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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观点： 

 核心观点：建议关注显示材料。本周长江显示材料指数上涨 3.91%，

本月下跌0.58%；其中，有机发光材料用于将电子和空穴结合转换成

光源，80%用于 OLED，在  OLED 面板成本中占比约 12%，实现应

用的纯度要求在 6~8N以上，是显示面板产业链中技术壁垒最高的领

域之一。需求端，手机、笔记本、电视等领域在苹果、三星、小米

等头部企业带动下，OLED高端显示屏渗透率持续提升，同时国内防

疫政策优化、宏观经济水平复苏，今年消费电子或将重回正增长，

微显示器、XR（AR、VR、MR）、手表等终端应用场景的打开也将

成为 OLED 屏的新增长极。供应端，目前全球有机发光材料生产专

利技术仍被德美日韩的少数厂家垄断，特别是高纯度要求的终端发

光材料，国产化率低，国内头部企业正逐步从前中端材料向终端升

华提纯和蒸镀技术突破，美国政府限制向中国出口高端显示材料和

设备或将加快国内相关企业市场份额的提升。建议关注强化后端发

光材料产能布局、积极拓展蒸镀等高技术壁垒环节的头部企业。 

 锂：需求暂未回暖，价格延续跌势。供应端，本周碳酸锂、氢氧化锂

供应量继续减少，虽然盐湖产量有所提升，但受市场需求影响，江

西、四川等部分厂家减产明显。需求端，近期上海、深圳、湖北等地

陆续推出燃油车促销政策，较大的优惠力度或将对新能源电动车需求

带来新的冲击，上游材料厂、锂盐厂在价格和销量方面也或将承压。

受 2022 年末补贴全面退坡引起的抢装潮和汽车销售淡季影响，23年

一季度终端新能源汽车市场表现较为疲软，导致动力电池产量也呈下

行趋势，沿产业链向上传导，锂盐需求表现略显疲软；叠加 2023 年

下半年全球锂资源或将迎来一波较大产能的释放，因此目前市场对锂

盐价格的走势预期较为悲观，但受到环境、政策等因素影响，部分项

目或不及预期，具体需重点关注 2023Q2 终端需求的恢复情况和

2023Q3 全球核心锂资源供应商的产能实际释放情况。   

 钴镍：终端需求暂无增量，钴盐价格有所回落。本周硫酸钴价格周降

0.1 万元/吨，产量较上周上涨。本周硫酸钴需求暂无增量，继续消耗

原料库存为主。短期由于国内钴中间品价格稳中上调，原料成本小幅

上行支撑钴盐价格，但全年供给过剩的局面仍难改变。价格不断下

调，硫酸镍企业考虑减产。本周镍价下行趋势不改，纯镍价对硫酸镍

价格支撑走弱，部分企业在市场行情不佳情况下或考虑减产，短期库

存有望小幅下行，但后续印尼镍矿供应将释放，全年镍供应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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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土磁材：年内第一批稀土开采指标下发，本周稀土价格整体小幅上涨。本周周初因下游磁材厂需求少量释放，稀土价格有

所回暖。供应端， 2023 年第一批稀土开采指标为 120000 吨，同比增幅较去年放缓；其中中重稀土 10943 吨，同比减少

4.8%。国内稀土资源严控的政策导向持续，稀土战略价值或进一步凸显。需求端短期仍处于下游复苏进程，长期来看随着电

梯、家电、机器人等终端逐步回暖，新能源汽车、风电、工业领域用稀土永磁电机市场渗透率逐渐提升，全年需求或仍维持

较高增速，2023 年稀土价值中枢有望进一步抬升。 

 碳纤维：供应维稳运行，需求表现低迷。原料端，本周丙烯腈价格小幅下跌，供应量下调，行业库存压力仍存。供应方面维

持稳定，需求方面表现相对低迷，终端市场需求缓慢释放，风电行业持续秉持降本增效的态度，压价态度不变。长期来看，

随着风电领域的逐渐起量，碳纤维的供需结构预期将有所改善，其中，体育器材厂在去年年终停工较为严重，预计今年全年

需求将回暖；制备单晶硅等所需的热场材料碳碳复材需求持续旺盛；今年海上风电装机需求有望开启新的高增速，加上风机

大型化趋势下，对风电叶片用材强度和质量要求更高，碳纤维材料有望加速渗透入风电领域。 

 EVA&POE树脂：货源供应稳定，市场价格震荡运行。本周国内 EVA市场价格为 17466元/吨，较上周价格下降 224元/吨，

整体小幅下降，POE 价格维稳。供应方面，本周国内 EVA 生产企业装置均正常运行，货源供应稳定。需求端，下游光伏级

EVA 需求尚可，产量围绕刚需跟进，库存缓慢消化中。 趋势预判：硅料供需结构改善带来光伏产业高景气度，EVA 和 POE

胶膜或将成为光伏上游瓶颈辅材，厂家根据需求调整排产计划，光伏级 EVA 树脂可能出现阶段性短缺，但长期来看，我国

EVA 供应增量释放在即，全年整体供应量将相对充足；POE 受限于茂金属催化剂和高碳α-烯烃技术难突破，国内当前无法

量产，供应将持续性短缺，价格或将高位维稳。新型N型电池加速迭代，POE胶膜性能更优，和新型电池适配性更好，未来

有望持续渗透，因此我们认为 2023-2024 年国内 POE 粒子供需格局将维持紧俏，终端市场高增或将推动原料光伏级树脂价

格波动上行。 

 投资建议：能源金属，建议关注受益碳中和，动力电池及储能带动下需求较快增长的能源金属龙头企业：赣锋锂业、华友钴

业、天齐锂业、盛新锂能、永兴材料。小金属：1）稀土：受益于新能源汽车、风电、工业电机、工业机器人等终端市场需

求高增，叠加我国作为稀土资源强国，集中管理稀土供应，产业集中化格局逐步清晰化，稀土原料和稀土磁材价格中枢有望

进一步抬升，建议关注拥有稀土原料配额的龙头企业：中国稀土、北方稀土。2）钼：受海外供给地突发事件因素影响，全

球钼矿产量出现下滑，新增供应量有限，叠加开年下游钢铁企业集中招投标，需求增加进一步推涨钼价，建议关注拥有钼精

矿的龙头企业：洛阳钼业、金钼股份。3）锑：全球锑资源稀缺，我国锑矿高度依赖进口，在终端光伏和液体电池、军用战

斗机等的需求刺激下，锑精矿或将打开新增长极，价格中枢有望进一步上移，建议关注龙头企业：锡业股份、兴业矿业。化

工新材料：1）碳纤维：风机大型化趋势明朗、海上风电项目正加速落地，具备强度高、质量轻、弹性模量佳等优良力学性

能的碳纤维应用于风电叶片增强材料和碳梁，有望持续渗透，建议关注原丝和碳纤维龙头企业：吉林碳谷、中复神鹰、光威

复材。2）POE光伏胶膜：光伏市场持续高景气度，新型 TOPCon、HJT、钙钛矿光伏电池正加速渗透，辅材 POE类胶膜性

能优异，与新型电池更适配，渗透率有望不断提升，建议关注积极布局 POE 的光伏胶膜龙头企业：福斯特、海优新材、赛

伍技术。3）POE树脂：受限于茂金属催化剂和高碳α烯烃的高技术壁垒，国内尚无法量产原料 POE树脂，供应或将持续性

紧缺，率先布局 POE 树脂的企业将在后续放量过程中充分受益。建议关注具备原料烯烃生产经验、并已率先进入 POE 粒子

中试阶段的头部企业：万华化学、卫星化学、荣盛石化、东方盛虹。 

 风险提示：1）终端需求增速不及预期。若终端新能源汽车、储能、光伏、风电装机需求增速放缓，不及预期，上下游博弈

加剧，中上游材料价格可能承压。2）供应释放节奏大幅加快。3）地缘政治扰动原材料价格。4）替代技术和产品出现。5）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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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材料指数&基金行情概览 

新材料指数整本周有所回升，截至 2023 年 3 月 24 日，本周收于 4356 点，较上周上升 1.5%；同期，沪深 300 指数较上周

上升 1.7%。本周新材料指数略跑输大盘。 

新材料代表性基金表现情况：随着国内经济逐渐复苏，下游需求端有望逐步修复，叠加部分材料库存从 22 年四季度以来不

断去化，预期 23 年上半年新能源新材料价格或将呈现回暖走势。从相关基金走势来看，年后新材料相关普通股票型基金和

被动指数型基金净值较年前已小幅上调。  

图表1 新材料指数累计涨跌幅 
 

图表2 新材料和沪深 300指数涨跌幅对比 

 

 
指数名称 沪深 300 指数 新材料指数 

收盘价 4027 4356 

周变动（%） 1.7 1.5 

月变动（%） -1.0 -4.8 

年变动（%） 4.0 1.0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3 新材料相关普通股票型基金和被动指数型基金表现 

基金名称 管理人 类型  规模(亿元) 最新涨跌幅 近 1 月变动 年变动  

嘉实新能源新材料 A 嘉实基金 普通股票型 37.94 -- -6.92% -25.87% 

工银瑞信新材料新能源行业 工银瑞信 普通股票型 16.46 -- -3.58% -7.98% 

国泰中证新材料主题 ETF 国泰基金 被动指数型 2.18 -0.43% -5.50% -18.29% 

建信中证新材料主题 ETF 建信基金 被动指数型 0.90 -0.15% -5.51% -19.12% 

平安中证新材料 ETF 平安基金 被动指数型 0.44 -0.27% -4.51% -17.46%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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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能源金属：锂、钴、镍 

2.1 数据跟踪 

价格和盈利方面：锂盐价格继续下跌。本周锂精矿价格 4800美元/吨，较上周下降 210美元/吨，电碳价降 27500元/吨，电

氢价下降 20500 元/吨。电碳周内毛利降 18047 元/吨至 9.40 万元/吨，电氢周内毛利增加 6379 元/吨至 14.79 万元/吨；本

周，磷酸铁锂毛利约 6278 元/吨，较上周小幅下降，三元毛利约 5867 元/吨，较上周小幅下降。 

供给方面：原料端，天气转暖，青海盐湖端生产产量有所增加，但受市场影响，江西、四川等部分厂家减产情况明显。需

求方面，本周碳酸锂市场行情并无变化，仍以刚需采购为主。本周，国内碳酸锂周内产量约 7313 吨，较上周环比减少 159

吨。需求方面：2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有所回暖，但正极厂家开工保持相对较低水平，原料消耗量略显不足，整体需求不

足。本周，磷酸铁锂产量减少 440 吨，开工率约 63%；三元材料产量增加 280 吨，开工率约 56%。 

图表4 本周锂精矿价格下降 210 美元/吨、电碳价降 27500 元/吨、电氢价降 20500 元/吨 

 

资料来源：SMM，百川盈孚，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5 碳酸锂库存增 35吨,氢氧化锂库存降 32 吨  图表6 本周碳酸锂毛利环比降低 1.80 万元/吨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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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 锂盐周度产量和开工率变动  图表8 正极材料周度产量和开工率变动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9 锂相关产品价格变化 

品种 主要指标 单位 当期值 周环比 月环比 年同比 

锂精矿 6% CIF 中国 平均价 美元/吨 4800.0 -4.2% -11.6% 65.8% 

碳酸锂 碳酸锂 99.5%电:国产 万元/吨 27.5 -12.1% -34.1% -45.3% 

氢氧化锂 
56.5%国产电池级微粉型氢氧化

锂均价 
万元/吨 38.0 -5.1% -16.8% -23.9% 

三元正极 622 型 镍:钴:锰=8:1:1 全国 万元/吨 28.0 -9.7% -16.5% -26.7% 

三元正极 811 型 镍:钴:锰=6:2:2 全国 万元/吨 32.8 -8.1% -12.5% -19.8% 

磷酸铁锂 动力电池正极:全国 万元/吨 11.4 -8.8% -21.4% -32.5% 
 

资料来源：SMM，百川盈孚，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10 2023 年 2 月国内动力电池产量 41.5GWh 
 

图表11 2023 年 2 月国内动力电池产量环增 47.2%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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钴：钴盐价格与上周持平。本周，钴精矿价格维稳，钴中间品价格同步上升。国内硫酸钴产量增 15 至 769 吨，库存减少 8

吨至 264 吨，本周，硫酸钴价格维稳，产量有所增加。 

图表12 硫酸钴价格下降 1000 元，钴精矿 9.8$/磅                 
 

图表13 硫酸钴产量 799 吨，库存增 10 吨至 274吨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平安证券研究所 

 镍：电池级硫酸镍周降 500 元至 38100 元/吨，原料方面，MHP(NI≥34%)镍成交系数运行在 73-75 折，高冰镍(NI≥40%)镍

折扣系数运行在 77-83 折，镍盐生产成本仍在高位。本周企业出货量不多，下游正极材料和电芯产量仍然处于低位，整体市

场开工情况不佳，终端对原料端的采购并没有增加。 

图表14 本周硫酸镍价格下降 500 元至38100 元/吨 
 

图表15 本周硫酸镍产量 1.89 万吨，库存 0.60 万吨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16 钴、镍主要品种价格变化 

品种 主要指标 单位 当期值 周环比 月环比 年同比 

钴精矿 CIF 中国均价 美元/磅 9.8 0.0% -12.5% -69.6% 

钴中间品 CIF 中国均价 美元/磅 9.7 0.0% 12.9% -72.2% 

硫酸钴 电池级市场均价 万元/吨 4.2 0.0% 5.0% -65.7% 

硫酸镍 电池级全国高位 万元/吨 3.8 -1.3% -4.4% -22.2%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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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市场动态 

欧盟清洁能源提案目标：确保镍钴锂硅稀土等关键原材料供应。全球绿色能源补贴战愈演愈烈，欧洲推出最新绿色工业刺

激计划。3 月 16 日，欧盟官网正式发布绿色工业计划的两大基石《净零工业法》和《欧洲关键原材料法案》提案，旨在确

保欧盟在全球绿色工业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具体来看，欧盟设定了一个目标，即计划到 2030 年将光伏和电池等关键绿

色工业的本土产能提高到 40%。（SMM，3/24） 

雅宝计划投资南卡莱罗纳州锂超级 FLEX 设施。美国雅宝计划投资南卡莱罗纳州锂超级 FLEX设施，初步投资金额至少 13

亿美元，以满足美国乃至全球电动汽车和锂电池需求。（SMM，3/24） 

云南将对锂电材料等行业专项整治。3月 20 日，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向云南各州、市应急管理局，各有关中央驻滇和省属企

业印发了《云南省新能源行业领域产业链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此次整治工作以光伏产业

和锂电池材料生产制造等企业为重点，重大隐患整改不到位将依法停产整顿。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正在与当地一些重点锂电

企业沟通协调，制定安全生产标准，草案或在今年下半年出台。（旺材钴锂镍，3/24） 

 

2.3 产业动态 

澳大利亚 Core Lithium Ltd.与四川雅化集团锁定额外的锂辉石销售协议。据彭博方面消息，澳大利亚 Core Lithium Ltd.与

四川雅化集团锁定额外的锂辉石销售协议。（SMM，3/24） 

雅化集团：李家沟锂矿项目预计今年内可以为公司提供一定数量的锂矿。雅化集团在互动平台表示，李家沟锂矿项目预计

今年内可以为公司提供一定数量的锂矿，具体时间以产品实际产出为准。（SMM，3/24） 

宁德时代：江西锂资源项目正按计划推进 预计今年将实现量产。宁德时代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公司江西锂资源项目正在

按计划推进中，预计今年将实现量产。同时，公司目前已持有斯诺威公司 100%股权。（SMM，3/24） 

大众汽车计划投资矿山，并成为全球电池供应商。大众汽车董事会成员 Thomas Schmall 表示，大众汽车计划投资矿山以

降低电池成本，满足自身需求的一半，并出售给第三方客户。大众希望其电池部门 PowerCo 成为全球电池供应商，而不仅

仅是满足大众汽车自己的生产需求。（SMM，3/24） 

亿纬锂能联合恩捷股份共设锂业公司。近日，云南亿捷锂业有限公司成立，经营范围包含：矿物洗选加工；常用有色金属

冶炼；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等。（SMM，3/24） 

 

2.4 上市公司公告 

华友钴业：前景锂矿 Arcadia 锂矿开发项目全部产线已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工作。 

公司公告，前景锂矿Arcadia锂矿开发项目全部产线已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工作，并投料试生产，成功产出第一批产品，该项

目建成达产后，将具备原矿处理规模达到 1.5 万吨/天，折合年产约5 万吨碳酸锂当量资源量产能。（公司公告，3/21） 

永兴材料：2022 年净利同比增长 612.42% 锂电业务业绩实现大幅增长。 

永兴材料公告，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5.79 亿元，同比增长 116.39%；归母净利润 63.2 亿元，同比增长 612.42%；

基本每股收益 15.59 元。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并派发现金红利 50 元（含税）。报告期内，公司锂电业务业

绩实现大幅增长。公司实现碳酸锂销量 1.97 万吨，同比增长 75.47%。（公司公告，3/21） 

藏格矿业：拟以现金 6亿元人民币收购西藏国能矿业 5%股份 

藏格矿业公告，公司作为合伙人的藏青基金“拟以现金 6 亿元人民币收购西藏国能矿业 5%股权”。（公司公告，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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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金属：稀土、钨、钼、锑 

3.1 数据跟踪 

图表17 稀土永磁材料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18 风力电机用稀土永磁材料价格走势 

分类 品种 主要指标 当期值 周环比 月环比  年同比  

轻稀土 

氧化镨 全国（万元/吨） 56.0 -2.6% -18.2% -44.6% 

氧化钕 全国（万元/吨） 59.5 0.0% -22.2% -42.8% 

氧化镨钕 全国（万元/吨） 55.8 0.0% -19.1% -44.0% 

氧化镨钕 北方稀土（万元/吨） 64.2 0.0% -0.1% -21.3% 

中游材料 毛坯烧结钕铁硼 N35 全国（万元/吨） 18.3 0.0% -5.7% -37.6% 

重稀土 
氧化铽 全国（万元/吨） 975.0 -1.0% -24.4% -29.3% 

氧化镝 全国（万元/吨） 199.0 1.0% -11.2% -30.2%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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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9 本周锑精矿 7.05 万元/吨，氧化锑 7.25 万元/吨 
 

图表20 本周钼精矿 3835 元/吨，钼铁 24.5 万元/吨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21 本周钨丝 428 元/公斤，钨精矿 11.70 万元/吨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平安证券研究所 

 

3.2 市场动态 

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关于下达 2023 年第一批稀土开采、冶炼分离总量控制指标的通知。2023 年第一批稀土开采、

冶炼分离总量控制指标分别为120000吨、115000吨。其中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获得 28114吨岩矿型轻稀土、7434吨离

子型中重稀土、33304冶炼分离产品指标；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得80943吨岩矿型轻稀土、73403

吨冶炼分离产品指标；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获得 1966 吨离子型中重稀土、2256 吨冶炼分离产品指标；广东省稀土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获得 1543吨岩矿型稀土、6037吨冶炼分离产品指标（其中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获得 2055吨冶炼

分离产品指标）。（中国稀土行业协会，3/24） 

 

3.3 产业动态 

2022 年中国稀土矿产量 21.0 万吨。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公布数据显示，从全球储量来看，2022 年全球稀土资

源总储量约为 1.30 亿吨，中国储量为 4400 万吨（占比 35.01%）。全球产量来看，2022 年全球稀土矿产量为 30 万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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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产量为 21.0 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 70%。（SMM稀土，3/24） 

 

3.4 上市公司公告 

洛阳钼业：发布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29.91 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 60.67 亿元，同比增长 18.82%，再创新高；2022 年公司主要产

品产量均超额完成年度任务目标，公司加快资源优势向产能优势、经济优势转化。（公司公告，3/18） 

 

四、 化工新材料：碳纤维、EVA&POE 树脂 

4.1 数据跟踪 

图表22 本周原油 69.96 美元/桶，丙烯腈 1.05 万元/吨 
 

图表23 碳纤维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24 本周碳纤维产量 1052.08 吨，库存量 2160 吨，毛利为 16144 元/吨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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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5 EVA树脂价格走势 
 

图表26 本周 EVA产量 39987 吨，库存 19843 吨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27 POE树脂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平安证券研究所 

 

4.2 市场动态 

山东东明县行政审批局发布了东明盛海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烯烃新材料科技示范工程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批前公示。东

明县烯烃新材科技示范工程项目，占地1600亩，计划总投资116亿元，采用巴赛尔、雷普索尔、尤尼维因等公司的先进技

术，主要建设年产 40 万吨全密度聚乙烯(FDPE)、40 万吨高密度聚乙烯(HDPE)、35 万吨聚丙烯(PP)、20 万吨乙酸乙烯共

聚物(EVA)、20万吨/45万吨环氧丙烷/苯乙烯(PO/SM)等 5套装置，生产全密度聚乙烯、聚丙烯等高端烯烃新材料，包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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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茂金属聚乙烯专用料、高端聚乙烯注塑专用料、多峰聚乙烯薄膜专用料和高性能聚乙烯管材专用料。（化工新材料，

3/22） 
 

4.3 产业动态 

山西安泰：拟建设年产 6000 吨的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根据发布的《山西省晋中市 2023 年 3 月最新拟在建工程项目汇

总》，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6000 吨高性能碳纤维项目名列其中。在今年的 1 月份，由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主导的 6000 吨/年高性能碳纤维项目在相关平台进行了审批公示，根据公示内容：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 6000 吨/年高

性能碳纤维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晋中市介休市义安镇安泰工业园区。（碳纤维及复合材料技术，3/20） 

京博石化 60万吨/年高性能聚丙烯树脂及配套项目正式建成投产。近日，京博石化 60万吨/年高性能聚丙烯建成投产暨产品

上市仪式在山东淄博成功举行。此前，道恩集团在京博石化的首单竞拍活动中中标，获得京博石化首单 1010 吨聚丙烯产品，

达成双方的首单合作。（聚烯烃人，3/20） 

上海化工研究院 3 万吨/年淤浆环管连续法超高分子量聚乙烯项目投产。3 月 23 日，2023 中国·濮阳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材

料产业技术创新峰会暨上海化工研究院 3 万吨/年淤浆环管连续法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装置投产仪式顺利举行。该项目投产标

志着上海化工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创连续法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淤浆环管成套工艺技术实现重要突破，将为更高品质的

超高纤维、锂电池隔膜以及熔融纺丝专用树脂的产业化和产品迭代升级发挥关键作用。（化工新材料，3/24） 

 

4.4 上市公司公告 

万华化学：发布 2022 年年度报告 

2022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55.65 亿元，同比增长 13.76%，但归母净利润为 162.34 亿元，同比下滑 34.14%。整体来

看，万华化学化工业务毛利率为 16.57%，同比下降了 9.89 个百分点。其中，聚氨酯系列产品的毛利率为 24.45%，同比下

降了 10.62 个百分点，石化系列产品的毛利率为 3.74%，同比下降了 13.35 个百分点。（公司公告，3/21） 

中复神鹰：发布 2022 年年度报告 

报告披露 2022年中复神鹰营业收入19.95亿元，同比增加 70.00%；归母净利润 6.05亿元，同比增加117.09%。同期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达到 8.35 亿元，同比增加 177.63%。在此基础上，中复神鹰基本每股收益达到 0.69 元，较 2021

年增加 97.14%。（公司公告，3/22） 

卫星化学：与 SK致新就EAA二期项目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卫星化学全资子公司嘉兴山特莱投资有限恐公司与爱思开致中国有限公司（SK）在江苏连云港徐圩新区签署《合作谅解备

忘录(EAA 二期)》，由双方对中韩科锐新材料（江苏）有限公司进行增资，以共同建设、运营生产规模为 4 万吨/年的 EAA

装置项目。（公司公告，3/23） 

中自科技：拟进军碳纤维复合材料领域 

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公司开展新业务的公告，公司拟进军碳纤维复合材料领域，开展高性能复合材料及其结构

件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以推动公司业务向新材料领域进一步延伸，丰富公司的产品布局，提高公司盈利水平，提高公司

核心竞争力。根据公告，公司新业务项目名称为“复杂高性能复合材料结构件研发及制造项目”，该项目将由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川中自新材料有限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开展实施。（公司公告，3/23） 

诚志股份：发布 2022 年年度报告 

发布 2022 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717,284,386.82 元，同比下滑 3.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2,879,612.83 元，同比下滑94.76%。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358,588,166.91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7,666,233,214.30 元。（公司公告，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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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投资建议 

能源金属：建议关注受益碳中和，动力电池及储能带动下需求较快增长的能源金属龙头企业：赣锋锂业、华友钴业、天齐

锂业、盛新锂能、永兴材料。 

小金属：1）稀土：受益于新能源汽车、风电、工业电机、工业机器人等终端市场需求高增，叠加我国作为稀土资源强国，

集中管理稀土供应，产业集中化格局逐步清晰化，稀土原料和稀土磁材价格中枢有望进一步抬升，建议关注拥有稀土原料

配额的龙头企业：中国稀土、北方稀土。2）钼：受海外供给地突发事件因素影响，全球钼矿产量出现下滑，新增供应量有

限，叠加开年下游钢铁企业集中招投标，需求增加进一步推涨钼价，建议关注拥有钼精矿的龙头企业：洛阳钼业、金钼股

份。3）锑：全球锑资源稀缺，我国锑矿高度依赖进口，在终端光伏和液体电池、军用战斗机等的需求刺激下，锑精矿或将

打开新增长极，价格中枢有望进一步上移，建议关注龙头企业：锡业股份、兴业矿业。 

化工新材料：1）碳纤维：风机大型化趋势明朗、海上风电项目正加速落地，具备强度高、质量轻、弹性模量佳等优良力学

性能的碳纤维应用于风电叶片增强材料和碳梁，有望持续渗透，建议关注原丝和碳纤维龙头企业：吉林碳谷、中复神鹰、

光威复材。2）POE 光伏胶膜：光伏市场持续高景气度，新型 TOPCon、HJT、钙钛矿光伏电池正加速渗透，辅材 POE类

胶膜性能优异，与新型电池更适配，渗透率有望不断提升，建议关注积极布局 POE 的光伏胶膜龙头企业：福斯特、海优新

材、赛伍技术。3）POE 树脂：受限于茂金属催化剂和高碳α烯烃的高技术壁垒，国内尚无法量产原料 POE 树脂，供应或

将持续性紧缺，率先布局 POE 树脂的企业将在后续放量过程中充分受益。建议关注具备原料烯烃生产经验、并已率先进入

POE 粒子中试阶段的头部企业：万华化学、卫星化学、荣盛石化、东方盛虹。 

 

六、 风险提示 

1、 终端需求增速不及预期。若终端新能源汽车、储能、光伏、风电装机需求增速放缓，不及预期，上下游博弈加剧，中上游材

料价格可能承压。 

2、 供应释放节奏大幅加快。受政策和利润驱使，新材料企业持续大规模扩产，长期可能造成供过于求的情况，市场竞争激烈，

导致行业和相关公司利润受到影响。 

3、 地缘政治扰动原材料价格。受海外政治经济局势较大变动的影响，原材料价格波动明显，进而可能影响中游材料生产企业的

业绩表现。 

4、 替代技术和产品出现。新材料作为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迭代时有发生，若企业无法及时跟上产品的更新进程，可能造成业绩

大幅下滑、产品滞销的情况。 

5、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材料生产加工过程中易引发安全事故，重大事故的发生导致开工延缓、产量缩减、价格上升，进而影响

产业链上企业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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