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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盾安环境披露了格力
电器入主后的首份财报，2022年上
半年，公司实现营收 48.77 亿元，归
母净利润约 5.93 亿元，同比大增
128.82%。

归母净利润的大幅提升与前期
计提的预计负债冲回有关，上半年，
由于盾安环境原控股股东盾安控股
偿还关联担保款项冲回计提损失
等，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科目增
加了 3.32亿元。截至 7月 1日，盾安
环境为盾安控股提供保证担保的贷
款已经清偿完毕。

上半年，盾安环境生产经营稳
定运行，资产运营效率改善，财务费
用大幅下降 59.76%，实现扣非归母
净利润 2.66亿元，同比增长 12.4%。
第二季度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 1.92
亿元，同比增长30.51%。

下半年受益
格力电器订单增加

盾安环境主业中制冷配件应用
于家用空调、商用空调等领域，因格
力电器入主，盾安环境制冷配件业
务走向颇受市场关注。

上半年公司制冷配件收入39.61
亿元，同比基本持平；占营收比重
81.23%，同比提高1.03个百分点。

有不具名的家电行业分析师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上半年，
家电消费情况不理想，加上格力电
器对公司控制权的收购影响了上
下游供应格局，造成部分客户转
单。但目前来看，短期出现的家用
空调制冷配件的个别客户销售额
下滑由格力订单加速补足，影响减
小。下半年以来，全国多地高温，
推动空调库存去化，有正向积极作
用。”

据此前公告披露，格力对盾安
环境订单从今年 6 月份开始转移。
盾安环境表示，预计 2022年与格力
电器关联交易将达31亿元。

信达证券研报称，上半年公司
向格力销售制冷配件、制冷设备、热
管理配件等合计 7.95 亿元，预计下
半年格力向公司采购的关联交易额
有望进一步增加。

据了解，除了制冷配件外，今

年，格力电器还新增对盾安环境制
冷设备、换热器、热管理配件的采购
计划，加大对其业务发展的支持力
度。

盾安环境表示，公司将努力维
持制冷配件家用市场份额，重点拓
展商用市场与海外市场，遵循市场
规则，提升产品竞争力以赢得市场，
同时也将大力拓展制冷设备、热管
理配件等产品市场，培育新的增长
点。

热管理业务
有望步入收获期

据中国产业信息网，2019 年至
2025 年，国内电动汽车热管理系
统市场规模预计可从 110 亿元扩
张 至 420 亿 元 ，复 合 年 增 长 率 超
30%。

被盾安环境视为拓展第二增长
曲线的新能源汽车热管理业务，正
迈入快速上升新阶段。尽管业务营
收占比还不到10%，但公司在投资者
互动平台上透露，该板块业务第一
季 度 营 业 收 入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123.03%。

开源证券研报预测，在主机厂
主动放开二供的背景下，公司以大
口径阀为核心，逐步切入比亚迪纯
电及混动车系，并进入造车新势力
供应体系，热管理业务有望步入收
获期。

目前盾安环境汽车热管理业务
的小口径产能 450 万/年，大口径产
能 150 万/年 ，电 磁 阀 产 能 450 万/
年。公司从2021年上半年开始已经
在加大产线投入，今年可能会准备
大口径阀的扩产，方案确定后就会
开始设备采购工作。

新能源汽车当前依旧面临续航
里程不足、安全事故频发等诸多问
题 . 这也对整车热管理系统提出了
更加精细、严格的要求。

前述行业分析师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新能源车与燃油车相比
最大的变化，除了三电就是热管
理。对供应商来说，越具有竞争力
的集成系统越能提升新能源车热管
理产品的单车价值量，对整车的重
要性也将进一步提升。热管理未来
会成为新能源产业链中有待进一步
挖掘的高价值细分赛道。”

盾安环境发布格力入主后首份财报
热管理业务进入造车新势力供应体系

本报记者 李昱丞
见习记者 李雯珊

6个月前，由于获得中信证券、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瑞士银行、
华泰证券、摩根大通等知名机构捧
场，深南电路的定增引起了资本市
场的关注。

8月24日，深南电路定增股份迎
来首个解禁日。那么，参与定增机
构的浮盈浮亏如何？

根据深南电路 8 月 22 日发布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解除限售上
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8月24日，深
南 电 路 的 解 除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为
2230.07 万 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4.3481%。

资料显示，深南电路上述定增
股份发行价为 107.62元/股，发行对
象共有19家机构，多数为大型机构，
募集总额为 25.5亿元。其中，18亿
元主要用于投资建设高阶倒装芯片
用 IC载板产品制造项目，剩余的 7.5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8 月 24 日收盘，深南电路
的股价为88.25元/股，与定增价格相
比，跌幅约 18%，参与定增的机构处
于浮亏状态。

在此次参与深南电路定增的豪
华团队中，华泰证券认购股数、金额
最多，约为 380万股、3.53亿元；其次
是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资金，认
购 278万股、约 3亿元；中信证券，银
河证券，中欧基金，诺德基金等也参
与了定增。外资机构摩根大通银行
与瑞士银行分别认购股数为 246万
股、196 万股，认购金额分别为 2.65
亿元、2.1亿元，排在认购机构的第三
名、第四名。

深南电路董秘办相关人士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参与定增的
股东们在解禁首日及以后怎样操

作，取决于其内部的投资决策流
程。公司将会按照既定的经营节
奏，做好生产经营方面的工作。”

“今年以来出现在解禁首日定
增股票跌破定增价格的现象，这是
比较正常的，主要是受到市场综合
环境以及这两年定增策略拥挤度较
高的双重影响。”广东山谷家族办公
室联合创始人陈颖辉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

事实上，深南电路上述的定增
除了吸引众多豪华机构团队参与
外，还吸引了“神秘”的自然人。其
中，林秀浩认购了约 66 万股、金额
7100万元。

在深南电路前十大股东中，李
雪红也引起了关注。2020年第三季
度，李雪红新进为深南电路前十大
股东，持仓数量为 96.09 万股。此
后，李雪红连续四个季度加仓，分别
加仓 51.91万股、29.39万股、5.34万
股、58万股。2022年一季度，又加仓
52.6万股。截至6月30日，李雪红持
仓数量为288.5万股。

深南电路 2022年半年报显示，
公司总营收为 69.72亿元，同比增长
18.55%；净利润 7.52亿元，同比增长
34.10%。其中，PCB业务营收 44.32
亿 元 ，占 总 营 收 63.57% ，毛 利 率
27.34%；封装基板业务营收 13.66亿
元 ，占 总 营 收 19.60% ，毛 利 率
30.27%；电子装联业务营收 7.07 亿
元 ，占 总 营 收 10.14% ，毛 利 率
17.64%。

安信证券认为，随着5G通信、人
工智能、智能穿戴、汽车电子等技术
的持续升级与应用的不断拓展，PCB
行业呈现增长态势，深南电路汽车
电子客户导入顺利，印制电路板、封
装基板和电子、装联三项业务在各
领域相继拓展，高效协同，形成“三
合一”商业模式。

深南电路定增迎来首个解禁日
“豪华团队”浮亏约18%

本报记者 赵彬彬
见习记者 贺王娟

碳酸锂价格持续上涨。8月24日，
上海钢联发布数据显示，今日电池级碳
酸锂均价涨 3500 元/吨至 49.10 万元/
吨，近7个交易日上涨6次；工业级碳酸
锂涨4000元/吨至47.95万元/吨，连续7
个交易日上涨。

信达证券金属和新材料分析师陈
光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碳酸锂
价格快速上涨，主要受到新能源汽车、
储能产业快速发展的带动。需求旺盛
而供给相对不足，特别是面临‘金九银
十’的市场预期，碳酸锂价格仍有上涨
动能，预计突破 50 万元/吨可能性很
大。”

“新能源汽车电池包在其整体成
本中占比超过 40%。作为磷酸铁锂
正极成本的核心来源，碳酸锂的价格
变动受到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广泛
关注。目前，不仅是上游矿企在抢
矿，产业链上其他环节企业也通过买
矿、战略投资矿企、套期保值等方式，
来降低锂矿价格上涨的影响。”陈光
辉说。

短缺还是错配？
碳酸锂价格持续走高

新能源汽车和储能产业快速发展，
带动碳酸锂等材料需求井喷引起价格
上涨。据百川盈孚统计，2021年，国内
碳酸锂表观消费量为 30.34 万吨。其
中，国内生产24万吨，同比增长40.4%；
进口8.1万吨，同比增长61.7%。

2020年 9月份，工业级、电池级碳
酸锂的价格从最低的 4万元/吨左右启
动，到2022年一季度攀升至约50万元/
吨。此后有所回调，近期又开始快速上
涨。

本轮碳酸锂价格暴涨，主要原因是
什么？

陈光辉认为，碳酸锂价格快速上
涨主要还是受供需矛盾影响。今年
上半年，乘用车销量 421万辆，同比增
长 71%。考虑到下半年消费旺季，全
球今年新能源汽车有望超过 1000 万
台，与去年 633.8 万台相比，增幅超
50%。此外，单车配电量还在增加，将
进一步加大对碳酸锂的需求。供给
方面，今年的增量主要来自此前停产
矿山的重启和技改，而新投建项目产
能集中释放将等到明年下半年，短期
增量有限。

对 于 近 期 碳 酸 锂 价 格 重 拾 升
势，上海钢联新能源事业部碳酸锂
分析师曲音飞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近期四川地区限电对于冶炼端
供给影响较大，青海地区则受疫情
影响，物流运输受限，导致市场流通
资源供给缩减，市场惜售心理明显，
现货流通售价不断上涨，下游刚需
采购，接价能力提升，碳酸锂价格上
行速度加快。”

止于至善投资总经理何理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2020年之前新能
源汽车销量相对低迷，锂盐价格纷纷
跌破企业成本线，大量锂矿企业停业，
甚至面临破产风险。随着 2020 年下
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强劲增长，储
能市场也逐渐爆发，导致需求快速增
长，供需形势迅速逆转，而锂盐的产能
释放需要至少 3年至 5年的周期，海外
扩产也相对谨慎，导致碳酸锂价格的
暴涨。”

上游锂矿公司业绩“爆表”
中下游企业加入抢矿大战

锂矿价格持续高位之下，上游锂矿
企业赚得盆满钵满，多家上市公司业绩

“爆表”。
8月24日晚间，西藏矿业发布2022

年半年度业绩报告，2022年上半年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12.2 亿元，同比增长
439.2%，实现归母净利润 4.8 亿元，同
比增长 1018.3%。分产品来看，因锂盐
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公司加大销售力度，
锂类产品营收同比增加 961.55%，毛利
率高达94.71%，同比增长53.25%。

据同花顺 if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
24日晚间，共有 10家锂矿上市公司发
布 2022年半年报，均实现归母净利润
同比正向增长，其中增幅最大的为鞍重

股份，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4701.10%，
紫金矿业更是大赚 126.3亿元，半年归
母净利润突破百亿元规模，同比增长
89.95%。

从 半 年 业 绩 来 看 ，8 月 23 日 晚
间 ，宁 德 时 代 发 布 2022 年 半 年 报 。
数据显示，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29.71 亿元，同比增长 156.32%；实
现归母净利润 81.68 亿元，同比增长
82.17%。此前 7 月 15 日，比亚迪发布
业绩预告称，预计 2022 年上半年公
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28 亿元至 36 亿
元，同比增长 138.59%至 206.76%。

与上游赚得盆满钵满不同的是，中
下游企业却苦不堪言抱怨原料价格太
高。

事实也的确如此。以国内锂资源
头部企业天齐锂业为例，根据公司最近
发布的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为
96亿元至116亿元，同比增长110.89倍
至134.20倍。

面对节节攀升的价格，越来越多的
企业加入抢矿大战。

8 月 18 日，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
有限公司与赣锋锂业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计划从新能源动力电
池最上游材料端展开合作，持续探
讨在锂资源开发、中游锂盐深加工
及废旧电池综合回收利用各层面的

深入合作。
无独有偶，8月 15日，比亚迪宣布

拟在江西省宜春市投资285亿元，其中
涉及到建设年产10万吨电池级碳酸锂
及陶瓷土（含锂）矿采选综合开发利用
生产基地项目。

此前，赣锋锂业公告称，子公司已
完成对Bacanora公司的要约收购，持有
100%股权。Bacanora旗下 Sonora项目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锂资源项目之一，总
锂资源量约合882万吨碳酸锂当量。

此外，宁德时代、国轩高科、特斯拉
等企业也相继出手，收购或入股锂矿企
业。

“当前，新能源产业链上的企业通
过买矿、参股矿企或者套期保值，都是
面对资源价格暴涨局面的应对之策，期
待通过上述措施来降低锂矿价格上涨
对企业的影响。”陈光辉说。

何理表示：“锂资源本身是不缺
的。现阶段上游分走了大部分利润，未
来利润会在产业链各环节进行再分
配。但是长期来看，产业链上游锂矿资
源以及下游应用的利润都会占大头。
业内预计，2025年电池供给将远大于
需求，因此电池厂的上下游整合非常重
要，而事实上现在上游锂矿企业也在拓
展电池业务，各个环节企业强强联合亦
有可能。”

碳酸锂价格逼近50万元大关
新能源产业链抢矿愈演愈烈

本报记者 舒娅疆

8月 24日，天齐锂业公告宣布，公
司拟推出员工持股计划，该计划的参
加对象包括了五类人员：董监高成员
（不包括独立董事）、中层管理人员、控
股子公司的董事或中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经董事会认定的
其他员工。

这是时隔多年以后，天齐锂业再次
推出激励计划，在锂行业呈现高景气
度、公司经营向好发展的背景下，有望
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实现公司、
股东和员工利益的一致性，促进公司持
续、稳定及健康发展。

推员工持股计划留人

根据此次披露的公告，天齐锂业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
累计将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
任一持有人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所对应的股票数量不超过公司股本总
额的 1%。天齐锂业将在 3 个月内推
进实施董事会审议及披露本次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等事宜，初步预估此次持
股计划涉及股票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 1%，具体持股规模以后续审议披
露的持股计划草案和员工实际认购情
况为准。

进入 2022年，天齐锂业利好消息
不断，继顺利引入澳大利亚上市公司
IGO作为子公司的战略投资者以后，天
齐锂业H股在今年年中顺利发行，此前
背负的债务压力持续缓解，公司的海内
外影响力也进一步加强。同时，公司布
局在中国、澳大利亚、智利的锂业务持
续推进。

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总裁祁海
珅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天齐锂业经历过凤凰涅槃后，迎来
了锂电池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矿业
资源由‘负担’变成‘拥矿为王’的大转
变，近年来公司的业绩也是一路飙
升。”

“在新能源汽车加速电动化的大
发展趋势下，锂电池行业的发展趋势
向好。公司此时计划推出员工持股、
股权激励方案，也是为了增强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体现凝聚力，以便于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毕竟
锂电池行业的人才流失现象也比较
普遍，‘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
锂电池行业未来发展之路还很长，有
很多产品的技术路线升级与迭代，夯
实基础、储备人才是务实之举，也是
企业长期战略发展的需要。”祁海珅
如是说。

供需整体依然偏紧

伴随着公司债务压力的缓解和锂
行业发展持续向上，天齐锂业的业绩表
现颇为强势。根据业绩预告，2022年
上半年将实现归母净利润 96 亿元至
11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089.14% 至
13420.21%。

从行业来看，A股锂业公司在2022
年上半年的业绩普遍上涨。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显示，目前，有色金属行业
中“锂”类 9家A股公司均已披露半年
报或半年度业绩预告，天齐锂业净利润
同比增速位居板块第一，西藏矿业、天
华超净、融捷股份等亦强势增长，9家
锂行业的上市公司上半年业绩增速有

望超100%。
从未来趋势看，锂行业发展和企业

经营状况依然被看好。卓创资讯锂电
池原材料高级分析师韩敏华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目前，市场上对未来锂
价的趋势存在分歧，无论大家对后续走
势看涨还是认为基本见顶，下半年锂价
不会出现明显下跌，预计将以高位震荡
行情为主。从需求端看，下半年锂行业
下游还将迎来增量，对碳酸锂价格形成
支撑，虽然今年碳酸锂会有一定新增产
能，但是产能落地再到达产还需要一定
时间，下半年行业的供应增量稍缓，需
求增长较多，供需方面依然整体表现偏
紧。”

根据中信证券发布的研报，上周
国内电池级碳酸锂、国内工业级碳酸
锂价格分别收报 48.15 万元/吨、46.55
万元/吨，分别上涨0.8%和0.6%。中信
证券表示，四川限电政策导致产量收
缩，叠加 8月中下旬的采购备货期，拉
动上周锂盐价格小幅上涨。总体来
看，锂盐供应端扰动超出市场预期，但
需求预期依旧向好，多家锂盐厂商即
将释放业绩。

天齐锂业上半年净利同比预增超百倍
拟再推员工持股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