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
港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行
业
研
究 

行
业
研
究
周
报 

 

电池产量再创新高 各派闪耀高工论坛 
——电气设备 

 

投资摘要： 

每周一谈：新型储能独立市场地位主体明确 

五月，中国动力电池产量达 35.6GWh，同比增长 157.9%。2022 年前五个月累

计产量达 165.1GWh，同比上涨 177.5%。其中铁锂电池累计产量占比和增速都

远高于三元（60.7% vs 39.1%；235.2% vs 119%）； 

动力市场方面，五月中国动力电池装车量为 18.6GWh，同比增长 90.3%；2022

年累计装车量 83.1GWh，同比翻倍，铁锂和三元占比分别为 58.9%和 40.9%。 

 新能源乘用车部分，市场青睐 400-600km 续航里程的车型，零售占比 58%；  

 续航里程在 600km 以内的车型中，三元电池的高能量密度优势无法凸显，磷

酸铁锂车型提供更多元的解决方案； 

 A00 级车型，磷酸铁锂的普及率更高，五个月 A00 级新能源车累计销量为

39 万辆，同比增长 53%。 

高工论坛如期举办，业内精英为续航、充电时长、安全、低温充电等行业痛点问

题提出了多元解决方案。 

 高镍化是正极体系的主要发展方向；高镍体系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提供里程

保障；已被应用在高镍材料在欣旺达的超级快充解决，亿纬锂能的 46 系电池，

中创新航也将无钴化作为其重要目标； 

 硅碳体系有望成为下一代负极材料，单质硅负极理论比容量 11 倍于石墨负极，

通过在传统人造/天然石墨负极体系内增加硅碳可以提高负极的克容量；硅碳负

极体积膨胀问题可以通过大圆柱结构有效限制； 

 正拓能源以包覆结构硅碳负极改善导电性的同时解决了体积膨胀问题，公司实

现 420mAh/g 硅碳负极的量产，年产值 2000 吨，而克容量达 450mAh/g 的下

一代产品正在研发中。 

投资策略 

随着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华东地区新能源产业的复产复工有序推进，碳酸锂需求

端将出现回暖，再次打开价格上行通道，重点关注相关上游企业如：川能动力

（000155）等；高镍化成为正极体系的发展方向，关注已在该领域形成较大产能

布局的振华新材（688707）。 

市场回顾 

电力设备行业本周跑赢大盘，涨幅为 4.41%，在申万 31 个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4；个股方面，电池版块涨幅前五个股分别为：先惠技术（24.62%），天赐材料

（23.78%），石大胜华（23.02%），容百科技（19.55%），当升科技（18.24%）；

跌幅前五个股分别为德瑞锂电（-1.63%），圣阳股份（-1.71%），博力威（-1.72%），

声光电科（-2.05%），长虹能源（-8.14%）。 

重要行业数据跟踪 

氢氧化锂的价格目前进入平台区，2022 上半年的均价为 33.5 万元每吨，相较

2021 全年均价上涨 194%； 2022 年 2 月起六氟磷酸锂价格开始下滑，当前价格

24.5 万元/吨，相较一年前变动-23%；镍和钴金属价格上半年的均价分别为 2.5

万美元和 49.1 万元每吨，较 2021 全年均价上涨 39%和 42%。 

风险提示 

下游需求释放不及预期；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 

 

 

评级 增持（维持） 

2022 年 06 月 19 日 

  

曹旭特 分析师 

SAC 执业证书编号：S1660519040001 

  
  
行业基本资料  

股票家数 292 

行业平均市盈率 39.65 

市场平均市盈率 12.49 
 
 
行业表现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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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周一谈：电池产量再创新高 各派闪耀高工论坛 

本周，根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统计数据，2022 年整个五月中国动力

电池产量达 35.6GWh，同比增长 157.9%。此外，高工锂电峰会如期在常州举办，

锂电池产业链的各地企业齐聚一堂，探讨行业前沿技术及发展策略。 

1.1 电池产量再创新高 

2022 年前五个月中国动力电池累计产量达 165.1GWh，同比上涨 177.5%。 

 其中，三元电池累计产量达 64.6GWh，同比增长 235.2%，占总产量的 39.1%；  

 铁锂电池累计产量达 100.3GWh，同比增长 235.2%，占总产量的 60.7%。 

动力市场方面，五月中国动力电池装车量为 18.6GWh，同比增长 90.3%；2022 年

累计装车量 83.1GWh，同比翻倍，铁锂和三元占比分别为 58.9%和 40.9%。 

 一方面，根据五月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数据，市场青睐 400-600km 续航里程

的车型，零售占比接近 58%；续航里程在该范围以内的车型中，三元电池的高

能量密度优势无法凸显，磷酸铁锂车型提供更多元的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对于成本更为敏感的 A00 级车型，磷酸铁锂的普及率更高，目前新

能源车型在 A00 级别车型的渗透率达到了 24%；2022 年前五个月 A00 级新

能源车累计销量为 39 万辆，同比增长 53%。 

图1：2022 年五月不同续航里程新能源乘用车销售占比  图2：2022 年五月三元和铁锂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数据 

 

 

 
资料来源：汽车电子设计，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汽车电子设计，申港证券研究所 

1.2 高工论坛常州落幕 动力新锐星光璀璨 

2022 年六月下旬的高工锂电峰会，锂电产业链各家企业为解决续航、充电时长、安

全、低温充电等行业痛点问题分享了多元解决方案，为迎接 TWh 时代提速。 

高镍化成为正极体系重要发展方向。 

 高镍体系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面向中高端市场，为新能源车提供里程保障； 

 欣旺达的 BEV 超级快充电池解决方案亦采用了高电压低钴正极，2C 和 4C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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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池分别将在 2022 年 Q3 和 2023 年 Q1 量产； 

 中创新航已将其三元电池的钴含量降低至 7%，并向 5%甚至 3%推进，高镍体

系能量密度做到了 350Wh/kg； 

 亿纬锂能则认为高镍化会成为 46 系大圆柱正极体系的一个重要方向，大圆柱

具备定向泄压的防爆阀，不易热失控，与热稳定性相对较差的高镍材料形成互

补。 

硅碳体系有望成为被广泛应用的下一代负极材料。传统人造/天然石墨负极材料容

量的开发已经接近极限，单质硅负极理论比容量比石墨负极高 11 倍，通过在体系

内增加硅碳可以提高负极的克容量。 

 硅碳负极存在充放电过程中体积发生膨胀的问题，而大圆柱电池的刚性外壳可

以有效限制体积的膨胀； 

 此外，正拓能源以多孔硅为原料，采用有机物热解的碳材料形成包覆硅碳结构，

改善材料导电性的同时解决了体积膨胀问题，产业化方面公司已经实现了

420mAh/g 硅碳负极的量产，年产值 2000 吨，而克容量达 450mAh/g 的下一

代产品正在研发中。 

2. 行业市场行情回顾 

电力设备行业本周涨幅为 4.41%，在申万 31 个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4。 

图3：本周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2022.6.13-2022.6.17）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电力设备行业本周跑赢大盘。本周沪深 300、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的涨

幅分别为 1.65%，0.97%，2.46%和 3.94%。 

在细分版块中，风电设备以 7.44%的涨幅排名版块第一，光伏设备、电网设备、其

他电源设备、电池和电机版块涨跌幅分别为 0.98%，2.88%，2.28%，7.26%和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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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四大指数涨跌幅（2022.6.13-2022.6.18）  图5：电力设备版块涨跌幅（2022.6.13-2022.6.18）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个股方面，电池版块涨幅前五个股分别为：先惠技术（24.62%），天赐材料（23.78%），

石大胜华（23.02%），容百科技（19.55%），当升科技（18.24%）；跌幅前五个股分

别为德瑞锂电（-1.63%），圣阳股份（-1.71%），博力威（-1.72%），声光电科（-2.05%），

长虹能源（-8.14%）。 

图6：电池版块涨幅前五（2022.6.13-2022.6.18）  图7：电池版块涨跌幅后五（2022.6.13-2022.6.18）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 行业重要数据跟踪 

根据部分锂离子电池企业，如亿纬锂能和宁德时代公布的 2022 第一季度财报数据，

电池厂的出货量和营收虽然同比出现较大增长，但是上游原材料的大幅涨价，使得

电池企业的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盈利能力出现大幅下滑。其中，锂源（碳酸锂、

氢氧化锂）、电解液和镍、钴等金属的波动需要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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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氢氧化锂价格走势  图9：六氟磷酸锂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氢氧化锂的价格在年初的大幅上涨之后，目前进入平台区，2022 上半年的均价

为 33.5 万元每吨，相较 2021 全年均价上涨 194%。 

 六氟磷酸锂在电解液成本的占比较大，2022 年 2 月起六氟磷酸锂价格开始下

滑，当前价格 24.5 万元/吨，相较一年前变动-23%。 

图10：金属镍价格走势  图11：金属钴材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镍金属价格在 2022 年二月末迅速上涨之后出现回落，2022 上半年的均价为

2.5 万美元每吨，相较 2021 全年均价上涨 39%。 

 钴金属价格在过去一年呈现缓慢上涨态势，2022 年五月中旬出现回落，2022

上半年的均价为 49.1 万元每吨，相较 2021 全年均价上涨 42%。 

4. 风险提示 

下游需求释放不及预期；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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