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硅宝科技董事长王有治：

坚持双主业 今年产值目标40亿元

本报记者 康曦

“2023年，公司计划实现产值突破40亿元，力争公司成立第三个十年实现100亿元产值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公司将形成‘建筑+工业+光伏+锂电材料’ 的产业布局。 ” 硅宝科技董事长王有治近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硅宝科技深耕有机硅行业24年，募投项目10万吨/年高端密封胶智能制造项目一期4万吨和二期3万吨均已顺利投产，剩余项目将在今年建成投产，为公司下一步市场拓展夯实根基；公司打造的第二个业绩增长曲线硅碳负极材料板块也取得重大进展，1000吨/年动力电池用硅碳负极材料生产线及研发基地项目已建成投产。

工业胶收入快速增长

2022 年 ， 硅 宝 科 技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26 . 94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5 . 43 % ； 实 现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2 . 5 亿 元 ， 同 比 下 降 6 . 48 % 。 “2022 年 受 高 温 限 电 、 原 材 料 涨 价 等 因 素 影 响 ， 公 司 取 得 这 个 成 绩 非 常 不 容 易 。 ” 王 有 治 表 示 ， 公 司 主 力 产 品 建 筑 胶 受 房 地 产 行 业 影 响 销 售 收 入 下 降 ， 但 工 业 胶 和 硅 烷 偶 联 剂 两 个 产 品 扛 起 了 大 旗 ， 销 售 收 入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0 . 74 % 和 22 . 59 % 。

王有治介 绍， 2022年公 司光伏 行业用胶 实现销 售收入 2 . 44亿元，同 比增长 103 . 82% ，首次实 现单一 大客户销 售过亿 元；从电 子电器 行业看，动 力电池 用胶销 售增长 迅速，实现 收入 5676万 元，同比 增长 102 . 08% ，公 司成为 比亚迪 主力供 应商，电子 导热胶 系列产 品被中 兴通讯 、天 马微电 子、大疆 无人机等 高端客 户批量 采用，顺 利导入宁 德时代 、阳光电 源等头 部企业。

对 于 公 司 今 年 发 展 ， 王 有 治 充 满 信 心 。 原 材 料 价 格 上 涨 的 不 利 因 素 已 经 消 除 。 自 去 年 下 半 年 开 始 ， 国 内 有 机 硅 单 体 新 增 产 能 陆 续 投 放 ， 供 应 充 足 ， 有 机 硅 单 体 价 格 走 低 。 同 时 ， 公 司 对 下 游 市 场 充 满 信 心 。 公 司 将 进 一 步 巩 固 建 筑 胶 市 场 龙 头 地 位 ， 提 高 工 业 胶 领 域 的 市 场 占 有 率 。

下游需求旺盛

扩 产 是 近 年 来 硅 宝 科 技 的 重 点 工 作 。 王 有 治 表 示 ：“目 前 公 司 产 能 利 用 率 处 于 较 高 水 平 ， 高 峰 期 订 单 需 求 远 超 公 司 产 能 。 ” 硅 宝 科 技 已 形 成 18 万 吨 / 年 高 端 有 机 硅 材 料 生 产 能 力 ， 今 年 募 投 项 目 全 部 建 成 投 产 后 ， 公 司 硅 胶 产 能 将 达 到 21 万 吨 / 年 。

扩 产 背 后 是 公 司 对 所 处 赛 道 的 信 心 。 王 有 治 认 为 ， 在 基 建 投 入 、 城 市 更 新 、 新 城 镇 建 设 、 装 配 式 建 筑 发 展 等 领 域 的 政 策 推 动 下 ， 建 筑 胶 市 场 大 有 可 为 。 “今 年 房 地 产 市 场 会 好 于 去 年 ， 而 且 建 筑 胶 除 了 用 于 房 地 产 行 业 ， 基 建 等 领 域 也 能 使 用 。 ”

另外，光伏、电子以及动力电池行业蓬勃发展，也为有机硅密封胶产业带来发展契机。

“2022年光伏产业链各环节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光伏行业高速发展，为光伏行业用胶打开了增量空间。 据相关行业数据，预计2025年光伏行业用胶需求量有望达30万吨-40万吨。 ”王有治说。

近年来，中国锂电池胶粘剂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业内预计 2027年将达到 115.42亿元。 王有治表示，随着动力电池行业快速发展，公司动力电池用胶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硅宝科技计划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成渝经济圈建立三大生产基地。 其中，粤港澳大湾区生产基地主要是为电子行业做配套，长三角生产基地则是为汽车和光伏行业做配套。

打造新增长点

硅碳负极材料板块是硅宝科技打造的第二个业绩增长曲线。 硅碳负极材料因其比容量大，能极大提高锂电池能量密度，是新一代负极材料的发展方向。 公司硅碳负极材料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阶段。

近日，硅宝科技公告称，公司1000吨/年动力电池用硅碳负极材料生产线及研发基地项目建成投产。 “建设该项目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公司开展动力电池用硅碳负极材料产品检测及认证，提升技术水平，掌握产业化经验；二是下游客户对试用的新产品要求匹配一定产能，1000吨/年是最低标准。 ”王有治说。

在1000吨/年动力电池用硅碳负极材料生产线顺利运行后，公司将加快建设1万吨/年锂电池用硅碳负极材料项目。 按照公司计划，1万吨/年锂电池用硅碳负极材料项目将在今年完成全部基建工作。 同时，今年下半年将进行设备安装，明年上半年进行设备调试，投产时间预计为2024年。

王有治表示，硅碳负极材料体积小、容量大，使用硅碳负极材料的动力电池能够实现快充。 目前，硅碳负极材料成本高企，而动力电池厂家对硅碳负极材料价格比较敏感，只有价格降下来，硅碳负极材料才有可能大规模应用于动力电池领域。

华西证券预计，未来硅碳负极材料在消费及动力电池领域渗透率将不断提升，需求量有望持续增长，1万吨 /年锂电池用硅碳负极材料项目建成投产将为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

王有治表示，公司将坚持内生式发展和外延式并购两条腿走路，积极开展投资并购，重点在有机硅材料、粘合剂、锂电材料等行业寻求投资合作机会，拓宽业务领域，提升公司整体规模和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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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持续回暖

企业发力拓展市场

●本报记者 张冉

当前， 线下消费场景逐渐恢复， 餐饮行业加速回

暖，大街小巷烟火气回归。 北京烹饪协会负责人表示，

受益于一系列促消费政策，餐饮行业今年开局良好，行

业持续回暖。 各餐饮品牌在当前市场环境下， 找准定

位、扎实练好内功，为行业企稳回升创造了良好条件。

餐饮企业实现“开门红”

今年以来，餐饮行业复苏态势向好，伴随多地出台

促消费政策，餐饮消费持续旺盛。

商务部将2023年定位为“消费提振年” ，并组织

开展了系列消费促进活动。例如，“2023年全国消费促

进月暨京津冀消费季” 于2月底启动，推出了一批标志

性主题消费活动、特色美食，并发放专项消费券。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3月， 我国餐饮收入

12136亿元， 同比增长13.9%。 其中，3月份餐饮收入

3707亿元，同比增长26.3%。

伴随餐饮消费加速回暖， 多家餐饮企业一季度实

现营收和利润双增长。

广州酒家一季度营收与利润较2019年同期有较

大幅度提升。 一季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9.2亿元， 同比增长23.09%， 较2019年同期增长

72.74%；实现归母净利润0.69亿元，同比增长31.87%，

较2019年同期增长52.16%。

同庆楼一季度营收与2019年同期相比也有提升。

同庆楼一季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4

亿元，同比增长27.27%，较2019年同期增长29.3%；实

现归母净利润0.72亿元，同比增长217.05%，较2019年

同期增长2.74%。

全聚德一季度实现“开门红” ，营业收入为3.2亿

元，同比增长49.39%；实现归母净利润917.4万元，同

比增长119.4%，业绩扭亏为盈。

西安饮食一季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1.76亿元， 同比增长53.51%； 归母净利润亏损

3112.59万元。 公司实现同比减亏。

餐饮消费旺盛

“五一” 期间，全国多地餐饮行业人气爆棚，多个

餐饮店门口排起长队。

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监测，“五一” 假期，全国重

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18.9%， 重点餐饮

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57.9%。

全聚德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多家门店创造了单日

营业收入新高，“五一”期间前门店长期处于排队等位状

态，和平门店平均每天堂食现烤烤鸭超过1000只。 华东

区域“五一”期间营业收入与2019年相比增长25%。

老字号品牌东来顺销售额可观，“五一”期间全国

36家直营店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66.02%， 较2019年同

期增长32.73%。 其中，东来顺北京的18家直营店“五

一” 假期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27.68%，较2019年同期

增长54.58%。

中信证券研报显示， 以餐饮为代表的体验型消费

在假期效应下明显回升。

提升消费者体验

随着行业的复苏， 多个餐饮品牌在抢占预制菜赛

道、数字化升级、拓展外卖等方面持续发力。

多家餐饮企业加码预制菜业务。 今年3月，广州酒

家与六位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了预制菜产业投资基

金，将主要围绕预制菜、食品加工及食材等产业链进行

投资。根据民生证券研报，预制菜产业投资基金将对广

州酒家资本运作能力、预制菜产品创新和质量提升、产

业链上下游布局提供支持。

在今年糖酒会上， 全聚德集团携旗下多个老字号

品牌亮相，展现了众多预制菜新品。 据了解，全聚德集

团建立了以全聚德品牌为主，集合川老大、丰泽园老字

号品牌矩阵， 围绕各品牌定位推出了多个品类的预制

菜。全聚德相关负责人表示，预制菜是全聚德重点发力

的新赛道。未来，全聚德将努力打造“爆款烤鸭” ，让更

多消费者在家也能品尝到不输堂食的菜品。

西贝持续推进数字化工作， 建立了一支上百人的

技术团队， 研发的应用系统涉及后端供应链和前端门

店生产。 数字化发展帮助西贝提升了管理水平以及新

品研发效率，同时助力西贝打造出“西贝功夫菜”“西

贝专业儿童餐” 等爆款品牌。 据了解，2019年-2022

年，西贝儿童餐营收累计增长415%。

自2022年以来，海底捞焕新了外送体系，建立了

“外卖+社群+直播+线上商城”的社区营运体系，强化

到家餐饮服务，以满足顾客日益多元化的用餐需求。目

前， 海底捞外送已经在全国200多个城市建立了超过

1400个站点。 2023年一季度，海底捞外送订单量同比

增加超80万单。 海底捞相关负责人表示，2023年海底

捞将持续加强外送业务的服务能力， 洞察细分顾客需

求， 提出有针对性的方案， 满足不同顾客群体用餐要

求，提升消费者体验。

打造新增长点

硅碳负极材料板块是硅宝科技打造的

第二个业绩增长曲线。 硅碳负极材料因其

比容量大，能极大提高锂电池能量密度，是

新一代负极材料的发展方向。 公司硅碳负

极材料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阶段。

近日，硅宝科技公告称，公司1000吨/

年动力电池用硅碳负极材料生产线及研

发基地项目建成投产。 “建设该项目主要

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公司开展动力电池

用硅碳负极材料产品检测及认证， 提升技

术水平，掌握产业化经验；二是下游客户对

试用的新产品要求匹配一定产能，1000吨

/年是最低标准。 ”王有治说。

在1000吨/年动力电池用硅碳负极材

料生产线顺利运行后， 公司将加快建设1

万吨/年锂电池用硅碳负极材料项目。按照

公司计划，1万吨/年锂电池用硅碳负极材

料项目将在今年完成全部基建工作。同时，

今年下半年将进行设备安装，明年上半年

进行设备调试，投产时间预计为2024年。

王有治表示， 硅碳负极材料体积小、

容量大，使用硅碳负极材料的动力电池能

够实现快充。 目前，硅碳负极材料成本高

企，而动力电池厂家对硅碳负极材料价格

比较敏感，只有价格降下来，硅碳负极材

料才有可能大规模应用于动力电池领域。

华西证券预计，未来硅碳负极材料在

消费及动力电池领域渗透率将不断提升，

需求量有望持续增长，1万吨/年锂电池用

硅碳负极材料项目建成投产将为公司提供

新的利润增长点。

王有治表示， 公司将坚持内生式发展

和外延式并购两条腿走路， 积极开展投资

并购，重点在有机硅材料、粘合剂、锂电材

料等行业寻求投资合作机会， 拓宽业务领

域，提升公司整体规模和实力。

硅宝科技董事长王有治：

坚持双主业 今年产值目标40亿元

“2023年，公司计划实现产值突破

40亿元， 力争公司成立第三个十年实

现100亿元产值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公

司将形成 ‘建筑+工业+光伏+锂电材

料’ 的产业布局。 ” 硅宝科技董事长王

有治近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

时表示。

硅宝科技深耕有机硅行业24年，募

投项目10万吨/年高端密封胶智能制造

项目一期4万吨和二期3万吨均已顺利

投产， 剩余项目将在今年建成投产，为

公司下一步市场拓展夯实根基；公司打

造的第二个业绩增长曲线硅碳负极材

料板块也取得重大进展，1000吨/年动

力电池用硅碳负极材料生产线及研发

基地项目已建成投产。

●本报记者 康曦

工业胶收入快速增长

2022年， 硅宝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26.94亿元，同比增长5.43%；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亿元，同比下

降6.48%。 “2022年受高温限电、原材料

涨价等因素影响， 公司取得这个成绩非

常不容易。 ” 王有治表示，公司主力产品

建筑胶受房地产行业影响销售收入下

降， 但工业胶和硅烷偶联剂两个产品扛

起了大旗 ， 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0.74%和22.59%。

王有治介绍，2022年公司光伏行业用

胶实现销售收入2.44亿元， 同比增长

103.82%，首次实现单一大客户销售过亿

元；从电子电器行业看，动力电池用胶销

售增长迅速，实现收入5676万元，同比增

长102.08%， 公司成为比亚迪主力供应

商， 电子导热胶系列产品被中兴通讯、天

马微电子、大疆无人机等高端客户批量采

用，顺利导入宁德时代、阳光电源等头部

企业。

对于公司今年发展，王有治充满信

心。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不利因素已经消

除。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国内有机硅单

体新增产能陆续投放，供应充足，有机

硅单体价格走低。 同时，公司对下游市

场充满信心。 公司将进一步巩固建筑胶

市场龙头地位，提高工业胶领域的市场

占有率。

下游需求旺盛

扩产是近年来硅宝科技的重点工

作。 王有治表示：“目前公司产能利用率

处于较高水平， 高峰期订单需求远超公

司产能。 ” 硅宝科技已形成18万吨/年高

端有机硅材料生产能力， 今年募投项目

全部建成投产后， 公司硅胶产能将达到

21万吨/年。

扩产背后是公司对所处赛道的信

心。 王有治认为，在基建投入、城市更新、

新城镇建设、 装配式建筑发展等领域的

政策推动下，建筑胶市场大有可为。 “今

年房地产市场会好于去年， 而且建筑胶

除了用于房地产行业， 基建等领域也能

使用。 ”

另外，光伏、电子以及动力电池行业蓬

勃发展， 也为有机硅密封胶产业带来发展

契机。

“2022年光伏产业链各环节产量再创

历史新高。光伏行业高速发展，为光伏行业

用胶打开了增量空间。据相关行业数据，预

计2025年光伏行业用胶需求量有望达30

万吨-40万吨。 ”王有治说。

近年来，中国锂电池胶粘剂市场规模

不断扩大，业内预计2027年将达到115.42

亿元。 王有治表示，随着动力电池行业快

速发展，公司动力电池用胶将迎来爆发式

增长。

硅宝科技计划在粤港澳大湾区、 长三

角和成渝经济圈建立三大生产基地。其中，

粤港澳大湾区生产基地主要是为电子行业

做配套， 长三角生产基地则是为汽车和光

伏行业做配套。

投资信心修复 房企扎堆争抢热门地块

●本报记者 董添

近期，多地持续开展土地出让，地块之间

分化较为明显。 其中，利润率较高、去化较快的

热门地块房企争夺激烈。 另外，为降低成本，部

分房企组成联合体拿地，增加拿地机会。

热门地块受追捧

近期， 多个城市的热门地块受到房企

追捧。

5月10日，厦门迎来2023年首场土拍。 厦

门本次出让3宗宅地， 市场热度远超预期，共

计144家房企参与竞拍，参拍房企数量创出新

高。 其中，厦门岛内两宗地块吸引了中海、保

利、招商等数十家知名房企报名竞拍。五缘湾

地块参拍房企达到88家， 最终由杭州运川摇

号摘取，成交溢价率为12.0%；体育公园地块

参拍房企达34家，由招商摇号获取，成交溢价

率为12.2%。而翔安彭厝地块参拍房企仅3家，

由国贸底价摘取。厦门本次地块出让，均采用

“定品质、限房价、限地价+摇号”的方式。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院长张波表示，当

前， 房企对确定性的追求大于利润空间。 近

期，核心城市的热门地块房企争抢激烈。整体

来看，厦门此次土拍释放出积极信号，企业参

拍数量创下近年来新高， 企业投资信心有所

修复。

5月11日，成都迎来今年5月份的首场土

拍，6宗宅地成交，成交总面积达253亩，总成

交规划建面为35.58万平方米，总成交金额为

38.96亿元，平均溢价率为6.25%。 其中，热度

最高的是高新区南中和33亩宗地，共24家企

业参拍。 武侯区丽都82亩宗地有10家企业参

拍，郫都区红光46亩宗地经过9轮竞价成交。

5月10日， 南京开展2023年第二次宅地

出让。 此次共推出11宗地块，除一宗终止出

让外，其余地块均成交。 其中，3宗地块触顶

摇号，2宗地块溢价成交，5宗地块底价成交，

土地市场延续稳中有升的态势。 本次土拍共

揽金150.085亿元， 总出让面积37.75万平方

米，总规划建面87.17万平方米，成交楼面均

价为17218元/平方米，平均溢价率为9.28%。

组建联合体拿地

中国证券报记者观察到，近期，房企组建

联合体拿地情况较为普遍。

5月6日， 青岛李沧区世博园2宗商住地

成功出让，总占地面积约6.14万平方米，总建

面约11.22万平方米，均由中国金茂及青岛世

园联合体以底价联合竞得，成交价为13.58亿

元，成交楼面均价为12106元/平方米。

中铁和华润联合体则通过摇号摘得北京

大兴区西红门地块， 成交价为37.26亿元，起

拍价格为32.4亿元。

“组成联合体拿地，成为不少房企的标准

动作。 一方面，目前市场仍然不够明朗，组成

联合体可以降低成本，并增加拿地机会。 另一

方面，通过联合体这种方式竞得项目，后续在

产品设计、 施工以及销售等环节可以相互协

作。 不过，联合体这种方式也出现一些问题，

需要用更加市场化的方式去对待项目联合开

发。 ”有地产资深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把握产业机遇 锂电企业频频“落子” 海外

●本报记者 罗京

5月12日晚，亿纬锂能公告，全资孙公司亿

纬马来西亚与PKL签订谅解备忘录， 拟向PKL

购买标的土地，在马来西亚建立锂电池制造厂。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中国

锂电企业“出海” 动作频频，多家企业宣布在

欧洲、东南亚地区设立子公司及布局产能。业

内人士表示，本地化生产能更贴近客户，把握

产业快速发展机遇。

完善产业布局

亿纬锂能表示，本谅解备忘录的签订，将

进一步满足公司扩大圆柱电池产能规模的需

求， 以支持配套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地区电动

两轮车及电动工具制造企业， 是公司完善全

球化产业布局的重要举措。

就在5月9日晚间，亿纬锂能公告，全资

子公司亿纬匈牙利与匈牙利德布勒森市政府

旗下公司签订购地协议， 拟向后者购买位于

德布勒森西北工业区的土地， 用于生产圆柱

形动力电池，购买价格为1285.88万欧元。

今年以来，中国锂电企业“出海” 动作频

频，多家企业宣布在欧洲、东南亚地区设立子

公司及布局产能。

5月4日晚间，璞泰来公告，拟设立紫宸科

技（瑞典）有限责任公司，在瑞典松滋瓦尔建

设10万吨锂离子负极材料一体化生产研发基

地，项目计划总投资不超过157亿瑞典克朗。

另外，欣旺达在越南设立子公司，经营生

产加工组装用于手机、 笔记本电脑及其他电

气电子设备的锂电池。 龙蟠科技拟通过其下

属公司在印度尼西亚投资设立项目公司，开

发建设新能源汽车动力与储能电池正极材料

规模化生产项目。

融入全球产业链

多家公司表示，看好本地市场发展前景。

本地化生产能更贴近客户， 把握产业快速发

展机遇。

豪鹏科技称， 公司部分客户在东南亚布

局，为满足客户需求，保障交付，缩短交期，提

供高效、便捷的客户服务，公司计划在越南建

设制造基地。

璞泰来表示， 本次投资建设负极材料生

产研发基地， 能够有效满足下游客户供应链

管理及订单需求， 有利于公司在深度绑定下

游客户的同时获取长期稳定的海外业务发展

机遇。公司将利用国际化人才提升研发实力。

“不少国内企业的优质产品在国际市场具

有性价比优势，同时毛利率较高。 在此背景下，

部分细分领域龙头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融

入全球产业链。 ”有产业人士对记者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多家公司提示了风险。璞

泰来表示，海外市场在政策体系、商业环境、

文化特征等方面与国内存在一定差异， 项目

未来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诸多挑战。 豪鹏科

技表示， 本次在越南投资设立下属子公司事

项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瀚川智能董秘章敏告诉记者， 对于具备

国际化竞争能力的上市公司来说，利用资金、

品牌优势“走出去” 会是一种趋势。在海外开

展业务， 往往会由派驻国内员工逐步过渡到

本地化用工，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进行组织架

构调整以及对海外员工的技能培养， 都是需

要考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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