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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钊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中药材市
场往往会进入淡季，但今年却一反常
态，中药材价格出现持续性上涨。数
据显示，截至6月10日，中药材综合
200指数报收于3344.26点，较去年同
期上涨27.55%，创历史新高。

业界认为，出现“淡季不淡”的
现象，主要缘于天气、资金炒作等
因素。接受记者采访的中药行业
上市公司表示，已制定具体应对措
施或原材料长期采购、生产计划，
中药材价格上涨对公司影响不大。

多品种中药材价格上涨

从具体品类来看，常见中药材
当归、三七、白术、甘草、栀子等价
格涨幅居前，其中，当归市场价格
突破140元/公斤，近一月涨幅高达
75%；三七和白术的月涨幅也超过
60%。此外，珍稀中药材的涨幅也
引人注目，2022年天然牛黄价格是
50万元/公斤至60万元/公斤，而近
期天然牛黄的市场价格已突破120
万元/公斤。

以涨幅居首的当归为例，作为
家种常用大宗中药材，生长期为2
年至3年。2022年当归减种，叠加
天气原因，使得去年当归产量大幅

减产。在此背景下，今年强劲的市
场需求使当归库存得到大量消化，
由于种苗限制，新扩种面积不大、
有货者信心足，短期内当归价格仍
有继续上涨的可能。

近期，三七主产地——云南多
地出现重度以上干旱气候，尽管可
以人工浇水，但云南干旱的消息使
部分采购商压货，短期拉动了三七
行情。此外，为保证基本农田和粮
食生产，三七种植的面积被严格限
制。资金、囤货、天气等方面原因
共同推高三七价格。

生意社分析称，进入6月份，因
外围资金持续介入，继续在新产的
中低价位品种上寻找突破口，加之
药商对于部分热门大宗品种依然批
量进货，从而推高市场价格，使得中
药材总指数居高不下。同时，行业
对今年天气预期不太乐观，预计6月
份中药材价格整体将保持高位震
荡，“淡季不淡”的情况或将延续。

上市公司各有应对措施

中药上市公司也在积极应对
当前中药材价格持续攀升的情
况。有中药龙头上市公司相关业
务负责人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中药材的原材料价格上涨是行业
要面对的共性问题，近期珍稀中药

材天然牛黄的价格上涨引起了广
泛关注。公司有专业的采购团队，
会随时关注市场行情，已制定具体
的应对措施，同时通过提前储备原
材料来控制成本。截至目前，没有
收到产品涨价的通知。”

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中药

上市公司，金陵药业相关负责人在
回复记者问询时表示：“公司中药
材的采购和生产都有长期的计划
和安排，短期内中药材价格上涨未
对公司生产造成影响。”

“目前无法就近期中药材价格
上涨对公司的利润影响作出明确

判断。”太龙药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太龙药业的中药材生产基地大部
分采用合作共建模式，公司有相对
稳定的供货渠道，应对原材料价格
波动的能力较强，此外在每年的采
收期公司也会定期做一些中药材
储备。

中药材“淡季不淡”价格持续攀升
相关上市药企表示“应对有方”

本报记者 许 洁
见习记者 李 静

端午节是二季度观察白酒动销的重要窗口，随
着端午节临近，能否让白酒行业迎来一波销售小高
潮？

中信建投研报表示，白酒龙头公司控货挺价备
战端午，渠道积极性回升，珍惜低预期下的布局机
会。

价格是品牌价值的体现

据了解，面对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多家白酒企业
开始控货挺价。有白酒企业表示，控货是为了实现
价格的稳定，保证经销商利润，同时会丰富该产品的
销售品项，保证总体规模不减少。端午节后会加大
消费者活动力度和市场推广力度。

此前，洋河宣布停止接收全国经销商客户梦之
蓝M6+产品订单；剑南春宣布52度水晶剑南春500毫
升装单瓶价格上调20元；伊力特、仰韶等区域酒企也
释放出部分产品停货或提价的消息。

“价格是品牌价值的体现，对于许多正在进行
产品结构升级的酒企来说，挺价可以提升品牌价
值，增强渠道销售信心，控量保价也是酒企淡季重
要的市场工作，为下半年销售做铺垫。”白酒行业
分析师、知趣咨询总经理蔡学飞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

一位北京的经销商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白
酒企业控货是很正常的现象。

中国食品产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朱丹蓬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端午节即将来临，多个知名酒企
通过调价控货来维持价格稳定，有利于实现去库存
等多重目标。

有产品售价不及出厂价

《证券日报》记者在走访时了解到，近期，不少商
超、线上平台的中低端白酒价格集中下降，有的白酒
成交价甚至低于出厂价。

记者在北京某大型商超了解到，一款出厂价为
1299元/瓶的白酒，价格已经低至930元/瓶。商超工
作人员表示，端午节的活动比之前便宜很多。

除了线下商超外，在电商平台，也有多款名酒跌
破“建议零售价”。记者在电商平台获悉，以习酒主
打的产品君品习酒为例，建议零售价为1498元/瓶，而
在电商平台的单瓶售价仅为1088元。

有经销商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库存积压太
严重，动销乏力，加之每年酒厂都会有回款的业绩要
求，没办法才会低价销售。

“近几年，受消费场景减少等因素影响，零售商
等库存非常大。”白酒行业分析师、武汉京魁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肖竹青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部分公司在市场库存未有效消化的前提下，还在
源源不断往渠道塞货，导致供过于求，价格跌跌不
休。

蔡学飞表示，高库存是市场需求转弱和产品结构
升级后动销欠佳共同造成的，酒企还需加强宴席等消
费场景开发，开辟电商等新渠道，加强品鉴、定制、封坛
等个性化细分市场的深度开发，以加快产品流通。

酒企控货挺价备战端午节
白酒去库存仍是紧要任务

本报记者 许 洁
见习记者 陈 潇

近期，不少动力电池企业表示订单量有所下降，
一些企业开始去库存、降产能，这股“寒气”也传递到
了上游材料厂商。

6月7日，头部电解液厂商多氟多发布公告称，
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规模。
公司表示，结合当前市场环境变化及公司实际情
况，将此前募集资金规模从不超过55亿元调整为不
超过20亿元。主要募投项目“年产10万吨锂离子电
池电解液关键材料项目”募投金额由调整前的44亿
元大幅缩减至15亿元。

此前，某头部隔膜厂商亦发布公告，拟将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规模从不超过128亿元调整
为不超过75亿元。公告显示，多个高性能锂离子电
池隔膜项目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均有减少。

对此，真理研究院创始人、首席分析师墨柯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企业的产能扩张计划大
多已暂停。此外，去年到现在锂电板块上市公司的
股价跌幅较大，或是导致定增募资额缩水的直接原
因。

6月9日，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世界动力电池
大会上表示，将优化行业管理政策，强化产业发展统
筹布局，引导社会资本理性投资，避免盲目扩张和无
序发展。

有资深车企人士表示，动力电池产能存在过剩
风险。当下头部材料厂商缩减项目投资，更多是行
业回归理性的选择。

“相关公司调降拟募资金额，主要是因为当前下
游市场需求跟不上产能。过去几年，碳酸锂市场需
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吸引资本涌入，产能也随之扩
张。但随着市场趋于饱和，行业逐渐回归理性。”有
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未来行业需进一步调整产能，
优化产业链布局，提高产品品质和附加值，以适应市
场需求变化。

定增规模缩水 扩产热情下降
锂电行业回归理性还是预见风险？

本报记者 蒙婷婷

6月9日，沪市稀土产业链上
市公司2022年度暨2023年第一季
度集体业绩说明会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证路演中心顺利举行，盛
和资源、厦门钨业、北方稀土等多
家A股稀土行业上市公司积极参
与。

此次业绩说明会上，有投资者
提问：“今年以来镨钕、镝、铽价格
都大幅下跌，请问市场过剩很严重
吗？市场上有很多镨钕、镝、铽库
存吗？”

盛和资源总经理王晓晖回应
称：“目前镨钕市场供需相对平衡、
短期错配，行业处于低库存状态。”
广晟有色董事长张喜刚表示：“目
前由于稀土现货价格跌幅较大，国
内生产厂商出货意愿不强，且下游
应用企业处于观望状态，消耗了部
分社会库存。”

中国稀土行业协会数据显示，
今年5月份，氧化镨钕均价46.8万
元/吨，金属镨钕均价56.69万元/吨，
氧化镝均价202.79万元/吨，镝铁均
价 196.48 万 元/吨 ，氧 化 铽 均 价
826.79万元/吨，金属铽均价1036.57

万元/吨。年初至今，我国主要稀土
产品市场均价呈下跌趋势。

深圳中金华创基金董事长龚
涛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一方面是消费有待进一步恢
复，新能源汽车在补贴退坡后产销
量明显下滑。另一方面是稀土产
量增加，主要稀土供应国产量均有
增加。因此，需求不足、供应增加
或是今年以来稀土价格下跌的主
因。”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今年
一季度，稀土板块上市公司的经营
业绩普遍呈下滑趋势。具体来看，

北方稀土、中国稀土、盛和资源、广
晟有色一季度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9.22亿元、1946.58万元、7737.83万
元 、565.96 万 元 ，分 别 同 比 下 滑
40.83%、88.42%、89.14%、93.05%。

盛和资源系稀土产业链上游
企业，公司主营稀土和锆钛两大业
务，其稀土业务已形成了从选矿、
冶炼分离到深加工的较为完整产
业链，在稀土资源方面也实现了国
内、国外的双重布局。公司总经理
王晓晖在业绩说明会上表示，“今
年第一季度，公司产销量与去年同
期相比均有所增长，但由于市场下

行，产品价格回调，公司计提了存
货跌价准备3.83亿元，导致公司一
季度的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
下滑。”

龚涛告诉记者：“目前来看，稀
土价格总体下跌趋势仍会延续。
受此影响，稀土行业上游企业会出
现普遍业绩下滑现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谭俊浩接受记者采访时补充说：

“国际市场上，芯片等需求减少，也
使稀土需求量下降。未来随着芯
片等市场的逐渐恢复，稀土需求量
也会随之增加。”

沪市稀土公司集体业绩说明会召开

一季度稀土上市公司业绩普遍下滑 需求不足等是主因

本报记者 施 露

6月11日，首届上海国际碳中
和博览会（以下简称“碳博会”）开
幕，近60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

众多新能源黑科技亮相本届
碳博会。例如特斯拉带来了储能、
太阳能屋顶、充电桩三大低碳技
术；而网宿科技带来的DLC直接浸
没式液冷技术，则针对IT设备降温
冷却难题；巴斯夫则展示了其电加
热蒸汽裂解炉等低碳技术。

安永大中华区业务主管合伙人
毕舜杰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上
海国际碳中和博览会聚焦战略顶层
设计，各市场主力共同探讨实现‘双
碳’目标的科技路径。安永也将借
助这一平台，助力中国数字经济和
绿色经济协同发展，让更多企业在

绿色机遇中感受中国经济活力。”

特斯拉携新能源技术参展

在特斯拉展台，记者看到储能电
池Megapack、太阳能屋顶Solar Roof、
充电桩Cybervault等低碳黑科技。

“这款太阳能屋顶完全可以替
代家里的屋顶，其抗压力、抗冰雹强
度都与传统屋顶相同。屋顶发的电
可以储存在同时展出的小型家用储
能装置中，该装置可以挂在家中墙
上，在停电时可供家庭应急。该产
品无需保养、不耗油，也不会产生噪
音，让家里灯常亮、用电自给自足。”
展台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

据了解，特斯拉在上海新建的
储能超级工厂将主要生产Mega⁃
pack，初期规划年产1万台，相当于

约40GWh的储能规模。
网宿科技则带来了DLC直接浸

没式液冷技术，旨在解决AIGC时代
算力需求爆发导致的IT设备降温冷
却难题。据展台工作人员介绍，相
较于风冷技术，直接浸没式液冷技
术散热能耗降低90%至95%，服务
器能耗降低10%至20%，且不受气
候条件限制；该技术无需配建冷冻
站，供电设施规模得以大幅降低，
还可移除IT设备传统的风扇，减少
最大噪音源，让液冷数据中心静音
舒适。此外，冷却液不易燃，能规
避火灾风险。

在新能源领域，申能集团展出了
代表海上风电“上海速度与高度”的
临港海上风电示范项目，以及“十四
五”期间海南首个获得核准的海风项
目申能海南CZ2海上风电示范项目。

全球最大的化工公司巴斯夫
则展示了包括电加热蒸汽裂解炉
在内的多项低碳技术，其中电加热
蒸汽裂解通过电力驱动加热，有望
实现至少90%的二氧化碳减排量。

“可持续发展”成重要主题

发展绿色能源、降低碳排放已
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而这
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围绕本次展会的重要主题——可持
续发展，安永携众多绿色创新产品
以及深度政策解读报告亮相碳博
会，聚焦区域碳中和、行业及企业低
碳转型、ESG体系建设等模块，助力
社会各界把握“双碳”机遇，共创绿
色转型新未来。此外，安永还围绕
多个“绿色”主题开展主旨演讲及圆

桌论坛，邀请不同优秀企业代表及
资深专家来共同探讨热点话题，助
力企业践行低碳发展。

普华永道则与全球环境信息研
究中心（下称“CDP”）发布了双方共
同撰写的中国企业2022年度CDP披
露分析报告。普华永道亚太区ESG
可持续发展主管合伙人郭薇诗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普华永道致力于
帮助客户进行碳信息披露，并助力企
业实现低碳商业模式的转型。”

在本届碳中和博览会上，太平
洋保险推出了保险业首家碳普惠
平台，通过积分奖励的方式来对新
能源车行驶、新能源车置换、自助
投保、自助报案、自助查勘等低碳
行为进行奖励。此外，全球日化巨
头欧莱雅在展台上展示了消费品
代表——口红的减碳路径。

首届上海国际碳中和博览会开幕 特斯拉等携低碳黑科技亮相

本报记者 李昱丞
见习记者 丁 蓉

近期，苹果公司发布MR头显产
品，其搭载的Micro OLED屏幕是这
款产品中价值最高的部件，单台屏
幕约300美元，占产品直接成本两
成。

多位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的业内人士分析称，Micro OLED
将成为现阶段主流技术，但该技术
目前仍受制于生产成本高、价格昂
贵等。而Micro LED技术在对比
度、反应性、寿命、省电等方面表现
均优于Micro OLED，从中长期看或
是更优选择。

苹果公司MR头显产品的问世，
为新一代显示产业的研发和创新
带来积极影响。业内人士表示，我

国多家企业已经在新一代显示技
术上布局。

Micro LED未来或是更优选

根据苹果公司方面介绍，苹果
MR头显搭载了采用Micro OLED技
术的屏幕，具备2300万像素，单眼
分辨率达到4K。Micro OLED是一
种新型微显示技术，具有体积小、
重量轻、分辨率高等特点，适用于
近眼显示。

Micro OLED由于量产成本高，
大规模应用受限。资深产业经济
观察家、智帆海岸机构首席顾问梁
振鹏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到目前为止Micro OLED技
术并不算成熟。如果不能把生产
成本降下来，相关技术普及仍面临

困难。”
多家机构认为，相较于Micro

OLED，Micro LED有望成为中长期
维度的更优解决方案。研调机构
集邦咨询表示：“目前满足穿透式
智慧眼镜要求的技术主要是Micro
LED和Micro OLED。Micro LED技
术处于发展初期，还有许多挑战待
克服，所以现阶段技术主流是Mi⁃
cro OLED。但Micro LED在诸多方
面表现优于Micro OLED，在穿透式
眼镜因光波导元件技术限制导致
光效率难以突破1%限制的前提下，
中长期来说Micro LED将是上佳选
择。”

光大证券研报也表示：“Micro
OLED存在价格昂贵、产量较小等
问题。最优方案是Micro LED，但
仍面临全彩显示未落地等实际问

题。”
梁振鹏向记者表示：“相较而

言，由于Micro OLED采用有机材
料，存在寿命短、不稳定的特点，而
Micro LED在色彩画质对比度、屏幕
反应速度等方面均有更好的表现。
未来哪项技术能够实现大规模量
产，现在下定论还为时尚早，有待于
厂家在技术方面的继续突破。”

我国厂商积极布局

显示产业技术迭代加速，迎来
新一轮发展周期。京东方A、TCL科
技、清越科技、视涯科技等多家中
国厂商在Micro OLED、Micro LED
等新一代显示技术上进行了布局。

京东方A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
示：“在MR领域，公司经过多年的积

累，已为多家品牌客户提供应用
Fast LCD和Micro OLED技术的显
示产品。”

清越科技在Micro OLED彩色
化等技术上实现突破，拥有多项微
显示技术储备，公司方面表示：“目
前公司8英寸硅基OLED微显示器生
产线的良率、产能尚处于量产初期，
需要在不断的优化改进下实现逐步
爬坡，完全达产尚需较长时间。”

TCL华星副总裁、显示技术创
新中心总经理张鑫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TCL华星几年前就开始
持续投入Micro LED技术，并与三
安光电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和合资
公司，聚焦Micro LED技术开发、商
业化生产和关键工艺流程。双方
强强联合，希望共同构建技术生
态，推进Micro LED产业化。”

企业争相布局新一代显示技术 Micro OLED与Micro LED谁是最优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