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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是立业之本、强国之基，
事关民生福祉”。近年来，方大特
钢坚持“普特结合、弹扁升级”战
略，加快新产品、新市场、新客户、
新技术等“四新”工作推进速度，围
绕国家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的政
策导向，开展高性能、高质量和用
户定制产品的研发和试制，以高品
质产品和服务赢占市场。

传递质量信任
钢筋产品迈向高端

在日前举行的 2022（第十一
届）中国建筑用钢产业链高峰论坛
上，方大特钢喜获2022年度全国优
质建筑用钢品牌创新发展奖。

作为江西省内钢筋产品的主
要供应企业，方大特钢一直致力于
提高“海鸥牌”建筑钢材产品质量
等级和生产水平，积极开发高质量
钢筋特色产品，不断提高产品技术
水平和附加值，研发储备了屈服强
度 500MPa、600MPa、640MPa 等强
度等级的高强钢筋生产技术，实现
批量生产供货，推动钢筋产品升级
换代，为重大工程技术进步、提高
建筑结构安全性、促进钢铁产业结
构调整和节能减排提供技术支
撑。其中屈服强度 640MPa高强度
钢筋与 400MPa 普通钢筋相比，理
论上可减少三分之一的钢材用量，
满足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
高端需求。

此外，方大特钢在设备升级和
技术创新方面投入大量费用，新建
钢坯精整线，新增大功率矫直机、
进口轮廓仪、砂轮锯等先进设备，
以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生产效
率。

追求用户满意
弹扁产品不断丰富

8月 30日，方大特钢首次试轧
200mm×200mm 断面钢坯喜获成
功，产品为 100.5mm×56.4mm 弹簧
扁钢，成品外形尺寸完全符合用户
要求，这也是该公司目前生产的最
大规格钢坯和弹簧扁钢，标志着方
大特钢可承接弹簧扁钢产品的规

格范围进一步扩大。
方大特钢是国内弹扁、板簧精

品生产基地。近年来，重点围绕汽
车轻量化发展趋势，以用户需求为
导向，继续加大高性能、高附加值
弹簧扁钢的生产开发，其中抗拉强
度 1800MPa 级高强度弹簧钢推广
应用到高应力少片簧和空气悬架
导向臂上，显著提高了商用车的舒
适性和节能性；国内高强度级别的
弹簧扁钢，抗拉强度达 2000MPa的
产品率先批量应用；一系列高质
量、高附加值弹簧扁钢，为国内知
名主机厂定向研制成功，产品水平
达到国内先进。

此外，开发货叉扁钢、刀具扁
钢、链条扁钢、机械扁钢等产品，且

为满足国内汽车生产企业开发大
吨位矿用卡车的需求，一次性成功
开发生产 140mm×34mm平面半圆
弧弹簧扁钢，进一步丰富产品规
格，巩固品牌优势。

今年上半年，在国内粗钢产量
同比下降、钢材价格先扬后抑、钢
材库存同比上升、行业效益下滑明
显的情况下，方大特钢钢铁产品产
销量分别为 209.11万吨、208.09万
吨，分别同比增加1.42%、1.20%，吨
材利润位于全国钢铁行业第二，实
现营业收入 133.06亿元，同比增长
34.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9.27 亿元，缴税金达 8.3
亿元。 （文/罗霞）

（CIS）

方大特钢以高品质产品和服务赢占市场

本报记者 许 洁

“航空是物流必要的组成部
分。”贯铄资本CEO、快递行业专
家赵小敏对《证券日报》记者如是
说。近日，江苏京东货运航空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京东航空”）获得
中国民航局颁发的CCAR-121部

《航空承运人运行合格证》，引发业
内广泛关注。这意味着京东航空
即将正式投入运营。

京东航空是京东物流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京东物流内部人
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京东航
空的投运将提升京东物流供应链
的运行效率，在全国多个城市间实
现“夕发朝至”，而“一地发全国”的
特快航空覆盖率也将提升至95%
以上。据悉，民航局已批准京东航
空引进3架波音737货机。

“航空资源将是下一个5年中
国物流业争夺的关键资源。行业
正从价格战走向质量战，货运航空
将成为‘必杀器’。在京东之前，顺
丰、中国邮政和圆通都已成立了自
己的货运航空公司，将货源和客户
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也是国内不少
快递巨头和传统货航正在努力的
方向。”长期关注物流板块的东高
科技高级投资顾问刘飞勇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航空货运注入“新力量”

在快递同质化竞争严重的今
天，布局航空领域成为弯道超车的
关键。

京东物流进入航空领域一直
颇受外界关注。2019年9月份，京
东航空注册成立；2021年8月份，
京 东 航 空 获 民 航 局 批 准 筹 建 。
2022年5月下旬，民航局官网称，
京东航空筹建工作已基本完成，
申请颁发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
许可证，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已

完成对其初审。
在京东航空颁证会议上，京

东物流CEO余睿表示，多年来，京
东物流持续打造“有责任的供应
链”和“织网计划”，不断开放自身
供应链基础设施和技术，构建了
高度协同的六大物流网络，作为
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京东航空
将有效助力一体化供应链提升服
务品质，助力降本增效，推动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述京东物流内部人士也表
示，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航空货
运不仅能够带动所在区域经济发
展，还将有效融通全国甚至全球的
经济圈，实现产业、社会供应链的
高效融通。就京东航空而言，将重
点布局国内长三角、环渤海、珠三
角三大经济圈的航空货运市场，并
逐步向长江中游、成渝等核心城市
群延伸。

在刘飞勇看来，京东航空的投
运将进一步强化京东物流的一体
化供应链。刘飞勇表示：“京东航
空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一体化供
应链的‘基因’，对京东物流进行了
重要的能力补充。京东的自营货
机与其最后一公里配送、大件网
络、冷链物流和跨境物流等六大网
络协同，释放航空资源优势效能，
促进派送时效性提升以及快递服
务质量和用户体验的提升，这些都
有利于改善公司快递服务质量和
用户体验，最终提升企业品牌形象
和企业价值。”

机队规模亟待提升

事实上，无论是“买飞机”还是
“养飞机”都需长期重金投入。据
悉，一架波音737货机的售价达数
亿元，更别提每年巨额的养护费
用。

对于京东物流为何加速布局
航空板块，赵小敏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若想成为国内一流或具
备国际竞争力的物流企业，航空货
运必不可少。但具备相关条件的
企业并不多，从全球来看仅不到50
家，这些企业大多拥有50架以上的
飞机。”

在赵小敏看来，若想跻身国际
一流企业，拥有100架飞机仅是起
步，“顺丰、圆通等公司都提出了
100架飞机的目标，顺丰有望在2年
内实现此目标。对于企业而言越
早布局越好，以期获得更强的竞争
力和话语权。”

当下，航空货运市场迎来快速
发展期和政策红利期。2021年12
月份，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发改
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十四

五”民用航空发展规划》。今年7月
份，波音也发布了《全球商业市场
展望》，预计未来10年全球航空货
运量年均增速为4.3%；未来20年全
球航空货运量年均增速为4.1%；
2041年，全球货运周转量达到6000
亿吨公里。

“从航空运力来看，2030年之
前，航空货运市场都将处于供不应
求的状态，飞机运力跟不上，导致飞
机价格被抬得很高，大家都想买货
机。”赵小敏表示，“京东物流需尽快
提升机队规模。预计今年四季度，
京东物流的3架飞机会投入使用。”

另一方面，“买飞机”和“养飞
机”的高成本可能会反过来成为企
业的竞争壁垒。自营航空为企业
拓展更高质量客户提供了坚实支
撑，使企业有能力去满足高端制
造、医疗、生鲜等高附加值产品的

寄递需求。
记者梳理财务数据发现，联邦

快递2022财年营业收入为935.12亿
美元，净利润达到38.26亿美元。从
实际收入与利润上看，我国快递企
业与国际巨头仍有不小的差距。

刘飞勇表示，“从数据分析
看，四家国内头部快递企业（顺
丰、中通、韵达和圆通）的季度利
润之和还不到联邦快递季度利润
的一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
快递行业发展的优势不在技术和
服务方面，而在于高密度网点布
局带来了相对较高的时效性。同
时，国内电商产业发展也促进了
快递行业发展。

“中国的快递企业应该跳出中
国市场，从全球视角来布局企业未
来发展。尤其是要发展高质量的货
运航空，即专注于强大的服务、强大
的保障和强大的治理，构建规模领
先、安全可靠、智能化、优质高效的
航空物流体系。相信在这样的发展
路径下，中国的快递企业会越来越
好、越来越强。”刘飞勇表示。

物流巨头拼抢航空货运市场
京东航空即将正式“起飞”
顺丰、圆通等提出拥有100架飞机目标，顺丰有望在2年内完成

本报记者 张文娟

9月5日，力量钻石披露2022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情况报
告书，确认此次发行价格为162.01
元/股，此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
数量为2414.88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约39.12亿元，发行对象14名，锁定
期为6个月。

力量钻石表示：“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投资于‘商
丘力量钻石科技中心及培育钻石智
能工厂建设项目’‘力量二期金刚石
和培育钻石智能化工厂建设项目’
和补充流动资金，上述项目均围绕
公司主营业务开展，公司业务不会
因本次发行而发生改变。”

众多知名机构参与定增

从披露的14名发行对象来看，
本次参与力量钻石定增的多为长线
资金。出资最多的是公募基金，据

统计，共5家公募基金参与了本次定
增，合计认购金额约22.26亿元，占
募资总额的56.9%。其中财通基金
认购金额约为7.33亿元，位居首位；
中欧基金排名第二，认购约7.05亿
元；南方基金认购约4.44亿元，排名
第三。

券商和险资中，国泰君安、中邮
人寿获配成功，分别认购约2.09亿、
1.55亿元，合计获配约3.64亿元，占
募资总额的9.3%。另外，此次定增
也受到了国内外资金关注，商丘市
发投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瑞银分别
成功认购约1.15亿元、1.65亿元配
额。

记者注意到，在本次发行之后，
上述认购主体中，财通基金、中欧基
金、南方基金进入力量钻石前十大
股东，分别持股3.12%、3%和1.89%。

对于公司股东结构的变化，力
量钻石表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的 新 股 登 记 完 成 后 ，公 司 增 加
2414.88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
将相应发生变化，发行后原有股东
持股比例会有所变动，但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亦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
合上市条件。”

培育钻石行业前景广阔

力量钻石主要从事人造金刚石
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
包括培育钻石、金刚石单晶和金刚
石微粉。其中，培育钻石业务是力
量钻石营收和盈利的最重要来源，
2022年上半年，该业务实现营收约
2.22亿元，占公司总营收比重为
49.55%，实现毛利约1.41亿元，占公
司总毛利比重高达61.3%。

培育钻石是模拟天然钻石生长
环境进行培育形成的，在物理、化
学、光学性质上实现与天然钻石完
全一致。不同于仿钻类的莫桑石
（碳硅石）和水钻（立方氧化锆），人

造和天然钻石是同一物质，肉眼不
可区分，只能通过仪器检测出来。
除了具备“真钻石”的属性以外，人
造钻石还具有时尚、环保和高性价
比的属性，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De Beers钻石洞察报告数据显
示，2021年，全球培育钻石产量900
万克拉，产量渗透率7%；2021年全
球钻石饰品消费840亿美元，培育钻
石饰品消费44亿美元，产值渗透率
5%。据浙商证券预计，2025年全球
培育钻石裸钻市场需求49亿美元，
培育钻石原石需求45亿美元，年复
合增速达35%。

中国投融资网贵金属行业投
资分析师张贵勤向记者表示：“目
前培育钻石行业总体呈现出需求
增加和供给紧俏的特征。从需求
端看，随着天然钻石供给收紧、培
育钻石走向量产化及品质可控化，
加之下游非婚场景的逐渐成熟和
零售珠宝商入局，培育钻石需求正
加速释放。而供给端上，重资产属

性叠加对钻石品质的高要求，设
备、资金、技术壁垒高筑，供需双重
影响下，较长期内培育钻石价格将
表现坚挺。”

浙商证券分析师邱世梁认为：
“鉴于培育钻石的属性和行业特征，
未来在低价格、真钻石、高环保、新
消费等四方面驱动下，培育钻石行
业需求将进一步增长。”

在行业高景气背景下，公瑾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曹炎
炎表示：“通过此次募资扩产及产
品升级，力量钻石的培育钻石产
品将迎来量价齐升。从公告上
看，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力量钻
石培育钻石产能将达到现有产能
的2.53倍，此外，现有产能的灵活
切换也将为公司培育钻石生产贡
献可观增量；另外，在产能增加的
同时，大颗粒、高品级培育钻石占
比增加将带动钻石产品均价、毛
利率提升，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
盈利水平。”

力量钻石39亿元定增落地 培育钻石产品有望量价齐升

本报记者 刘 欢

今年上半年，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下游“量
价”疲软等不利因素影响，国内钛白粉上市企业
净利润普遍下滑。

东方财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12家钛白
粉上市企业中，仅有4家实现了营收净利双增
长，8家净利润出现下滑，占比达67%。

在业绩下滑趋势下，钛白粉上市企业加快
了布局新能源电池领域的步伐。事实上，从
2020年下半年开始 ，钛白粉行业就迎来了新
能源电池材料扩产热潮，大量钛白粉上市企
业跨界进入新能源电池领域，生产磷酸铁、磷
酸铁锂材料，培育“第二增长曲线”。

近七成公司净利下滑
6家公司增收不增利

在12家钛白粉上市企业中，8家企业上半年
净利润均出现下滑，其中，中核钛白、金浦钛业
等6家企业增收不增利。

以中核钛白和金浦钛业为例，中核钛白半
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8.75亿
元，同比增长10.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5.37亿元，同比下降18.23%。金浦钛业半
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3.75亿
元，同比增长11.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0.42亿元，同比下降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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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因原材料
价格上涨，钛白粉价格在成本支撑下上涨。二
季度钛白粉市场趋势转弱，4月份至5月份受局
部疫情影响，部分钛白粉厂家减产停产，6月份
进入淡季，下游市场需求缩减，钛白粉价格连续
下滑，多家企业增收不增利。”

从原材料来看，今年上半年攀西46%钛精矿
均价为2304元/吨，同比上涨3.2%；硫酸均价为
758元/吨，同比上涨91.38%；石油焦均价为4534
元/吨，同比增长100.4%。

除原材料上涨外，下游“量价”疲软也是相关
企业业绩下滑的主要因素。隆众资讯数据显示，
自今年6月份开始，国内钛白粉价格跌势显著，
跌幅达5000元/吨左右。进入“金九”传统旺季，
钛白粉价格却继续下跌，9月初均价为16352元/
吨，较8月初下跌7.38%。

张孝荣也认为：“由于下游房地产行业低
迷，钛白粉需求承压较大，难以走强，价格或
依继续下跌。”

扎堆跨界新能源
打造第二增长曲线

在整个行业业绩普遍下滑的背景下，多家钛
白粉企业加快布局新能源电池材料的步伐。

日前，中核钛白发布公告称，其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申请获得证监会核准批复。具体来
看，公司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不超过70.91
亿元，主要用于循环化钛白粉深加工项目、水溶
性磷酸一铵资源循环项目、年产50万吨磷酸铁锂
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其中，33.85亿元将用于
年产50万吨磷酸铁项目。目前，中核钛白已开工
建设一期一阶段10万吨磷酸铁产能。

除了中核钛白，惠云钛业和金浦钛业也于上
半年宣布跨界进入新能源电池行业。今年6月
份，惠云钛业发布公告称，其牵头拟在云浮市云
安区投资建设100亿元规模的新能源材料产业园
项目；3月28日，金浦钛业披露，拟斥资100亿元
入局磷酸铁锂等新能源电池材料一体化项目。

事实上，磷酸铁锂市场近年来持续景气，在
产业链优势及高额利润驱使下，2020年下半年开
始，钛白粉行业迎来磷酸铁锂材料扩产热潮。据
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8家钛白粉上
市企业跨界布局磷酸铁锂材料领域。

也有钛白粉企业已经在火热的新能源电池
市场上获得了收益。

安纳达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
入13.55亿元，同比增长48.86%；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28亿元，同比增长48.52%。

安纳达表示，今年上半年，子公司铜陵纳源
加大马力提升装置生产负荷，产品供不应求，磷
酸铁产量、销量、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同比均有
大幅度增长。磷酸铁生产量增长92.12%，销售
量增长98.3%，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3.69亿元，增幅288.77%，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
增幅达588.24%。

此外，龙佰集团的锂电新能源材料磷酸铁、
磷酸铁锂、石墨负极生产线已于上半年建成投
产，现有磷酸铁产能5万吨，磷酸铁锂产能5万
吨，石墨负极产能2.5万吨。预计今年三季度末
新增5万吨/年石墨化产能，今年四季度末磷酸铁
新增产能5万吨/年。公司在建新能源材料项目
将于2023年全部投产，届时将形成磷酸铁产能35
万吨、磷酸铁锂产能35万吨、石墨负极产能30万
吨。

北京看懂研究院研究员王赤坤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新能源电池方兴未艾，各种“新
势力”“旧势力”纷纷增加投资，使得行业供给和
行业规模迅速扩大，行业消费快速增长。”

方正证券研报预计，2025年磷酸铁锂需求
可超 200万吨。考虑到风光等新能源发电的
占比提升，叠加储能业务需求增长等因素，乐
观情况下 ，2030年左右磷酸铁锂的年需求量
将达1000万吨级。

近七成钛白粉上市企业
上半年净利下滑
多家企业积极布局新能源电池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