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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设备

行业潜力巨大 增速高达471.8%

中国可穿戴市场超125亿
智能制造

近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了《可穿戴设备
研究报告》。报告显示，2015 年，中国智能可穿戴设
备市场规模为 125.8 亿元，增速高达 471.8%。

据中国通信网 24 日消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技术与标准研究所主任工程师闵栋对报告进行了解
读。他表示，目前，中国可穿戴智能设备市场仍处于
探索期。从 2016 年开始，部分垂直领域的巨大潜力
将开始释放，可穿戴市场将正式进入启动期，预计

2016 年可穿戴市场规模将达到 200 亿元。
闵栋表示，在众多产品中，消费者在选择可穿戴

设备时，更倾向于传统终端企业。得益于苹果在消费
电子领域的品牌形象，70.8%的消费者对苹果牌可穿
戴设备感兴趣，其次是小米和华为两个国产品牌。在
市场价格方面，超过 50%的消费者购买预算在千元以
内，但中高端市场同样存在，各价位段均有不少消费
者愿意买单。

针对当前的市场情况，闵栋表示，截至 2015 年，
中国可穿戴智能设备市场仍处在探索期，表现为各
类产品规模均有限，消费市场尚未大规模启动。而
从 2016 年 开 始 可 穿 戴 智 能 设 备 市 场 将 进 入 启 动
期。市场规模将不断扩大，基于健康大数据的服务
类产品逐步成熟，产品差异化加大。从 2019 年开
始，市场将进入高速发展期，商业模式逐渐完善，产
品被消费市场接受，健康大数据服务更加成熟，产品
更加细分。2022 年进入市场成熟期，智能可穿戴设
备市场发展趋于成熟，进入门槛提高。

A 股市场上，奋达科技、北京君正、环旭电子、歌
尔声学等上市公司后市值得关注。

中财

自2011年打破日本技术垄断，我国实现六氟磷酸
锂国产化以来，国内六氟磷酸锂产能扩张迅速。相对
而言，下游需求在过去几年增长较慢，六氟磷酸锂价格
从30万元/吨一路下跌到今年年初的历史谷底——8.5
万元~9 万元/吨。不过，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出现爆
发式增长，供求关系得到彻底扭转，六氟磷酸锂价格自
10月份以来扶摇直上，进入新一轮上涨周期。

涨价周期到来
今年年初，六氟磷酸锂的价格已经跌至 8.5 万元~

9 万元/吨，处于历史谷底，已经接近生产成本，多数
六氟磷酸锂上市公司处于最艰难的时期。“那个时候，
虽然大家对于未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增长还是比较
乐观，也都认为六氟磷酸锂的价格已经到底了，但都
普遍预期 2015 年总体上来看六氟磷酸锂的价格应该
是一个平稳或者微涨的格局。”某六氟磷酸锂上市公
司负责人称。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在经历了前 9 个月的稳步上
涨后，六氟磷酸锂的价格从10月前的9万元/吨左右飙
升至目前的20万元/吨左右。12月14日，九九久甚至
在全景网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六氟磷酸锂产品最新销
售价格已超26万元/吨。某电解液上市公司负责人也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公司在外购六氟磷酸锂的时候
也遇到过25万元/吨的报价。

高达26万元/吨的价格已经是六氟磷酸锂行业多
年前的回忆。2011 年以前，由于生产技术难度高，六
氟磷酸锂的生产基本被日本关东电化、SUTERAKE-
MIFA、森田化学等企业垄断，当时产品售价超过30万
元/吨，毛利率达70%。不过，2011年4月，在氟化工领
域摸索多年的多氟多率先攻克难关，两个月后，九九久
也宣布试产成功。

随着国产化的成功，六氟磷酸锂产能进入迅速扩
张期，其价格则经历了一轮快速下跌，到2012年，六氟
磷酸锂的价格已大幅降至 18.57 万元/吨。江苏国泰
2013年11月22日晚公告终止实施300吨／年六氟磷
酸锂项目并注销实施此项目的控股子公司亚源公司，
更是为六氟磷酸锂价格的持续下跌做了一个令人印象

深刻的注脚。由于新能源汽车市场一直未能真正启
动，受需求不振的影响，六氟磷酸锂价格跌跌不休，到
今年年初，六氟磷酸锂的价格已经降至 8.5 万元~9 万
元/吨的历史谷底。

产能缺口不断扩大
此后，随着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真正启动，六氟

磷酸锂的价格终于迎来拨云见日的一天。今年上半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稳步增长，下半年，新能源汽车进
入快速增长期。尤其是今年9月份之后，新能源汽车市场
进入爆发式增长期。

在新能源汽车实际产销量和预期都大幅提升的背
景下，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被彻底激活，特别是上游原材
料环节。由于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爆发来得太过突然，
六氟磷酸锂由以前的供大于求一下子变得十分紧缺，
加之六氟磷酸锂生产工艺复杂，审批严格，投产周期长
达一年半，其产能缺口随着需求的快速攀升不断扩大，
价格更是一路猛涨。同时，六氟磷酸锂原材料碳酸锂
价格的猛涨，也对六氟磷酸锂价格起了带动作用。

相应地，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市公司的业绩大幅超
出预期。多氟多早前曾表示，公司动力锂电池和六氟磷
酸锂产品供不应求，动力锂电池销量增幅显著，六氟磷
酸锂进入新景气周期，价格回升较快，盈利能力回升。

从目前情况分析，2016年六氟磷酸锂供求仍然十
分紧张，产能缺口将继续扩大。“六氟磷酸锂已经进入
新一轮涨价周期，2016 年价格预计将保持在 20 万元/
吨左右，也不排除突破 30 万元/吨的历史高点的可
能。”上述六氟磷酸锂上市公司负责人称。

公司方面，九九久六氟磷酸锂年产能为2000吨，并
拟建3000吨新产能，预计2016年底投入试生产。目前六
氟磷酸锂产能利用率逐步提升，力争2016年底达到5000
吨生产规模。多氟多拥有锂电池、整车生产资质，目前产
能为2200吨，明年还将新增3000吨产能。公司锂电池产
能快速释放，并获得14亿至16亿元动力电池订单，新能源
车产量也在加速释放。天赐材料拥有2000吨六氟磷酸
锂年产能，明年下半年还将投产2000吨。另外，公司还
有近2万吨电解液产能，具有产业链优势。 东方

新能源汽车

锂电池电解液涨价在即

六氟磷酸锂进入上涨周期

实施方案发布在即

智能制造再塑强国梦
为了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工业和信息化

部（工信部）制定了智能制造工程实施方案

（2016~2020年）；从有关渠道获悉，这一方案已

发布在即。业内人士认为，在主管部门的引导

推动下，资金、资源向智能制造领域加速汇集，

未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将是长期

大主题。

据介绍，智能制造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

核心。要实现“中国制造 2025”，完成从制造

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智能制造将是主攻

方向。

为此，工信部会同相关部门已经完成了方

案的编制工作，计划年底前报送国家制造强国

建设领导小组审议后发布实施。

工信部人士表示，《方案》重点突出两个方

面，一是抓好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二是做好传

统制造业数字化制造普及工作。

通过《方案》的实施，到2020年，制造业重

点领域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试点示范项目运

营成本降低 30%，产品生产周期缩短 30%，不

良品率降低30%。

下一步，工信部还将积极研究制定支持智

能制造发展的政策措施，尤其要在现有的技术

改造、中国制造2025专项以及现有渠道中，加

大中央财政资金对智能制造项目的支持力度。

同时，也要积极向国开行推荐符合条件的

智能制造项目，申请专项建设基金。鼓励建立

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各类智能制造发展基金，

搭建政银企合作平台，研究建立产融对接新模

式，引导和推动金融机构创新符合智能制造发

展方向以及企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方式。

发展智能制造是我国应对未来新一轮科

技革命、产业变革的一个前瞻性任务。但实现

这个目标，单靠企业的力量是做不到的。或者

说，并不完全是市场经济能推动的，而需要政

府提供支持——政府要发现并解决那些关键

的基础性的问题。

工信部人士介绍说，《方案》将要解决几个

重要问题：第一个就是智能化零部件的国产

化。“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机器人，里边的减速器

等零部件，现在大部分还需要进口，如果我们

下一步要推广智能制造，就要防止形成新的对

外依赖。”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建立工业互联网。其

是支撑智能制造的关键综合信息基础设施，是

将机器、人、控制系统与信息系统有效连接的

网络信息系统，通过对工业数据的全面深度感

知、实时动态传输与高级建模分析，形成智能

决策与控制，驱动制造业的智能化发展。

“工厂和不同的行业之间要连接起来，实

现网络化。它有一个标准体系，也叫参考架

构，这个也要开始研究。要建立整个体系，把

各方面的资源用统一的标准通过网络连接起

来。”上述人士说。

工业互联网集成了物联网、移动宽带、云

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最新创新成

果，并与先进制造相关软硬件技术相结合，将

信息连接对象由人扩大到有自我感知和执行

能力的智能物体，现在本土互联网公司已经开

始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海通证券研报表示，智能制造引发的投资

机会有望持续。互联、集成控制、智能生产、数

据处理、产品创新五个核心环节均蕴含着巨大

的投资机会，射频识别、物联网、传感器、机器

视觉、智能机床、云计算、3D 打印、可穿戴设

备、汽车电子等9大行业均有望受益。

安信证券分析师表示，在主管部门的大力

推动下，行业内企业开始寻找硬件或者软件集成

能力强的团队来提升自己的技术实力，未来机器

人和人工智能、工业4.0 将是长期大主题。

李雁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