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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2021 年最火的赛道之
一，锂电池概念股的业绩格外
靓丽。

据《证券日报》记者初步统
计，截至 1月 25日收盘，共计 100
家锂电概念上市公司发布了2021
年业绩预告，有94家业绩预喜。

1 月 25 日，锂电巨头赣锋锂
发布业绩预告称，预计全年净利
润 48 亿元至 55 亿元，同比增长
368.45%至 436.76%，预计全年扣
非后净利润29亿元至36亿元，同
比增长621%至795.04%。

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赣锋
锂业表示，伴随新能源汽车及
储能行业的快速发展，下游客
户对锂盐的需求强劲增长，公
司锂盐产品产销量增加且产品
价格不断上涨，同时锂电池板
块新建项目陆续投产，产能逐
步释放。

进入 2022年，锂电池产业链
的“疯狂”还在持续。

一边是产业链上游企业加
速“抢矿”，一边是下游企业努
力扩产，动力电池的大规模扩
张更是带动锂盐相关产品“加
足马力”。

对此，上海钢联新能源事业
部锂分析师曲音飞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全球新能源汽车
需求爆发是实质性的，众多优质
车型的涌现与消费者对新能源
汽车的接受度明显提升，全球补
贴政策继续推动新能源汽车放
量，这些都是需求的强力支撑，
需求旺盛将带动整个锂电产业
链活跃。

94家锂电池概念股
业绩预喜

锂电概念股有多“疯狂”，
或许能从二级市场的变化一探
究竟。

据同花顺数据显示，2021年
度，锂电池指数上涨 77.1%。同
期，上证指数的涨幅仅有 4.8%。
在此前的 2020 年度以及 2019 年
度，锂电池指数同样大幅上扬，分
别上涨39.02%以及22.71%。

二级市场的“疯狂”并非虚
火。锂电池的需求体现在上下游

产业链上市公司2021年业绩预告
中。截至1月25日收盘，共计100
家锂电池概念上市公司发布了
2021年业绩预告，其中 86家上市
公司业绩预增，8家公司业绩同比
扭亏。

在“锂电圈”上市公司中，业
绩翻倍并非神话。1月 24日，江
特电机发布公告称，预计 2021年
净利 3.5亿元至 4.5亿元，同比增
2343.03%至3041.03%。

藏格矿业预计，2021年实现
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 14 亿元至
14.5 亿元，同比增长 511.65%至
533.5%。

天华超净、华友钴业、天奈科
技等企业亦有强势表现。据天华
超净发布公告称，预计 2021年实
现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 8.9亿元
至 9.4亿元，同比增长 211.20%至
228.68%。天华超净表示，净利润
同比增长是因为子公司的锂电材
料项目带来较大贡献。

华友钴业亦发布公告称，预
计2021年实现归属于股东的净利
润 37 亿元至 42 亿元，同比增长
217.64%至260.56%。

“2021年，新能源汽车销量达
到了340万辆，增长率超过150%，
大幅拉升了锂电需求。”北方工业
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
员张翔告诉《证券日报》记者，除
了锂电池企业收益增长外，锂电
池上下游产业链上的供应商同样
收入激增。

在张翔看来，尽管锂电池产
业已经爆发，但在可预见的未来，
这种爆发趋势仍将持续。据张翔
预计，2022年，新能源汽车销量有
望突破500万辆，持续刺激锂电产
业上下游需求。

上游企业加速“抢矿”
锂资源争夺白热化

1 月 24 日收盘后，国务院正
式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
工作方案》，其中明确，到2025年，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
新车销售总量的 20%左右；到
2025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
总量比重达到20%左右。

进入 2022年，锂电产业链的
“疯狂”有增无减，锂电池企业开
启大手笔“抢矿”。

近日，比亚迪斥资近4亿元获
得智利8万吨锂产量配额；亿纬锂
能以 2亿元拿下兴华锂盐 49%股
权；金圆股份在跨界布局万吨级
锂盐项目后，宣布将加快海外锂
资源产业链开发。

实际上，2021年以来，赣锋锂
业、紫金矿业、华友钴业都已经在
海外重金下注锂矿资源。

“锂电池之父”古迪纳夫曾公
开表示，锂资源的重要性不亚于
石油等战略资源。

虽然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
如火如荼，但我国所拥有的锂
资源储量不多，而且开采难度
较大，碳酸锂等锂盐高度依赖
进口锂矿。

“积极布局上游产品，可有效
调控自身生产成本，提升企业抗
风险能力，保障生产交付顺利进
行。”曲音飞表示。

民生证券研报认为，锂资源
争夺白热化，全球流通锂资源边
际收紧，或指示未来锂价格将维
持高位。未来流通于现货市场
的锂精矿绝对量虽然增加，但
占比在边际收紧。2021 年，全
球未被包销锁定的锂资源占比
约为 18%，主要来自于青海盐
湖、西澳 Pilbara 和银河资源以

及南美盐湖部分散单，预计至
2024 年全球未锁定锂资源占比
将下降至 11%。

下游企业积极扩产
行业整体仍供需失衡

从 2021 年以来到 2022 年伊
始，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速度高
于预期，动力电池等锂电相关公
司都在疯狂扩产，甚至有不少公
司跨界进入这个行业。

首先是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
锂电池龙头企业扩产持续进行，
保持大规模扩张趋势。

据了解，亿纬锂能计划投资
305.21亿元，建设年产152.61GWh
的荆门动力储能电池产业园项目
（包含原项目）；蜂巢能源提出，
2025 年 产 能 规 划 目 标 提 升 至
600GWh；国轩高科、力神电池同
样发布百亿元以上的投资规划。

锂电池龙头的扩张进一步带
动锂盐相关材料的需求。

据《证券日报》记者初步统
计，2021年以来，包括藏格矿业、
川发龙蟒、中银绒业、天原股份等
超过2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锂盐等
项目的扩产计划。

“终端产品高景气度促使企

业不断扩产来应对需求上涨所来
带来的供应不足问题，积极扩产
可有效提高企业市占率。”曲音飞
表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高速发
展是高确定性的，对于上游原材
料长期维持需求刚性，在全球新
能源汽车产销量快速攀升的过程
中，电池及其材料环节只有快速
上规模，才足以支撑这个体量越
来越大的未来市场。

尽管不少公司都在积极扩
产，但这个行业整体上仍旧处
于 供 需 失 衡 的 状 态 。 以 碳 酸
锂为例，2021 年价格已经大涨
超 4 倍，进入 2022 年仍旧不断
上涨。

上海钢联最新数据显示，锂
电池均价 36.6万元/吨，工业级的
均价 35.15 万元/吨，供需矛盾暂
无法调节，市场仍处上涨态势。

价格大涨的主要原因在于产
品的供不应求。

对此，曲音飞表示，目前，产
业链利润过度向资源端集中，需
加大资本开支力度来解决全球
市场的供应问题，使得各电池材
料价格保持相对稳定，利润均衡
将带动产业链发展积极性，使得
锂电产业链能够健康、稳定、有
序发展。

94家锂电池概念股2021年业绩预喜
产业链上游企业忙“抢矿”下游忙扩产

本报记者 吴文婧
见习记者 冯思婕

曾经风光无限的“苹果供应链
概念股”金龙机电，如今却落到股
权流拍的尴尬境地。

1月25日上午9时，金龙机电起
拍价为85282.8万元的1.32亿股股
票宣告流拍。据悉，该股权为公
司控股股东金龙集团持有，因金
龙集团被法院判决破产清算，其
所持股份于近日在阿里拍卖平台
进行拍卖。

金龙集团所持的1.32亿股股
票 占 上 市 公 司 流 通 股 比 例 为
16.49%，本次被全部拍卖。一旦成
交，买受人将成为金龙机电的第一
大股东。金龙机电此前发布公告
称，金龙集团目前处于破产清算过
程中，后续可能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

从曾经的明星公司到股权拍
卖无人问津，金龙机电到底遭遇了
什么以至于沦落至此？

子公司业绩未达标
拖累上市公司主业

2009年12月25日，在创业板上
市的金龙机电是温州最早一批登
陆创业板的企业。公司主要从
事马达、硅胶塑胶结构件及触控
显示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曾跻身苹果供应链厂家。2016
年接受投资者调研时，金龙机电
曾表示，公司2015年的主要客户
包括和硕、富士康、微软、OPPO、
酷派、华为等，且对富士康的供
货较为稳定。

2014年，金龙机电完成收购
并表的两家全资子公司博一光
电科技和甲艾马达科技在前期
也提供了不错的业绩增长，2014
年和2015年可谓金龙机电的高
光时刻。

2014年，金龙机电实现营业总
收入12.27亿元，较上年同期比增
长175.0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17亿元，较上年同
期比增长450.84%；2015年，金龙
机电实现营业总收入30.34亿元，
较上年同期比增长147.33%；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7 亿 元 ，较 上 年 同 期 比 增 长
180.56%。

伴随业绩高速增长，金龙机电
的股价也于2015年4月27日达到巅
峰，盘中最高达到71.38元/股。

但好景不长，金龙机电并购的
两家企业在此后并没有为其继续
创造收益，反而成为上市公司的累
赘。2016年，金龙机电并购的公司
经营业绩未能达到承诺目标，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33.76亿元，归母净
利 润 仅 1.36 亿 元 ，同 比 下 滑
58.31% ；扣 非 净 利 润 更 是 亏 损
7865.72万元。

更糟糕的是，彼时，苹果选择
了立讯精密作为金龙机电的备选
供货商。金龙机电在2021年半年
报中称，公司线性马达产品主要面
向某国际大客户，在与该国际客户
合作过程中，公司未能跟上其对供
应商不断提高的要求，从2017年开
始未能进入其新产品马达供应链，
而持续多年的老产品马达也于当
年结束供应。

《证券日报》记者就相关问题

拨打金龙机电三个公开联系电话
询问详情，其中有两个号码无法
接通，另一个号码则被告知是空
号。从金龙机电2017年至2020年
的业绩表现来看，公司2017年、
2018年、2020年分别亏损4.19亿
元、24亿元、2.41亿元，仅2019年盈
利4700万元，扣非后净利润亏损
9681.35万元。

受业绩亏损影响，公司股价一
路下跌，截至2022年1月25日，金龙
机电报收6.03元/股，较当年的最高
点已累计下跌超九成。

文艺馥欣资本创始合伙人阮
超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近年来，金龙机电在主业
效 益 下 滑 、需 要 进 行 大 额 融 资
的 背 景 下 ，却 在 短 时 间 内 进 行
了连续多次大规模的并购，但并
购的结果与公司想要达到的目
的之间出现了偏差，导致并购效
果欠佳。”

“这为其他进行并购的上市公
司敲了警钟，并购并不是为了配合
某项资本运作而展示的财技，并购
是一项基于产业逻辑的高难度的
专业性交易。”阮超表示。

实控人超比例减持
遭监管部门处罚

屋漏偏逢连夜雨。2021年10
月20日，金龙机电发布关于控股股
东金龙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收到
浙江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
公告。

据悉，2018年8月15日至2020
年3月10日期间，由于可交债换
股、徐某微主动减持、法院强制

执行等原因，金龙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合计减持金龙机电股份
7229.42 万 股 ，占 总 股 本 的 9% 。
2019年12月31日，金龙集团所持
金龙机电3.13%的股份被司法处
置，并完成股份转让权益登记。
至此，金龙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有金龙机电股份比例首次累
计减少超过 5%（含徐某微的主
动减持）。

上述事项发生后，金龙集团及
其一致行动人未及时履行报告、公
告义务。此后，金龙集团于2020年
1月15日至2020年2月7日期间，因
司法处置减持金龙机电股份800万
股，金美欧于2020年3月10日因司
法处置减持金龙机电股份200万
股。2020年8月19日，金龙集团及
其一致行动人就上述事项补充披
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1年 5月 10日，金龙机电
发布公告称，金龙集团及金美欧
因信息披露事项被证监会立案
调查。

2021年9月8日，浙江证监局对
金龙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金美欧
出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浙
江证监局认为，金龙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

《证券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2019
年《证券法》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
条第二款、2019年《证券法》第一百九
十七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2021年10月20日，浙江证监局
决定对金龙集团、金美欧超比例
减持未及时报告、公告的行为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70万
元罚款。其中，对金龙集团处以

40万元罚款，对金美欧处以30万
元罚款；对金龙集团违法行为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金绍平给予警
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

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律师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证券法》第84条规定，发行
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不履
行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受损投资
人有权基于该条款要求金龙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承担赔偿责任；
除此之外，发行人未依法履行其
信息披露义务，受损投资人可以
根据《证券法》、《关于审理证券
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
件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提起
侵权索赔诉讼。”

尽管金龙机电在2021年三季
报中表示，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
常，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3.26亿元，同比增长13.67%；实现
归母净利润2.07亿元，同比增长
1852.41%；实现扣非净利润971.55
万元，同比扭亏为盈。

但查阅公司2021年11月22日
的公告可以看到，金龙机电全资
子 公 司 兴 科 电 子 因 侵 犯 Sin⁃
CoTechnologiesPteLtd的注册商标
专用权在美遭起诉，或需支付总
计约9251.435万元的损害赔偿。
同 日 ，金 龙 机 电 董 事 会 通 过 决
议，拟以4800万元价格出售部分
闲置房屋建筑物所有权和土地
使用权。

金龙机电未来走向何方？被
拍卖部分股权最终又会花落谁
家？《证券日报》将持续关注。

“苹果概念股”也无人问津 金龙机电16.49%股份遭流拍

本报记者 赵学毅
见习记者 王镜茹 冯雨瑶

A股再次上演“子公司失控”剧情！
日前，生化诊断龙头科华生物“暴雷”称，其对子公

司失去控制。随后该公司股价应声大跌，近十天跌幅逾
20%。

科华生物出现子公司失控并非孤例，据《证券日报》
记者不完全统计，2021年12月份至今，有5家上市公司宣
布对子公司失控。

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因上市公司总体量增加，失
控子公司的数量随之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前几年并购
重组的激增，在业绩对赌期之后，业绩承诺等“后遗症”
显现，引起了部分子公司的失控。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郭耀森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子公司失去控制后，上市公司一般会将子公
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进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
续可能引发与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的诉讼仲裁等。
问题严重者可能会受到相应处罚。”

多家上市公司称“子公司失控”

科华生物子公司失控在A股市场并不罕见。从历史
案例来看，“拒绝提供财务报表、拒绝会计师进场审计”
是上市公司子公司失控的一个主要特征。

长江健康曾发布公告称，由于子公司华信制药总经
理马俊华明确拒绝配合审计工作、拒绝执行审计程序，
公司无法掌握华信制药的实际运营情况等信息，在事实
上已对华信制药失去控制。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会计规则和法律法规对于如何
界定“失控”其实并没有明确规定，“失控”是一个高度实
务性问题。

郭耀森表示，“一般来说，若母公司无法实施对子公
司的有效管理控制活动，包括拒不执行母公司决议、拒
绝提供子公司印鉴、不配合进行开展审计等，就可判定
为‘失控’。”

也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2020年修订的《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对上市公司控制权作出了明确规定，实
践中可以参照‘控制’的认定标准，综合个案情形，判断
上市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是否已经丧失。”

并购“后遗症”显现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上市公司子公司失控，其实多
是前期并购留下的“后遗症”。以科华生物为例，公司子
公司的失控源于收购的子公司业绩大增，母公司拒绝支
付高昂的剩余投资价款而引发。

据了解，科华生物对天隆公司股权收购分两个阶
段，在第一阶段以5.54亿元对价获得天隆公司62%股
权后，第二阶段双方约定在2021年对剩余38%股份进
行处理，价格按照12亿元或标的2020年度扣非后净利
润30倍进行收购；也可按照9亿元或标的2020年度扣
非后净利润25倍进行收购，最终完成对天隆公司100%
股权的整体收购。但是，天隆公司主营产品是防疫物
资，2020年业绩爆发式增长，导致剩余38%股权的价款
超百亿元。

也有因业绩没达标，原股东动用各种手段拒不配合
审计工作，导致子公司失控。据了解，此前某上市公司
以3.9亿元现金收购了另一家公司55%的股权，但收购后
即遭业绩变脸，2017年、2018年被收购方均未完成业绩
承诺，根据业绩对赌协议，原股东应合计向上市公司支
付现金补偿逾2亿元。但最终，因被收购方（即子公司）
拒绝配合上市公司审计工作，处于“失控”状态。

有业内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失控子公司
大多都是因并购而生。上市公司常见做法是‘高溢价并
购+业绩对赌’，以高溢价达成交易，以业绩对赌锁定风
险并拴住并购对象的核心团队。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
上市公司必须也必然只能完全放权给并购对象的核心
团队，这为子公司失控埋下了伏笔。”

透镜公司研究创始人况玉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坦言：“因为在并购的过程中，上市公司无法对
子公司的管理团队进行全面大换血，很多业务都依赖原
有的管理团队，在出现业绩对赌等问题纠纷的时候，就
会出现子公司不配合审计调查，不配合公司管理战略的
执行等常见情况。”

年报披露季的一大“雷区”

上市公司因“子公司失控”苦不堪言。如科华生物
称，如果失去对天隆公司的控制合并，会对公司合并财
务报表业绩带来重大影响；另外一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
表示，已对全资子公司失去控制，预计将减少上市公司
2021年度净利润约17.67亿元。又如，长江健康因对子公
司失去控制，决定自2020年1月起，不再将华信制药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长江健康将华信制药出表，并计提商誉
减值6.64亿元。

“子公司失控”是年报披露季的一大“雷区”。子公
司失去控制后，上市公司因此而卷入业绩变脸、遭遇监
管关注、甚至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等尴尬
境遇的不在少数。

“子公司失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具体要看其在上
市公司业务或资产版图中的重要性，若是核心业务，影
响较为严重；若只是边缘业务的话，影响可能不太大。”
况玉清表示，整体上看，无论是不是核心业务，若子公司
不配合审计导致审计缺失，上市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将
不完整。

郭耀森认为，上市公司要避免子公司失控的隐患，
核心还是要从财务、印鉴、资金管理和生产经营决策方
面加强对子公司的控制，比如在资金管理方面，子公司
需制定大额资金使用、融资及担保事项的审批制度和报
告制度，由上市公司委派管理人员或上市公司控制的董
事会履行决策程序。

“建议上市公司在并购或设立子公司的时候做好顶
层规划，并通过法律文件落实股东和经营者的责任。”
锦华基金总经理秦若涵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上市公
司需要在并购前做好事前调研，提前“避雷”。

A股多家公司现“子公司失控”
或为业绩“埋雷”

聚焦业绩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