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纵深0606 2024年7月5日 星期五
本版主编：于 南 责 编：李 正 制 作：曹秉琛

本报记者 丁 蓉

豆粕现货价格降至近3年来的低位。Wind数据显
示，7月4日，豆粕现货价格为3310.86元/吨，比前一日下跌
14.28元/吨，下跌0.43%；较去年同期的4258.57元/吨，同
比下降22.25%；较2022年11月10日创下的5699.71元/吨
历史高位，下降41.91%。

上海钢联农产品事业部豆粕分析师方平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豆粕现货价格表现
依旧偏弱。豆粕降价将导致饲料成本下降，在养殖业
行情稳定的前提下，有望使得养殖企业的成本降低和
利润好转。

豆粕价格受大豆供应充足与需求减弱双重因素的
影响。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豆粕价格下降的主因来自
供应端。我国大豆进口量处于高位，压榨产能和豆粕
产量都相应增长。此外，在需求端，饲料企业降低豆粕
使用量，使用杂粕替代豆粕，导致豆粕需求有所缩小。”

方平表示，巴西大豆丰产，美豆播种优良率也较好，并
且美豆库存偏高。年初国内油厂大豆、豆粕结转库存较往
年偏高，且春节下游饲料企业备货积极性不如往年。第二
季度国内大豆到港逐渐增加，油厂开机持续处于高位，豆
粕库存开始累库。供应宽松情况下，价格持续下降。

展望未来豆粕价格走势，柏文喜表示，豆粕价格波
动具有周期性，当前豆粕价格已跌至历史较低水平，预计
随着下半年国内豆粕需求恢复，价格有望止跌回升。但
在全球供应宽松的大格局下，上涨幅度有限。

中企资本联盟主席杜猛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豆粕价格受供应充足以及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未来
或将继续下降。”

同时，豆粕作为饲料原材料之一，其价格的下降有
助于养殖企业降低成本。

“市场调查显示，饲料成本是生猪养殖产业的主要
成本之一。通常情况下，饲料成本占养猪生产总成本
的比例在60%至80%之间。”方平说。

温氏股份2023年全年肉猪养殖综合成本约16.6元/
公斤至16.8元/公斤。其中，养户饲养费约占13%，饲
料成本约占51%。2024年第一季度，公司肉猪养殖综
合成本降至15.2元/公斤左右，季度环比下降1元/公斤
左右。其中，3月份肉猪养殖综合成本降至14.8元/斤
左右，月度环比下降0.4元/斤左右。公司表示，成本下
降主要得益于公司疫病防控效果显著、饲料原料价格
下降等因素。

牧原股份2024年5月份的生猪养殖完全成本在14.3
元/公斤左右，已有部分场线成本降至13元/公斤以下。
公司表示，饲料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将逐步体现在养殖
成本上，到今年年底，公司有信心实现13元/公斤的成本
目标。

唐人神表示，饲料原料价格持续下降，公司发挥规
模采购的优势，在饲料营养配方上更加灵活，对内供饲
料更加注重性价比，从而降低饲料成本。

豆粕价格降至近3年低位
养殖企业成本降低

本报记者 李昱丞

7月 4日，比亚迪“出海”再次迎来里程碑时刻。公
司在泰国罗勇府举行泰国工厂竣工暨第 800万辆新能
源汽车下线仪式。

回溯比亚迪泰国工厂历史，2022年 9月 8日，比亚
迪与WHA伟华集团大众有限公司签约，正式签署土地
认购、建厂相关协议，标志着比亚迪全资投建的首个海
外乘用车工厂正式在泰国落地。

据透露，比亚迪泰国工厂包含整车四大工艺和零部
件工厂。达产后，可提供约1万多人的就业岗位。项目
从开工到投产用时16个月，创造了中国车企在泰国投资
的最快投产纪录，展现了中国汽车工业的速度与实力。

在比亚迪泰国工厂竣工之前，其电动车已经进入
了泰国市场，并占据了重要的市场地位。

比亚迪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在仪式上表示，比亚
迪布局泰国市场仅两年时间，便迅速赢得泰国市场的
认可，已累计18个月获得泰国纯电动车销量冠军。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比亚迪泰国工厂
可以辐射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能够帮助比
亚迪进一步提升在东南亚的市场份额。

不仅是泰国，自2021年5月份比亚迪正式宣布“乘
用车出海”计划以来，公司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目前，
公司新能源汽车已遍及全球88个国家和地区，覆盖400
多个城市。

数据显示，2023年比亚迪海外新能源乘用车销量
突破24万辆，同比增长超300%。公司近期发布的产销
快报显示，2024年上半年公司海外销售新能源乘用车
合计20.34万辆，同比增长173.8%。

事实上，随着海外乘用车销量的高速增长，比亚迪
的“出海”节奏也从产品“出海”自然过渡到产能“出海”。
除了在泰国兴建乘用车工厂以外，比亚迪还在乌兹别克
斯坦、巴西、匈牙利等国家设有乘用车生产基地。

2022年 12月份，比亚迪与UzAuto签署合资协议，
正式在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成立合资公司“比亚迪
乌兹别克斯坦工厂”，生产新能源汽车及相关零部件；
2023年 12月份，比亚迪宣布将在匈牙利赛格德市建设
一个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基地，成为首个在欧盟地区
建设乘用车工厂的中国汽车企业。

“通过在泰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地建立生产基地，
比亚迪能够更直接地服务于当地及周边市场，减少物
流成本和交货时间，提升市场响应速度。这有助于增
强公司在目标市场的渗透力和品牌影响力，加速其市
场份额的扩大。”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工程执
行主任袁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泰国工厂竣工仪式上，比亚迪同时宣布公司第
8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从第7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
线到第 800万辆，比亚迪仅用时 3个多月。今年上半
年，公司在海内外累计销售新能源汽车约 161.3万辆，
同比增长28.46%。

比亚迪泰国工厂竣工
第800万辆新能源汽车同步下线

本报记者 王 僖

刚刚过去的 6 月份，我国重
卡市场交出了销售约 7.4万辆的
答卷。第一商用车网初步统计数
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我国重卡
市场销售各类车型约 50.7万辆，
同比上涨4%。

整体来看，由于油气价差明
显，天然气重卡的热度依旧火爆，
上半年销量在国内重卡市场的比
重预计将达到 36%至 38%的高
位。

多家头部企业相关人士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预计天然
气重卡的占比不会在短时间内下
降。”

天然气重卡销售火爆

近日，《证券日报》记者实地
走访了山东济南多个重卡经销
商，他们均表示近期重卡销量较
前几个月出现一定下滑，行业淡
季状态已现。

“但由于今年以来油气价差
依旧明显，天然气重卡的销售相
对较好。”山东匡山卡车城一位经
销商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
年3月份到5月份，卡车城内经销
代理的中国重汽、一汽解放等品
牌的天然气重卡销售火爆，几乎
每天都有销售订单，6月份以来的
表现可以说是“淡季不淡”。

根据第一商用车网掌握的终
端销量数据（交强险口径），2024
年以来，天然气重卡市场表现抢
眼。其中，1 月份销量同比增长
96%，2月份同比增长49%，3月份
销量达到上半年的高点，同比增
长 208%，4 月份销量同比增长
160% ，5 月 份 销 量 同 比 增 长
86%。尽管 6月份确切的官方统
计数据还未公布，但据第一商用
车网预计，6月份天然气重卡终端
销 售 同 比 增 速 大 概 在 25% 至
30%，环比5月份下降超过20%。

同时，截至今年 6月份，近 10
个月以来，天然气重卡销量有 5
个月超过了 2万辆。当下天然气

重卡市场的红火可见一斑。
潍柴动力证券部工作人员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天然气供
给充足、供需关系预期稳定、基础
设施建设相对完善以及油气价差
明显，是推动天然气重卡渗透率
逐步提升的主要原因。”

在济南泉胜物流中心，记者
采访多家中小物流企业时了解
到，2023年以来，他们新购置或更
换的几乎都是天然气重卡。

永昌物流的负责人王先生
表示，目前天然气重卡与柴油重
卡的差价正在逐渐缩小，许多品
牌的差价已经不到 10万元，而由
于天然气重卡具备油气价差带
来的低运营成本优势，让他们半
年内就能将购车时高于柴油车
的成本（大概 7 万元至 10 万元）
赚回来。

与此同时，行业头部企业也
在通过提高产品性能来提升市场
竞争力。如潍柴动力今年 5月份
发布了全新一代的燃气动力产
品，推动公司业务转型升级。

新能源重卡销量增长显著

尽管目前重卡行业已经进入
传统淡季，但综合上半年整体表
现及下半年预期，业内普遍对重
卡行业的全年表现持乐观态度。

中国重汽方面近期接受机构
调研时表示，今年以来，公司天然
气重卡在牵引车的销量占比稳步
提升，燃气车结构性增量机遇仍
将继续。一汽解放日前也表示，
从盈利能力上看，总体上天然气
重卡的盈利情况比柴油重卡会好
一些。而随着天然气加气站的不
断增多和布局的完善，天然气重
卡的使用将更加便捷，从而进一
步推动其市场占比的提升。

科方得智库研究负责人张新
原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今年 6 月份国家发改委印
发了《天然气利用管理办法》，将
以液化天然气为燃料的载货卡
车、城际载客汽车、公交车等运输
车辆纳入优先类发展，将进一步

推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预计未
来天然气商用车市场将保持强劲
的增长势头。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上半
年，新能源重卡销量亦增长显
著。第一商用车网数据显示，
2024年上半年，新能源重卡月销
量连续超预期，预计今年 6 月份
新 能 源 重 卡 终 端 销 量 将 超 过
5500辆，同比增幅约为 100%，全
年来看，有望突破 5万辆。其中，
头部企业表现尤为抢眼，中国重

汽 6 月份曾公开表示，公司新能
源重卡今年以来截至 6月中旬的
销量已超过去年新能源重卡的
销售总量。

张新原表示，随着环保和节
能要求的提高，以及国家对新能
源汽车的支持，新能源重卡市场
需求将会持续增长。

浙商证券认为，在排放目标
和长期成本优势之下，重卡电动
化将是行业必然趋势。

此外，今年以来，重卡行业的

出口表现依旧强劲。包括中国重
汽、一汽解放等多家头部企业均
表示，2024年以来，公司重卡产品
出口保持了不错的成绩。

潍柴动力证券部人士向记者
表示，在老旧车辆加速淘汰、国内
经济发展等积极因素影响下，国
内市场需求有望提振；受益于东
南亚等地区重卡需求旺盛等因
素，行业出口有望维持高位水平，
预计 2024 年全年重卡行业将实
现同比增长。

受油气价差等因素驱动
天然气重卡销售有望持续火热

本报记者 李雯珊

近日，高工锂电产业研究所公
布数据显示，7月份，国内锂电池排
产环比基本持平，电解液、负极、隔
膜排产环比增长近30%。

产业链较景气

“近期有不少锂电池公司签订
了新的订单，排产积极性增强，表
明锂电产业链基本面正在向好。
随着下游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
向好，下半年锂电池产业链有望回
暖。”甬兴证券分析师开文明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
联盟 6月中旬发布数据显示，今年
5 月份，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达

39.9GWh，同比增长 41.2%。而 1
月份至 5月份动力电池累计装车
量达 160.6GWh，同比增长 34.6%；
除动力电池装车量表现不俗外，1
月份至 5月份我国储能电池销量
同比增长 144.1%，5月份出口量同
比增长644%。

有业内人士向《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一般而言，下游新能源汽
车市场的旺季集中在下半年，传导
到中上游锂电市场，备货旺季则集
中在第二季度至第三季度。锂电
产业链近期排产环比持平，短期来
看，景气度将维持高位。”

太平洋证券表示，整体看好下
半年锂电产业链盈利修复。从各
环节来看，电池环节整体毛利率环
比增长或持平，受益于下游需求回
升及上游原材料价格稳定，后续盈

利水平有望持续提升，头部企业市
占率有望进一步提升；结构件环
节，随着开工率的提升，后续毛利
率环比有望持续修复；电解液环节
预计下半年将迎来价格及盈利
修复。

多家公司公布运营情况

具体来看，一线、二线电池企
业如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
亿纬锂能、欣旺达、海辰储能等，在
新能源汽车、储能、两轮车、电动船
舶等领域频频签订合作新单。全
面电动化需求浮现，正为电池企业
创造新增量，推动锂电产业链整体
行情回升。

此前，宁德时代表示，公司经
营情况良好，全球市场份额稳步提

升，整体排产情况良好，近期及第
三季度排产环比呈增长态势。

近段时间以来，在新能源汽
车领域，中创新航与徐工汽车等
共同打造的纯电动搅拌车，迎来
批量订单交付、正式投运；欣旺达
拿下理想、小米部分车型电池定
点项目。

同时，在电摩及二轮车领域，
孚能科技与东南亚换电运营商及
印度新能源公司签署动力电池战
略合作协议，拓展东南亚及南亚
电摩和两轮车换电市场；比亚迪
与非洲电动汽车新能源科技公司
Ampersand达成合作协议，成为其
主要电池供应商，计划生产约 4万
辆电动摩托车，长期将实现 3000
万辆摩托车电动化。在船舶电动
化领域，中创新航公布多条国际

大型商船将配套其电池产品下水
试航。

此外，亿纬锂能 7月初通过深
交所互动易对外披露，公司经营和
排产情况良好，消费电池、动力电
池和储能电池三大主业稳健运营，
整体产能利用率稳中有升。

浙商证券表示，储能已成为
锂电产业链最重要的增量，当前
锂电价格触及底部，配储经济性
逐渐显现，2024 年国内需求大量
释放，海外需求更甚；预计 2024年
储能锂电销量为 259GWh，同比增
长40%。

以宁德时代为例，2023年公司
储能板块贡献总营收 14.9%，储能
板块营收同比增速约为 33.2%；亿
纬锂能 2023年储能板块贡献总营
收33.5%。

锂电产业链多环节排产呈现回暖势头

本报记者 李乔宇

日前，怡和嘉业发布公告称，截
至今年6月底，自公司今年4月份发
布回购方案以来，公司已通过股票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回购股份约18.47万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2062%。

怡和嘉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为
进一步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
分调动优秀员工的积极性、促进公
司的长远健康发展，公司在综合考
量业务发展前景、经营情况、财务
状况等因素的基础上，结合近期公
司股价表现，陆续以集中竞价方式
回购公司部分股份。

多措并举提振信心

今年4月20日，怡和嘉业披露

的回购报告书显示，公司拟使用部
分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
已发行的A股股份。此次回购股
份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 3000万元
且不超过 6000 万元，将全部用于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
计划。

上述负责人表示，此次回购股
份是管理层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
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高
度认可所做出的决定，“公司也希
望通过回购、现金分红等方式提振
市场信心。”

5 月 22 日，怡和嘉业披露了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根据分红方案，公司将以现有总股
本 64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 元（含
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共计分配现金股

利 6400 万元（含税），共计转增
2560万股。

“为更好地传递公司价值，怡
和嘉业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与投资
者进行沟通，同时也积极举办路演
活动，通过现场参观以及线上电话
会等方式向投资人展示公司的发
展前景。”上述负责人说。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记者发
稿，怡和嘉业今年以来共发布过五
次投资者调研公告，累计接待逾百
家机构投资者。

产品版图逐步扩大

怡和嘉业在海外市场的布局
备受投资者关注。“公司业绩自
2023年第二季度开始受到美国市
场渠道呼吸机库存影响，不过目前
库存压力正在逐渐消退。”怡和嘉

业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杜祎程
在路演活动中表示。

从产能方面来看，怡和嘉业
表示，目前公司有两个生产工厂，
分别在东莞和天津武清。公司根
据市场需求及订单数量排产，可
动态调整产能以满足公司发展
所需。

谈及公司在海外市场的竞争
优势，怡和嘉业表示，公司聚焦呼
吸健康领域 20多年，深刻理解全
球医疗器械市场监管法规，拥有遍
布全球众多地区的经销网络；公司
拥有专业成熟的知识产权部门，在
全球主流市场及多个国家均有针
对产品的专利及商标布局；此外，
公司从 2023年开始正式启动海外
本土化，深入本土市场，吸纳国际
化人才，更好地适应海外市场，不
断提升全球运营能力，目前已步入

正轨。
据介绍，怡和嘉业产品版图逐

步扩大，目前已经进入一百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医疗器械市场。数据
显示，2022年怡和嘉业境外收入约
11.99 亿元，占总收入的 84.72%；
2023年公司境外收入约7.33亿元，
占总收入的65.31%。

从国内市场来看，根据沙利文
最新数据，按照销量口径，怡和嘉
业 2022 年度国内市场占有率为
25.8%。

“2023年，公司国内市占率进
一步提升，国内市场地位凸显。”据
怡和嘉业方面透露，“后续，公司将
不断丰富国内经销网络，提高产品
市场占有率。同时，公司也将加大
品牌推广力度，通过多元化的宣传
手段，提升公司产品品牌力，不断
扩大市场空间。”

怡和嘉业积极传递信心 4月份以来累计回购18.47万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