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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78          证券简称：科力远         编号：2024-03-27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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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会议 

 其他（现场交流会） 

参与单位名称 
国信证券、民生证券、惠升基金、西南证券、华夏基金、央视财经

等  

时间、地点 2024 年 3月  长沙、佛山、无锡、深圳、重庆等地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总经理：潘立贤先生 

董事会秘书：张飞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汤锐先生 

证券事务经理：傅小云女士 

投资者关系主管：李小涵女士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1、公司重要子公司有哪些？负责的业务分别是什么 

回复：公司主要业务分为传统业务-镍氢电池、锂电材料及储

能系统三大板块。在传统业务体系下公司旗下三大子公司分别承载

着不同的使命：力元公司（镍氢电池基材，如泡沫镍等，目前有新

型的制氢用泡沫金属研发）为母公司提升事业毛利率，制定实施降

本计划；科霸公司（电池极片和动力电池组立业务，有新的极片研

发业务，可应用于固态电池）优化生产组合实施人才育成；金科公

司（锂电池，消费电池）营收提高，利润倍增。锂电材料体系下东

联矿业、金丰锂业等子公司加快矿山的建设，推动建成达产，通过

技术手段不断降低提锂成本，充分实现降本增效。储能系统板块下

的子公司数智能源不断推动储能业务在市场、技术、资源上的突破

变量，实现储能市场的新格局，孵化产业基金融资平台等。 

2、公司储能战略规划及 2024 年业务预期如何？ 

回复：面对储能市场卷的现状，公司将秉承 CORUN（合作共赢）

理念，打破单一环节、单一场景、单一企业的发展瓶颈，通过合理

构建全产业链实现闭环发展，通过全产业链多场景应用实现收益叠

加，通过组建产业创新联合体实现联合共赢发展。根据公司的储能

战略规划，在储能产业链中聚焦于上游锂电原材料和终端储能市

场，通过公司自有锂矿资源保证上游材料供应，通过构建产业创新

联合体与中游各优质企业合作共赢，再由公司完成终端储能系统集

成，输出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储能系统产品面向客户。同时，公司牵

头组建储能产业基金为储能战略实施提供资金支持，目前已与中创

新航完成母基金搭建，将支持发电侧、电网侧等市场订单获取。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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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司在储能业务规模上将实现突破，具体以后续公告信息为准。 

3、镍氢电池相较于锂电的优势在哪？运用在储能的情况如

何？ 

回复：镍氢电池具有高功率、高安全、长循环寿命、宽温域和

绿色环保等优势，可以实现快速的大功率充放电，适用于各种高电

流充放电应用；同时，可在-40°C~60°C 环境下保持稳定充放电 ，

并保持低温启动功能。镍氢电池的上述优势也经过了充分的产业化

验证，搭载镍氢电池的丰田混合动力汽车全球销量达到了 2000 多

万辆，没有一列因为电池问题引发的安全事故，并且电池还可以做

到与整车同寿命。公司建设了完整的镍氢电池产业链，产品应用在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航空冷链、储能等领域。公司创新

了“镍氢+锂电”数智混储系统，将高安全、宽温域、高功率密度

的镍氢电池和高能量密度的锂电混合组成，由数字孪生技术进行数

字化管理。在镍氢电池参与下，混储系统可通过减少调用锂电池系

统次数延长系统寿命，强化系统安全性；还可以通过减少对锂电池

的大电流冲击，减少安全隐患，满足多场景、多工况下的复杂需求。 

4、公司在镍电产业上是否有新的布局？ 

回复：公司在镍氢赛道存量市场已处于领先地位，包括民用消

费类镍电市场（镍氢、镍镉、镍锌等）以及丰田 HEV 动力电池市场，

都占有绝对份额。依托公司镍电产品专利技术和高安全、宽温域、

长寿命等特点，公司将继续开拓镍电材料和电池的增量市场。具体

如：泡沫镍及特种泡沫金属（泡沫铜、泡沫铁、泡沫合金等）产品

可应用于电磁屏蔽材料市场，海外电信基站备用电源市场（镍镉电

池、镍锌电池材料），制氢设备电解槽催化剂（泡沫镍），以及新

型长时特种储能市场（泡沫镍），均为增量市场，特别是长时储能

市场的增长空间大。 

5、公司怎样看待 HEV 乘用车电池装机量的未来 

答：目前公司的 HEV 动力电池装机量基本稳定在 36 至 48 万台

套之间波动，2023年受市场环境影响，公司 HEV电池及材料供应量

约为 36万台套，2024年预计供应量提升至 40万台套以上。未来如

果客户有增量计划，公司也将积极配合扩产。另外，除 HEV动力电

池外，公司镍氢电池也在拓展新市场，比如电网侧调频市场，轨道

交通（高铁、地铁、城轨等）辅助电源，航空冷链、鱼雷潜艇等电

源市场。 

6、金丰锂业年产 3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首期 1 万吨投产后

目前经营情况如何？毛利率以及成本情况如何？ 

答：目前公司首期一万吨碳酸锂产能已完成产能爬坡，考虑到

前期有部分外购矿源，目前毛利率 10%左右，未来通过技术降本和

矿源自给率提升，毛利提升至 20%以上，如果销售价格上涨，利润

将进一步提升。截止 2023年底产销 1200余吨碳酸锂，2023年受市

场价格下跌及投资建设滞后影响，盈利性不佳，预计 2024 年随着

产销规模爬升及新技术应用，盈利性将得到改善。 

7、公司提锂业务有哪些新技术、进展如何？ 

答：公司在碳酸锂生产的相关环节都有进行技术优化的研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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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首先，在锂矿的采选冶方面，公司依托先进材料国家工程中心

与中南大学合作，在洞采矿的选、冶技术上取得了良好进展，预期

该技术产业化应用后，锂云母精矿冶炼过程锂的浸出率提高 8%以

上；新工艺预计每万吨碳酸锂的渣量将减少 50%以上。其次，公司

在碳酸锂冶炼工艺上提出“改良硫酸法”，能在生产过程中实现提

锂尾渣的大幅降低和锂的综合提出率的提升，该技术正处于中试阶

段；以上新型技术的研发及后续应用对于公司构建锂电-储能产业

链闭环，实现锂资源的循环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将有力支撑公司的

碳酸锂业务成本控制。 

8、在目前碳酸锂市场竞争充分以及价格处于较低水平的情况

下，公司在锂电业务上的竞争优势有哪些？  

答：当前公司的碳酸锂自用率较高，碳酸锂工厂首期一万吨产

能已完成产能爬坡。在原材料方面，公司的生产原料来自于较高品

位的自有矿，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成本。同时，公司一直致力于在提

锂技术上不断优化，通过改良硫酸法、洞采矿选矿技术等多种技术

手段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尾渣量，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

另外，依托公司牵头组建的产业联合体和产业基金，将上游矿资源

升级为下游储能系统产品，提升公司锂电产业链及储能产业链的综

合竞争力。 

9、公司以泡沫镍为基材的电解水制氢材料产品何时打开下游市

场？ 

答：制氢材料相关产品公司已送样至多家下游企业，并得到了

良好的反馈，当前公司仍在寻求同公司发展战略一致、产业链可结

合的企业共同合作，研发更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在这方面我们计

划于年底之前推进中试线的搭建，明年将根据中试线的情况再打开

产业化的路线，我们需要快速融合我司同合作方在技术研发的优

势，加强产品体积功率密度、电流密度、产氢量等关键技术指标，

加强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同时推动制氢端降本速度，解决终端应

用的性能需求与经济性问题。 

10、目前泡沫镍产线上的情况怎么样，能否简单讲讲？ 

答：我们公司目前共有 142 条泡沫镍生产线，年产能大约 600

万平米，开年以来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

4 月中旬，为了缓解目前订单交付紧张的局面，我们计划在泡沫镍

车间再增加 36条生产线，以满足客户的交付需要。 

11、目前泡沫镍库存情况如何？下游订单增长情况同比（环比）

怎么样？ 

答：为了尽最大可能的缩短交付周期，基本都是当天生产当天

发货，所以库存基本在 1万平米以下；得益于我们最近几年在储能

领域用材料的技术创新及业务拓展，储能业务在今年实现快速增

长，例如，通过为客户的镍锌方形电池提供产品支持，在欧美市场

的数据中心备用电源领域实现规模应用。 

12、未来公司在镍领域有什么新动作、新计划？ 

答：首先，是不断通过技术创新与智能制造，提升镍产品的性

能和应用空间，通过构建新质生产力激发这一传统业务的发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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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公司发起成立的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是经国家发改

委批复成立的，聚焦先进储能技术与核心储能材料的国家级创新平

台。中心目前正围绕镍系、锂系、钠离子、液流等绿色二次电池、

燃料电池、电池关键材料、电池回收、储能系统的关键技术研究和

工程化开发，为构筑镍领域的新质生产力进行赋能。 

同时，基于应用场景的创新和延伸，发掘它的应用场景，打造

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例如，在航空冷链领域，我们助力客户

打造了主动式温控航空集装箱，在打破这一领域国际垄断还拓展了

产品的应用空间。 

公司也将基于技术创新与产品空间拓展，加快产品“出海”。

例如，通过为客户的镍锌方形电池提供产品支持，在欧美数据中心

备用电源市场实现应用；通过为客户的锌铁液流电池提供储能产

品，在电网储能和社区储能领域实现应用。同时在新型镍氢气电池、

超级电容电池、金属空气电池、制氢电极等新的应用场景取得突破，

实现了面向高确定性客户的样品打造或批量供应。 

13、储能方面的技术突破？ 

答：单一类型的储能已难以满足市场的要求，混合储能的需求

度和关注度正不断提升。为此公司创新推出了“镍氢+锂电”数智

混储系统，由高安全、宽温域、高功率密度的镍氢电池和高能量密

度的锂电混合组成，由数字孪生技术进行数字化管理。在数字孪生

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赋能下，科力远混储系统运用感知、计算、建

模、仿真等信息手段，对“发、输、配、用”进行全过程描述、辨

识、预测、诊断、决策，对镍氢锂电和锂电池组合在充放电过程中

的介入时机与深度进行动态化管理，确保混储组合始终以最佳工况

应对多变的供电侧电力波动，提升储能系统安全性，降低全生命周

期成本。 

国家能源局还发布了《新型储能试点示范项目名单》，在 56

个项目中混合储能独占 7个席位。2023年，工信部等六部委发布《关

于推动能源电子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广基于优势互补

功率型和能量型电化学储能技术的混合储能系统”。 

 

附件清单 无 

备注 
交流过程中，公司接待人员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沟

通，严格按照有关制度规定，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