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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锂

碳酸锂价格连续上涨

锂业迎来
行业爆发期

核电

□ 徐伟平

受供应紧张、需求强劲的影响，碳酸锂行情持续发酵。考虑到目前绝
大多数新能源汽车采用锂离子电池作为动力源，在纯电动汽车领域，动力
锂电池成本高达50%，其巨大的商业价值也正日益凸显，锂业板块的这波
行情值得投资者关注。

据测算，要实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比

达到 20%的目标，核电装机规模需要达到 1.5

亿至 2 亿千瓦。国家能源局正在初步讨论的

2030 年核电规划目标是核电装机容量达到 2

亿千瓦。业内预估到2050年核电装机容量有

望达到4亿至5亿千瓦。综合2015至2020年

以及2020至2030年核电规划，我国核电设备

2015到2030年的国内市场空间将达到10283

万亿元。这意味着未来核电企业的下游空间

十分广阔，也给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预期注入

十足的远景动力。

一位国内核电业内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

记者，核电站的运营对安全级别要求很高，核

电专用设备的细分领域专业性强、技术性高，

对生产所需的装备能力要求也高，只有具备

“技术+资本”的企业才能在未来竞争中占据

有利地位。

国内核电产业链以国企为主导，传统大型

国有重型机械工业企业凭借多年积累的技术

优势、人才优势、资金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在

大型核电专用设备制造市场中一直占据主导

地位。只有少量包括部分上市公司在内的具

备一定技术优势和先进生产工艺的专业化民

企，能够在核电专用设备的细分市场中凭借过

硬的产品质量占有一席之地。

国内各厂商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和装

备特点，在细分领域展开竞争。如中国一重

凭借在大型铸锻件领域的多年技术积累和

拥有特大型水压机等锻造高端专用设备的

装备体系，优势集中于大型核电锻件领域；

东方电气、上海电气优势集中于核岛及常规

岛成套设备领域；台海核电（借壳丹甫股份）

在一回路主管道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大西洋是行业内核电军工焊材研发能力和

配套能力最强的企业，是国内唯一拥有核岛

主设备用焊接材料核心技术、行业内唯一承

担核级焊接材料国产化应用开发研究的生

产型企业。

全球碳酸锂巨头FMC公司9月15日宣布，自2015年10月1日起，将

在全球范围内，全线提升旗下锂产品价格。其中，碳酸锂、氯化锂、氢氧化

锂等产品将提价15%。此次FMC全线涨价，将给我国供需偏紧的碳酸锂

市场带来明显提振作用，目前该效应已逐步体现。

根据“生意社”的碳酸锂报价，10月13日“赣锋锂业”旗下电池级碳酸

锂的出厂价已由 55000 元/吨提升至 60000 元/吨；而根据“亚洲金属网”

的报价系统，国内电池级碳酸锂均价已持续上行至53500元/吨，氢氧化锂

均价也已上行至48500元/吨；此外，13日“百川资讯”也将四川、江苏的高

端和低端电池级碳酸锂价格均调高4000元至52100-54100元/吨。

从下游电动汽车销量来看，中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9 月

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延续高增长态势，远高于汽车行业平均水平。1月-9月

份，新能源汽车累计生产14.4万辆，销售13.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0倍和

2.3倍。相比而言，全国9月汽车销量同比增长仅为2.1%，1月-9月汽车销

量同比增长0.3%，远低于新能源车增速。机构预计，今年新能源汽车给碳

酸锂带来的新增需求将超过1万吨，行业供需格局继续改善，拥有锂矿资

源、从事碳酸锂深加工等企业，将获得市场扩张机遇。

此外，随着气温的下降，部分盐湖提锂的厂家将面临生产装置停产。

目前生产碳酸锂主要有两种工艺，盐湖提锂和矿石提锂，由于我国盐湖主

要集中在青海、西藏等地，随着秋冬季的来临，盐湖提锂装置将受到限制，

国内碳酸锂供应迎来季节性的收缩，从而为价格上涨起到进一步支撑。

与传统电池相比，锂电池在同体积下容量更大，且具备生产、使用与回

收过程绿色环保的特点，因而已被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与储能产品领域。

近年，受政策利好新能源汽车市场影响，动力锂电池发展势头强劲。而且

目前绝大多数的新能源汽车均采用锂离子电池作为动力源，纯电动汽车的

动力锂电池成本占比高达50%，其巨大的商业价值也正日益凸显。

目前全球锂电池产业集中在中、日、韩三国，三者占据全球95%左右的

市场份额。在新能源汽车政策效应下，2014 年起中国锂电池市场占比达

到27%，而且全球新增投资的近八成集中在我国，预计未来占比将进一步

提升。在此背景下，动力锂电池产能将不断增加，不过目前，仍旧难以满足

新能源汽车发展需要。

长江证券指出，由于精矿原料的供应并不充裕，从博弈层面分析定价，

其余锂盐厂难以充分施展、也没有必要采用“维持相对低价——扩大出货

量”的模式，跟随提价无疑为更优的策略；因此，现阶段的锂盐涨价是行业

性的，并不局限于一家企业。预计电池级氢氧化锂也正迎来价格上行，提

价产品不仅仅局限于碳酸锂。踏入四季度，锂价不仅涨幅值得关注，涨价

模式也值得思考，面对国内不错的电池级订单状况，锂盐价格也正变得越

来越灵活。

A股相关锂电池可重点关注：天齐锂业、中天科技、青鸟华光、众和股

份、多氟多、亿纬锂能、安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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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步伐加快 核电产业业绩步入春天

核电板块为稳增长注入动力
□刘杨

核电板块现成各方关注焦点之一，核电重启、大型核电央企兼并重组、“一路一带”战略下核
电装备走出去等话题，无一不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会。而且，随着周期拐点的到来，核电产业链
相关上市公司有望迎来业绩表现的春天。

核电领域迎多重利好

下游驱动强烈，催生市场放量预期，是二

级市场在当前时点对核电板块极度看好的主

要原因。

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核电领域可谓利好

频出。据媒体报道，国家发改委委托中国工程

院、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等进行的综合论证一致

建议发展内陆核电，目前已形成调研报告上

报，有待最后决定。按照“十三五”规划，到

2020年，我国运行核电装机容量将达5800万

千瓦，在建 3000 万千瓦。此外，《中国制造

2025 能源行业实施方案》中的核电、储能、能

源材料相关细则即将发布。

作为中国核电“走出去”的主打品牌，国内

两大核电企业中核和中广核研发的先进百万

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顺利

推出，并将在福建福清 5 号机组及巴基斯坦、

阿根廷等国家落地使用，标志着我国已经拥有

成熟的三代核电技术。中广核还与肯尼亚核

电局签署谅解备忘录，“华龙一号”将落地肯尼

亚。安信证券研究分析指出，核电“走出去”已

成我国国家战略，随着“华龙一号”成功“出

海”，2015年成为核电“走出去”的爆发时点。

事实上，核电行业正在逐步走出此前的不

景气周期。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中国核电建设

一度陷入低潮。目前已有充分信息表明，核电

领域即将迎来周期拐点——随着沿海厂址的

枯竭，内陆核电重启成为必然。我国早在

2008 年就开始前期建设的湖北咸宁、湖南桃

花江和江西彭泽三个内陆核电项目，预计将在

2016 年开始陆续开工建设，未来内陆核电将

成为增量核电的主要来源。

安信证券研报指出，内陆核电设备设计与

生产，实行严格的审核制度和许可证制度，进入

壁垒高，一般在每个细分领域具有核电设备一

级生产资质的企业不超过三家。核电专用设备

对安全性和技术标准要求高，因此企业都形成

了较高的技术壁垒。核电设备因为技术壁垒及

垄断能力等原因，定价能力强，毛利率也较高。

如果下游迎来一个确定性的景气周期，核电相

关企业的盈利状况将会发生巨大改观。

上市公司迎来发展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