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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梦泽

新能源汽车全年销量有望突破340万辆
的喜报言犹在耳，关于电动汽车里程和补能
焦虑的问题，已从熙熙攘攘的国庆高速路上
蔓延到了寒潮侵袭的北方地区。

低温之下，三元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内部
反应物质活性下降、电解液变得黏稠，续航里
程显著下降。如此“掉电”刺激充电需求大增，
本就不宽裕的充电桩资源基本靠“抢”，令数量
日益增长的新能源车主苦不堪言。

如何解决里程焦虑？业界目前达成的共
识，是增加电池的密度和容量。然而，盲目增
加续航里程并不明智，随着电池组尺寸的增
加，充电时间也会增加。以目前技术水平，每
增加1度电，意味着增加约5.5KG的重量。而
且，电池容量增加还会导致可能出现异常充
放电事故的风险。

据《2020 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
告》显示，以“摊大饼”著称的北京，通勤距离

达11.1公里，名列国内各大城市之首。11.1公
里是一个平均通勤距离，考虑到特殊因素，一
般车主日常上下班可划入 50 公里区间。如
此，一周下来300公里的通勤路程基本可满足
绝大多数消费者的需求。

客观来看，明确用车使用场景，会远比简
单粗暴地提升续航里程更有用。在目前的大
交通体系下，增程式混合动力车型更符合实
际用车需求，纯电动车型最合适的使用场景
仍集中在高频的本地日常短途通勤上。这
也就能解释，为何作为新势力中唯一混合动
力车型的理想 ONE 能久立其间而不倒；续
航120KM的五菱宏光MINI EV能战胜一众
敌手，闷声稳坐国内纯电动汽车销量的头把
交椅。

事实上，纯电动车的里程焦虑问题，从
来不会因为续航里程的无限提升而有所缓
解。如今，动辄 500 公里起步的新车型不断
问世，已接近甚至超越大部分小型燃油汽
车的满箱油续航里程，但里程焦虑甚至不

减反增。
问题出在“质”“量”两个方面。首先，相

比遍布全国大江南北的完善的加油站体系，
飞速铺排建设中的充电补能体系至今仍不
完善。

充电联盟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8
月份，全国上报的充电基础设施累计数量为
210.5万个。而截至2020年，国内加油站数量
也只是11.9万座，充电桩的数量是后者的约
20倍，但这一靓丽战绩却经不起推敲。

充电桩能否满足新能源车的充电需求，
“车桩比”指标很关键，比值越低，充电桩的
供给越充分，充电越便利。然而，同时期我
国新能源车型保有量为 678 万辆，车桩比例
还不到3:1。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初期，相关
部门偏重于扶持整车，轻视了配套供应链企
业和使用服务企业的生态建设，使得整个产
业链发展并不均衡。早期重建桩、轻运营的
发展模式下，公共充电桩废弃率高企，行业
平均利用率只有4%左右。

小小充电桩，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
新能源汽车大市场。要建设更完善的充电
基础设施体系，不能光靠政府和充电设施运
营商，新能源车企同样应当有所作为。从目
前反馈的问题看，构建布局合理、高效完善
的充电服务网络已成为亟待突破的关键
点。相关部门可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为
解决“在哪建”“建多少”的问题提供数据支
持；车企亦可对充电桩、换电站、移动充电
车、电池包等加换电服务进行不同的尝试和
探索。政府与企业双管齐下，新能源车的发
展与相关配套设施齐头并进，才是行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既可解决车主充电
难的现实问题，也可成为实现“碳中和”远景
目标的真正助力。

从“里程焦虑”到“补能焦虑”
充电补能体系如何“喂饱”新能源车

本报记者 龚梦泽

因为“家中有矿”，在全球经济版图中一
向低调的南美突然汇聚了以中国为首的众
多动力电池产业链企业的目光。2021年7月
份，赣锋锂业对加拿大千禧锂业发起了要约
收购，不料遭到国内同行宁德时代的半路

“截杀”。正当很多人以为千禧锂业即将被
宁德时代收入囊中时，美洲锂业却又从天而
降，最终完成了收购。“宁王”与“锂王”几经
反转的竞拍大戏，可以算是锂资源争夺战日
渐升温的缩影。

随着电动车浪潮携颠覆之势来袭，锂资
源的地位骤然生变，一把捏住了新能源汽车
发展的命脉。今年以来，全球电动车交付量
不断创下新高，锂电池供不应求的局面也日
益凸显。实际上，锂电池供需紧张的问题并
不仅仅局限于当前，远期的强劲需求也强化
了资源端的配给与价值。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欧、
美、日、韩的老牌车企纷纷设置了明确的燃
油车停售时间表。中国也于10月26日发布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首次明确远期
目标：到2030年，当年新增新能源、清洁能源
动力的交通工具比例达到40%左右。政策明
确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前景，动力电池厂家纷
纷宣布加倍扩产，市场囤货情绪高涨。加之
卖方市场影响力提升，加剧了锂电市场供需
失衡，促使锂矿报价不断上行。

中关村新型电池技术创新联盟秘书长
于清教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锂矿在产业链的话语权至关重要，具有优质
锂资源的企业成本优势凸显，盈利弹性会充
分释放，而在资源端布局存在短板的下游企
业将利润承压。

全球锂资源不仅表现出区域分布集中
的特点，还表现出控制权高度集中的特点。
国泰君安证券发布的研报显示，全球77%的
锂业市场份额由五大公司掌控。其中，中国
的赣锋锂业和天齐锂业市场占比分别为16%
和14%，其余47%的市场份额被美国雅宝
ALB（占比25%）、智利矿业化工SQM（占比
15%）、美国Livent（占比7%）三家公司瓜分。
国内电池制造商的对手不仅限于国内的“锂
业双雄”，还包括一众海外锂业巨头。

“从供应维稳与成本控制角度来看，控制
住锂矿就是控制住了核心原材料。”在于清教
看来，在下游锂电需求确定性增长的背景下，
锂矿资源已成为市场竞争的首要前提。

锂电企业忙扩产
暂时难改供需失衡局面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1-11月份，新能源汽车市场累计销量达到
299万辆，同比增长166.8%。中汽协最新预
测，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突破340万辆。

伴随新能源汽车销量大增，汽车动力电
池和储能电池的需求也大幅增长，短期供不
应求，长期需求明确，成就了今年锂电行业
风光无限的根本逻辑。“向产能冲锋”成为
2021年锂电行业发展的最核心话题。

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2021年1月份
至10月份，全球动力电池的装机量达到
225GWh，同比增长116%。其中，我国动力
电池装车量为107.5GWh，同比增长168.1%。

储能电池的需求也大幅增长。以阿
特斯为例，该公司作为全球化储能企业的
代表，今年1月份至9月份，在建储能项目
从 0.9GWh 增 加 到 2.9GWh，储 备 项 目 从
6.5GWh增加到21GWh，以备储能电池需求
的迅猛增长。

供应端方面，相较于大幅增长的市场需
求，锂电产能的增长并不匹配。《证券日报》
记者注意到，包括宁德时代、比亚迪、蜂巢能
源等在内，锂电供应商从去年年底才开始大
规模扩张产能。但是，锂电产能扩张具有一

定的滞后性，厂房建设及设备安装建设周期
需要6至9个月，产能爬坡周期需要3至6个
月，达到一定的产能利用率（涉及技术水平、
生产经验和产品结构）也需要时间，导致锂
电供应“远水难解近渴”，供需持续失衡。

六氟磷酸锂作为动力电池电解液最重
要的组成部分（约占电解液总成本的43%），
今年以来市场需求显著增长，售价一路攀
升。统计资料显示，2020年9月份六氟磷酸
锂的市场报价约为7万元/吨，但截至2021年
12月22日，六氟磷酸锂的市场报价已突破50
万元/吨。即便是如此，很多生产企业目前基
本无库存，现货紧张，通常以交付订单为主。

“目前发布供货和扩产公告的几家行业
龙头，其立项、报批、合规等手续，没个一年
半载也批不下来。”一位锂电行业从业人员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着手扩产的锂
电上市公司正在交设备款阶段，但设备加工
进度缓慢。为了保障原料供应，今年5月份
以来，锂电行业各大龙头上市公司先后对外
签订多份六氟磷酸锂的长期协议，收款方式
也向现款现货方式靠拢。

“六氟磷酸锂价格持续上涨的背后，是新
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市场持续火爆的缩影。
随着落后产能陆续出清，市场产能和订单将
向优质龙头企业靠拢。”天祝宏氟锂业董事长
曹斌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预计，
2022年六氟磷酸锂仍将保持较高的景气度。

全球锂电产能逐步释放
2025年规划产能超2500GWh

按照多家机构预测，2025年全球锂电池
需求将超过1500GWh。以平均60%的产能
利用率估算，对应的产能是2500GWh。据

《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主要
锂电企业2025年的规划产能合计已超过
2500GWh。

自2020年拿到特斯拉的订单起，宁德时
代就已宣布8个动力电池扩产项目。今年半
年报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底，宁
德时代的动力电池年产能为65.45GWh，在建
产能达到92.5GWh。多家券商研究报告预
计，2025年宁德时代的产能规划目标接近
600GWh；LG的规划产能将达400GWh。此
外，蜂巢能源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已启动新的战略规
划，预计2025年的规划产能将超200GWh。

在动力电池需求量方面，若2025年全球
乘用车销量达到8000万辆，以电动化渗透率
25%估算，对应的电动车销量为2000万辆。
若每辆电动车搭载电量平均为40KWh，仅电
动 乘 用 车 的 电 池 需 求 预 计 就 将 达 到
800GWh，这还不包括电动商用车、电动两轮
车、电动工程机械、电动船舶等细分领域所
占的份额。

储能电池需求方面，据国际能源署和中
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2025年全球光伏装机
量保守估计可达1810GW；据全球风能理事
会数据，2025年全球风电装机量预计可达
1210GW。据此推算，到2025年，全球光伏和
风电新能源的合计装机量为3020GW。若按
照储能配套渗透率25%、平均20%的装机率
和2小时的配置储能计算，仅光伏和风电侧
带来的储能电池需求就达300GWh。此外，
电网侧储能、用户侧储能（包括家庭储能）等
细分领域也将对储能电池产生一定的需求。

从长期的全球市场需求到全球产能需
要，可以看出头部企业产能规划目标背后的
战略意义：即既定了产能规划，才配套了资
本融资、设备采购、供应商搭建、下游战略客
户开发等系统性工作。头部企业对外宣传
产能目标，可以为融资获得更高的估值，为
设备及原材料采购获得更优厚的条件，为客
户开拓提升实力和形象。

“只有跟得上行业发展形势、符合市场
需求的有效产能，才是真正的产能。”国家科
技成果转化基金新能源汽车创业投资子基
金总裁方建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截
至目前，动力锂离子电池行业面对的最大问
题之一就是结构性产能过剩。”

在方建华看来，在动力锂离子电池结构
性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对地方政府、银行以及
公司都是非常大的风险。电池技术的发展突
飞猛进，目前在建的产能很有可能在两三年
以后成为一堆废铁。方建华建议：“应适度控
制投资结构，顺应技术进步的大势，根据中国
市场发展的特点去规划实际产能。”

上游资源成必争之地
锂矿争夺战是输不起的“战争”

一方面是锂价一路狂飙突进，另一方面
是电池企业满负荷生产，但与电池装机量增
幅不相匹配的是，电池企业并没有获得相应
的盈利增长。

《证券日报》记者观察到，宁德时代、亿
纬锂能、国轩高科、欣旺达、鹏辉能源等5家
上市公司近期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三季度
仅宁德时代的毛利率环比为正。其中，亿纬
锂能今年三季度毛利率为21.53%，已连续四
个季度下滑，较去年同期下降近10个百分
点；国轩高科和鹏辉能源的毛利率则连续两
个季度下降，降幅分别达到9%和3%。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游材料商迎
来业绩大爆发。其中，“锂业双雄”之一的赣
锋锂业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营收70.4亿元，同
比增长81.19%；实现归母净利润24.73亿元，
同比暴涨648.24%。天齐锂业也逐步走出债
务阴霾，虽然净利润仍在亏损，但股价较年
初飙升175%。

虽然宁德时代尚能凭借行业地位以签
订长协大单，以锁定材料成本，保住自身
盈利水平，但电池制造企业沦为上游资源
企业“打工人”的现实却毋庸置疑。对于
电池制造企业来说，为了压缩成本，争夺
在产业链的话语权，“抢矿”已成为必须走
的一步棋。

对于本土上游企业来说，未来与中游制
造商之间的斗争升级似乎不可避免，资源储
备将直接影响当前的经营业绩和未来的发
展潜力。“归根结底还是资源问题，就是矿不
够。”一位接近赣锋锂业的相关人士向记者
透露，上游企业在海外大量购买锂矿，可以
确保未来原材料价格相对平稳，并能够锁定
这些资源。下游的电池制造企业下场“扫
矿”，核心战略在于保障锂原料供应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以德国为首的欧洲汽车
制造大国已开始重视电池产业，并逐步实施
策略，以防过度依赖外国配件供应商。美国
作为曾经的汽车产销量霸主，也在今年8月
份宣布新能源汽车发展计划，并发布《国家
锂电池蓝图（2021-2030）》，目标就是建设美
国国内的锂电池原材料加工能力，降低对敏
感材料的依赖程度。

对此，中国矿业联合会理事、法律专业
委员会执行主任栾政明建议，中国企业对矿
源的争夺不宜拉线过长，尾大不掉是大忌。
而且，下游企业切勿盲目跟风，要量力而
行。各国相关政策出台后，行业内的先行者
在逐步完善补贴政策体系，后来者也在奋力
追赶。随着各方力量加入角逐，原有的锂电
产业格局将面临重塑。

锂电量价齐升供需失衡
上市公司争夺产业链话语权纷纷“抢矿”

本报记者 桂小笋

在严格监管下，多家上市公司过往劣迹被揪了出
来。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12月26日，12月份以来，沪
深两市已有17家上市公司被立案调查，其中“信息披
露违规”仍是被立案调查的主要原因。在17家公司
中，有16家被立案调查的原因是“涉嫌信息披露违
规”，另1家是因“涉嫌内幕交易”。

上述被立案调查的对象，既有上市公司本身，也
有公司实控人、高管、持股5%以上的股东因存在违规
事项而被立案调查。在17家被立案调查的公司中，
ST公司占据极大份额，达到13家，都是因为“涉嫌信
息披露违规”而被调查。

大多数公司收到被立案调查的通知书后，都及时
进行了披露，但也有一些公司被立案调查的时间和信
息披露的时间有“时间差”。例如，*ST美尚在12月23
日发布公告称，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迎
燕于近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公
司及控股股东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等，12月3日，中国
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王迎燕立案。公司和实控人被立
案的时间与公告的时间相差了20天。

还有一部分公司因为“共同”问题而被立案调
查。12月17日晚间，海航系多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
均称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鉴于
这些公司均具有海航系背景，又同时被证监会立案调
查，市场普遍解读为本次调查与历史上的违规事件有
关，并非近期新发生的违规事件。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智斌对《证券日报》
记者分析称，综合各方面信息来看，本次海航系多家
公司集体被调查，极有可能与实控人违规占款有关。

“在前期解决债务危机的过程中，相关主体极有可能
存在多种类型违规行为。在证监会出具正式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后，受损的投资者有机会提起诉讼索赔。”

近年来，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致投资者受损，而
投资者向上市公司成功索赔的案件并不少见。

需要注意的是，多家被立案调查的公司，在过往
时间内发生过股东和高管层变动的情况。因此，很多
投资者担心这些因素是否会影响其维护权益。

“如果违规发生时间较早，当时受影响的股东可能
早已不是该公司现在在册的股东，该部分历史股东对历
史‘旧账’可能已不再关心，参与诉讼索赔的意愿会比较
低，民事诉讼对违规人的震慑作用会大打折扣。”王智斌
对《证券日报》记者分析称，如果被追责的主体是上市公
司，其实际控制人的变化并不影响上市公司对外担责，
但新的实际控制人可以依据入主该公司时的收购协议
等文件，要求原实际控制人来赔偿损失。

月内17家公司被立案调查
信披“顽疾”让投资者频受伤

本报记者 殷高峰

12月26日晚间，*ST大集发布关于重整计划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实施的公告，意味着公司迈出
重整执行的重要一步。公告显示，本次转增股份均为
无限售流通股，股权登记日为12月30日，除权除息日
和转增股本上市日为12月31日。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高院”）在
10月31日的《民事裁定书》中裁定，*ST大集本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其现有总股本59.82亿股为基数，
按照每10股转增34.9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票。转增完成后，*ST大集总股本将达到191.64亿
股，为变动前的2.2倍。

银河证券在针对本次事项的专项意见中表示，公
司股本增加后，每股股票所代表的企业实际价值有所
减少，需要通过除权从市场价格中剔除这部分因素。
作为*ST大集整体重整方案的一部分，本次公积金转
增股本与一般情形下有所区别，故需依照《重整计
划》，按转增股票的价格和用途，对除权参考价格计算
公式做出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调整，该除权参考价格
计算公式调整方案具备合理性。

“当上市公司遇到暂时困难甚至危机时，通过用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式来回馈原股东，不但可增加
总股本，原股东持股数量也会相应增加，可增强原股
东持股信心。”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仝铁
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自*ST大集宣布重整以来，市场给予了积极回
应。从2月10日被海南高院裁定受理重整方案至10月
31日被海南高院裁定批准，该股股价由1.86元/股涨
至3.95元/股，涨幅112%。

为市场带来中长期信心支撑的还有战投进入的
预期，以及目前可见但尚未落地的业务红利。因前期
就确定了“先重整、后引战”的策略，*ST大集到目前
为止尚未公布最终战投人选，但已预留了约53.18万
股转增股票将用于未来引进战略投资者。战投进入
后，带来的资产增量将直接厚增每股净资产。

上海戊戌资产合伙人、西安交通大学金融学博士
丁炳中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业务布
局来看，近年来*ST大集对新战投的选择范围可能在
零售、物流领域，尤其是三农领域拥有强大实力、对农
村电商和自贸港概念长期看好的企业。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ST大集在上述领域已有
布局和产业积累，旗下拥有望海商城、顺客隆和超集好
电商平台。望海商城占据海南省商业龙头地位，目前正
在拓展岛民免税项目计划。顺客隆经多年区域深耕，拥
有72间自营门店、2个零售业务配送中心以及近700家加
盟店，已形成综合性区域网络，具备海外采购能力，凭借

“乐的”“生鲜公社”双品牌加快推动加盟。超集好电商
平台以海口、西安为两大运营中心，借助丰富的线下商
业场景，辐射四川、云南、湖南等地，开展县乡特色农产
品的“农超对接”工作，构建了农副产品供应服务。

在2020年报中，公司已将市场定位从“城乡商品
流通综合服务商”调整为“集成商业运营商”。

“可以预见，对现有资产的盘活与提效或将是公
司未来经营的重要思路之一。”丁炳中表示，如果*ST
大集能够乘上乡村振兴东风的话，有望在农村电商领
域的拓展上更进一步。

公布转增股本除权方案
*ST大集重整迈出重要一步

记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