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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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一沟通

券商策略会 其他

参与单位

及人员

1.参加公司在上证路演中心举行的“振华新材 2023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投资者；

2.参加公司线上调研的投资者，详见附件。

时间 2023 年 9 月 22 日、27 日

地点 线上

接待人员
董事长侯乔坤、副董事长、总经理向黔新、独立董事范其勇、董事会秘书、副总经

理、总法律顾问王敬、总会计师刘进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1.请教下钠离子电池技术的领先性，以及装车的情况，尤其是今年和明年产能的规

划情况？

答：截至 2023 年 8 月底，公司已实现百吨级销售，客户高度集中，其中第一大客户

占比超 70%。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如果进展较快，今年第四季度就能够实现搭载

钠电的纯电动汽车上市。

2.请教下如何预计今明两年的出货量？

答：今年整体情况不太好。乐观来看，随着国内新能源产业链以及市场规模的扩大，

渗透率在持续增长，预计到明年三元企业的头部玩家的产能利用情况能够得到有效

改善。

3.今年产能利用情况如何？高镍占比是否有提高？

答：2023 年上半年产能利用率大概在 4成，目前大概在 7成左右。如果下半年能够

按照预期发展，预计高镍会接近 4成。



4.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上半年单吨利润亏损？

答：公司 2023 年上半年的亏损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产能利用率较低；第二存货跌

价。

5.除了减值方面的原因，是否有电价涨价方面的原因？

答：电价涨价的影响并没有这么大，主要还是原材料价格的波动。

6.三元和碳酸锂价的产能过剩问题您怎么看？

答：2021 年和 2022 年是结构性产能过剩，但今年因为下游需求复苏放缓，绝大部

分企业都面临过剩问题。但是我们认为明年头部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就会逐步修复。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公司目前是三元正极行业领域产能规模较小，所以说相对而

言，产能过剩带来的的负担也相对较小。

7.钠电产业化进程如果不顺利的话，公司后续会有产能调整的措施吗？

答：如果钠电没有需求，公司可灵活调整为锂电产能。但是从目前钠电的进展来看，

我们对钠电的未来信心满满，预计大概率到 2024 年底，2025 年钠电会迎来蓬勃发

展。

8.（1）公司在手订单多少？产能和产能利用率情况如何？

（2）公司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如何？预计何时完成？

答：截至目前公司具备 6.6 万吨/年正极材料的生产能力，受新能源汽车行业复苏较

弱以及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公司 2023 年上半年产能利用大概在 4成左右。公司的

IPO 募投项目有两个，分别是位于贵阳生产基地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生产线建设

项目（沙文二期），该项目已于 2022 年底到达预定可使用状态；另一个是位于义龙

生产基地的锂离子动力电池三元材料生产线建设（义龙二期），该项目已于 2021

年底到达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计划中的募投项

目——正极材料生产线建设项目（义龙三期），目前处于前期土地平整阶段，该项

目预计将于 2025 年建成投产，其中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产能有望在 2024 年部分投

产。



9.公司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目前进展情况？钠电方面的客户有哪些？

答：在钠离子电池产业化初期，公司采取了集中有限的精力及资源维系大客户，共

同快速推进钠电市场的产业化和规模化的竞争策略。截至目前，公司的钠电正极已

实现百吨级销售，客户高度集中，其中第一大客户占比超 70%。公司钠电正极合作

的客户，均是行业内的头部顶尖企业。据下游客户反馈，公司的钠离子电池正极材

料已搭载在 A00 级汽车上。根据双方协议的保密约定，具体客户名称不便透露。

10.（1）公司上半年毛利率多少？各产品毛利率分别是多少？同比情况如何？

（2）公司上半年各产品的收入占比情况是怎么样的？同比情况如何？

答：公司 2023 年上半年毛利率为 4%，2022 年上半年毛利率为 18.7%，同比下降 14.7

个百分点；受行业复苏乏力影响，2023 年上半年公司三元正极材料销售收入同比有

所下降；但与此同时，公司高镍产品销售收入占比超 4 成，上年同期占比为 35%，

剩下主要是中镍/中高镍产品。此外，截至 2023 年 8 月底，公司的钠离子电池正极

材料已实现百吨级出货，其中第一大客户占比超 70%，2023 年 8 月开始实现连续批

量生产，反映公司在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方面市场应用推广进展顺利，具有先发优

势，将为公司未来发展奠定坚定基础。

11.（1）公司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目前进展情况？钠电方面的客户有哪些？

（2）公司今年出货目标多少？今年营收预期多少？能否扭亏为盈？

答：截至目前，公司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已实现百吨级销售，客户高度集中，其中

第一大客户占比超 70%；2023 年 8 月开始实现连续批量生产。据下游客户反馈，公

司的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已搭载在 A00 级汽车上。根据保密协议的要求，钠电方面

的客户不便透露。

关于公司 2023 年的出货目标和营收预期，该信息较为敏感，具体不便透露。2023

年上半年公司产能利用率较低，大概在 4成；三季度开始有较大好转，目前大概在

7成左右。

12.公司下一步的突破口在哪？未来业务规划有哪些？研发重点有哪些？

答：未来，公司将继续发挥在正极材料领域已积累的技术及品牌优势，抓住高镍及

超高镍三元正极材料、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市场的发展机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



调整和降本增效，提升三元材料市场占有率及持续保持钠电正极市场的卡位优势。

具体如下：

（1）前沿材料研发方面：高镍三元正极材料领域，公司凭借在高镍单晶材料领域的

先发优势，目前已取得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公司也在开发高容量多晶品种，以利于

充分利用单晶和多晶材料的各自优势，更好地扩展下游市场。

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领域，凭借在三元材料大单晶领域深厚的技术积累，公司钠离

子电池正极材料研发进展顺利。截至目前，公司已掌握多元素协同掺杂、晶体结构

调控、低 pH 值及低游离钠控制、形貌尺寸及颗粒粒径调控等多项核心技术，并初步

形成专利布局。公司已完成三代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产品定型，能量密度、压实

密度、产气改善、碱度控制等相关产品性能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其他前沿材料领域，公司在磷酸锰铁锂正极材料、固态电池/半固体电池用的正极材

料均有研发及储备。

（3）原材料降本方面：公司积极布局废旧锂电池及正极材料回收业务，加强对三元

前驱体等原材料成本的控制能力。在具体经营过程中，公司于 2016 年 3 月与青岛红

星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共同出资成立红星电子；并于 2023 年 8 月筹划设立新

公司（振华新材控股）开展回收业务。前述两家公司主要利用废旧锂离子电池、次

生物料提炼回收可用锂元素、钴元素等有价值材料，并将其生产转化为三元前驱体、

碳酸锂等公司生产所用原材料。上述废旧锂离子电池及材料回收产业布局是公司加

速上游产业整合的重要途径，在实现次生物料有效利用的同时，可有效加强公司原

材料成本的控制能力，以提升行业竞争力。

13.请问公司目前钠电池材料销售情况如何？

答：截至目前，公司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已实现百吨级销售，客户高度集中，其中

第一大客户占比超 70%；2023 年 8 月开始实现连续批量生产。

14.（1）公司上半年，前五大客户是？占比情况如何？分别涉及什么产品和业务？

（2）公司是否有布局海外业务？目前进展情况如何？是否有相关规划？

答：关于您的问题回复如下：

（1）公司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和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主要核心产品是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公司一直以来采取集中有限



的企业资源培养维系大客户的竞争策略，自 2004 年开始，公司凭借可靠的产品质量

在行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口碑，陆续进入国内知名锂离子电池生产企业的供应链，并

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长期的紧密合作，公司已成为宁德时代、孚能科技、

新能源科技（ATL）、多氟多、天津力神、珠海冠宇、微宏动力等国内电池生产企业

的重要正极材料供应商。由于涉及保密条款，公司 2023 年半年报中未单独公开披露

前五大客户信息。

（2）公司目前主要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同时也会持续跟进海外客户需求。另外，公

司的产品以单晶路线为主，这是一条有别于日韩的中国特有的技术路线，海外客户

目前还处于前期阶段。

15.公司三季度经营情况是否有所好转？

答：截至目前公司产能利用率大概在 7成左右，经营情况环比有所好转，具体请关

注公司后续将披露的《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

16.请问公司 3季度产能利用率是多少？

答：公司目前产能利用率大概在 7成左右，具体还请关注后续将披露的《2023 年第

三季度报告》。

17.公司股价大跌，公司是否有维护股价的措施？

答：二级市场股价走势受宏观环境、行业政策、市场情绪等多种因素影响，公司将

持续深耕主业，聚焦市场需求，努力提升经营业绩，驱动公司内在价值增长，力争

以良好的业绩回报投资者。

风险提示
以上涉及对行业的预测、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等相关内容，不能视作公司或公司管理

层对行业、公司发展的承诺和保证；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附件：参会名单

序号 参会人单位 序号 参会人单位

1 永安资本 36 国投新力

2 前海中船 37 黔晟基金

3 国泰租赁 38 华金电新

4 国家绿色发展基金 39 华安证券

5 国投聚力 40 财信证券

6 时代复兴投资 41 中信资管

7 常瑜资本 42 诚通基金

8 茅台基金 43 南昌市政投资

9 西部利得基金 44 黔晟基金公司

10 鹿秀投资 45 龙马资本

11 基汇资本 46 龙港国资

12 杭州玄武投资 47 财信证券

13 民生证券 48 中金资管

14 维科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9 华泰资产

15 湖北资管 50 富安达资管

16 南传私募 51 兴铁资本

17 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2 建信基金

18 第一创业证券 53 青岛海发金融

19 国都创投 54 康普化学

20 浙银首润（深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55 国家绿色基金

21 恒力投资 56 诚通混改基金

22 兴业证券 57 华金证券

23 硅谷天堂 58 恒邦兆丰

24 国元证券 59 兴业证券

25 盈科 60 建行贵州分行

26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1 大成资本

27 中平资本 62 国盛资本

28 江西南旅投资集团 63 前海中船基金

29 创维投资 64 诚通混改

30 沈阳兴途 65 东源投资

31 玄武投资 66 津联资产

32 苏豪纺织 67 燕园资本

33 朝景投资 68 福建盈方得资本

34 财通证券 69 德道资本

35 中船投资 70 永安期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