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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僖

氢能产业再度站上“风口”。继8月26日上海市
宣布将探索建立氢交易平台后，8月27日，国家燃料
电池技术创新中心正式在山东潍坊挂牌，同时，200
辆搭载着潍柴氢燃料电池的商用车同步投入运
营。这意味着我国在燃料电池技术创新平台建设、
氢能大规模示范应用领域，取得又一突破性进展。

据悉，作为“鲁氢经济带”上的重要节点，潍坊
市初步形成了以潍柴为龙头，大中小企业协作，
制、储、运、加、用齐头并进，氢燃料电池研发制造
应用一体发展的氢能全产业链条，揭开了“氢能城
市”的面貌。

山东重工集团、潍柴集团董事长谭旭光表示，
潍柴动力将依托国家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抢
抓“氢进万家”科技示范工程重大机遇，汇聚国内
外产学研创新资源，加快燃料电池全产业链技术
突破，进一步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指标，打造可推
广、可复制的“氢能社会”样板。

“氢能城市”蓝图落地

“氢能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据介绍，从2010
年开始，潍柴动力先后投资40亿元布局新能源业
务，率先在山东省潍坊市进行了产业布局和多应用
场景的成果转化，助推“氢能城市”蓝图加速落地。

8月27日，在潍柴动力，记者看到了即将交付
运营的部分搭载着潍柴氢燃料电池的商用车，包
括城市公交车、轻卡、重卡牵引车等。特别是现场
展示的亚星客车生产的最新款氢燃料电池公交
车，不仅外形时尚大气，更代表了当下氢燃料电池
在城市公交场景应用的先进水平。

“这款车配置了潍柴生产的燃料电池系统，使
用寿命超过30000小时，可以满足公交车8年60万
公里的使用。”潍柴动力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燃料电池总师潘永昌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据了解，从2019年首次批量投放氢燃料电池
公交车，到此次新一批车辆投入运营，目前潍坊的
氢燃料公交运营专线已有18条，潍坊市也成为全
球氢燃料公交线路最密集的区域，以及全球在运
氢燃料公交车最多的城市。

潍柴动力不仅在氢能公交推广示范方面领
跑，还积极布局全系列商用车氢能动力，在氢能重
卡港内牵引、氢能重卡干线运输、氢能轻卡城市物
流和冷链运输等细分市场，推出了一系列技术成
熟、历经考验的商业化产品。

潍柴新能源科技公司副总经理张超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氢能重卡干线运
输方面，以从淄博到青岛港集装箱的应用场景为
例，氢能重卡采用的是潍柴200kW大功率燃料电
池，也是目前国内最成熟的大功率产品，月均行驶
里程超过12000公里，其百公里的氢耗仅为8公斤。

加快全产业链技术突破

氢能应用场景的加速突破，得益于此次正式
挂牌的国家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

2021年4月16日，国家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
在济南正式揭牌，进入试运营阶段。随后，山东国
创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作为运营主体
成立。试运营一年多时间以来，在多方力量的协
同攻关下，依托科技部“氢进万家”科技示范工程，
国家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成功开发了15kW-
200kW系列化氢燃料电池发动机，形成“黄河”雪
蜡车、氢能热电联供、高速加氢站、氢能港口建设、
氢燃料电池客运船等一系列转化成果。

山东国创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董
事长孙少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国家燃料电
池技术创新中心总的战略是开放聚集，面向全球
协同产业链领军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优质创新
资源，打造形成“以我为主、链合创新”的产学研用
技术创新体系。

“潍柴动力通过多次战略重组，组建了具有自
主创新能力的团队，建成了全球最大的2万台氢燃
料电池发动机研发制造基地。”谭旭光表示。

降成本更为关键

潍坊市氢能多场景应用成果突破，展示了
氢能产业的阶段性成果和未来前景。但如何让

“氢能社会”样本实现可推广、可复制，仍有很
长一段路要走。

2022年3月份发布的《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
划（2021—2035年）》提出，到2025年，初步建立以工
业副产氢和可再生能源制氢就近利用为主的氢能
供应体系，氢燃料电池车辆保有量约5万辆，部署建
设一批加氢站；到2035年，形成氢能产业体系，构建
涵盖交通、储能、工业等领域的多元氢能应用生态。

全国各地氢能产业专项政策和计划快速跟
进，如山东省提出到2025年累计推广燃料电池汽
车1万辆，累计建成加氢站100座；广东省的目标则
是到2025年，实现推广1万辆以上燃料电池汽车目
标、年供氢能力超过10万吨、建成加氢站超200座。

“各地加快布局氢能产业，一方面是响应国
家号召，将氢能产业发展落到实处，助力‘双
碳’目标实现；另一方面是提前布局，在氢能产
业发展过程中把握先发优势，为地方经济发展
注入新活力。”赛迪顾问高级分析师李宸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

不过，燃料电池的成本问题，成为产业发展亟
须迈过的瓶颈。孙少军表示，目前氢燃料电池由
于本身成本较高，为其推广带来一些迟缓影响。

“氢能的大规模推广需要在制、储、运、加全产
业链环节降低成本。”李宸认为，未来几年，加强自
主创新能力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在突破技术瓶颈
和降低成本下，氢能产业有望快速发展。

加快全产业链技术突破
潍柴动力“氢能城市”蓝图落地

本报记者 向炎涛

8月28日，中国石化发布2022
年中期业绩报告。上半年，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
27.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435.3亿元，同比增长10.4%。盈利
创历史同期最佳。

至此，“三桶油”（中国石化、中国
石油、中国海油）在齐聚A股后已全部
发布上半年业绩报告。高油价背景
下，“三桶油”上半年赚得盆满钵满。
具体来看，中国石油上半年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823.91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55.3%；中国海油上半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718.9亿元，同比
增长115.7%。“三桶油”上半年合计日
赚约10.9亿元。

受益于油气高景气度机遇，上半
年，“三桶油”均加大了勘探开发力
度。中国石化上半年实现油气当量
产量3404万吨油当量，同比增长
2.9%，其中，境内原油产量1755万吨，
同比增长0.8%；天然气产量174亿立
方米，同比增长5.4%。公司勘探及开
发事业部实现经营收益263亿元，同
比增加201亿元，增长322.0%。

中国石油上半年实现原油产
量451.9百万桶，比上年同期增长

2.0%；可销售天然气产量 2358.2
十亿立方英尺，比上年同期增长
4.4%；油气当量产量845百万桶，比
上年同期增长 3.1%。公司勘探与
生产分部实现经营利润824.55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67.1%。

中国海油主营业务仅包括上游
勘探开发业务，公司上半年归母净利
润人民币 718.9亿元 ，同比上升
115.7%。上半年油气净产量约304.8
百万桶油当量，同比上升9.6%。

炼油与化工业务方面，由于上
半年国际油价上涨，原料成本增
加，成品油需求疲软等因素，中国
石油和中国石化相关业务板块利
润均受到影响。中国石油该板块
实现经营利润240.61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8.5%；中国石化该业务板
块实现经营收益298亿元，同比减
少96亿元，比上年同期降低24.4%。

此外，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都
加大了非油业务的布局。中国石油
上半年新开发加油站73座、新投运
加油站120座；同时，加快加油加气
和光伏、充换电、氢能等新能源站点
一体化布局，截至上半年末，公司已
拥有充换电站185座、光伏站152座。

中国石化则加强产销协同一
体创效，加强自有品牌商品建设，

提升非油业务经营质量和效益，积
极向“油气氢电服”综合能源服务
商转型。公司上半年营销及分销
事业部非油业务收入为193亿元，
同比增加13亿元；非油业务利润为

26亿元，同比增加3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当天，中国石

化还发布了股份回购方案。公司
拟使用不低于12.5亿元，不超过25
亿元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回购的股份将全
部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目前，
董事会已经批准了股份回购方
案，考虑在合适的时机进行A股和
H股的回购。

“三桶油”上半年日赚近11亿元
中国石化盈利创历史同期最佳

本报记者 舒娅疆

8月28日晚间，泸州老窖披露
2022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
营 业 收 入 116.64万 元 ，同 比 增 长
25.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55.32亿元，同比增长30.89%。

分析人士表示，泸州老窖重视
圈层互动和打造文化IP等工作，国
窖1573在高端市场、特曲和窖龄酒
在次高端市场出现爆发式增长，助
力公司业绩实现了较好增长。

2022年上半年，泸州老窖保持

了良性快速的发展势头。数据显
示，公司的中高档酒类产品实现营
业 收 入 103.7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6.21%；其他酒类产品实现营业收
入为11.77亿元，同比增长20.47%。

半年报显示，目前，泸州老窖的
设计产能、实际产能为17万吨，在建
产能为8万吨。公司上半年加快推
进酿酒数智化项目、泸州老窖智能
酿造技改项目等一系列重大项目的
筹划和建设，促进酿酒体系标准化、
生产自动化、过程数字化和管理精
细化，智能工厂建设迈上新台阶。

上半年，泸州老窖全面启动“百
城计划”，全国化市场布局纵深推
进，营销协同能力持续提升。

“受益于国窖系列全国市场的
销量增长，以及泸州老窖主品牌下
的特曲、窖龄等产品在全国市场的
复苏与反弹，泸州老窖上半年业绩
实现较好增长。”知趣咨询总经理蔡
学飞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在武汉京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肖竹青看来，2022年上半年，高端白酒
品牌销量增长，代表着主流商务人群
交往频繁，一定程度上也是经济复苏

的一个信号，未来，白酒市场份额向强
势品牌集中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据悉，今年下半年，泸州老窖将
从强化营销攻坚、强化文化铸魂、强
化智慧生产、强化管理协同、强化人
才增效、强化党建引领六个方面重
点开展工作。

从行业来看，在疫情对白酒消费
场景持续带来冲击的背景下，上市酒企
业绩分化态势明显。东方财富choice
数据显示，截至8月28日，A股20家白酒
上市公司中，已有17家披露半年报。其
中，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洋河股份

等头部酒企保持稳健增长态势；老白干
酒以191.43%的同比增速位居板块第
一；*ST皇台同比扭亏；同时，3家上市白
酒企业净利润出现不同程度下滑。

“目前来看，头部酒企在上半年
均保持了双位数的增长，且规模与
利润的增长质量较高。这也符合中
国进入名酒时代之后，头部酒企保
持着较好的竞争与发展态势。”蔡学
飞表示，2022年下半年，进入酒类消
费旺季，无论是一线名酒还是区域
名酒，都将迎来销售小旺季，从而带
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纵深推进全国化市场布局 泸州老窖上半年净利增长超三成

本报记者 李昱丞
见习记者 李雯珊

先是董事长公开表态拒绝为电
池厂打工，自己的电池要自己造；后
是旗下新能源品牌广汽埃安融资金
额创行业新高。作为一家市值1500
亿元的头部车企，广汽集团最近动
作频频。

8月26日，广汽埃安A轮引进战
略投资者在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
正式挂牌。同时，广汽埃安股份制改
造工作正式启动。本次股改完成后，
广汽埃安将择机上市，并或将成为中
国新能源汽车科创板第一股。

A轮股改融资额达150亿元

广汽埃安增资扩股的方案显

示，本轮将稀释约15%的股份，引
入不超过70家战略投资者；按增
资价格不低于 13.23元/每注册资
本，单一投资人投资金额不低于1
亿元。

“此次挂牌价格，广汽埃安A轮
投前估值约850亿元，融资150亿元，
投后估值预计超过1000亿元。该笔
融资将创下国内新能源整车行业最
大单笔私募融资，远超此前造车新
势力在pre-IPO轮的融资规模。”广
汽埃安相关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

公开资料显示，本次增资扩股
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广汽埃安新产
品开发、新一代电池、电驱研发及产
业化建设、智能驾驶、智能座舱、能
源生态及产能扩建等核心技术的研
发和产业化布局。

上述广汽埃安相关人士认为，A
轮引战增资将进一步引入积极与广
汽埃安战略协同的投资者，强化产
业链垂直整合能力，加快核心零部
件自主产业化，进一步强化广汽埃
安安全价值链的资源配置和市场竞
争能力。

投资109亿元造电池

前不久，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
洪公开表示，“动力电池成本已经占
到新能源汽车的40%至60%，那我现
在不是在给宁德时代打工吗？”

由于动力电池采购成本持续攀
升，广汽集团正加快在电池领域布
局，希望改变广汽新能源汽车给宁
德时代打工的现状。

广汽集团 8月 25日公告两项

重要议案，一是同意设立自主电
池公司，开展自主电池产业化建
设，项目总投资109亿元；二是同
意参股公司广州巨湾技研有限公
司建设电池生产基地项目，量产
极速充电动力电池的电芯、模组
以及PACK系统，项目总投资36.9
亿元。

据了解，自主电池公司首款产
品采用广汽自主磷酸铁锂技术，使
电池整包安全性极大提升，同时通
过结构优化降低零部件数量和成
本。“未来，广汽埃安30%的高端电
池将自研自产，而70%的中低端电
池由外部电池企业代工。”广汽埃安
副总经理肖勇表示。

“动力电池是电动车的三大核
心零部件之一，实现电池自主可控
也是大型车厂维护电池供应链稳定

的重要举措，广汽集团在动力电池
方面布局较早，投入较多，形成了一
定的产业基础，现在启动电池公司
项目也是必然的结果。”深度科技研
究院院长张孝荣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

与此同时，广汽埃安与赣锋
锂 业 于 近 日 签 署《战 略 合 作 协
议》，双方同意建立长期的战略合
作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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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深汽车分析师张翔表示，车
企布局电池是产业链整合的结果。
通过布局电池，车企既能够享受到
行业发展红利，也能够打造产业链

“护城河”。

成本高企不愿给“宁王”打工 广汽斥资百亿元造磷酸铁锂电池

本报记者 陈 红

8 月 28 日 晚 间 ，斯 莱 克 发 布
2022年半年报。上半年，斯莱克实
现 营 收 6.5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9.3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7813.44万元，同比增长
115.22%。

对于业绩的大幅增长，有券商
分析师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斯莱克二季度业绩保
持了高速增长趋势，主要由于制罐
设备景气度高，公司易拉罐设备销
售收入大幅增长所致。近年来，公
司不断布局新能源动力电池壳领
域，2022年有望成为公司电池壳业
务放量元年，为公司开启第二增长
曲线。”

开启第二增长曲线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斯莱
克为全球易拉罐/盖设备制造领先
企业，深耕设备制造领域18年。凭

借在易拉罐生产设备领域积累的研
发成果及生产经验，近年来公司不
断向新能源电池壳智能生产线、工
业互联网等相关领域延伸。截至
2022年6月末，公司总资产达29.01
亿元，净资产达14.12亿元。

2022年上半年，斯莱克营收、净
利延续高速增长态势。从产品来
看，其易拉盖高速生产设备及系统
改造实现营收1.74亿元，同比增长
71.46%，毛利率为38.71%；易拉罐高
速生产设备及系统改造实现营收
2.79亿元，同比增长102.94%，毛利
率为33.65%。

“受环保政策、消费升级等因素
影响，易拉罐/盖设备市场处于供不
应求的状态。报告期内，斯莱克易
拉罐/盖设备业务大幅增长贡献了
主要业绩。此外，受益于新能源汽
车的高速发展，动力电池壳赛道景
气程度远高于易拉罐设备制造行
业，伴随公司方壳与大圆柱壳业务
的投产放量，有望打开数倍成长空
间。”上述券商分析师表示。

研发方面来看，斯莱克重视科
研成果专利化，通过最近几年的研
发，公司产品技术快速提升，盖线设
备生产效率从2004年的600至700
盖/分钟上升到目前的4500盖/分钟；
罐线业务从2012年开始开拓市场，
已经从单台设备拓展到整线，公司
易拉罐高速整线生产设备生产效率
最高达到2000至3000罐/分钟，在行
业内处于领先水平。

同时，公司充分发挥业务协同
优势，结合新能源电池自身的特
性，针对性地研究与开发出了高速
自动化电池壳生产线，解决了现有
生产工艺无法保证一致性和很难
大规模生产的痛点，具有显著的技
术优势。

浙商证券分析师邱世梁认为，
“目前，斯莱克18650及21700系列小
圆柱电池已实现量产及供货，大圆
柱及方形电池壳放量在即。预计公
司方形电池壳业务与圆柱壳2025年
市场占有率将分别提升至15%和
35%。动力电池壳‘第二曲线’持续

发力，将带动公司业绩高速增长。”

打开百亿元市场空间

汽车终端市场的强劲需求，带
动动力电池行业及配套产业的高速
发展。

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能量
存储与转换装置的基础单元，是新
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EVTank数
据显示，全球锂电池结构件市场规
模有望在2025年达到768亿元，2021
年 至 2025 年 复 合 年 均 增 长 率 达
31.74%。

受益于新能源汽车行业高速
发展，下游车企不断加码订单，电
池壳产能供不应求，今年以来动力
电池壳相关企业纷纷投资、扩产。
例如，3月16日，凌云股份成功定增
募资13.8亿元，用于新增多条新能
源车电池壳生产线；5月17日，领益
智造拟在成都崇州市经济开发区
投资建设新能源电池铝壳、盖板、
转接片等结构件研发、生产基地项

目；8月24日，斯莱克拟定增募资不
超过9亿元，投资常州电池壳生产
项目。

对此，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总
裁祁海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近年来，电池铁壳或者铝壳的需求
猛增，由于金属电池壳产品的刚性
需求比较确定，被塑料等材料替代
的可能性小，斯莱克的长期发展趋
势向好。”

“在‘双碳’目标下，燃油汽车
加速电动化，更加有利于新能源汽
车行业发展，金属电池壳的需求量
也会同步提升。动力电池壳相关
企业需要紧盯客户需求和行业发
展动态，及时调整自己的发展规划
与产品设备的实施路线。”祁海珅
建议。

首都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
师肖旭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提
高新能源电池的性能与保养，是当
前亟待突破的重要方向。随着新能
源汽车的推广与普及，新能源电池
壳市场也将迎来新的红利。

斯莱克上半年营收净利双高增 动力电池壳打开百亿元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