高测股

份同样获得了硅片新势力企业的青

睐。 近期，在宇泽半导体楚雄基地、文

山基地、宜春基地最新13GW光伏机

加、切片项目招标中，高测股份包揽

全部截断机、开方机、磨抛机和切片

机订单。

2月10日，宇晶股份公告称，公司

近日与安徽华晟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

了《设备采购合同》，华晟新材料拟向

公司采购6026万元合同金额的切片

机设备。

宇晶股份称， 本合同的履行预计

将对公司2023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

极影响。公开信息显示，华晟新材料主

营业务是从事异质结电池专用单晶硅

片的生产制造， 其母公司华晟新能源

也是全球异质结领域的领军企业。

此前， 宇晶股份还分别公告了公

司与高景太阳能签订了9360万元切

片机采购合同以及与青海天合光能签

订了6584万元切片机采购合同。

“频繁披露的大额订单充分展露

了光伏切片机在市场上的热销状况。

值得关注的是， 今年N型硅片及电池

大幅放量， 也给相应的切片厂商带来

利好。 ” 一位业内专家表示。

相关上市公司公布的经营业绩也

印证了上述观点。以高测股份为例，该

公司将交出近10年来最为亮丽的财

报，预计2022年归母净利润为7.6亿元

到 8.2亿元， 同比增长 340.09%到

374.83%。 宇晶股份则实现扭亏为盈，

预计2022年归母净利润将从上年同

期的亏损677万元到增长0.9亿元-1.1

亿元。两家企业均表示，光伏行业持续

保持高景气度，市场需求旺盛，设备订

单大幅增加， 光伏切割设备营业收入

和净利润较上一年实现大幅增长。

头部企业受益

业内人士表示，当下光伏行业景

气度提升很快，行业大幅扩产也是新

常态，硅片大尺寸、薄片化和细线化

趋势非常明显，对于切割设备的市场

需求加大、技术要求也更高，有一定

技术优势和规模实力企业的金刚线

切片机产品更是供不应求。 尽管切片

产能也在扩张，但从增速来看，由于

硅片产能增长所对应的需求快于切

片产能增长，同时下游光伏企业对切

割技术要求只会越来越高， 可以预

期，切片先进产能短期内仍处于供不

应求状态。

“切片先进产能欠缺的背景下，

一方面头部设备厂商将会继续选择扩

建产能， 另一方面随着行业集中度增

强，头部企业更有议价能力，有利于业

绩提升。 ”分析人士称。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 上机数控目

前投产已达25GW切片产能， 并计划

在徐州投建25GW切片产能。 高测股

份目前已达产切片产能21GW， 并规

划在河南新增5GW产能，预计2023年

5月达产， 切片代工规划总产能进一

步上调至2024年的52GW。

从上述企业技术革新来看，一

是大尺寸和薄片化成为确定趋势，

二是N型切割设备更受市场欢迎，三

是碳化硅领域的金刚线切割工艺逐

步成熟。

根据市场预计，2023年属于光伏

N型量产元年， 今年N型电池产能有

望超过200GW， 渗透率将提升至

35%。 随着N型硅片及电池渗透率逐

步提升，N型切割设备市场空间将急

速扩大。

钼产品供不应求

排队拉货场景再现

时隔17年， 钼价再

次创下新高。

“现在钼价一天一

个样， 价格上涨太快

了。 ” 在金钼股份渭南

矿冶厂区，打包、搬运、

装载……车间内的工人

正在抓紧将产品装车，

早日运送到客户手中。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公司

了解到， 目前公司已经

满产，但仍然供不应求。

兔年伊始， 钼产品生产

销售两旺， 排队拉货场

景再现。

●本报记者 何昱璞

生产车间工人抓紧将钼铁产品装车 本报记者 何昱璞 摄

金钼股份生产厂区货车排队等待拉货

供需错配格局将持续

金钼股份表示，公司致力于

做强做优做大钼产业，建设具有

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发

展战略是主钼纵向一体、 横向

拓宽，非钼产业相关多元。 坚持

以有色金属产业相关多元化为

补充，构筑产业经营、资本运营、

产融互动、绿色创新融合发展模

式，做精主业、做强实业、做大

产业。

数据显示，2021年国内前三

大钼矿开采企业钼矿产量占比已

超41%，行业集中度较高。 2022

年全球钼供需大概率出现小幅缺

口，2023年缺口将扩大。 华泰证

券认为，2016年钼产能出清完毕

叠加需求重新上涨， 钼供应转为

短缺，钼价上行。2023-2025年钼

市或延续供应短缺之势， 存在继

续推升钼价的可能性。

有机构认为， 从全球来看，

钼供给增量有限。海外钼矿多为

铜钼伴生矿， 受全球铜供给增

速限制， 预期海外钼矿增速将

维持较低水平， 而消费端持续

扩张，预计全球维持5%-10%的

复合增速，全球钼市供不应求的

局面延续，预计2023年缺口仍将

达到2万吨以上， 钼价有望继续

上升。

市场份额进一步集中

在金钼股份渭南华州生产区，生产

线加班加点进行钼矿开采及后续深加

工。 作为国内最大的钼产品供应商，公

司主要从事钼系列产品的生产、 销售、

研发及钼相关产品贸易经营业务，拥有

钼采矿、选矿、焙烧、钼化工和钼金属加

工上下游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条，生产

钼炉料、钼化工、钼金属深加工三大系

列二十多种品质优良的产品。

记者从行业了解到， 上一轮景气

周期在2008年结束后，国内钼行业已

启动落后产能出清。 数据显示，2008

年至2015年，钼价长期弱势运行，矿山

开采逐渐陷入困境， 国内头部企业联

合保价，中小矿企关停或被并购，叠加

环保压力加大，市场份额进一步集中。

2022年，受疫情、限电影响，国内

钼精矿产量有所下滑， 国外矿山减产

幅度较大，钼库存大幅下滑。金钼股份

表示，从2022年到现在，公司基本都

是低库存。受益钼价格上涨，客户集中

在国内几个大型钢厂， 供不应求情况

持续多时。

记者了解到， 近期下游钢厂补库

需求强烈，驱动钼价大涨。除了应用在

不锈钢领域，钼以其良好的耐腐蚀性、

耐摩擦性等特性， 也作为一种新材料

添加剂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

等新能源领域。 下游需求放量进一步

促使钼产品供不应求。

据悉， 金钼股份拥有丰富的资源

储备，运营两座大型露天钼矿山，目前

年产各类钼产品折合钼金属量约2.25

万吨。其中，金堆城钼矿是世界六大原

生钼矿之一，储量丰富、品位较高、含

杂低，产品品质尤其适合深加工，保有

矿石储量达4.78亿吨， 平均品位为

0.083%，服务年限为36年；汝阳东沟

钼矿总矿石量达4.8亿吨，平均品位为

0.120%，服务年限为58年。

★

价格创17年来新高

2月16日， 黑龙江某大型钼矿山

新一轮钼精矿 （50%至55%品位）出

货报价为5600元/吨度， 国内钼精矿

价格时隔17年再创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月，钼精矿

价格重回2005年10月5450元/吨度的

高点；1月31日，钼精矿价格再度上扬，

单日涨幅接近900元/吨度。目前，最新

报价已较1月末主流成交价再度上涨

4%。 有分析人士表示，目前钼精矿价

格距离2005年5月创造的6250元/吨

度的历史高点，也仅有一步之遥。供不

应求下，钼的春天提前到来。

数据显示，2月17日， 国内45%-

50%钼精矿报价5570元-5600元/吨

度，50%-55%钼精矿报价5600元-

5630元/吨度，价格较昨日上涨80元/

吨度； 钼铁报价36.3万元-37.3万元/

基吨，价格较前一日下调0.7万元-1.2

万元/基吨。 分析人士认为，大型钼矿

山出货在即，市场普遍看好，成本支撑

将继续维持。

锂电产业链利润分配或重构

●本报记者 朱涵

上海钢联统计数据显示，2月17

日部分锂电材料报价下跌，其中电池

级碳酸锂跌5500元/吨， 相比其他锂

电材料跌幅居前，报价为44万元/吨。

这也是近一周以来电池级碳酸锂报

价跌幅最大的一次。 业内人士表示，

碳酸锂价格下行到合理区间，有利于

产业链中下游企业降低成本，推动新

技术迭代。

有利于中下游企业发展

公开资料显示，在动力电池产业链

中，除上游电池级碳酸锂价格持续下跌

外，中游磷酸铁锂、锰酸锂、钴酸锂及六

氟磷酸锂的价格也在持续下跌。

在锂盐价格高企的时候，产业链利

润分布明显向上游企业偏移，中下游企

业承压。 川财证券研报表示，碳酸锂价

格下行到合理区间，更有利于产业链中

下游企业降低成本。

不仅是降低企业现有的技术成本，

锂盐降价还会更有利于推动新技术迭

代。 公开资料显示，在当前市场普遍应

用的全固态电池存在成本高昂、离子电

导率低导致性能变差等问题的背景下，

高安全性、长寿命与良好经济性的半固

态电池成为“新兴宠儿” ，在其关键环

节固态电解质成膜工艺中，按照当前碳

酸锂价格下降走势，未来采用锂金属负

极可以降本30%至60%左右。

“半固态电池有望抢占下一代锂

电技术制高点。”光大证券表示，“作为

过渡阶段的半固态电池供应链与现有

供应链的重合度很高，降本则更有利于

新技术提质降价。 ”

据赣锋锂业官微消息，搭载赣锋锂

电三元固液混合锂离子电池的纯电动

SUV赛力斯-SERES-5� 规划于今年

上市。 早在2022年，蔚来发布的ET7、

东风发布的E70、岚图发布的追风等车

型，均已搭载半固态电池。 锂盐价格持

续下降，有望加速半固态电池在整车端

的应用。

储能装机量料提升

据东亚前海证券研报，GGII最新

调研数据统计显示，2022年中国储能

锂电池出货量达到130GWh，同比增速

达170%。从出货产品应用看，电力储能

仍是最大的应用领域，占比超70%。 其

中， 作为储能系统核心材料的电芯，约

占总成本的七成。

目前，储能电芯产业格局较集中，

宁德出货量居于首位， 其2021年市占

率约为27.1%。比亚迪、国轩高科、亿纬

锂能等出货保持高速增长， 市占率分

别为8.1%、8.1%和3.2%。 上游锂盐价

格大幅降价令电芯厂商盈利边际改

善， 在电芯价格上也能有更大自主空

间。 而电芯这一主要原材料价格回落，

将有利于新型电力系统构建， 从而拉

动储能装机需求。

韩国市场研究机构 SNE� Re-

search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动力电

池装机量为 517.9GWh， 同比增长

71.8%。 其中，宁德时代连续6年夺得全

球动力电池市场冠军， 装机量提升至

191.6GWh，同比增长98%，市占率约

为37%。 中国企业的年度装机容量为

312.7GWh， 同比增长 101.09% ，占

2022年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的60.4%。

“随着各大主要市场需求量持续

高增，2023年中国储能锂电池出货量

有望迎来进一步增长。”机构表示，“当

前锂价格下跌有望进一步促进储能装

机需求， 随着2023年中美大储项目的

加速交付，储能产业链各环节有望同步

受益。 ”

根据市场预计 ，

2023年属于光伏N型

量产元年，今年N型电

池 产 能 有 望 超 过

200GW， 渗透率将提

升至35%。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