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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正

近日，作为锂电池上游的电解
液产品重要原料，六氟磷酸锂价格
持续走高。隆众资讯数据显示，国
内市场六氟磷酸锂5月17日均价报
13万元/吨，较前一日上涨1万元/吨，
5月1日以来已累计上涨50.29%。

《证券日报》记者以投资者身
份致电六氟磷酸锂生产企业多氟
多，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公
司六氟磷酸锂产品正常出货，对于
短期合同按照现价销售，未来出货
价格会随市场价格走高而涨价。
近期市场价格走高主要是需求复
苏势头旺盛，目前公司产能利用率
相较今年第一季度明显提高，能够
达到八成左右，如果未来市场需求
进一步提高，预计公司产线将达到
满产状态。

东高科技首席主题研究员尹
鹏飞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近期
六氟磷酸锂价格出现大幅回升，主
要与短期供给不足、需求稳定增
长、成本走高等因素有关，“预计
年内受供需紧平衡带动，六氟磷
酸锂国内市场价格仍将处于稳定
上涨状态，不会出现之前的过山
车行情。”

下游企业询价积极性提升

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六氟
磷酸锂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为氟
化锂，而生产氟化锂的主要上游原
料为碳酸锂，碳酸锂价格近期同样
出现明显回升。隆众资讯数据显
示，国内市场电池级碳酸锂5月17
日均价报28.5万元/吨，较前一日上
涨1万元/吨，5月份以来已累计上
涨46.91%。

对于近期六氟磷酸锂价格大
幅回升，尹鹏飞表示，从供需角度
来看，上一轮六氟磷酸锂大幅涨价
从2020年持续到了2021年底，高价
期间厂商纷纷扩大产能，2022年新
增产能集中释放导致短时间内供
过于求，也使市场一度供需失衡。
今年年初，各大厂商纷纷开启价格
战，产品利润空间极速压缩，价格

甚至跌破部分企业盈亏平衡线，竞
争力低的厂商选择停产，而停产到
复产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周期，所以
目前市场上多数企业主要以消耗
库存为主，导致供给不足，对六氟
磷酸锂价格形成推动，而从成本方
面考虑，碳酸锂的涨价导致六氟磷
酸锂成本提高，也对其价格上涨提
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叶银
丹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除上述客观因素外，下游企
业询价增多同样对价格走高形成
了一定支撑。

“今年1月份至4月份，我国新
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732.8万辆
和727.9万辆，同比增长2.4倍和2.5
倍，六氟磷酸锂作为三元锂电池
的重要原料，其价格也是影响电
池价格波动的关键因素之一，近
期发布的电车下乡等支持政策，
持续推动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增长
预期，进而向上传导至电池企业
对六氟磷酸锂的需求预期。”叶银
丹同时表示，随着六氟磷酸锂上
游主要原料碳酸锂价格的企稳反
弹，下游产业链观望情绪得以缓
解，尤其部分电池企业看到近期
六氟磷酸锂价格有所上涨后，询
价积极性明显提升。

叶银丹认为，六氟磷酸锂价格
近期仍有望继续上行。“5月份以
来，随着锂电原料整体价格上涨，
六氟磷酸锂市场热度高涨。同时，
碳酸锂、氟化锂等原料市场供应也
呈现紧张趋势，加剧了六氟磷酸锂
价格整体走强。叠加下游企业采
购需求增加，短期内对六氟磷酸锂
市场有不错的刺激作用。”

尹鹏飞对此表示赞同：“电车
下乡等新能源汽车支持政策对于
六氟磷酸锂的需求预期提升有很
大作用。新能源汽车在农村的占
比普遍不高，主要是由于了解程度
不够以及配套设施并不完善。此
前农村地区的换车高峰就是受汽
车下乡政策的推动，可以预见电车
下乡等政策将带来农村地区的第
二次换车高峰期，需求释放预期强
烈叠加电车下乡政策会加大新能

源汽车供给。”

生产企业业绩有望好转

《证券日报》记者在采访时获
悉，多家六氟磷酸锂企业及下游企
业对未来终端市场表现十分乐观。

上述多氟多负责人表示，按照
原计划，公司今年6月底会有1万
吨/年的六氟磷酸锂新建产能投
产，目前产线已经建成，正处于调
试阶段。

另一家氟化工企业三美股份
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日报》记
者，公司六氟磷酸锂生产项目正
在按计划建设当中，预计今年8月
份将实现投产，“此前六氟磷酸锂
已经降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水
平，有些企业的产线甚至已经出
现了亏损，公司预计未来需求将

随终端新能源汽车市场走强而快
速释放。”

不仅是六氟磷酸锂企业，下游
的电池企业同样看好未来市场需
求。《证券日报》记者以投资者身份
致电锂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公司目前锂电池产
品的出货情况环比、同比均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上升，产能利用率维持
正常运转，虽然公司方面对六氟磷
酸锂的采购情况尚未有统计数据
公布，但是公司看好未来终端市
场，预计出货持续提升的情况下，
原料采购也会持续增长。

另据蔚蓝锂芯相关负责人透
露，公司目前正在按照实际需求情况
进行采购六氟磷酸锂，作为制造企
业，公司不会对原料进行投机囤货，
去赌原料价格未来的涨跌，“近期开
发了不少国内业务，虽然需求尚未放

量，但是预计上半年下游需求将逐步
释放，下半年会得到进一步提高，原
料端采购也将按需增长。”

事实上，受第一季度六氟磷酸
锂价格低位影响，多家公司经营情
况并不理想，以多氟多、新宙邦两
家六氟磷酸锂生产企业为例，两家
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分别实现归
母净利润1.1亿元和2.46亿元，分别
同比下滑85.02%和52.01%。

叶银丹表示，六氟磷酸锂生产
企业业绩未来会有所好转。一方
面，第一季度上下游企业去库存
后，产品需求正在逐步恢复，同时
随着碳酸锂价格的企稳反弹，行业
观望情绪得以缓解，各企业生产经
营趋于稳定。另一方面，现阶段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对六氟磷酸锂价
格看涨情绪较强，大多数生产厂家
已有恢复生产或产能提高的迹象。

多重因素推涨六氟磷酸锂价格
生产企业看好未来市场发展

本报记者 李乔宇

5月17日，在合肥举行的2023世
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开幕式
上，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中国广电宣布在新疆正式启动全球
首个5G异网漫游试商用。

据悉，5G异网漫游意味着，当
用户原本所属运营商无5G网络覆
盖时，可接入其他运营商的5G网
络。《证券日报》记者从某通信运
营商内部了解到，在提供5G异网

漫游服务的区域，用户使用支持
5G异网漫游功能的终端，即可直
接使用5G异网漫游服务，无须支
付额外费用。

“新疆土地面积大，人口数量相
对少，因此想要做到5G信号的充分
覆盖需要较高的建设成本。通过
5G异网漫游，通信运营商能够在进
一步减少5G信号死角的同时，减少
5G建设成本。”信息消费联盟理事
长、通信专家项立刚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

在项立刚看来，四大运营商原
本就有5G共建共享的经验，5G异网
漫游也可以让运营商在5G建设方
面更好地分工协作，有的放矢。“比
如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中国联通
对于5G基站的建设以我国北方为
主，中国电信则在我国南方地区做
了更多的投入。如果未来四大运营
商能够更好地分工协作，就能够减
少基站的建设成本，同时进一步保
障5G信号的充分覆盖。”

为了实现5G异网漫游试商用，

各个相关方已经做出了较长时间的
努力。工信部在2021年印发的《“十
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就提
出，深入推进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
享，支持5G接入网共建共享，推进
5G异网漫游，逐步形成热点地区多
网并存、边远地区一网托底的移动
通信网络格局。

《证券日报》记者亦从中国电信
方面获悉，在工信部统一组织和指
导下，中国电信与三家运营商及行
业上下游产业链合作伙伴共同协

同，先后完成了实验设备测试、外场
试点验证、商用网络联调、友好用户
测试等工作，创新提出5G异网漫游
终端选网方案扩展适用场景，形成
了4项异网漫游相关专利，联合编制
了4项设备和终端行业标准，提出异
网漫游场景下国际漫游需求标准，
成功在3GPP立项并纳入GSMA《5G
网络共建共享指南》。通过验证5G
异网漫游业务能力和商用可行性，
为5G核心网异网漫游试商用奠定
了坚实基础。

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全球首个5G异网漫游试商用 本报记者 黄 群

华菱精工前董秘王继杨于5月5日召开的华菱精
工年2022年度股东大会前夕突然辞职，而此次股东大
会时长仅持续了15分钟。上述不同寻常终于在5月16
日华菱精工宣布易主自然人马伟后，有了答案。

面对竞争持续激烈的电梯零部件制造市场，华
菱精工上市五年后，公司原实控人黄业华家族最终
选择放弃控股权，引入新股东。而作为新实控人的
马伟，能够给华菱精工带来怎样的改变？

华菱精工2022年在原材料上涨、订单减少的双
重压力下，公司业绩出现首亏。回溯近几年发展，华
菱精工自2019年开始，经营上遭遇了各种“异常”。
首先是IPO募投项目建设一波三折，多个募投项目存
在延期、变更，甚至重新规划再变更、终止的情况。
其次是再融资两次夭折。2022年是华菱精工经营极
大承压的一年，当年5月份，华菱精工披露上市后首
份非公开发行预案，拟定增募资不超过5亿元建设新
能源汽车高压连接系统零部件项目，欲将主业切入
新能源汽车赛道。但由于技术储备问题最终在当年
12月份宣布放弃；与此同时，公司2019年就计划公开
发行的2.8亿元可转债也在彼时宣布终止。

不过，公司易主前最大的“异常”是2023年5月5日
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就在会议召开前一天，华菱精
工时任董秘的王继杨宣布辞职。在这场仅持续了15分
钟的股东大会上，记者看到，公司董事长在宣读完每项
议程的标题后即宣布投票，紧接着表示公司各项经营
管理事宜已经在公告中表述，随后会议结束。

某业内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除了股权特
别分散的企业外，一般而言，年度股东大会上高管都会
正常出席，独董只要派一名代表述职即可。开会时基
本会把各项议程通读一遍，通常时间都需要一个小时
左右，只读标题非常令人意外。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股
东大会相关会议资料早已提前公开，会议现场也有律
师见证，会议只要把相关的投票程序走完就可以。

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备战律师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对于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均有规定，但对于会议之上
对各议案的内容宣读介绍到何种程度并无明确规
定。实践中，多数公司会对议案逐一宣读或大概介
绍一下。其认为，鉴于各议案内容均已提前公告，会
上不再对议案内容逐一宣读并不违反监管规定，但
审议和表决程序应严肃执行相关规则。

5月16日华菱精工发布的实控人变更等一系列
公告显示，自然人马伟将通过旗下捷登零碳公司以
受让股份+表决权、认购定增股份方式成为上市公司
新实控人。交易完成后，捷登零碳将合计持有华菱
精工5266.93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
的30.38%，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由黄业华变更为捷登
零碳，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马伟。

对于此次易主原因，华菱精工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受宏观经济大环境影响，
电梯行业增长趋缓，公司的订单也一直在减少。

“2022年公司整体销售收入下降超过20%，订单
减少了4.8亿元左右。现在来看产品价格都在往下
走，如果持续降价已经没有利润空间，所以上市公司
需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过去希望依靠自身
努力实现转型，但没有这方面经验，也没有对应的资
源。这次希望能引入新的有实力的股东，既有相关
资源也有丰富的经验。”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公开资料显示，马伟还是上市公司宝馨科技的实
控人，间接持有后者18.83%的股份。宝馨科技曾是一
家医疗设备公司，2020年底，马伟掌舵后开始大力发展
光伏产业，目前已形成“新能源+智能制造”双轮驱动
的发展模式，从事精密数控钣金和智能装备制造业务，
重点布局设备配件、光伏产品、储能及充/换电产品。

“易主后华菱精工原有业务还要继续往下做，毕
竟这个行业后市场（电梯维保业务）发展潜力比较大，
公司将保持原有业务。另一方面，公司也拥有一部分
风电业务，比如风电制动器、偏航器、光伏支架等产品，
但因为资源和技术有限所以发展较慢。而新股东在光
伏、建筑一体化等新能源领域有很多资源，可以跟华菱
精工形成产业协同。此外，新股东也有一些钣金件的
加工业务，客户和公司差不多，未来这些业务都可以对
公司进行倾斜。”前述负责人进一步对记者表示。

华菱精工迎新实控人
未来或以新能源、电梯维保为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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