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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舒娅疆 曹 琦

2022年前三季度，在下游新能
源需求旺盛、锂盐供不应求等因素
影响下，锂行业保持高景气态势。

前三季度，锂行业上市公司总
体业绩增势喜人。根据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统计，报告期内，申万行
业“锂”板块的9家上市公司净利润
全部实现翻倍以上高速增长。其
中，“锂业双雄”天齐锂业、赣锋锂业
前三季度实现的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59.81亿元、147.95亿元，同比增幅
分别达到2916.44%和498.31%。融
捷股份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最高，
达到4533.03%。西藏矿业同比增速
相对最低，但也达到273.81%。

锂价处于高位
成为企业业绩增长推手

对于锂业公司前三季度业绩
集体大涨，锂盐产品的销售数量和
价格增长被认为是重要原因之一。

天齐锂业副董事长蒋安琪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锂
价走势主要取决于锂行业的整体
供需格局、市场变化和经济形势等
因素，而行业上下游扩产周期的错
配导致锂产品供应将在短期到中
期内继续处于较为紧张的局面，因
此，锂行业供需格局要达成真正的
平衡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赣锋锂业表示，随着新能源行
业的快速发展，市场对锂盐产品的
需求持续增长，锂盐产品的价格维
持在较高水平。“前三季度海外行
情很好，公司的客户结构中海外客

户占比挺高，第三季度海外氢氧化
锂价格坚挺，提振了公司业绩。”赣
锋锂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根据上海钢联数据显示，碳酸
锂价格仍在上涨，10月28日电池级
碳酸锂涨4500元/吨，均价报55.9万
元/吨。

“全球锂电池行业特别是动力
锂电池行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
期。展望未来，实现碳中和目标已
成为全球共识，全球新能源汽车渗
透率有望得到快速提升，储能领域
快速增长，助力拉动锂需求，上述
三方面因素有望继续推动锂电产
业实现增长。”蒋安琪说。

锂矿自给率较高公司
未来利润更有保障

第三季度锂盐厂商业绩有所
分化。三季报显示，锂行业公司的
净利润同比涨幅普遍较高，环比涨
跌却出现了差别，例如江特电机第
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6.12亿元，
环比下降10.29%。

“是否有矿是影响利润的重
要因素，原料来源稳定、锂矿自给
率较高的公司未来利润更有保
障。”汽车行业分析师、江西新能
源科技职业学院新能源汽车技术
研究院院长张翔向《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

2022年以来，锂行业公司和
资本们“买矿”“锁矿”的热情高
涨。10月31日，赣锋锂业发布公
告称，拟在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
投资建设年产600万吨锂矿采选
综合利用项目及年产5万吨电池

级锂盐项目。
“目前整个行业的锂矿石供给

确实跟不上，不过公司的原料供应
还是有保障的。预计明年年初开
始连续几年都有项目投产，公司锂
矿自给率有望争取提高到50%，
2025年计划达到60%以上。”赣锋
锂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上下游联动
产业链协同合作是大趋势

伴随着行业高景气度持续，锂
电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协同与合作
也在持续深化。2022年，盛新锂能宣

布计划通过定增引入比亚迪作为战
略投资者，赣锋锂业积极牵手广汽埃
安等下游企业展开合作，天齐锂业与
中创新航、北京卫蓝达成合作。

万创投行创始合伙人杨云静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锂电产
业链上下游之间纷纷展开深度合
作是一个信号，说明未来行业的竞
争已经进入到资源端的竞争。锂
电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协同合作
将是行业必然趋势。”

从中上游的企业来看，延伸下
游业务布局亦有利于进一步增强
企业竞争力。其中，增强研发实
力、对电池材料等领域的业务布局

或成为下一步的重点。
天齐锂业介绍，锂行业上下

游垂直一体化的联动趋势越来越
明显，产业链呈现下游往上游发
展、上游向下游发展的行业趋势，
这种趋势顺应了产业链整体的发
展需求。

蒋安琪告诉记者，公司未来发
展战略及业务发展规划的着力点，除
了要扩张采矿业务、提高锂盐产能、
建立与价值链上下游头部企业多种
形式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扩大
全球业务布局以外，还将加强研发能
力，增强锂电池价值链的核心技术储
备，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锂业上市公司前三季度业绩“爆棚”
行业发展黄金期或将到来

本报记者 龚梦泽

随着2022年三季报披露完毕，
上市整车企业的业绩变动无疑成
为投资者关注焦点。

《证券日报》记者据同花顺iF⁃
inD统计数据，沪深两市共有23家乘
用车上市公司公布了2022年三季
报，整体业绩表现相对平稳，其中
12 家 车 企 实 现 盈 利 ，占 比 达 到
52%。9家车企实现净利润同比上
涨，仅占车企总数的39%。

净利润方面，上汽集团、比亚
迪和长城汽车位居盈利前三名，归
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126.49
亿元、93.11亿元和81.60亿元，成为
前三季度三大赚钱车企。比亚迪
凭借281%的增长率拿下前三季度
净利润增幅最高的车企桂冠。11
家亏损公司中，汉马科技、赛力斯
和北汽蓝谷净利润垫底，这三家车
企前三季度分别亏损10.98亿元、
26.75亿元和35亿元。

销量完成率方面，今年前三季

度，大部分车企的年度销量目标完
成率在60%左右，还有三成车企的
完成率低于50%。

上汽集团
蝉联最赚钱车企

作为中国汽车产业的龙头，上汽
集团的财报反映整个行业大环境的
趋势和现状。三季报显示，上汽集团
实现营业收入为5102.37亿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6.49亿
元。作为净利润排名亚军的比亚迪，
前三季度取得营业收入2676.88亿
元，相比去年同期的1451.92亿元逆
势上涨84.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达93.11亿元。

相比上述两家最具代表性的
国有和民营车企头魁，长城汽车表
现同样可圈可点。长城汽车前三
季度销售新车80.23万辆，其中新能
源车型销售9.69万辆，同比增长
14.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劲增65.03%至49.45亿元。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
士华表示，今年三季度，汽车月度产
销量快速增长，总体呈现“淡季不
淡，旺季重现”态势，带动行业企稳
回升。随着接续政策细化实化、9月
份以来实施细则应出尽出，进一步
扩大了有效需求，巩固了经济恢复
基础，汽车业发展环境持续向好。

车企年度销量
完成率接近60%

“每年四季度都是汽车产销的
旺季，从今年来看，这种旺季的情
况还会延续。”陈士华预计，临近年
底，汽车市场可能会迎来消费高
峰，汽车产业全年的稳增长任务可
以完成。

《证券日报》记者统计显示，今
年前三季度，车企年度销量目标完
成情况差别较大，大部分车企的年
度销量目标完成率在60%左右。其
中，规模较大的车企中，广汽集团
和比亚迪的销量目标完成率都在

75%以上；长安汽车集团完成率接
近70%；上汽集团、吉利、奇瑞等车
企的完成率在60%左右，长城等车
企的完成率较低，只有40%左右。

“除了产品质量和营销因素，
今年车企的销量目标完成情况主
要受两大因素影响。”乘用车市场
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首
先，出口方面，前三季度我国汽车
出口增长了60%左右，部分自主品
牌企业出口表现特别优秀。其次，
在新能源车和传统车方面，自主品
牌凡以新能源车为主的，完成进度
普遍非常好。

国内车市加速回暖的同时，汽
车产业的集中度也在显著提升。
数据显示，1至9月份，汽车销量排
名前十位的企业集团销量合计为
1679.2万辆，同比增长5.3%，占汽车
销售总量的86.2%，高于上年同期
0.7个百分点。

据记者观察，在汽车销量排名
前十位企业中，与上年同期相比，
比亚迪销量增速最为明显，广汽集

团也呈两位数快速增长，上汽集团
与吉利集团产销表现略增。作为
国内汽车集团的领头羊，上汽集团
今年9月份销售整车51.71万辆，创
今年以来新高。公司自5月份以
来，产销回补步伐不断加快，实现
环比“五连涨”。

在新能源汽车销量上，比亚迪
持续领跑。9月份，其新能源汽车
销 量 达 20.13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183.07%。这已经是比亚迪连续第
7个月销量超10万辆，同时也是其
首度突破20万辆销量大关。1至9
月份，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
达118万辆，同比增幅达249.56%。

展望四季度汽车市场，中汽协
预计，在稳经济、促消费政策持续
作用下，四季度汽车产销将继续保
持较快增长态势，全年汽车市场将
实现稳增长目标。中汽协方面表
示，汽车市场还需要政策持续提
振，希望购置税减半等中央和地方
促消费等相关政策明年能够继续
延续，助力汽车行业平稳发展。

前三季度仅9家上市车企净利同比上涨
国内车企年销平均完成率近60%

本报记者 贾 丽
见习记者 王镜茹 刘 钊

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产品占
据八成以上市场份额的家电上市
公司的财报，成为行业前三季度的
业绩“晴雨表”。从财报整体来看，
前三季度三大家电巨头在营收和
净利润规模上稳居前列。不过，据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前三季
度，42家实现营收同比增长的家电
上市公司中超五成来自零部件
业。无论是从营收还是净利润指
标来看，家电零部件公司的同比增
长率均位居前列。

中国家用电器商业协会秘书
长张剑锋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在需求放缓的大环境
下，家电企业正加速破局。目前格
力电器、美的集团等家电巨头正加
快向智能制造、数字化及零部件市
场延伸。而家电零部件厂商也通
过新能源汽车市场，寻求营收规模

和净利润的快速增长，新兴产业正
在成为家电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
新动能。”

三大家电巨头业绩领跑
零部件厂商营收增幅最高

Choice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共
有 84家家电业上市公司发布财
报。前三季度，三大家电巨头领跑
整个家电板块。其中，美的集团、
海尔智家、格力电器营收分别实现
2704亿元、1847亿元、1475亿元；实
现百亿元营收规模的公司有11家，
四川长虹、海信家电等公司实现营
收从101亿元至671亿元不等，位列
第二梯队；长虹华意与创维数字营
收均达到了90亿元以上。其余68
家公司实现营收从0.9亿元至72.6
亿元不等，与行业头部企业有一定
差距。

从营收增速来看，前三季度，
实现同比增长的42家上市公司中，

21家来自零部件产业，占比五成。
其中，春光科技、德业股份、三花智
控同比增长分别达到了43%、34%、
33%，增幅居前三。

净利润方面，前三季度，美的
集团、格力电器、海尔智家实现的
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45亿元、183亿
元、117亿元，位居前三；其他74家
公司实现净利在0.01亿元至23亿元
之间，另有7家公司亏损。从净利
润增速来看，在前三季度实现归母
净利润增长的40家公司中，来自小
家电及零部件产业的占比超五成，
其中主营为零部件及相关业务的
立霸股份、东贝集团、东方电热同
比增长率居前三。

销售毛利率方面，前三季度，
实现30%以上毛利率的家电上市公
司有24家，整体而言近四成公司同
比出现下滑。中国电子工业标准
化技术协会王连升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前三季
度，受大宗原材料成本上升等影

响，家电产品毛利率普遍承压。随
着全国各地持续加大家电补贴力
度，以及新兴渠道和线上消费景气
度提升，今年四季度家电消费有望
迎来实质性回暖。”

零部件和数字化等业务
驱动效应显现

面对低迷的家电市场环境，家
电上市公司向新兴领域拓展，半导
体、汽车零部件、数字化业务是布
局的重头戏。

目前，家电之外的多元板块，
逐渐成为家电上市公司业绩增长
的重要拉动力。三季报显示，美的
集团前三季度ToB业务中楼宇科技
事业部与数字化创新业务分别同
比增长22.65%、37.3%，带动整体业
绩增长；海尔智家加速智慧家庭战
略与数字化转型；深康佳A半导体
营收规模进一步提升。今年10月
初，格力电器曾对外表示，公司正

在为特斯拉零部件供应商提供装
备。美的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美的集团前三季度研发投入同比
增长1.73%。”

另外，东贝集团、长虹美菱前
三 季 度 归 母 净 利 润 分 别 增 长
306.8%、160.5%，拉动业绩增长因
素包括在智能制造、生物医疗市场
的加速开发等；盾安环境、莱克电
气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均与公司汽
车零部件等业务的快速增长有关。

资深产业经济观察家、智帆海
岸营销策划机构首席顾问梁振鹏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下，家
电企业正向毛利率更高的智能制
造及汽车零部件等领域加速跨界
布局，此举既可以增强抗风险能
力，也可以快速提升营收规模及净
利润。综合来看，家电行业的竞争
已从原来单纯的硬件比拼，上升至
集成式较量。在此背景下，家电企
业需要进行多元生态布局，才有望
破除外部压力，抢占市场先机。”

家电业42家公司营收增长 超五成来自零部件业
新兴产业成业绩增长新动能

本报记者 王 鹤 见习记者 李 静 冯雨瑶

10月份以来白酒上市公司股价集体大幅回调，
一边是市场部分人士的看空，另一边则是酒企业绩
却在稳步增长。据三季报数据统计，A股市场八成白
酒上市公司实现营收、净利润双增长。

面对股价与基本面的严重背离，业内人士纷纷
呼吁，避免情绪化跟风。针对市场上不断传出的白
酒“看空”声音，中国酒业协会携上市酒企多次发声

“力挺”，呼吁投资者“可以站在更长时间轴上，以历
史的眼光和产业发展长周期思维，理性看待资本市
场变化，客观分析产业发展态势，合理调整基本投资
策略，共同塑造良好产业生态。”

中国酒业协会强调，尽管当前白酒板块市场波
动较大，但白酒行业发展稳中向好的根本趋势没有
改变。

前三季度20家上市酒企
实现营收合计2684亿元

虽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但今年前三季度，白酒上
市公司依然递交了不错的成绩单。

据同花顺 iFind数据统计显示，1至 9月份，白酒
行业20家上市公司实现营收合计2684.52亿元，相较
去年同期增长 16.04%;实现净利润合计 1000.52 亿
元，相较去年同期增长21.17%。

从营收及净利润看，“茅五泸洋汾”仍稳居行业
前五位置。其中，贵州茅台、五粮液两大龙头以超强
的盈利能力占据行业半壁江山。数据显示，前三季
度，两大龙头营收合计占比达54.22%，净利润合计占
比达64.36%。

今年前三季度，白酒上市公司整体保持稳健增
长发展态势。数据显示，上述20家上市酒企中，16家
净利润均呈现正增长，仅4家净利润呈现负增长。其
中，*ST皇台、老白干酒跑出增长“加速度”，二者净利
润增速分别为 122.30%、113.83%,位列行业增速前
二。

对于业绩增长原因，*ST皇台在三季报中称，报
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大力发展省内外客
户和开拓经销渠道，签署经销商销售合同较多，并定
期跟进销售进度，销售额稳步提升所致。老白干酒
表示，公司业绩较好主要系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深化
市场建设。

“上述上市酒企多数是全国性或区域性强势名
酒，在宴席、礼品、投资及收藏等市场拥有刚需性。”
酒业人士、知趣咨询总经理蔡学飞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存量挤压条件下，名酒渠道议价能力强，且
完成了产品结构升级，从而使销量与利润都得到了
大幅提升。”

“近些年白酒行业高端化、全国化趋势较为明
显，核心产品提价能力较强，因此相关白酒企业业绩
增长稳定。”东高科技高级投资顾问刘飞勇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未来白酒行业的分化趋势
仍将持续，而展望第四季度，随着消费旺季到来，高
档名酒的动销将得以延续。

白酒企业
具备长期投资价值

尽管上市酒企业绩普遍向好，但是资本市场上
还未给出积极响应。

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 10月 31日，
沪深两市 20家白酒上市公司总市值为 3.30万亿元，
与 10月初的 4.44万亿元市值相比，市值蒸发了 1.14
万亿元。而与年初的5.06万亿元相比，市值蒸发1.76
万亿元。

10月31日，A股白酒板块整体表现依然偏弱，20
家上市白酒企业中，仅有顺鑫农业、水井坊、老白干
酒、岩石股份、金徽酒、天佑德酒 6家公司股价微涨，
其他14家酒企的股价均下跌。

曾经是资本市场中的“香饽饽”，如今却持续走
跌，白酒板块为何“跌跌不休”？白酒股真的不“香”
了吗？

对此，前海开源分析师杨德龙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今年消费板块持续出现了调整，白酒则是消
费板块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从基本面来看，白酒
在消费股里面是比较强的，从三季报表现来看，一些
龙头企业均保持了盈利正增长，并且涨幅在 15%至
20%之间，但是由于市场预期不好，以及受限酒令等
一些传言影响，白酒的估值较之前下降较多。

“白酒总体销量增速仍可能继续下降，但好的白
酒特别是品牌白酒，仍具有较强竞争力。”杨德龙补
充道，整体来看，白酒尤其品牌白酒还是消费里增长
较为稳健，且具备长期投资价值的标的，在经历这段
时间的大跌之后，已逐步具备中长期的配置机会。
未来，白酒行业发展仍会持续分化。

“资本市场的波动首先是受到了大环境的影响，
其次是整个消费面疲软影响了市场对于白酒未来的
销售信心，从而带来了观望与谨慎情绪。”蔡学飞表
示，理性地看，未来中国酒行业的民生属性依然向
好，行业的结构性增长机会依然存在，调整有利于行
业的高质量增长。

八成白酒上市公司营收净利双增
行业稳中向好趋势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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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股价与基本面的严重背

离，业内人士纷纷呼吁，避免情绪化

跟风

尽管当前白酒板块市场波动较

大，但白酒行业发展稳中向好的根

本趋势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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