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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谢若琳

7月29日，由沈腾、马丽主演的科幻电影《独行月
球》登陆院线。灯塔数据显示，截至当日 19时，该片
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 3亿元。映前综合票房预
测为37.7亿元至55亿元。

“暑期档的热闹又回来了。”北京市丰台区某连锁
院线经理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独行月球》点映后
备受好评，口碑拉动观众观影意愿强烈。“今天（7月29
日）上了7部新片，《独行月球》排片占比六成左右，票
房占比超过九成，可以预见该片后续还有很大潜力。”

资料显示，《独行月球》的出品方包括 6家公司，
涉及的上市公司有中国电影、阿里影业、中国儒意；发
行方包括阿里影业，中国儒意亦是联合发行。

该片上映首日，已打破 2项影史纪录：一是中国
影史暑期档影片首映日场次纪录，此前该纪录的保持
者为2019年上映的《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二是中
国影史国产片首映日场次纪录，此前该纪录的保持者
为2021年上映的《唐人街探案3》。

在《独行月球》的强势助攻下，截至 7月 29日 19
时 15分，2022年全国院线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正式
突破 200亿元大关。排名前五的电影分别为：《长津
湖之水门桥》（40.66 亿元）、《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26.28亿元）、《人生大事》（16.24亿元）、《奇迹·笨小
孩》（13.79亿元）、《侏罗纪世界3》（10.51亿元）。

西南证券研报显示，随着疫情形势持续向好，院
线回暖，暑期电影增多（共计48部），观影需求进一步
释放。

灯塔专业版分析师陈晋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目前《独行月球》以单日票房近2亿元领跑，票房占比
94%，累计票房已超过 3亿元。截至 7月 29日，今年
暑期档票房已突破47亿元，与去年同期表现接近，并
且诞生了《人生大事》《侏罗纪世界 3》两部破 10亿元
的影片，相信在《独行月球》的带动下，暑期档单日票
房上限将大幅提高，并有望迎来持续爆发。

《独行月球》助攻
国内电影票房破200亿元

本报记者 张晓玉

随着5G技术快速发展，各路玩
家纷纷加入争抢行列。7月28日，
中国电信集团政企信息服务事业
群副总经理曹磊在“5G创新峰会”
上透露，中国电信5G用户已达2.38
亿户，5G定制网项目超过3100个，
5G行业商用项目数超过8500个。

同日，中国广电公众号发布消
息称，7月26日至28日，中国广电5G
网络第二批9个省份网络试商用工
作陆续启动，连同6月27日中国广
电5G网络服务启动当天率先试商
用的20个省份，全国已有29个省份
正式进入广电5G网络试商用阶段。

“5G商用是运营商开辟的新市
场。过去几年，5G发展主要是两个
方向，一个是面向个人用户，主要

是5G手机与套餐的普及；另一个是
面向工业生产，应用于智能制造业
场景。5G商用相当于开辟了一个
新天地。”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
孝荣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5G在商业领域有广阔的
应用需求，现在已经建设了许多商
用项目，随着用户体验和技术水平
的提升，未来5G商用会有更丰富的
场景和更大规模的应用项目。”

事实上，5G商用的快速发展离
不开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2019
年，工信部正式发放5G商用牌照，
中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从2019年到现在，我国5G商
用基本环境搭建得非常好。5G的
基础设施以及应用终端设备基本
上已经普及。”中国人民大学助理
教授王鹏对记者表示。

根据网信办发布的《数字中国发
展报告（2021年）》，截至2021年底，中
国已建成142.5万个5G基站，总量占
全球60%以上，5G用户数达到3.55亿
户，千兆用户规模达3456万户。

ST中嘉相关人士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5G作为未来新一代
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首
先突破了人与人之间语音、视频等
传统通信方式，AR/VR/XR等创新
应用将得以很快落地应用，同时也
为人、机、物的全面互联提供了基
础。5G商用将对整个5G产业发展
带来极大的推动作用，为全产业链
及应用主体提供充分的应用验证、
优化场景，为在场景中优化和提升
5G应用水平提供了必要条件。”

随着5G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
5G用户渗透率不断提高。

近日，我国三大运营商发布6
月份运营数据，中国移动当月移动
客户数净增325.2万户，5G套餐用户
数净增1581.4万户，5G累计5.11亿
户。中国电信当月移动用户数净
增307万户，5G套餐用户数净增718
万户，5G套餐用户渗透率超60%，
5G累计2.32亿户。中国联通5G套
餐用户新增数量521.1万户，累计达
到1.85亿户。

中国银河证券在研报中指出，
整体来看，对于运营商而言，整个
上半年的运营数据呈现出稳中有
升的态势。在建设5G网络的同时，
5G套餐用户数也逐渐增多，5G用户
渗透率更是迈向了新的阶段。

5G商用的推进也为下游移动
信息服务商带来新一轮发展机
遇。ST中嘉相关人士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随着5G商用及应用
场景普及，首先会带来新一轮的基
础建设及维护需求，同时基于5G协
同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
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互联网+’与社会各行各业将进一
步深度融合。5G的发展将会在基
础设施建设、维护以及垂直行业的
应用服务方面为公司带来新的发
展机遇。”

谈及未来市场发展前景，创道
投资咨询总经理步日欣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看好未来5G在工业
和制造业等领域的应用，通过信息
化手段助力各行业升级。中国电信
的定制网项目、5G专网等行业部署，
都显示了5G在相关领域的核心作
用，5G将会是工业4.0、‘黑灯工厂’
等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通信保障。”

5G用户渗透率不断提高 全国29省份进入广电5G网络试商用阶段

本报记者 李春莲

新型储能商业模式正加速落
地。

7月27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发
布会上，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何
洋介绍了我国在推动新型储能发
展方面取得的成果：一是新型储能
的技术水平和装机规模稳步提升；
二是新型储能的应用场景和商业
模式不断拓展；三是新型储能的政
策体系和市场机制初步建立。

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
开会议，提出加大力度规划建设新
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业内人士认为，加快建设新能
源供给消纳体系，将促进新型电力
系统的建立。在新型储能可以独
立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后，虚拟电厂
作为新型储能的重要商业模式，将
开启发展加速度。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
院院长林伯强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随着风电、光伏的发电占比
不断增多，虚拟电厂的发展前景毋
庸置疑。不过目前来看，电力交易
制度和电价等方面仍存在障碍，还
需要通过技术进步、商业模式探索
以及与政策不断磨合才能得到更
好的发展。

商业模式逐步落地

今年可以说是新型储能迎来
大发展的一年。

3月份印发的《“十四五”新型
储能发展实施方案》明确了新型储
能发展的基础目标，计划到2025年
实现新型储能由商业化初期步入
规模化发展阶段、具备大规模商业
化应用条件。

中宇资讯分析师柳东远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国内新型
储能行业主要优势在抽水蓄能、化
学储能、风电、太阳能发电以及氢

能源等领域，而化学储能中的应用
场景近年来发展步伐加快，目前主
要集中在新能源车领域，包括锂电
池、钠离子电池以及钒电池等。

6月份，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
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
参与电力市场和调度运用的通
知》，提出加快推动独立储能参与
中长期市场和现货市场，鼓励独立
储能签订顶峰时段和低谷时段市
场合约，发挥移峰填谷和顶峰发电
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可以作为独立
储能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是新型储
能实现大踏步发展的重要一步。

何洋表示，传统的电力系统是
因为电力不可储存，所以电力系统
要瞬时平衡。随着风电、光伏大范
围接入以后，因为风电光伏不确定
性，系统也会产生很多不确定性，
这时候新型储能在系统中就会发
挥非常大的作用。所以现在新型
储能的发展受到电力行业、制造产
业、社会的高度关注。

中电联日前发布的《2022年
上半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
测报告》显示，在新能源快速发展
带动下，2022年新增装机规模将
创历史新高，预计全年新增发电
装机容量2.3亿千瓦左右，其中非
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投产1.8亿千
瓦左右。到2022年底，非化石能
源发电装机将首次达到总发电装
机规模的一半。

“双碳”目标下，新能源装机量
不断增加是必然趋势。在此背景
下，新型储能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更
为重要。

而虚拟电厂作为新型储能商业
模式之一，可以实现对分布式能源
的负荷预测、响应分配、实时协调控
制和储能安全健康充放电管理，参
与电力交易市场和需求响应。

柳东远认为，虚拟电厂作为适
应波动式储能环境的新型模式，未

来推广有望提速。

虚拟电厂迎发展良机

随着多地持续高温以及复产
复工的推进，用电负荷快速增长并
创新高。其中，7月25日，广东电网
统调负荷今年第一次创历史新高，
达到1.42亿千瓦，较去年最高负荷
增长4.89%；深圳电网用电负荷也
创新高，达2142.62万千瓦。

“7月份以来，局部地区出现了
一些负荷侧响应情况，主要是当地
为应对高峰负荷作出的负荷侧响
应，引导用户通过市场化方式主动
降低负荷。”何洋表示，随着“七下
八上”（7月下旬到8月上旬）负荷高
峰期的来临，预计全国用电负荷还
将继续攀升。

天风证券研究报告指出，电网

最高用电负荷连年攀高，电力供需
“平时充裕、尖峰紧张”矛盾日益凸
显，虚拟电厂成为经济性最优解决
方案，满足5%的峰值负荷仅需投资
500亿元至600亿元，仅约为火电投
资的1/8。伴随政策助力，中国虚拟
电厂市场有望跑步进入成熟期。

据中金公司测算，我国虚拟电
厂行业有望在2030年触达1320亿
元的理论市场空间。目前来看，已
有不少上市公司开始布局虚拟电
厂，江苏、浙江、上海等地也已开展
虚拟电厂实践。

国能日新有关人士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公司通过建设虚拟
发电厂，电力供应商和聚合商可将
分布式能源接入电网，根据电力需
求变化情况向电网供电，并从中获
得收入。

“虚拟电厂是一种将分布式发

电、需求侧响应和储能资源统一协
调控制，响应电网调度指令的物联
网技术。公司的虚拟电厂平台及
技术，主要是通过移峰填谷等服务
手段实现电网的柔性调节及稳定
运行。”恒实科技有关人士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基于参与国网冀北
电力公司“虚拟电厂”试点建设经
验，公司在发电、电网以及用户侧
开展综合能源服务，助力电网数字
化、绿色化融合发展。

柳东远表示，目前我国虚拟电
厂仍以政策和补贴驱动为主，还应
完善配套激励政策。从能源结构
和市场机制的特征来看，尚需要探
索出兼顾分布式电源、可控负荷以
及储能资源的模式。我国大力发
展虚拟电厂的难点并不在技术或
商业推广层面，而主要在于电力市
场化交易层面。

新型储能商业模式加速落地
用电负荷高峰期虚拟电厂发力正当时

本报记者 曹 琦

锂资源供需错配、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成本压力层层传导下，下游动
力电池厂商和整车厂商诉苦不断。

此前，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洪
曾在2022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吐
槽动力电池成本高，称自己是在为
宁德时代打工。但记者查阅宁德
时代一季报发现，一季度公司营收
同比增长153.97%，但净利润却同
比下降23.62%。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手握锂
矿资源的原材料供应商或许才是
最大赢家。从上游锂盐上市公司
发布的业绩预告来看，天齐锂业预
计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96亿元
至116亿元，同比增长110倍至134
倍；融捷股份预计上半年净利润5.3
亿元至6.3亿元，同比增长4080.57%
至4869.36%；天华超净预计上半年
实现净利润33.5亿元至36.5亿元，
同比增长971.70%至1067.67%。

过高的锂价显然不利于新能源
汽车产业链的稳定发展。在7月27

日至28日举行的2022年中国锂业大
会暨锂资源高峰论坛上，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协会锂业分会副会长张江
峰表示，锂价太高不利于下游应用
拓展，可能会导致更多替代品的出
现，同时，其带来的成本压力将层层
传导，从而提升整个产业链的成本。

多公司加入锂矿争夺战

根据生意社价格监测，7月27
日电池级碳酸锂华东地区均价为
47.96万元/吨，与年初（1月1日为
28.2万元/吨）相比上涨了170%。

在业内人士看来，锂资源供需
错配主要源于锂资源开发项目周
期较长。

通常情况下，锂资源开发项目
要花上2年至3年时间才能建成投
产，之后又要2年左右才能达产，而
正极材料和电池生产线建设一般
在1年以内，并且能很快达产。如
此一来，就容易导致锂电产业链上
下游步调难以一致。

“预计2022年中国新建成投产

的锂盐产能在15万吨以上，相比去
年有所增加。”据张江峰透露，“未
来2年至3年，新建扩产锂资源项目
将陆续投产，2022年全球对锂的需
求增量和新增产量基本一致，预计
全球锂的供需基本平衡，但难以满
足所有汽车厂商、电池厂商和正极
材料厂商的采购和备货需求。”

目前来看，国轩高科、盛新锂
能、江西永兴特钢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等锂业公司纷纷扩产。

同时，为了争夺锂资源，多家
公司将目光瞄向了海外锂矿，甚至
上演了锂矿争夺战。对此，张江峰
表示，“国外一些矿商拿很小的量
来竞拍，中国企业相互内卷的结果
是花了很高的价格买矿，从而进一
步推高了锂价。”

专家热议锂资源供应

在全球陷入锂资源焦虑的当
下，盐湖提锂成为本次大会的热门
话题。“盐湖提锂具有明显的成本
优势，是未来锂资源开发利用的一

个重要方向。”西藏珠峰董事长助
理茅元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全球约60%的锂资源在盐湖，
其中大部分聚集在南美洲的锂三
角，这些地区资源禀赋较好，盐湖提
锂的成本一般较低，约3万元/吨至4
万元/吨。”广发证券首席执行董事、
有色金属首席分析师巨国贤在会上
表示，“不过，盐湖资源虽然量大成
本低，但开发较慢、资本开支大。新
开一个资源项目预计约5年左右。”

据悉，目前已有包括赣锋锂业
在内的多家上市公司在青海地区布
局了盐湖资源，不过项目推进较为
缓慢。对此，赣锋锂业技术中心总
经理彭爱平向《证券日报》记者透
露，“从拿矿到出产品可能要5年甚
至更久，首先要进行勘探，之后要设
计建盐田，还要对卤水进行摊晒，其
中，仅卤水摊晒就要半年，这也是盐
湖提锂量上得比较慢的原因。”

尽管如此，盐湖锂资源的开发
价值依然很高。江苏久吾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肖虎表
示，“技术进步有望重构盐湖锂资

源开发价值。例如，采用吸附法等
新工艺可实现原卤直接提锂，减少
盐田建设投资，提锂产能建设周期
短，锂资源利用率高。”

除了盐湖锂资源的开发利用，
也有业内人士探讨通过回收动力
电池的方法保证锂资源的供应。
格林美副总经理张坤表示，“公司
通过自主研发关键技术，能处理几
十余种镍钴废料，回收钴镍锂等有
价资源并制备成新能源材料，当前
镍钴锰回收率大于99%、锂回收率
在85%至90%。”

“在新能源产业发展对资源需
求日益扩大的背景下，我们既要立
足国内，用好国内的资源，也要放眼
世界，用好全球的资源。”对于如何
保障锂资源供应，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协会副会长段德炳表示，资源原
材料端是锂电产业最基础的优化
点，行业企业要加强自律行为建设，
共同维护市场稳定运行。同时，建
议锂资源企业要把创新放在首位，
携手协作，共同攻克技术瓶颈、产业
发展瓶颈。

电池厂与车企为矿企“打工”锂资源供需错配何时休？

本报记者 许 洁

7月 29日晚间，中国恒大发布了近期业务发展
和境外债务重组工作进展及基本原则的公告。此
前，中国恒大曾公告称将在 7月底前公布重组方案，
但目前来看，重组方案并没有如期出炉，而是变成

“希望在 2022年内尽快公布具体重组方案并取得积
极进展”。

在业务发展方面，公告显示，2022年上半年，中
国恒大实现合约销售金额 122.6亿元，合约销售面积
119.3万平方米。公告还披露了中国恒大新能源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新能源汽车恒驰 5的预定
情况，恒驰5汽车于2022年7月6日正式开始预售，截
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预售订单超过3.7万台。

恒大强调，其一直与多位持有公司及其境外子公
司景程有限公司（Scenery Journey Limited）发行的美
元优先票据的债权人及有关顾问进行具建设性的沟
通，促进制定境外债务重组方案。

恒大称，正在与债权人及有关顾问密切合作、定
期沟通，对集团核心业务开展必要、有序的尽职调查
工作，探讨潜在可行的境外债务重组方案，尽职调查
的信息将作为制定境外债务重组方案的重要依据。
预计尽职调查工作将在近期基本完成，届时恒大将与
有关债权人及其顾问沟通境外债务重组方案框架和
建议，并希望在 2022年内尽快公布具体重组方案并
取得积极进展。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恒大年内公
布具体重组方案的可能性不大，房地产市场未见明显
复苏，现阶段更多要看保交楼政策怎样落地。而以目
前房企的销售情况看，债务危机还是很难处理。”

知名地产分析师严跃进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可以看到，恒大一直在抓房屋的销售，现在还在
抓汽车的销售，因为销售情况对‘回血’来说很重要。”

恒大此次还公布了境外债务重组工作进展以及
方案原则，称一直与财务及法律顾问评估集团的情
况，以制定尊重所有利益相关者权利的解决方案，并
旨在逐步恢复有序经营，释放运营和资产价值。恒大
表示，筹划中的境外债务重组方案将基于尊重国际重
组、公平对待所有债权人的现有权利和债权，以及安
排保障措施三项原则。

恒大强调，为确保公平性，每组债务的资产包的
相应构成将基于境外债务的法律结构，即有关资产包
的安排将充分考虑公司的资产和负债层级、现金流分
析、公司间贷款结构以及各类债权的合同和法律优先
顺序，以及恒大股东的任何支持。

而拟议重组的境外债务范围，则包括美元优先票
据、景程有限公司及天基控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恒
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维好及股权收购承诺的美
元优先票据；恒大及恒大境外子公司的境外其他债务
（含恒大所承担的担保及回购义务等或有债务，例如
房车宝相关的股权回购义务等）。

恒大称，公司希望境外债务重组方案能涵盖尽可
能多的债权人要求。在适用的情况下，预计重组方案
可能包括一个公平合理的程序来确定债权人的债权
金额。境外债务重组方案拟通过一项或多项协议安
排实施，但须经相关债权人、法院及其他所需的批准
（如有）。

“这次恒大公布了几项原则以及债务范围，可以
较好稳定债权人的预期，有助于缓解债权人焦虑，从
而加速债务重组的推进。”严跃进表示。

中国恒大改口
欲在年内公布具体重组方案

公司称，尽职调查的信息将作为制
定境外债务重组方案的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