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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已成为众多行业的
发展新方向。在此背景下，储能行
业迎来快速发展，而钒电池以安
全、超长循环次数等特性成为储能
产业新风向，中核钛白等上市公司
积极布局相关领域。

二级市场上，“钒电池”“液流
电池”等概念成为近期热点。例
如，攀钢钒钛7月份以来连收5个涨
停板，其股价于7月8日盘中创出
6.14元/股的新高。

对此，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
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
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钒
电池技术是颇具代表性的化学储
能新技术之一，前景较好，未来市
场份额将稳步增长。”

多家上市公司
布局钒电池产业链

钒电池全称为全钒氧化还原
液流电池，是一种活性物质呈循环
流动液态的氧化还原电池，目前商
业化较为成熟。

某券商分析师对《证券日报》
表示，“钒电池具有稳定性高、循环
寿命长、扩容性强等优势，适用于8
小时以上的长时储能项目，可广泛
用于再生能源并网发电、城市电网
储能、远程供电、UPS系统等领域。”

钛白粉领域上市公司中核钛
白7月8日发布公告称，公司与伟力
得签署了《全钒液流电池储能全产
业链》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
全钒液流电池储能全产业链展开
全面深度合作，建立长期稳定、资
源协同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立足
甘肃布局全国长时储能市场，为实
现“双碳”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中核钛白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公司拥有包括含钒稀硫酸在
内的资源优势，而伟力得拥有行业
核心技术，双方将以各自优势成立
两家合资公司，一家主营全钒液流
电池储能系统制造、新能源及储能
电站投资开发运营，另一家主营钒
电解液制造以及钒矿资源勘探、开

采等。”
作为钒电池产业链上游的资源

类龙头，攀钢钒钛近日因“钒电池”
概念受资金热捧。根据申银万国证
券发布的研报，2021年攀钢钒钛成
功收购了攀钢集团西昌钒制品科技
有限公司，钒产品产能达4万吨/年，
位居国内和全球第一，2021年产量
占比分别约为32%和21%。

2021年9月份，攀钢钒钛公告
称，其与大连博融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根据储能产业发展状况，双
方商议共同投资，建设钒电解液工
厂，逐步扩大钒电池产业规模。后
期，根据储能市场增长情况，双方
适时启动钒电池储能装备生产合
作，产能与钒电解液产能相配套。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多家
布局钒电池相关业务的A股上市
公司受到投资者关注。在深交所
互动易平台、上证e互动平台上，投
资者关于“钒电池”的提问数量合
计已达数百条。

上海电气在与投资者互动时
表示，公司致力于自主研发钒电
池产品，已成功研制出典型产品
5kW/25kW/50kW电堆，可集成百
千瓦/兆瓦级集装箱式全钒液流
电池储能系统。国网英大表示，
公司2022年已落地“汉口火车站
西侧充电塔新建工程综合能源项
目（含钒电池储能）”，目前正在推
进其他相关储能项目的前期工
作。龙佰集团表示，公司电池材
料研究所目前正在进行钒电池技
术研发，储备相关技术，未来将根
据钒电池市场情况，积极推动钒
电池材料产业化。

此外，今年4月份，海德股份与
中钒储能、中国科技签署了合作协
议，拟共同出资设立公司，推进钒
矿资源整合、高纯钒冶炼等全钒液
流储能电池产业项目开发。安宁
股份、西部矿业等公司也通过投资
者互动平台表示，相关业务布局涉
及钒电池产业链。

发展前景广阔
装机规模将跨越式增长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一项

政策也为钒电池的应用打开了
想象空间。6月底，国家能源局
综合部发布《防止电力生产事故
二十五项重点要求（2022年版）》
（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出中大型
电化学储能电站不应使用三元
锂电池、钠硫电池，也不应使用
梯队电池。

盘和林表示：“钒电池是中大
型电化学储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能
够对电网储能起到补充作用。在
风光等新能源电力供电不均衡的
情况下，需配套储能设备以完善能
源供给，而并非所有区域都有条件
开展蓄水储能，因此，化学储能对
于分布式能源网络而言是一个很
好的技术补充。”

今年6月份，国家能源局批准
建设的首个国家级大型化学储能
示范项目大连液流电池储能调峰
电站正在进行最后的电池单体调
试和系统调试阶段，即将在8月份
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这标志着我国
液流储能技术产业化进程再度向
前迈出一大步。

赛迪股份产业研究副总监赵
振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我国钒矿资源丰富，已探
明钒矿储量占全球储量超过四成，
钒矿产量占全球产量超过六成。

丰富的资源储备为钒电池产业未
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受益于资源、安全性、环保性
和政策等方面多重优势，随着大型
钒电池项目逐步落地，全钒液流电
池的装机规模将实现跨越式增
长。”赵振越说道。

据相关机构预测，2025年，新
增运营电化学储能为11.4GW，其
中全钒液流电池占比约为30%，装
机容量约为3GW-4GW。钒电池
在储能领域的应用将迎来第一阶
段的爆发期。

产业规模和成本问题
仍待解决

在资本市场上，“钒电池”“液
流电池”等概念成为近期热点，多
个涉及钒电池的个股受到资金追
捧。攀钢钒钛7月份以来连收5个
涨停板；上海电气于7月6日创出
4.63元/股的阶段性高点。

国泰君安认为，全钒液流电池
产业处于导入期向成长期过渡的
阶段，一方面，电池端技术壁垒较

高，具有技术积累和资本优势的行
业龙头将保持长期竞争力；另一方
面，原材料质量和价格是制约全钒
液流电池产能的核心因素，具有规
模优势和研发能力的行业龙头将
受益。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钒电池产
业的长期发展前景较好，但产业存
在亟需突破的瓶颈，同时，短期市
场炒作风险也较为突出。国网英
大此前曾表示，全钒液流电池储能
在应用领域尚未形成规模效应，提
醒投资者注意风险。

有分析人士指出，钒电池目
前最大的缺点是初装成本较高，
是锂离子电池的2倍以上。数据
显示，钒电池项目总投资成本集
中在3.8元/Wh至6.0元/Wh，储能锂
电池单位投资成本接近2元/Wh。
英大证券研究员刘杰认为，钒电池
行业当前处于由示范阶段转向商
业化的过程中，预计未来随着技术
进步，成本有较大的下降空间。

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总裁祁海珅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目前亟需通过逐步产
业化来降低钒电池成本。要警惕
资本市场短期炒作，避免追高。”

钒电池成储能新风口 多家公司布局相关产业链

本报记者 吴文婧
见习记者 冯思婕

7月9日，露笑科技披露了非公
开发行情况报告书，公司向摩根大
通、诺德基金、财通基金、摩根士丹
利、中信证券等26名对象共计发行
股份3.19亿股，募集资金25.67亿
元，将投向第三代功率半导体（碳
化硅）产业园项目、大尺寸碳化硅
衬底片研发中心项目等。

露笑科技相关负责人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目前公司募集资金
已全部到位，下一阶段公司将全力
推进产能建设，随着后端相应的切
磨抛进口设备到位，预计能够在
2023年实现年产20万片的产能规
划。”

此前，露笑科技与下游外延片
厂商东莞市天域半导体科技有限

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后者
将优先选用露笑科技生产的6英寸
导电型碳化硅导电衬底，未来三年
露笑科技将为其预留6英寸碳化硅
衬底片产能不少于15万片。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钱向劲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碳化硅衬底片是碳化硅产业链极
为关键的一环，国内拥有相关技术
的企业数量并不多。且半导体产
业自身存在高投入、高技术门槛、
长周期等特点，产业布局需要有序
推进，能够率先进入产业化阶段的
企业将获得优势。”

“目前已到位280台长晶炉，部
分完成了前期的工艺安装调试，预
计7月份能出产500片至1000片，8
月份能出产1000片至2000片。”就6
英寸碳化硅衬底片目前的产能情
况，前述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称：“受限于一些辅料耗材进口方
面的影响，预计到今年年底能实现
月产能5000片，明年4月份左右能
实现月产能万片。”

凭借在蓝宝石行业的技术经
验积累，露笑科技引入了碳化硅晶
体生长研究领域专家陈之战的团
队，在碳化硅领域“一路小跑”。随
着募投项目的进一步建设，露笑科
技有望进一步实现对下游客户的
稳定批量供应。

“产线的建立、良率的提高、工
艺的成熟、长期可靠性的验证，都
是通过我们一步步的稳扎稳打实
现的。”公司前述负责人表示，“后
续随着设备逐步到位，整体产能铺
设进度有望进一步加快。”

据IHS数据，2023年全球碳化
硅器件需求有望达16.44亿美元，
2017年 至 2023年 复 合 增 速 约 为

26.6%。在下游主要应用场景中，
电动车行业有望迎来快速爆发。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发展迅
猛，而为了克服“里程焦虑”，比亚
迪、理想汽车、小鹏汽车、保时捷等
一众国内外车企纷纷发布了搭载
800V高电压平台的车型，随着高压
快充迅速发展，碳化硅器件的耐高
压、耐高温、高频等优势显露无疑。

“整车架构朝800V高压方向迈
进，碳化硅基取代硅基功率器件是
未来新能源汽车电驱系统发展的
必然趋势。在新能源车渗透率不
断提高、各项扶持政策不断出台的
背景下，碳化硅产业链发展极具潜
力。国内供应链企业更需把握时
间窗口，重视产品研发，加快导电
性大尺寸衬底规模化、产业化进
程，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钱向
劲表示。

据TrendForce数据显示，预计
2025年全球电动车市场对6英寸SiC
晶圆需求将增至169万片。同时，
越来越多的电动汽车厂家已经使
用碳化硅SBD和MOSFET来替代硅
基，目前全用碳化硅器件可降低车
辆10%的总能量损耗，同时可降低
PCU80%的体积，社会经济效益明
显。

据悉，目前露笑科技6英寸碳
化硅衬底片主要针对下游肖特基
二极管SBD应用场景，已经过三轮
验证，反馈情况良好。

“碳化硅市场当前由供方主
导，而全球碳化硅衬底处于供不应
求的状态，国外衬底片已经开始涨
价，”公司前述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未来随着公司设计产能陆续达
产，海外市场也是公司重点考虑的
布局方向。”

露笑科技推进碳化硅衬底产能建设
预计2023年实现年产量20万片

本报记者 何文英

7月份炽热的骄阳并未影响
“学生党”置换智能手机的迫切心
情。近日，记者在长沙多个苹果、
华为旗舰店看到，前来咨询的顾客
络绎不绝。长沙华为方圆荟店的
一位店员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近期，有意购买手机的学生比较
多，购买平板电脑、手表的顾客也
比之前多。”

暑假期间换机需求激增引发
的消费电子热也传导到了产业链
相关上市公司。《证券日报》记者从
多家消费电子产业链上市公司了
解到，公司订单数量呈上升态势。

中信证券研报认为，下半年消费
电子预期将向好，受益于上游原材料
端价格企稳、人民币汇率走势利于出
口企业、关税政策向好、海运通道已
打通及运费下降等因素，预计消费电

子产业链相关企业的业绩持续向好，
下半年产能利用率有望回升。

上市公司感受消费升温

宇环数控是一家专业从事数控
磨削设备及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
销售与服务的上市公司。宇环数控
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公司产品可用于智能手机部件
的磨削抛光，公司为苹果、华为、小
米等消费电子企业的供应商及代工
厂提供相关设备配套服务。”

“去年年底以来，很多头部企
业找我们打样，设备订单情况也一
直较好。”上述负责人介绍称，公司
处于消费电子产业链最前端，早已
感受到消费电子产业链的升温。

蓝思科技是一家以研发、生
产、销售中高端视窗保护玻璃面
板、电子功能组件为主营业务的上

市公司。蓝思科技相关人士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柔性屏外观防护技术和防护材
料方面，蓝思科技已与主要柔性屏
手机终端品牌建立深度合作，将与
品牌客户共同为消费者提供可量
产、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方案和高质
量的产品。”

据了解，目前蓝思科技相关量
产产品已应用于市面上的折叠屏
手机。“近几年，蓝思科技在折叠屏
手机领域的产品供货量显著增长，
这主要缘于市场需求不断增长。”
上述蓝思科技相关人士如是说。

安克创新是国内营收规模最
大的全球化消费电子企业之一,专
注于智能配件和智能硬件的设计、
研发和销售，主要销售渠道为Ama⁃
zon、eBay、天猫、京东等海内外线上
平台。安克创新相关负责人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为迎接暑假期间的消费电子热
潮，公司已提前3个月进行备货。”

行业或走出周期低谷

2022年上半年，中国智能手机
市场进入“至暗时刻”。根据中国
信通院统计数据，2022年1月份至5
月份，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累计达
1.06亿台，同比降幅高达27%。其
中，2月份的销量仅有1454.9万台，
创两年来最低纪录。

今年的“618”购物节堪称“最
卷618”，各大手机品牌均开启降价
模式，部分机型甚至直降千元，连
一向高调的苹果也加入了降价大
潮。即便如此，市场研究机构Strat⁃
egy Analytics的研究报告显示，今
年“618”购物节期间，智能手机销
量为1400万部，同比下降25%。

不 过 ，这 些 或 将 成 为“ 过 去

式”，业内普遍认为消费电子将在
三季度迎来周期拐点。国信证券
分析师胡剑认为，受益于传统3C备
货旺季来临等因素，2022年三季度
消费电子产业链基本面迎来拐
点。建议关注新机催化频繁、处于

“量变引发质变”阶段的折叠屏、
VR/AR、荣耀产业链相关标的。

国融证券研究员张志刚也认
为，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向好、
宏观经济开始恢复，预计国内手机
消费需求会边际向好。同时，随着
国内手机厂商积极去库存，消费电
子行业边际向好趋势将持续。

潮电智库董事长孙燕飚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
各大消费电子企业纷纷在智能手机
业务基础上寻求新的业绩增长极，
包括智能穿戴、智能家居等，随着未
来AR/VR的进一步发展，消费电子
产业链有望迎来新的繁荣周期。”

暑假换机需求乐坏供应商 消费电子类公司将走出低谷

本报记者 肖 伟

连日来，多家从事黄羽鸡养殖及深加工的A股上
市公司发布6月份销售简报，其销售数量、销售收入、
销售均价均有明显边际改善。

分析人士表示，黄羽鸡父母代存栏数量显著下
降，预计未来供应偏紧，零售端猪肉与白条鸡价差扩
大，对黄羽鸡销售价格有拉动作用，下半年黄羽鸡市
场或将迎来景气周期。

黄羽鸡龙头企业销售传喜讯

夏季本是鸡肉销售淡季，然而今年却出现了“淡
季不淡”的情况，各黄羽鸡龙头企业近日发布的6月
份销售简报中喜讯不断。

7月4日晚间，立华股份发布6月销售情况简报，6
月份销售肉鸡（含毛鸡、屠宰品及熟制品）3490.01万
只，销售收入10.24亿元，毛鸡销售均价14.13元/公斤，
环比变动幅度分别为1.08%、9.17%、8.36%，同比变动
幅度分别为4.49%、48.84%、34.06%。

7月6日晚间，温氏股份发布6月销售情况简报，6
月销售肉鸡8638.44万只（含毛鸡、鲜品和熟食），收入
25.80亿元，毛鸡销售均价14.63元/公斤，环比变动分
别为-3.30%、2.58%、8.05%，同比变动分别为-2.01%、
34.66%、29.58%。

黄羽鸡龙头企业中，湘佳股份的边际改善幅度
最大。7月7日晚间，湘佳股份发布6月份活禽销售情
况 简 报 ，6月 份 销 售 活 禽 348.09万 只 ，销 售 收 入
8192.46万元，销售均价12.90元/公斤，环比增长幅度
分别为17.13%、28.10%、9.60%，同比增长幅度分别为
49.51%、105.77%、34.31%。

黄羽鸡价格为何在淡季上涨？对此，湘佳股份
董秘何业春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销售收入同比
大幅增长，主要缘于投苗量明显增加。家禽养殖与
生猪养殖不同，肉鸡和禽蛋属于活鲜产品，在技术上
无法做到压栏惜售，只能按生产计划出货销售。特
别是在南方夏季的高温、高湿环境中，上述活鲜产品
出栏速度稍慢，就可能引发肉鸡、禽蛋的货值损失。
近来家禽价格上涨，主要是行情回暖所致。黄羽鸡
经历了2年多的行情低迷期，祖代鸡和父母代鸡存栏
率已经跌至2019年的较低水平附近，散养户补苗积
极性不高，市场供应存在一定预期缺口，为当下行情
回暖奠定了基础。”

下半年养殖企业边际改善可期

近期，国海证券、国盛证券、中航证券、西南证
券、天风证券及申万宏源等券商纷纷在研报中表示
看好黄羽鸡行业。

7月6日，国海证券分析师程一胜撰文称，“猪鸡
共振、养殖腾飞，黄羽鸡将迎来景气上行周期。4月
份黄羽鸡价格出现低点，5月份开始反弹，6月份随着
价格震荡、积压活禽逐步消化，供给收缩的迹象已
现，后续黄羽鸡价格或将呈上行趋势。本轮价格上
涨行情或仅次于2019年，在当前时点，我们持续看好
黄羽鸡板块。”

黄羽鸡的祖代鸡和父母代鸡存栏率为何下
降？散养户为何补苗不积极？对此，惠农网分析
师李彬彬对记者分析称：“一方面是由于生猪价格
自2020年见顶后回落，拖累家禽及禽蛋企业，造成
散养户普遍补苗不积极、祖代鸡和父母代鸡存栏
量普遍下降；另一方面缘于美国禽流感爆发，且传
导至其他国家和地区，造成全球鸡肉供应短缺，打
断了国内祖代鸡和父母代鸡补库节奏；此外，豆
粕、小麦、玉米等饲料原料价格上涨，散养户无利
可图，只能收缩养殖规模，为头部养殖企业让出市
场份额。”

“当前，生猪期现货价格一路上涨，多地猪肉批
发价格在7月3日突破了26元/公斤，而白条鸡均价约
为16元/公斤，两者价差达到了10元/公斤。根据猪鸡
替代效应，即便生猪期现货价格维持当前水平不变，
未来鸡肉价格也会上涨。考虑到春夏两季是黄羽鸡
消费淡季，秋冬两季是黄羽鸡消费旺季，预计下半年
黄羽鸡的社会消费总量和均价将上升，黄羽鸡养殖
及深加工企业的活禽、热鲜、冰鲜业务也将迎来边际
改善。”李彬彬如是说。

6月份黄羽鸡价格淡季上涨

专家预计下半年将迎景气周期

本报讯 7月10日晚间，旭辉控股集团（00884.
HK）（以下简称“旭辉”）发布公告称，得益于积极提升
销售，公司1月份-6月份累计合同销售现金回款超
740亿元，经营性现金流健康。

公告还提及，公司于7月8日回购了500万美元
2023年1月份到期的美元债，并考虑日后于适当时候
进一步回购公司债券。在2022年已无刚性到期债务
的情况下，此举体现出公司积极进一步管理2023年
到期债务的筹划。

针对近期市场传言旭辉因资金紧张不打算赎回
永续债，旭辉控股CFO杨欣表示：“今年1月份-6月份，
房企海外债发行规模同比大幅下降超90%，在行业流
动性偏紧的大环境下，旭辉将在企业财务安全边际
与融资成本之间做出平衡；将资金用在最有利于公
司长期发展的地方，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为股东创
造价值。”

据悉，旭辉6月份销售环比增长25%达到135亿
元，多个核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苏州等贡献显
著。随着各地楼市政策持续放松、市场形势逐步好
转，公司销售情况有望得到进一步改善。 （郑馨悦）

旭辉上半年销售回款
超740亿元
回购500万美元2023年到期美元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