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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3                                                       证券简称：神火股份 

河南神火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4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电话会议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

称及人员姓

名 

长江养老  李泽；融通基金  徐笔龙；兴业基金  李鑫；恒越基金  曹

特；汇丰晋信  郑小兵；德邦基金  赵梧凡；鑫元基金  刘义涛；永赢

基金  王佳音；中金资管  徐榕；中金资管  顾柔刚；前海开源  王思

岳；人保资产  肖迪；建信保险  范纲枢；中信保诚  吴一静；长江证

券  肖勇；长江证券  易轰；理成资产 蔡骏懋；东方资产  李竞；嘉

实基金 孟夏；勤辰资产  杨晋；富安达  余思贤；中庚基金  刘晟；

和谐汇一  赵辰；国泰基金  刘扬阳；石锋资产  李青霖；光大资管  

孟祥飞；博时基金  龚润华；细水资产  刘伟。 

时间 2022年 10 月 28 日 15:00-16:30 

地点 上海神火铝箔有限公司 

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总经理：陈凯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一、公司发展历程及产能 

公司铝箔业务于 2003 年组建团队，2006 年试生产，当时上海神

火铝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铝箔” “上海厂”）规划建设两

期，先投产一期 2.5 万吨，最开始做单零箔，摸索很多，中间又经历

2008 年经济危机，由于成本较高，三年亏了一亿，到 2012 年才满产

并开始盈利。由于一期经营不顺，导致当时上二期的决心被搁浅。 

后来盈利逐渐好转之后，开始有上二期的打算，但由于南汇并

入浦东+迪士尼项目，导致二期节奏低于预期。直到商丘神隆宝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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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隆宝鼎” “商丘厂”）一期 2017 年筹

建，于 2021 年中期投产。经过前期经验积累，2021 年 3 月，上海团

队全盘接手神隆宝鼎，该项目当年安装，当年实现满产、盈利。 

目前铝箔业务总产能 8 万吨，其中：上海铝箔 2.5 万吨，神隆宝

鼎一期 5.5 万吨，在建神隆宝鼎二期 6 万吨。参股公司商丘阳光铝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铝材”）生产铝箔坯料，在产产能 11 万

吨，计划再建 5 万吨。 

公司一直走高端路线，2020 年行情最差时也有几百万利润。上

海铝箔有 3 台轧机（设备西门子、奥钢联），神隆宝鼎有 6 台轧机（设

备德国阿亨巴赫+邦普分切），神隆宝鼎二期 8 台轧机（设备宏业科

技），预计明年年底投产，最终是 17 台轧机，单台轧机 8000 吨产能，

预计 2024 年总产能 14 万吨，具体产量释放进度为 2022 年 8 万吨、

2023 年 11 万吨、2024 年 14 万吨。 

公司电池箔产品厚度：12、13、15um为主。 

二、包装箔业务情况 

1、供需景气度，最近边际有所下降 

8 月双零箔出口量有下滑，今年 1 月的时候订单排到 5 月，交货

周期 100 天，10 月份的订单排到 12 月，交货周期 45 天。8 月双零

箔加工费降了 1000 元/吨。 

2、双零箔的战略，走高端高品质路线 

公司走高端质量型，双零箔 6 万吨退货不超 50 吨，产品品质高。 

3、盈利、加工成本、加工费 

双零箔加工费 15000 元/吨；加工成本，不含电解铝，上海厂 9000

多元/吨，商丘厂 8000 多元/吨，原料冷轧 4000 元/吨，生产成本相

差不多，主要在于电费和人工相差 700 元/吨，折旧相差 150 元/吨，

坯料上海厂比商丘厂高 300 元/吨；预计经营性利润 3000 元/吨。 

公司人员成本较高，上海厂、商丘厂是四班三倒，都是经验丰

富的老员工。 

4、竞争格局 

神火铝箔在双零箔中属于龙头企业，加工费最高，加工成本最

高，吨加工利润也是最高。 

5、坯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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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隆宝鼎的坯料全部由阳光铝材提供，上海铝箔的双零箔坯料

2/3 由阳光铝材提供，1/3 外购。 

6、双零箔与电池箔转产的考量 

一方面，控股股东对神火的铝箔考核主要看利润指标，电池箔

放量没有特别要求；另一方面，有些时候，即使电池箔盈利不如双

零箔，但为了把握趋势，也是要做一些长期布局。 

三、电池铝箔业务情况 

1、产量，今年 1.5 万吨，明年 4 万吨，后年 7-8 万吨。 

电池箔，目前产量，9 月 1300 吨，10 月 1600 吨，11 月 2000 吨，

计划 22-24 年分别为 1.5 万吨、4-5 万吨、7-8万吨。 

神火股份有云南水电铝，因此，公司电池铝箔有绿电优势；公

司坯料厂规模也在扩张，所以未来在做电池铝箔方面有优势。 

2022 年电池箔最为紧缺。明年供给较少；需求端，电池厂在今

年底到明年初集中投产，对铝箔需求有比较大的拉动效应。 

2、认证，16949 外审已经通过，2 个月整改期，预计今年底或

明年初通过全部认证。 

16949 认证，需要 1 年生产经历，公司在该项认证上，受到了疫

情等因素影响，进度一度有所滞后。 

3、盈利，加工费、加工成本 

今年上半年铝箔业务总利润 1.67 亿元，4 万吨铝箔，单吨利润

4000 元。 

双零箔和电池箔差别很大，公司的双零箔加工费 1.5 万元/吨（从

铝锭到成品，其中，坯料加工费 3000-4000 元），公司品牌好，同行

大多只是卖 1 万元；电池箔母卷 1.3-1.4 万元/吨加工费，成品 1.7-1.8

万元/吨，成本上，电池箔成品加工成本相比于双零箔高 3000 元/吨，

最终，电池箔盈利不如双零箔，单吨盈利差距大约 800-1000 元/吨。 

4、成材率，冷轧环节 96%，箔轧环节双零箔 90%，电池箔 70-80% 

箔轧环节，从冷轧坯料做到成品，双零箔 800 多米/分速度，电

池箔 700 米/分速度，双零箔 90%成材率，电池箔 70%-80%成材率。

冷轧环节，从铝锭到坯料有 4%损失。 

5、战略，高品质、低退货战略 

公司电池箔的退货率 3%-5%，进口设备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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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阿亨巴赫轧机供应紧张，交货期 2-3 年，单台轧机售价 7000

万元，对应国产设备才 2000 万元。 

6、工艺，双零箔转电池箔并不容易，操作手培养较难 

两种工艺用油不一样，电池箔表面要清洁，没有酸，合金成分

不一样，电池箔更硬，电池箔轧制速度慢，需要均匀和平整，两边

和头尾需要砍掉，一旦出点问题就得报废；双零箔两边松中间紧，

可以速度更快。 

双零箔与电池箔转换效率，还可以，比如换油，轧制才半个月，

分切环节，需要人手决定效率，换产过程中，生产不停，但成本会

高一些。 

难度：70%设备+30%操作手，五年培养起。公司 2018 年招聘的

人，最近才开始独立上机，箔轧机操作手，分切机的操作手，1-2 年

上机。 

公司团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学历最高，队伍很稳定，技术团

队都是深耕多年的老员工。 

7、精切、涂炭等业务发展规划 

电池箔的精切，今年 6 月份才完成无尘车间建设，9 月份生产

400 吨，供给以涂炭的企业为主。母卷做的更多，做母卷对公司来说

更有优势，精切用人较多，公司已购买了 30 多台精切设备，明年可

以直接供给下游一些分切厂和涂炭厂。 

未来是否会做涂炭，还在考虑，也有可能是和相关企业合作去

做，因为涂炭又是不同的行业。  

附件清单  

日期 2022 年 11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