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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电视面板连续涨价

面板厂业绩迎边际改善

●本报记者 吴科任

日前，多家市调机构发布的价

格快报显示，5月各尺寸液晶电视

面板价格有望延续今年3月以来

的涨势。随着价格重回现金成本之

上，面板厂业绩有望迎来较大边际

改善。

京东方A近日表示， 进入二

季度， 随着电视面板采购逐步恢

复， 液晶电视面板产线稼动率预

计持续缓慢恢复，“按需生产、动

态控产、健康发展” 有望成为行

业共识。

价格持续上涨

各家市调机构给出的5月液

晶电视面板报价略有差异，但均预

测价格维持上涨势头。

群智咨询预测，32英寸、43英

寸、50英寸、55英寸四款液晶电视

面板价格将在5月分别上涨1美

元、2美元、6美元及6美元，更大尺

寸的液晶电视面板则有10美元的

涨幅。奥维睿沃对应给出的前述各

尺寸5月涨幅预测分别为1美元、3

美元、5美元、5美元及8美元。

集邦咨询预测，32英寸、43英

寸、55英寸、65英寸四款液晶电视

面板5月的均价分别为31美元、56

美元、99美元及139美元， 环比分

别上涨0美元、1美元、4美元及6

美元。

上述机构认为，支撑5月价格

继续调涨的一个动力源自需求侧

的“6·18” 促销活动，推动电视整

机厂持续性备货。但更大的动力系

面板厂控产扭亏的决心。

群智咨询表示，头部面板厂商

在按需生产策略指引下预计再次

开启控产，放缓产能恢复节奏以提

前应对需求下调风险，积极推动液

晶电视面板价格上涨，并尽早实现

扭亏目标。 奥维睿沃表示，虽然二

季度面板厂提升了稼动率，但整体

仍以控产为主基调，面板供需关系

偏紧，拉动面板价格继续上涨。

集邦研究副总范博毓表示，国

内面板厂希望在二季度底前让液

晶电视面板的利润回升到损益点

以上，因此5月价格喊涨的幅度依

然不低。

业绩拐点将至

今年2月，各尺寸液晶电视面

板价格开始企稳，3月进入涨价通

道。 不过，这对面板厂的业绩助力

可谓杯水车薪，它们一季度的“成

绩单” 并不好看。

一季度，拥有全球最大液晶面

板产能的京东方A实现营业收入

379.73亿元，同比下降24.77%；归

母净利润为2.47亿元， 同比下降

94.36%， 扣非后亏损16.68亿元；

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11.13

亿元。

受面板价格大幅下滑拖累，

TCL科技一季度整体实现营业收

入394.43亿元， 同比下降2.77%；

归母净利润为-5.49亿元， 去年同

期为13.53亿元。其中，公司半导体

显示业务实现收入151.2亿元，同

比下降24.5%。

友达光电和群创光电也不例

外， 前者一季度亏损109.1亿新台

币，后者亏损77.69亿新台币。

面板厂普遍看好业绩改善在

即。友达光电展望第二季度时表示，

总体库存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已

逐步恢复健康水平。产业供需改善，

面板价格也出现止跌或反弹， 接下

来公司运营可望逐季向上。 TCL科

技表示， 随着半导体显示主要产品

价格自一季度末开始明显上涨，公

司盈利能力将逐步改善。

京东方A表示，随着下半年促

销季的到来，终端销售回暖，品牌

方备货动能延续，液晶产品将有机

会迎来量价齐升。

面板涨价预期带来的采购需

求前移， 面板出货规模有望恢复。

群智咨询预计，二季度全球液晶电

视面板出货量达6190万片， 同比

下降1.5%，环比增长8.3%。

碳酸锂等原材料价格下行

储能企业有望成最大受益群体

A股储能产业链上市公司纷

纷晒出一季度“成绩单” 。 中国证

券报记者梳理发现， 储能产业链

不同环节公司一季度业绩出现分

化，龙头公司业绩靓丽。

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碳酸锂

等原材料价格下行， 储能企业有

望成为最大受益群体， 预计下半

年储能系统价格会进一步下降，再

次带动行业需求增长。

●本报记者 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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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公司业绩靓丽

今年一季度，储能产业链不同环节

公司业绩出现分化，龙头公司业绩表现

亮眼。

储能电池环节，鹏辉能源一季度实

现营收24.95亿元，同比增长50.14%；归

母 净 利 润 为 1.8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01.46%。公司表示，收入与利润增长主

要是储能业务增长所致，其中家用储能

与大型储能业务大幅增长。

宁德时代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890.38亿元，同比增长82.91%，归母净

利润为98.22亿元， 同比增长557.97%。

公司一季度电池系统销量超过70GWh，

其中储能占比约20%。

聚焦户用储能的派能科技，一季度实

现营收18.41亿元， 同比增长126.07%；归

母净利润为4.62亿元，同比增长355.86%。

派能科技表示，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量

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储能变流器环节， 今年一季度，阳

光电源、上能电气、科华数据、盛弘股

份、固德威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达

266.90% 、126.59% 、46.32% 、172.53% 、

3473.72%。 阳光电源表示，公司一季度

实现总营收125.8亿元，其中储能业务收

入约36亿元。

储能系统集成环节， 南都电源一季

度实现营收 41.97亿元 ， 同比增长

44.83%，归母净利润为1.01亿元，同比

下降78.88%。 公司表示，营收增长主要

系新型电力储能业务扩张， 锂回收业务

板块收入增加。

便携式储能公司华宝新能一季度业

绩出现大幅下滑， 公司实现营收4.48亿

元，同比下降26.77%；归母净利润亏损

2967.29万元。

华宝新能表示， 在全球消费放缓背

景下，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公司产品销售

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受原材料价

格波动的长尾效应、 汇率波动导致汇兑

损失增加，以及期间费用增长的影响，公

司净利润同比下滑。

成本下降刺激需求

目前， 锂离子电池仍旧是新型储能

中最主要的应用技术。 国家能源局数据

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新型储能装

机中，锂离子电池储能占比94.5%。

作为锂电池的重要原材料，2023年

以来碳酸锂价格不断走低，5月4日上海

钢联发布的电池级碳酸锂均价报19.4万

元/吨。 尽管近日价格有所反弹，但相比

去年11月份的近60万元/吨， 跌幅仍近

七成。

阳光电源光储集团副总裁兼储能

事业部总裁徐清清曾表示，碳酸锂价格

下降对储能成本影响很大。 “去年碳酸

锂价格维持高位时，电池成本占储能系

统的70%-80%。 随着碳酸锂价格下跌，

电池成本占比有望回归至 60%甚至

60%以内。 ”

有储能企业负责人透露，当前公司储

能系统价格已从去年的1.45元/Wh下降

到1.15元/Wh，不少客户选择提前锁定订

单，公司订单已排至今年三季度。

日前，多家上市公司披露储能订单情

况。 5月4日晚，南都电源公告称，公司中标

中国移动2022年至2024年通信用磷酸铁

理电池产品集中采购项目， 中标金额约

2.34亿元。 公司4月23日公告称，确认中标

豫能控股集中式电化学储能系统成套设

备采购项目，中标金额约为4.87亿元。

林洋能源4月28日公告称 ，控股

子公司中标“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

徽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永州宁远

100MW/200MWh储能电站EPC总承

包磷酸铁锂电池及PCS预制舱采购”

项目，中标总金额约2.64亿元，预计

交货期为2023年9月底之前。

行业高增长可期

在全球能源转型的背景下，储能技

术作为解决以风、 光为主的新能源系统

波动性、间歇性的有效技术，其价值和地

位愈发凸显。

业内人士表示，2023年随着原材料

价格下降，储能企业趁势而起，有望成

为最大受益群体，预计下半年储能系统

价格会进一步下降，再次带动行业需求

增长。

南都电源日前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

示， 大储订单一季度的开标进度有所减

慢，主要受碳酸锂价格的快速下跌影响，

目前能够看到已经稳定， 预计二季度会

有大量的储能招标信息。

国轩高科高级副总裁、 中国业务板

块总裁王启岁在日前举办的媒体交流活

动上表示，储能行业在2023年的上升空

间会高于动力电池行业。其中，国外家储

市场需求预计在2023年下半年放量，国

内大储市场在2023年第一季度处于招

标阶段，第二季度后将进入交付阶段，目

前相关产品供不应求。

咨询机构InfoLink表示， 由于电池

级碳酸锂价格近期跌势凶猛， 下游客户

观望气氛浓烈，影响第一季度出货，但同

时也为接下来三季度储能市场蓄力。 预

计2023下半年，电力储能直流侧集装箱

价格将从1.05元-1.3元/Wh下降至0.9

元-1元/Wh，势必再带动一波储能市场

增速。

碳酸锂等原材料价格下行

储能企业有望成最大受益群体

本报记者 罗京

A股储能产业链上市公司纷纷晒出一季度“成绩单” 。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储能产业链不同环节公司一季度业绩出现分化，龙头公司业绩靓丽。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碳酸锂等原材料价格下行，储能企业有望成为最大受益群体，预计下半年储能系统价格会进一步下降，再次带动行业需求增长。

龙头公司业绩靓丽

今年一季度，储能产业链不同环节公司业绩出现分化，龙头公司业绩表现亮眼。

储能电池环节，鹏辉能源一季度实现营收24.95亿元，同比增长50.14%；归母净利润为1.82亿元，同比增长101.46%。 公司表示，收入与利润增长主要是储能业务增长所致，其中家用储能与大型储能业务大幅增长。

宁德时代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890.38亿元，同比增长82.91%，归母净利润为98.22亿元，同比增长557.97%。 公司一季度电池系统销量超过70GWh，其中储能占比约20%。

聚焦户用储能的派能科技，一季度实现营收18.41亿元，同比增长126.07%；归母净利润为4.62亿元，同比增长355.86%。派能科技表示，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储能变流器环节，今年一季度，阳光电源、上能电气、科华数据、盛弘股份、固德威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达266.90%、126.59%、46.32%、172.53%、3473.72%。 阳光电源表示，公司一季度实现总营收125.8亿元，其中储能业务收入约36亿元。

储能系统集成环节，南都电源一季度实现营收41.97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母净利润为1.01亿元，同比下降78.88%。 公司表示，营收增长主要系新型电力储能业务扩张，锂回收业务板块收入增加。

便携式储能公司华宝新能一季度业绩出现大幅下滑，公司实现营收4.48亿元，同比下降26.77%；归母净利润亏损2967.29万元。

华宝新能表示，在全球消费放缓背景下，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公司产品销售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同时，受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长尾效应、汇率波动导致汇兑损失增加，以及期间费用增长的影响，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

成本下降刺激需求

目前，锂离子电池仍旧是新型储能中最主要的应用技术。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新型储能装机中，锂离子电池储能占比94.5%。

作为锂电池的重要原材料，2023年以来碳酸锂价格不断走低，5月4日上海钢联发布的电池级碳酸锂均价报19.4万元/吨。 尽管近日价格有所反弹，但相比去年11月份的近60万元/吨，跌幅仍近七成。

阳光电源光储集团副总裁兼储能事业部总裁徐清清曾表示，碳酸锂价格下降对储能成本影响很大。 “去年碳酸锂价格维持高位时 ，电池成本占储能系统的 70%-80%。 随着碳酸锂价格下跌，电池成本占比有望回归至60%甚至60%以内。 ”

有储能企业负责人透露，当前公司储能系统价格已从去年的1.45元/Wh下降到1.15元/Wh，不少客户选择提前锁定订单，公司订单已排至今年三季度。

日前，多家上市公司披露储能订单情况。5月4日晚，南都电源公告称，公司中标中国移动2022年至2024年通信用磷酸铁理电池产品集中采购项目，中标金额约2.34亿元。公司4月23日公告称，确认中标豫能控股集中式电化学储能系统成套设备采购项目，中标金额约为4.87亿元。

林洋能源4月28日公告称，控股子公司中标“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永州宁远100MW/200MWh储能电站EPC总承包磷酸铁锂电池及PCS预制舱采购”项目，中标总金额约2.64亿元，预计交货期为2023年9月底之前。

行业高增长可期

在全球能源转型的背景下，储能技术作为解决以风、光为主的新能源系统波动性、间歇性的有效技术，其价值和地位愈发凸显。

业内人士表示，2023年随着原材料价格下降，储能企业趁势而起，有望成为最大受益群体，预计下半年储能系统价格会进一步下降，再次带动行业需求增长。

南都电源日前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大储订单一季度的开标进度有所减慢，主要受碳酸锂价格的快速下跌影响，目前能够看到已经稳定，预计二季度会有大量的储能招标信息。

国轩高科高级副总裁、中国业务板块总裁王启岁在日前举办的媒体交流活动上表示，储能行业在2023年的上升空间会高于动力电池行业。 其中，国外家储市场需求预计在2023年下半年放量，国内大储市场在2023年第一季度处于招标阶段，第二季度后将进入交付阶段，目前相关产品供不应求。

咨询机构InfoLink表示，由于电池级碳酸锂价格近期跌势凶猛，下游客户观望气氛浓烈，影响第一季度出货，但同时也为接下来三季度储能市场蓄力。 预计2023下半年，电力储能直流侧集装箱价格将从1.05元-1.3元/Wh下降至0.9元-1元/Wh，势必再带动一波储能市场增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