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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卫新 冯思婕

奥联电子钙钛矿项目关键人物胥
明军履历遭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
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清
能院”）“打假”后，又遭到胥明军前东家
杭州众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杭州众能光电”)质疑。
“胥明军在我们公司工作不满一年

时间，入职管理顾问岗位。华能清能院
的研发他根本没有参与，对于华能清能
院相关产线的了解，胥明军也只是在图
片上见过，谈不上参与研究。”杭州众能
光电内部人士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2月22日，杭州众能光电在其官方
公众号上发布了一则《关于针对奥联电
子发布失实公告的澄清声明》，列举了
胥明军在杭州众能光电的工作时间、业
绩的实际情况，指出奥联电子《关注函
回复》公告中涉及胥明军的主要业绩内
容被夸大或失实。

受“打假门”事件影响，2月21日至
2 月 22 日，奥联电子股价累计下跌
30%。截至2月22日收盘，公司股价报
收于26.79元/股。

前东家也下场打假
“钙钛矿大神”人设崩塌

2月21日上午，华能清能院发布澄
清声明称，奥联电子于 2023年 2月 13

日发布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
函回复的公告》部分内容严重失实。公
告中胥某简历中有关华能清能院的描
述严重不实。胥某未曾受邀到访华能
清能院，也未曾参与华能清能院钙钛矿
中试线的任何设备调试和工艺研究，公
司与其个人亦无任何业务往来。

华能清能院澄清声明中所指“胥
某”即奥联电子钙钛矿项目合作方胥
明军。作为公司钙钛矿业务布局的关
键人物，胥明军一直在公司相关投资
规划中被着重介绍。从奥联电子公布
的胥明军履历来看，其在钙钛矿太阳
能电池技术上具有“丰富经验”，对钙
钛矿电池研发进程和产业化过程有独
到的理解与实践能力，俨然是一位“钙
钛矿大神”。

然而，这样一位被上市公司奉为
技术大神的人物却接连被业界“打
假”。2月 22日，胥明军原供职单位杭
州众能光电在其官方公众号上发布了
澄清声明，称胥明军为公司员工，其在
公司的实际工作时间是 2021年 2月份
至2021年12月份，共计11个月。而非
奥联电子在《关注函回复》中所述“2020
年5月份至2022年3月份”。

杭州众能光电还表示，奥联电子提
到的胥明军多项业绩涉及公司，内容有
夸大或失实。如奥联电子称，胥明军完
成 100×100mm钙钛矿电池组件实验线
全部工艺设备国产化研制。杭州众能
光电则表示，在胥明军入职前，该项目
已经完成了全部设计。

奥联电子在公告中所述，胥明军
完成制备反式结构 100×100mm 钙钛
矿电池组件效率达到 19.67%（有效面
积效率 21.1%）。杭州众能光电则表
示，胥明军在公司期间，公司尚未开
展钙钛矿电池组件 19.67%效率认证
工作。

关于公告中提及胥明军指导杭州
众能光电部分试产线的设计等 3项业
绩，杭州众能光电均表示，胥明军仅参
与相关项目讨论。

针对华能清能院“打假”内容——
胥 明 军 指 导 完 成 华 能 清 能 院 550 ×
650mm钙钛矿电池组件中试线工艺设
备设计，杭州众能光电也在声明中做了
澄清：在其入职公司前，该设备已完成
向客户发货。

真相扑朔迷离
上市公司应尽快澄清

“胥明军刚来公司的时候和同事的
关系挺和谐的，与人也很和善，但是后
来他做事风格较为激进，与公司发展理
念不符，公司方面就介绍他去了无锡众
能，最后还是协商离职了。华能清能院
实验室的具体位置胥明军可能都不清
楚，他根本没有去过那条产线。总体来
说，胥明军对钙钛矿的了解是从入职众
能光电后才起步的。他在众能光电工
作期间，并未参与实际技术研发。离职
后，就将研发成果占为己有，说成是自

己的功劳。”上述杭州众能光电内部人
士告诉记者。

2月21日，胥明军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就华能清能院声明内容回应称，自己
在杭州众能光电工作期间，曾与华能清
能院存在业务往来，杭州众能光电为对
方提供了中试线的设备。当时其在公
司担任顾问，会进行一些思路上的指导
和安排。

针对前东家的“打假”声明，胥明军
又当做何解释？2月22日，记者多次拨
打胥明军电话，均无人接听。

奥联电子方面则向《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深交所已向公司下发关注函，
具体以关注函回复为准。”

“从杭州众能光电声明和上市公
司公告来看，‘仅参与相关项目讨论’
和‘指导’还是不一样的。如果当事人
对项目没有起到主导作用，那履历部
分存在误导性陈述。如果奥联电子披
露的胥某履历存在虚假成分，奥联电
子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涉嫌构成
信息披露违规。”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
王智斌律师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王智斌认为，“即便虚假履历是由
胥某提供的，奥联电子仍然负有核实义
务，上市公司在自己的公告中不能仅仅
担任‘传声筒’的角色。当然，胥某履历
是否虚假也不能仅凭第三方的一家之
言，鉴于该事项已严重影响公司股价，
奥联电子对该事项应做进一步的调查
并尽快披露调查结果。”

奥联电子深陷“打假门”
杭州众能光电曝“钙钛矿大神”履历失实

本报记者 李 正

近日，钢材市场价格迎来了多个品
种联袂上涨。公开数据显示，期货市
场，截至2月22日收盘，螺纹钢主力合约
报4237元/吨，当日涨幅0.12%，近一周
（2月16日至2月22日）累计上涨4.21%，5
个交易日全部收红；另外两个钢材期货
品种近一周内5个交易日均有4次收
红。其中，热卷主力合约报4283元/吨，
近一周累计上涨2.66%，线材主力合约
报4939元/吨，累计上涨4%。

记者以投资者身份向河钢股份了
解近期生产经营情况，公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近期钢材价格转暖，公司产能
始终处于满产状态，预计年内除定期
检修维护外，不会出现停产。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副主任葛昕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钢
材市场角度，2022年年底以来，钢铁企
业的中长期贷款明显加大，复工复产
的进度也在明显加快，而且重大基建
项目的开工率也明显提升，预计随着
下游需求持续转暖，短期内现货市场
将回归供需基本面，钢价也将逐步回
归上升通道。同时，供给端的产能也
将呈现快速释放态势。

需求超预期释放
带动钢价走高

现货市场方面，生意社数据显示，
螺纹钢、线材、热轧板卷、工字钢等多
个钢材品类参考价同样出现持续震荡
走高。其中，螺纹钢2月22日参考价报
4257.78元/吨，近一周累计上涨3.57%；
线材参考价报4506元/吨，近一周累计
上涨3.11%；工字钢参考价报4150元/
吨，近一周累计上涨1.47%。

消息面上，2月份以来，已有包括
常州、杭州、扬州等多个城市发布地产
相关政策，内容涵盖满足合理住房需
求、取消限售、取消限购等多个层面。

基建方面，据全国PPP综合信息
平台管理库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1月
份，新入库PPP项目有27个，投资额达
460.63亿元。截至2月21日，全国PPP
管理库项目累计为10396个，总投资金
额约16.97万亿元。

葛昕表示，总体需求不足仍是当前
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必须大力实
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消费能力，改善
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从需求端来
看，由于基建项目开工和企业复工复产
同步加快，钢材市场逐渐好转，需求释

放的力度正在逐步加大。从成本端来
看，由于铁矿石小幅上涨和废钢价格的
小幅下跌，使得短期钢市的成本支撑力
度依然相对较强。从供给端来看，由于
钢价的震荡上涨以及下游需求转暖，钢
厂的生产积极性持续增强，预计供给端
将呈现小幅回升态势。”葛昕说。

东高科技高级投资顾问苏广成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
往年经验，本轮需求回升趋势将持续
至旺季3月份至4月份，而回升的弹性
仍有赖于地产、基建和制造业的修复
情况。而预计后期随着地产端支持政
策继续发力并向基本面传导，地产需
求有望逐步抬升。

中信建投研报表示，目前钢材需
求实现超预期改善，预计随着经济进
入复苏阶段，需求改善将进一步持续，
叠加政策支撑，钢价短期内仍处于上
行空间。

钢企盈利情况或改善
估值有望回归

事实上，受多重因素影响，2022年

大多数钢企盈利情况并不理想。东方
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记者发稿，
A股市场普钢板块（按申万行业分类）
25家上市公司已有20家发布了2022年
业绩预告，悉数预计报告期内实现归
母净利润预减，其中预计同比减少幅
度在100%至400%的有10家。

2023年，市场整体需求回暖能否
带动钢企盈利回升？葛昕表示，从
大中型钢铁企业的旬产数据来看，
钢厂正在加大产能释放的力度，积
极进行备货以应对即将到来的传统
需求旺季。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
计数据，2月上旬，重点钢企粗钢日
均 产 量 206.21 万 吨 ，旬 环 比 上 升
3.77%，同比上升7.2%，呈现连续4旬
回升的态势。

“传统3月份都是项目施工旺季的
开端，国内的龙头钢企（宝钢、鞍钢、本
钢、首钢等）均上调了3月份钢材的出
厂价格，这就表明钢铁生产企业对于
下游需求释放存在着很强的预期。”葛
昕说。

苏广成对此表示赞同：“今年以
来，多地推动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促进
汽车等大宗消费政策全面落地。房地

产方面，合理增加消费信贷，因城施策
用好政策工具箱，支持刚性和改善性
住房需求，做好保交楼工作。这些都
将有力支持钢材消费，助力钢企盈利
好转。”

受钢价回暖带动，近期A股市场
普钢板块持续走强。数据显示，截至2
月22日收盘，A股市场普钢板块指数
报1647.21点，本周累计上涨5.51%。
成分股中，新钢股份累计上涨7.36%、
酒钢宏兴累计上涨4.73%。

苏广成认为，目前钢铁板块正处
于估值和业绩的回归阶段，龙头公司
股价“小步慢跑”。

“预计经济复苏逻辑将贯穿2023
年全年，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宏观稳经
济政策，还是自下而上钢厂的基建需
求与特钢反馈的制造业订单，都指向
复苏。从行业数据上看，钢铁表观消
费量是逐步修复的，库存的累积速度
是放缓的，随着‘金三银四’旺季的到
来，需求与价格将伴随市场复苏的主
线，同股价形成共振。需求一旦从数
据端得到验证，板块的投资机会将出
现扩散，普涨格局与板块弹性兼有。”
苏广成介绍。

多品种钢材期现价格上涨指向复苏
上市钢企将迎估值回归？
专家表示，随着“金三银四”旺季的到来，需求与价格将伴随市场复苏的主线，同股价形成共振

本报记者 李雯珊

2月22日，《证券日报》记者从华
为内部人士处获得一份华为常务董
事、终端业务CEO、智能汽车解决方
案BU CEO余承东关于华为汽车业
务战略方向的《谈话纪要》（下称《纪
要》）。《纪要》解析了近期市场关注的
华为是否直接下场造车，以及华为如
何深度发展汽车业务等问题。

余承东：
华为没有做整车的能力

近期，华为与赛力斯、江淮汽车
合作的传闻不断。先有赛力斯海报
标志变更以及传言华为研发人员撤
离的消息，引发赛力斯股价创出新
低；后有华为与江淮汽车联手“造车”
的猜测不胫而走。

“华为没有做整车的能力，而且
车厂已经有这个能力，为什么我们要
再去重复建造工厂，自己造车？实质
上，中国有不少汽车工厂产能是闲置
的，我们要把这些资源充分利用，车
厂挣大钱，华为挣小钱。”对于华为是
否要下场“造车”，余承东在《纪要》中
如是说。

2020年10月26日，华为创始人任
正非签发的《关于智能汽车部件业务
管理的决议》表明，华为不造车，而是聚
焦ICT技术，帮助车企造好车，成为智
联网汽车的增量部件提供商。这份文
件的末尾写着“本文从发文之日起生
效，有效期为3年”。基于上述文件的时
间节点，外界认为如今距离华为不造
车的承诺过期“只剩下8个月的时间”。

“不管对外怎么解释华为不会直
接下场造车，大家对此似乎都并不是
很相信，但是在华为的文化中有一个
很重要的精神，也是适用于我们所有
的业务线条，把复杂留给自己把简单
留给客户，这其实与车厂挣大钱华为
挣小钱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上述华
为内部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余承东还在《纪要》中表示，“华
为与赛力斯的合作并不是代工模式，
实际上双方是联合研发，华为不仅提
供零部件，还要从设计、质量、用户体
验、整体的质量管控、OTA的版本升
级等方面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地
软件升级。智选车模式跟赛力斯的

合作是最深入、最早的，所以赛力斯
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们跟赛力斯合
作之后，它的质量、能力都得到巨大
提升，未来会继续大力投入。”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华为应该不会
下场造车，因为目前直接造车风险较
大，条件不成熟。华为的汽车业务接
下来会更加注重商业化与盈利，由此
来看，华为在现阶段需要寻找更多的
合作伙伴，将产品应用在更多车型上。”

智选车模式
从“看不懂”到“追不上”

2022年7月份，华为对外表示，正
以零部件模式、HI模式（HuaweiInside
模式）、智选车模式三种合作方式与
车企实现全方位合作。华为接下来
会力推何种模式促进汽车业务发展？

“汽车没有大卖，零部件又如何
大卖呢？做零部件模式，想成为博世
等行业龙头，那是不太可能的。现在
我们做智能化部件，需要不断迭代，
需要不停地升级与发展；现如今已经
进入智能化时代，所以我们需要通过
智选车模式满足市场需求。”余承东
在《纪要》中表示。

余承东称，我们在问界开创了一
个新的商业模式，就是由华为做生态
品牌。“我们联合相关车企打造生态
联盟与平台，把它们的产品体验打造
到极致，与车厂联合开发共同研发，
提供智能化、软件、芯片等全方位管
控，相信智选车模式从别人看不懂，
到最后让他们追不上。”

余承东认为，华为人擅长研究与
质量体验，不会造华为品牌的汽车，
但是会打造华为的汽车生态。

“华为的三大粮仓分别是运营
商、企业和终端业务，它们都是通过
军团与生态的两大法宝来拓展市场
与加深竞争护城河，所以华为打造汽
车生态联盟提高‘胜率’并不稀奇，鸿
蒙、欧拉、昇腾、华为云等业务也是采
取同样的做法。”招商证券相关分析
师向记者表示。

在《纪要》中，余承东表示，“目前
汽车业务华为还没利润，汽车业务要
在2025年实现盈利。他相信，与华为
紧密合作的问界会成为中国盈利最
好的车企之一。”

余承东《谈话纪要》流出：

再次重申不直接造车
华为打造的汽车生态2025年要盈利

本报记者 许 洁 见习记者 陈 潇

锂价不断下跌，上市公司“找锂”
的步伐却并未停止。近期，多家上市
公司披露布局锂电池回收业务，备受
市场关注。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
盟预测，2017年至2022年，我国动力
电 池 装 机 量 分 别 为 36.4GWh、
56.9GWh、 62.2GWh、 63.6GWh、
154.5GWh和294.6GWh。而动力电
池大多为锂电池，其使用年限一般为
5年到8年，因此，业内预测，动力电池
近两年将迎来退役高峰。

对此，多位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的专业人士表示，锂电池回收行
业目前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锂电池
80%的锂电材料都可以回收，随着锂
电池退役高峰期到来，产业发展潜力
巨大。

多家上市公司布局

高工产业研究院预测，到2025年
我 国 退 役 动 力 电 池 累 计 将 达 到
137.4GWh，需要回收的废旧电池将达
到96万吨。2025年有望成为动力电池
退役潮的起点，并进入锂电池回收业
务规模与利润双增长的黄金时期。

在此背景下，多家上市公司积极
布局锂电池回收业务。2月21日，南
都电源发布公告称，公司子公司安徽
南都华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拟投
资建设年处理15万吨“锂离子电池绿
色回收综合利用项目”，项目预计投
资38.5亿元。

2月9日，天奇股份发布公告称，
拟与蜂巢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
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开展动力电池
回收利用湿法冶金项目。

此前，1月30日，宁德时代发布公
告称，为推动公司锂电池材料及回收

业务发展，拟由控股子公司广东邦普
在广东省佛山投资建设一体化新材料
产业项目，项目投资总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238亿元。1月7日，国轩高科年产
50GWh电池回收项目宣布开工，项目
建成后达到年处理50GWh退役锂离
子电池综合回收利用的生产能力，达
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约110亿元。

“目前锂电池回收属于劳动密集
型产业，随着资本介入，未来产业很
可能转化为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
型的结合，同时头部效应凸显。”北京
特亿阳光新能源总裁祁海珅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产业链需进一步规范

1月30日，国海证券发布研报，预
计2027年动力电池回收市场规模达
到1300亿元，5年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29%。

天眼查App数据显示，2020年，
国内从事动力电池回收业务的企业
有1.2万家，2021年新增注册的企业
数量达到2.4万家，2022年，新增注册
的与动力电池回收业务相关的企业
超4万家。

“目前行业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回
收成本较高，但随着回收基数扩大，
回收成本会降低，经济性也会不断改
善。”真锂研究首席分析师墨柯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动力电池回收业
务前景广阔。不过目前，报废电池大
多被一些不具备资质的小作坊收走，
这是行业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重
要问题。

“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逐步提
高，动力电池回收处置和利用将是未
来动力电池原料至关重要的来源之
一，市场规模不容小觑。但同时也应
加强监管，进一步规范产业链。”巨丰
投顾高级投资顾问翁梓驰表示。

动力电池将迎“退役”高峰
上市公司积极布局锂电池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