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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看点 

⚫ 7 月主要车企销量环比继续提升 

⚫ 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榜：宁德时代独占鳌头 

⚫ 2022H1 中国锂电负极材料出货 54 万吨 

⚫ 上半年全国锂电池产量超过 280GWh，同比增长 150% 

⚫ 上半年全国新增 130 万台充电桩 

⚫ 比亚迪（002594.SZ）：7 月销量达 16.2 万辆，环比增长 22% 

 

⚫ 锂电材料价格 

⚫ 钴产品：电解钴（31.50 万元 /吨， -5.97%）；四氧化三钴（22.5 万元 /吨，

0.00%）；硫酸钴（5.6 万元/吨，-5.86%）； 

⚫ 锂产品：金属锂（297.0 万元/吨，0.00%）；碳酸锂（47.2 万元/吨，0.21%），氢

氧化锂（46.8 万元/吨，0.00%）； 

⚫ 镍产品：电解镍（18.1 万元/吨，-0.82%），硫酸镍（4.2 万元/吨，2.31%）； 

⚫ 中游材料：三元正极（523动力型 32.6万元/吨，0.00%；622单晶型 35.6万元/吨，

0.00%；811 单晶型 38.1 万元/吨，0.00%）；磷酸铁锂（15.2 万元/吨，1.07%）；

负极（人造石墨（310-320mAh/g）3.6 万元 /吨，0.00%；人造石墨（330-340 

mAh/g）5.6万元/吨，0.00%；人造石墨（340-360mAh/g）7.3万元/吨，0.00%）；

隔膜（7+2μm 涂覆 2.6 元/平，0.00%；9+3μm 涂覆 2.2 元/平，-0.00 %）；电解

液（铁锂型 6.3 万元/吨，0.00%；三元型 6.9 万元/吨，0.00%；六氟磷酸锂 26.8 万

元/吨，0.00%） 

 

 
⚫ 7 月主要 9 家车企交付量合计 25.8 万辆，环比增长 10%。其中比亚迪销量 16.2 万

辆，环比继续增长 22%，新势力蔚小理环比下降，哪吒零跑等二线新势力迎头赶

上，考虑到 7 月特斯拉上海产线改造，预计 7 月整体销量在 55 万辆上下，环比 6 月

持平，预计 7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继续超预期。 

⚫ 我们认为电动车每月均超预期的主要因素是市场对消费者对电动车产品力进步的感

知判断落后，同时过于担忧短期宏观环境、补贴变化和其他负面影响。电动车成为

消费者购车首选是自身产品力持续进步的结果，不以短期扰动因素为转移。我们判

断下半年电动车高增速基本确定，月度销量陆续突破 70 万和 80 万辆。  

⚫ 锂电中游板块前期市场担忧明年增速，但股价短期调整后当前估值已完全能匹配明

年增速，此外中游公司业绩确定性高、技术变化（催化）多，当前配置角度具有较

高赔率和性价比；方向上建议关注两条主线，一是高业绩确定性、低估值的材料头

部公司，二是关注有边际变化、隐含估值较低的公司。综上，电池环节建议关注宁

德时代(300750，买入)、 鹏辉能源(300438，买入)；中游材料建议关注当升科技

(300073，买入) 、星源材质(300568，买入) 、华友钴业(603799，买入) 、恩捷股份

(002812，未评级)、杉杉股份(600884，未评级)。 

风险提示 

⚫ 补贴退坡，新能源汽车销售不及预期；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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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主要车企销量环比继续提升 

  

 

看好（维持） 

 

 

终端需求持续向上，新技术突破在即 2022-07-26 

六氟磷酸锂价格触底，龙头企业盈利趋

稳，市场份额有望持续提升 

2022-06-30 

行业旺季开启，新技术更新纷至沓来 2022-06-28 

宁德时代发布麒麟电池，行业景气度持续

向上 

2022-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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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观点 

 

● 7 月主要 9 家车企交付量合计 25.8 万辆，环比增长 10%。其中比亚迪销量 16.2 万辆，环比继

续增长 22%，新势力蔚小理环比下降，哪吒零跑等二线新势力迎头赶上，考虑到 7 月特斯拉上海

产线改造，预计 7月整体销量在 55万辆上下，环比 6月持平，此前乘联会预计 7月新能源乘用车

销量 45 万辆，加上商用车销量，不超过 50 万辆。预计 7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继续超预期。 

 

● 我们认为电动车每月均超预期的主要因素是市场对消费者对电动车产品力进步的感知判断落后，

同时过于担忧短期宏观环境、补贴变化和其他负面影响。电动车成为消费者购车首选是自身产品

力持续进步的结果，不以短期扰动因素为转移。我们判断下半年电动车高增速基本确定，月度销

量陆续突破 70万和 80万辆，同时明年电动车销量有望继续超预期（当前主流声音 23年销量 850-

900万辆，预计超过 1000万辆），叠加中报行情，整个板块将迎来第二成长期。本轮行情我们判

断主流标的将发力，原因是业绩确定性强，经过 7-8 月的调整之后，估值较低，建议配置主赛道

核心龙头。 

 

● 锂电中游板块前期市场担忧明年增速，但股价短期调整后当前估值已完全能匹配明年增速，此

外中游公司业绩确定性高、技术变化（催化）多，当前配置角度具有较高赔率和性价比；方向上

建议关注两条主线，一是高业绩确定性、低估值的材料头部公司，二是关注有边际变化、隐含估

值较低的公司。电池环节建议关注宁德时代(300750，买入)、鹏辉能源(300438，买入)；中游材

料建议关注当升科技(300073，买入)、星源材质(300568，买入)、华友钴业(603799，买入)、恩

捷股份(002812，未评级)、杉杉股份(600884，未评级)、沧州明珠(002108，买入)、中科电气

(300035，未评级)。 

 

 

 

 

 

 

2.1 产业链重要新闻及解读 

2.1.1   7月主要车企销量环比继续提升 

从 7 月造车交付成绩单来看，蔚来、小鹏、理想、哪吒、零跑、赛力斯、广汽埃安单月交付均破

万辆。广汽埃安交付量 25033 辆，再次成为第一，哪吒以 14037 辆位居第二，而赛力斯也凭借

13291 的交付量成功跻身前三。零跑 7 月份也成功超越蔚小理，以 12044 辆位居第四。主要车

企相比 6 月份交付量皆小幅上涨，其中赛力斯和零跑环比皆上升 7.0%，也凭借自身的稳定增长

排名稳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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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22 年 7 月新势力车企单月交付量及环比增速（辆）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同比来看，数据最为亮眼的依旧是是受华为加持的赛力斯，同比增长 316.8%。零跑同比增长

177%，同比增长排名第二。广汽埃安、哪吒同比增长均超 1 倍，分别为 138%、133.5%。交

付量大幅下降的蔚小理三家同比增长也没有其他车企那么耀眼，其中理想汽车相比于去年 7 月增

长只有 21.3%，是前七家车企中同比增长最小的车企。 

图 2：2022 年 7 月新势力车企单月交付量及同比增速（辆）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2.1.2   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榜：宁德时代独占鳌头 

6 月，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 45.2GWh，环比上涨 34.1%，同比增长 1.7 倍多。全球动力电池装机

量 TOP10 中仍有六家中国企业，市场占有率达 57.3%，相比 5 月份的 65.6%，下降 8.3 个百分

点，但仍然占据全球动力电池市场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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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时代装机量 16.3GWh，以比第二名 LG 新能源高出 9.1GWh 的优势，夺得冠军，市占率高达

36.1%。比亚迪在 4 月，5 月短暂超越 LG新能源后，6 月再次被后者反超，下降至第三。 

值得注意的是，国轩高科自去年 10月首次超越中创新航后，此次其装机量环比增长超 88.9%再次

超越后者，位居榜单第七。除此之外，6 月榜单排名与 5 月基本一致。 

图 3：2022H1 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和同比环比增速（GWh） 

 
数据来源：起点锂电，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4：2022 年 6 月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 TOP10(GWh） 

 
数据来源：起点锂电，东方证券研究所 

 

2022 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 203.4GWh，同比增长 76.8% 。与去年同期相比，宁德时代

市场份额持续提升，从排名来看，比亚迪超越松下，跻身全球动力电池榜前三甲；SK On 超越三

星 SDI 跻身前五。中国企业两匹“黑马”——欣旺达和蜂巢能源开始崭露头角，跻身榜单前十，

而去年同期位居第九和第十的远景 AESC 和 PEVE 落榜。同比增幅来看，中国的六家企业上半年

装机量均实现了 100%的增长，尤其是欣旺达同比暴涨超 6倍。相较之下，韩国 LG新能源、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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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I 和日本松下增幅均未超过 50%。市占率方面，2022 上半年，TOP10 企业的市占率仍然保持

在 90%以上，其中 6 家中国企业市占率再创新高达 56%，而在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仅为 42%。

宁德时代的市占率提升幅度最大超 6 个百分点，其次是比亚迪提升近 5 个百分点，而 LG 新能源

的市占率降幅最大超 9 个百分点。（来源:起点锂电，第一电动） 

图 5：2022 年 1-6 月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 TOP10（GWh）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2.1.3   2022H1 中国锂电负极材料出货 54万吨 

2022 年上半年中国锂电负极材料出货量 54 万吨，同比增长 68%。 

从市场规模来看，2022 年上半年国内锂电池负极出货量大幅增长的原因为： 

1）2022 年上半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260 万辆，带动动力电池出货超 200GWh； 

2）冬奥会后，限产限电放宽，石墨化产能利用率上升，负极产能得到部分释放，市场需求得到

较好的满足； 

3）海外客户加速对人造石墨技术应用，推动我国负极海外出货上升； 

4）上半年储能市场同比增长超 2 倍，带动负极材料应用提升。 

 

从产品出货结构来看，上半年人造石墨为主要负极产品，市场占比为 85%，天然石墨市场占比为

15%，主要原因为： 

1）人造石墨循环性能好，适合动力、储能领域，下游新能源汽车及储能市场为锂电池主要应用

领域； 

2）冬、残奥会对内蒙古乌兰察布限产限电严重，石墨化产能利用率降低，导致人造石墨供不应

求，占比提升幅度放缓。 

 

从价格走势来看，2022Q2 人造石墨价格为 5.1-5.5 万吨，2021 年 Q2 价格为 3.8-4.2 万/吨，同比

增长超 30%；2022年Q2天然石墨价格为 3.6-4.0万/吨，2021Q2天然石墨均价为 3.0-3.5万/吨，

同比增长超 15%，近一年，人造石墨价格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为： 

1）原材料成本上升，负极用石油焦（含硫量 0.5%）在 2021 年 6 月价格约 0.3-0.4 万元/吨，至

2022年 6月底已突破 1万元/吨，同期煅后油系针状焦从 0.8-1.0万元/吨上涨至 1.4-1.55万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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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负极成本上升； 

2）下游市场需求旺盛，负极头部企业满产满销，行业供需紧张； 

3）双控政策及冬、残奥会限产限电严重，石墨化产能利用率降低，进一步加剧行业供不应求局

面，带动价格上涨。 

 

从市场竞争格局来看，2022H1 中国负极材料行业 CR3 行业集中度为 55%，CR6 行业集中度为

82%。对比 2021 年，CR3 市场集中度大幅上升，CR6 市场集中度微升，原因有： 

1）下游需求旺盛，满产满销，大客户长协锁单，挤占二线及以下企业市场份额； 

2）头部企业成品新增产能加速，2022H1 头部企业新增产能超 10 万吨/年，带动出货量上升； 

3）行业石墨化供应紧缺，三线及以下企业行业话语权弱，石墨化优先供应 TOP6企业，中小企业

受石墨化产能供应受限，产能利用率低，进一步推高CR3、CR6市场集中度。（来源:高工锂电） 

 

2.1.4   上半年全国锂电池产量超过 280GWh，同比增长 150% 

上半年，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领和下游旺盛需求带动下，我国锂离子电池产业实现高速增长。

根据行业规范公告企业信息和行业协会测算，上半年全国锂离子电池产量超过 280GWh，同比增

长 150%，全行业收入突破 4800 亿元。 

 

锂离子电池环节，上半年储能电池产量达到 32GWh，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装车量约 110GWh。

锂离子电池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75%。一阶材料环节，上半年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

产量分别达到 73 万吨，55 万吨，56 亿平方米、34 万吨，同比增长均超过 55%。二阶材料环节，

上半年碳酸锂、氢氧化锂产量分别达 15 万吨、10.2 万吨，分别同比增长 34%、25%。电池级碳

酸锂、电池级氢氧化锂（微粉级）价格高位震荡，上半年均价分别为 44.5 万元 / 吨、43.2 万元 / 

吨。（来源:第一电动） 

 

2.1.5  上半年全国新增 130万台充电桩 

8 月 3 日消息，国家能源局召开三季度网上新闻发布会，发布 2022 年上半年能源形势、可再生能

源并网运行情况等。 

国家能源局表示，能源领域有效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抓紧推动实施一批能源项目，核准浙江三门、

山东海阳、广东陆丰等 3 个项目 6 台核电机组；投产 10 台水电和抽水蓄能机组；第一批以沙漠、

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已经全面开工建设，第二批基地项目清单也已经

印发；加大协调力度推进“三交九直”特高压工程前期工作，白鹤滩 — 江苏特高压直流工程竣工

投产，张北 — 胜利特高压交流工程已具备核准条件；中俄东线南段安平 — 泰安段提前贯通。加

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1—6 月全国新增 130 万台充电桩，是去年同期的 3.8 倍。统筹推进加

氢网络建设，截至 6 月底全国已建成加氢站超 270 座。今年上半年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 15.9%。 

可再生能源方面，2022 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 5475 万千瓦，占全国新增发电

装机的 80%。其中，水电新增 941 万千瓦、风电新增 1294 万千瓦、光伏发电新增 3088 万千瓦、

生物质发电新增 152 万千瓦，分别占全国新增装机的 13.6%、18.7%、44.7% 和 2.2%。截至 

2022 年 6 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 11.18 亿千瓦。其中，水电装机 4.0 亿千瓦（其中抽

水蓄能 0.42 亿千瓦）、风电装机 3.42 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 3.36 亿千瓦、生物质发电装机 

3950 万千瓦。（来源:乘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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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产业链新闻一周汇总 
1) 亿纬锂能成都动力储能电池一期项目建设正式启动。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200 亿元，分两期建

设年产 50GWh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 

2) 柳州国轩新增年产 10GWh 动力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在广西柳州举行签约仪式。新增项目主要

生产高能量密度锂离子电池。预计 2026 年达产，届时将与柳州国轩一期合计形成 20GWh

产能，实现年总产值超 140 亿元。 

3) “赣锋新型锂电池科技产业园及先进电池研究院项目”宣布正式开工，规划形成 10GWh 的

电池产能以及 10GWh的 Pack项目。 

4) 蔚来正式打通安徽高速换电网络。该网络共布局 18 座换电站，覆盖 G3 京台、G40 沪陕、

G42 沪蓉、G50 沪渝、G35 济广等多条高速公路，所有换电站点均在服务区内。 

5) 哪吒汽车公布了 7 月销量数据，哪吒 V 和哪吒 U 共交付 14037 台，同比增长 133.5%；1-7

月交付 77168 台，同比增长 184.6%。 

6) 极氪汽车公布了 7 月交付情况。上个月极氪共交付了 5,022 台极氪 001，环比增长 16.7%，

至此，极氪 001 累计交付量达 30,039 台。 

7) 理想汽车公布 7 月交付数据，交付 10,422 辆理想 ONE，同比增长 21.3%。自交付以来，理

想 ONE累计交付量已达 194,913 辆。 

8) 比亚迪宣布与欧洲行业领先的经销商集团 Hedin Mobility 合作，为瑞典和德国市场提供优质

的新能源汽车产品。 

9) 小鹏汽车公布 7月新车交付成绩。共交付新车 11,524辆，同比增长 43%。其中，小鹏P7交

付 6,397 辆，小鹏 P5 交付 3,608 辆，小鹏 G3i 交付 1,519 辆。 

10) 蔚来公布了 7月交付量。共交付新车 10,052台，同比增长 26.7%。1至 7月，蔚来交付新车

60,879 台，同比增长 22.0%。蔚来车辆累计已交付 227,949台。 

11)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约 19.6万辆，同比增长 139%；相应出口车型配套电池装机量

约 9.16GWh，同比增长 172%。 

12) 壹石通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半年实现净利润 7500 万- 840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加 3230.91 万-4130.91 万元，同比增长 75.68%-96.76%。 

13) 零跑公布 7 月交付量，单月交付 12044 台，同比增长 177%，1-7 月累计交付 64038 台。 

14) 广汽埃安公布 7 月销量数据。7 月销售新车 25,033 辆，同比增长 138%，1-7 月累计销量

125,284 辆，同比增长 135%。 

15) 日前，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印发《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出加强再生

资源循环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到 2030 年，当年新增新能源、

清洁能源动力的交通工具比例达到 40%左右，乘用车和商用车新车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分别比

2020 年下降 25%和 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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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电动卡车制造商 Nikola 表示，该公司已同意以约 1.44 亿美元的股票收购电池供应商 Romeo 

Power Inc .。  

17) 创新热管理技术和气动舒适性技术的全球市场领导者  Gentherm 宣布完成对  Alfmeier 

Präzision SE 汽车业务的收购。 

18) 斑马智行表示，斑马正在打造自动驾驶操作系统：AliOS Drive，这是业内首个符合智能网联

中国方案要求的自动驾驶操作系统。 

19) 岚图汽车发布了最新销量成绩。7 月份岚图整体销量保持增长，销量达到 1793 台，月销环

比增长率达到 50%。 

20) 基于阿里云智能计算平台，小鹏汽车在乌兰察布建成国内最大的自动驾驶智算中心“扶摇”，

专用于自动驾驶模型训练，算力可达 600PFLOPS，将小鹏自动驾驶核心模型的训练速度提

升了 170 倍。 

21)  8月 1日，首座蔚来与壳牌合作的充换一体站——厦门同安壳牌站正式上线运营。该站是蔚

来在全国布局的第 1048 座换电站、第 1777 座充电站，站内建有 1 座第二代换电站和 2 根

180kW 超充桩。 

22) GGII 数据显示，H1 新型储能新增装机量达到 12.7GW，是 2021 年全年 3.4GW 的 3.7 倍。 

23) 哪吒汽车与黑莓公司正式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哪吒 S将搭载黑莓 QNX系统。 

24) 长城汽车与全球最大汽车零售商——英国英之杰集团云签约，英之杰成为长城汽车香港和澳

门的合作伙伴。 

25) 6 月份，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大涨 54%至 913,000 辆，占 6 月全球汽车销量的 16%。 

26) 小马智行宣布与曹操出行达成合作，将小马智行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引入更大规模出行平台，

推动 Robotaxi 在城市出行场景的规模化落地应用。 

27) 上半年比亚迪销量超 64 万辆夺冠，特斯拉销量 56 万辆，排名第二，上汽通用五菱销量 23

万辆位居第三。 

28) 极氪能源 ZEEKR Power 宣布，自建充电网络 7 月新增上线 12 城 54 站，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累计已覆盖全国 64 城 396 站。 

29) 比亚迪宣布与以色列 Shlomo 汽车公司合作，在当地销售新能源汽车（NEV）。首批汽车计

划于今年第三季度抵达以色列埃拉特港。 

30) 亿纬锂能联合亿纬亚洲共同成立曲靖亿纬锂能。经营范围包含：电池制造；新能源汽车电附

件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等。 

31) 上半年全国锂离子电池产量超过 280GWh，同比增长 150%。 

32) 计划总投资 80 亿元的桐昆集团广西佑灿磷酸铁锂新能源材料项目举行开工仪式。项目主要

产品包括新能源电池前驱体磷酸铁、正极材料磷酸铁锂等。全部建成达产后，将具备年生产

16 万吨磷酸铁锂、16 万吨磷酸铁和 80 万吨硫铁矿制酸的生产能力。 

33) 由中国五菱牵头组建的“广西新能源汽车实验室”在五菱研发与试验认证中心正式揭牌。 

34) 上半年，采埃孚销售额达到 212 亿欧元，同比增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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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阿维塔科技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本轮增资由国家绿色发展基金领投，招商金台、国投聚

力、韦尔股份旗下韦豪创芯（联合体）、中信新未来等多家投资机构隐现增资名单。阿维塔

科技现有股东长安汽车和南方资产等也进一步追加投资。 

36) 沃尔沃 7 月全球销量为 44,664 辆，同比下降 21.5%。其中，Recharge 车型占总销量的

21.5%，纯电动汽车占比为 3.5%。 

37) 几何汽车官宣，牵手华为鸿蒙系统，将共创全新智慧生态。 

38) 本田中国 7 月销量，终端销量为 13.36 万辆，同比增长 23.5%，环比下滑 5.37%；1-7 月累

计销量 81.28 万辆，同比下滑 9.15%。广汽本田 7 月终端销量 6.83 万辆，同比增长 10.17%，

环比下滑 3.44%；东风本田 7月终端销量为 6.52 万辆。 

39) 福特汽车 7 月美国新车销量为 163,942 辆，同比增长 36.6%，环比增长 7.7%。 

40) 8 月 3 日，宝马集团第二季度营收为 347.7 亿欧元，同比增长 21.6%；净利润从去年同期的

48 亿欧元下降至 30.5 亿欧元，同比下降 36.4%。 

41) 丰田汽车上个季度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42%，逊于预期。 

42) 从甘肃金车储能官方平台获悉，其 18GWh磷酸铁锂电池项目于 8 月 3 日正式奠基开工。 

43) 宁德时代将于今年第四季度向特斯拉供应最新的 M3P 电池，这款电池将使用在 Model Y

（72kWh）车型上，该版本 Model Y将于明年初正式上市。 

44) 伟明环保表示公司与永青科技、盛屯矿业、欣旺达在新材料、新能源领域开展合作。公司拟

投资开发建设锂电池新材料项目，包含高冰镍精炼、高镍三元前驱体生产、高镍正极材料生

产及相关配套项目，年产 20 万吨高镍三元正极材料。  

45) Mizuma 表示，在截至 6 月 30 日的三个月内，斯巴鲁的营业利润攀升至 370 亿日元。净利

润同比增长 47%，至 272 亿日元。 

46) AMD 宣布与全球汽车智能化科技公司亿咖通科技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公司将协力打造面向

下一代电动汽车（ EV ）的车载计算平台，预计于 2023 年末面向全球市场量产。 

47)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的数据显示，英国 7 月新车注册量同比下降约 9%,至 112,162

辆。 

48) 7 月份德国乘用车新车销量同比下滑了 13%，至 205,911 辆。 

49) 上汽通用五菱公布 7月销量为 145017辆，同比增长 32%；新能源销量达 59288辆，同比增

长 117%；海外出口达 19739辆，同比增长 50%。 

50) 大众汽车集团旗下软件公司 CARIAD 和意法半导体宣布，双方即将开始合作开发汽车系统

级芯片 (SoC)，开创软件定义汽车合作开发新模式。 

51) 7 月印度乘用车销量为 34.23万辆，较上年同期增长 16%。 

52) 麦格纳第二季度销售额达 94 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了 4%。  

53) 上汽公布 7 月销量数据，销量达到 50.7 万辆，同比增长 43.7%，2022 年 5、6、7 月实现环

比“三连涨”，同时 1-7 月累计销量突破 274 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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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本周新车上市 
1） 万象 K01 三款车型正式上市，售价区间为 12.38-12.58 万元。三款车型样式不同、功能不

同。（来源：汽车之家） 

2） 沃尔沃官方宣布新款 S60 RECHARGE T8 插电式混合动力四驱长续航版两款车型上市，

建议零售价为 39.99 万元和 46.19 万元。（来源：汽车之家） 

3） 新款凯翼炫界(参数|询价)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 4 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6.49-8.09 万元。

作为年度改款车型，新车依旧搭载 1.5L 发动机，并进行了 4 项升级和 7 项优化，使其性价

比更加突出。（来源：汽车之家） 

4） 新款宝马 M3(参数|询价)和宝马 M4 车型正式上市。其中，宝马 M3 为中期改款车型，共推

出 2 款配置车型，售价区间为 86.39-91.39 万元。新款宝马 M4 双门轿跑版的售价区间是

89.39-94.39 万元。此外，新款宝马 M4 敞篷版轿跑的售价为 101.39 万元。（来源：汽车

之家） 

5） 广汽埃安 AION S 新增魅 580、魅 580 Pio、炫 580 Pio 四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13.98-

14.68 万元；同时炫 530 也迎来改款，售价仍为 13.98 万元。（来源：汽车之家） 

6） 小鹏P7(参数|询价)新增一款 562E Black Label Edition车型，售价为 34.99万，与 562E

性能版车型售价一致。（来源：汽车之家） 

7） 一汽丰田奕泽 IZOA(参数|询价)两款新增车型迎来了正式上市，分别为奕享 CARE 版和运动

SPORT 版，售价分别为 15.98、16.58 万元。（来源：汽车之家） 

8） 全新荣威RX5(参数|询价)/eRX5车型正式上市。其中全新荣威RX5共有 6款车型，售价区

间为 11.79-15.59 万元；全新荣威 eRX5 拥有 3 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15.39-16.59 万元。

（来源：汽车之家） 

图 6：万象 K01 三款车型上市 

 

 

图 7：新款沃尔沃 S60 T8 上市  

 
数据来源：汽车之家，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汽车之家，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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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新款凯翼炫界上市 

 

 

图 9：新款宝马 M3/M4 上市  

 
数据来源：汽车之家，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汽车之家，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10：广汽挨安新增四款车型 

 

 

图 11：小鹏 P7 新增车型上市 

 
数据来源：汽车之家，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汽车之家，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12：奕泽 IZOA 两款新增车型上市 

 

 

图 13：全新荣威 RX5/eRX5 上市 

 
数据来源：汽车之家，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汽车之家，东方证券研究所 

 

 

3. 重要公告梳理 

3.1   比亚迪（002594.SZ）：2022 年 7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 2022年 7 月海外销售新能源乘用车合计 4,026 辆；本公司 2022年 7 月新能源汽车动力电

池及储能电池装机总量约为 7.287GWh，2022 年累计装机总量约为 41.329GWh。 

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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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比亚迪 2022 年 7 月产销快报数据 
 

产量 销量 

项目

类别 
本月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累

计 

累计同

比 
本月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累

计 
累计同比 

新能

源汽

车 

163,358 50,779 811,272 207,972 290.09% 162,530 50,492 803,880 205,071 292.00% 

-乘用

车 
163,042 50,344 807,763 203,169 297.58% 162,214 50,057 800,371 200,268 299.65% 

-纯电

动 
81,292 24,925 408,329 120,388 239.18% 80,991 24,996 404,510 118,436 241.54% 

-插电

式混

合动

力 

81,750 25,419 399,434 82,781 382.52% 81,223 25,061 395,861 81,832 383.75% 

-商用

车 
316 435 3,509 4,803 -26.94% 316 435 3,509 4,803 -26.94% 

-客车 278 125 2,884 2,743 5.14% 278 125 2,884 2,743 5.14% 

-其他 38 310 625 2,060 -69.66% 38 310 625 2,060 -69.66% 

燃油

汽车 
0 8,862 4,635 105,534 -95.61% 0 6,918 5,049 99,028 -94.90% 

-轿车 0 4,124 1,458 31,078 -95.31% 0 1,875 1,544 26,440 -94.16% 

-SUV 0 3,488 3,177 65,480 -95.15% 0 4,556 3,505 65,388 -94.64% 

-MPV 0 1,250 0 8,976 
-

100.00% 
0 487 0 7,200 -100.00% 

合计 163,358 59,641 815,907 313,506 160.25% 162,530 57,410 808,929 304,099 166.01%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3.2  其他公告 
 

表 2：本周上市公司公告汇总 

日期 公司 公告主要内容 

2022 年 8 月 1 日 永太科技 
同意子公司永太高新以 95,000 万元投资建设年产 20 万吨电解液及相关材料和副产物循

环利用项目。 

2022 年 8 月 1 日 孚能科技 

公司拟与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投资合作意向协议书》。双方就孚能科技

赣州年产 30GWh 新能源电池项目相关条款达成一致。项目分为两期。其中，一期规划

建设 18GWh 新能源电池项目；二期规划建设 12GWh 新能源电池项目。 

2022 年 8 月 2 日 天际股份 
公司与瑞昌市人民政府签订《关于投资建设天际新能源新材料项目合同书》，计划投资约

30 亿元人民币，新建年产六氟磷酸锂 30000 吨、高纯氟化锂 6000 吨及副产品配套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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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2022 年 8 月 2 日 长远锂科 
上市流通战略配售股份 8,746 万股，股本总数的 4.5335%。上市流通的限售股

56,024.4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29.0401%。 

2022 年 8 月 2 日 科达制造 

南粤澳德、金达投资及科达制造、广东兴穗新能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拟合计出资 25,101 

万元用于设立科达南粤，科达南粤将不超过基金实缴出资的 80%投资于广汽埃安增资项

目，剩余部分投资于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高成长性投资标的。 

2022 年 8 月 3 日 天奈科技 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9.55 万股，约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13%。 

2022 年 8 月 4 日 盛屯矿业 
公司以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3.45 亿元投资“年产 20 万吨高镍三元正极材料锂电池新

材料项目”。 

2022 年 8 月 4 日 赣锋锂业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 113 人,拟向

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217.00 万份，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143,747.888 万股的 0.15%。本次授予为一次性授予，无预留权益。 

2022 年 8 月 5 日 安达科技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 72 人；拟授予

3,653.00 万份股票期权，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普通股，约占公司股本总额 56,151.08

万股的 6.49%。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13.18 元/份。 

2022 年 8 月 5 日 传艺科技 

通过了《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研究院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3,000 万

元设立研究院：“江苏传艺钠离子电池研究院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注册登记为

准），公司持有其 100%股份。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4. 动力电池相关产品价格跟踪 

表 3：动力电池相关产品价格汇总表 

 跟踪产品 单位 本周价格 上周价格 涨跌幅 2022 年初价

格 

2022 年初至

今涨跌幅 

锂金属 万元/吨 297.0 297.0 0.00% 133.5 122.47% 

锂精矿 元/吨 47650 47650 0.00% 17350 174.64% 

碳酸锂 万元/吨 47.2 47.1 0.21% 27.5 71.45% 

氢氧化锂 万元/吨 46.8 46.8 0.00% 22.25 110.11% 

钴金属 万元/吨 31.50 33.50 -5.97% 48.7 -35.32% 

钴精矿 美元/磅 18.7 19.5 -3.86% 25.7 -27.24% 

硫酸钴 万元/吨 5.6 6.0 -5.86% 10.1 -44.36% 

四氧化三钴 万元/吨 22.5 22.5 0.00% 38.4 -41.34% 

电解镍 万元/吨 18.1 18.3 -0.82% 15.43 17.47% 

硫酸镍 万元/吨 4.2 4.1 2.31% 3.8 10.79% 

三元材料:111 型 万元/吨 33.6 33.6 0.00% 27.45 22.40% 

三元材料 5 系:动力型 万元/吨 32.6 32.6 0.00% 25.65 27.10% 

三元材料 5 系:单晶型 万元/吨 33.8 33.8 0.00% 26.25 28.76% 

三元材料 5 系:镍 55 型 万元/吨 31.7 31.7 0.00% 24.6 28.86% 

三元材料 6 系:常规 622 型 万元/吨 35.6 35.6 0.00% 26 36.73% 

三元材料 6 系:单晶 622 型 万元/吨 37.1 37.1 0.00% 26.55 3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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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材料 8 系:811 型 万元/吨 38.1 38.1 0.00% 28.25 34.87% 

磷酸铁锂正极 万元/吨 15.2 15.0 1.07% 10.5 44.38% 

钴酸锂正极 万元/吨 39.5 41.0 -3.66% 40.35 -2.11% 

天然石墨:低端产品 万元/吨 3.3 3.3 0.00% 2.4 35.42% 

天然石墨:中端产品 万元/吨 5.1 5.1 0.00% 3.85 32.47% 

天然石墨:高端产品 万元/吨 6.1 6.1 0.00% 5.55 9.91% 

人造石墨(容量 310-

320mAh/g) 

万元/吨 3.6 3.6 0.00% 3.6 0.00% 

人造石墨(容量 330-

340mAh/g) 

万元/吨 5.6 5.6 0.00% 5.55 0.00% 

人造石墨(容量 340-

360mAh/g) 

万元/吨 7.3 7.3 0.00% 7.25 0.00% 

干法基膜(16μm):国产中

端 

元/平方米 0.9 0.9 0.00% 0.95 -10.53% 

湿法基膜(9um):国产中端 元/平方米 1.5 1.5 0.00% 1.35 9.63% 

湿法基膜(7um):国产中端 元/平方米 2.0 2.0 0.00% 2 0.00% 

7μm+2μm 涂覆隔膜 元/平方米 2.6 2.6 0.00% 2.6 0.00% 

9μm+3μm 涂覆隔膜 元/平方米 2.2 2.2 0.00% 2.15 1.40% 

六氟磷酸锂 万元/吨 26.8 26.8 0.00% 56.5 -52.65% 

电解液-铁锂 万元/吨 6.3 6.3 0.00% 11.03 -43.34% 

电解液-三元圆柱 万元/吨 6.9 6.9 0.00% 11.28 -38.83% 

溶剂:碳酸二乙酯(DEC) 万元/吨 1.5 1.5 0.00% 2.7 -43.89% 

溶剂:碳酸二甲酯(DMC) 万元/吨 0.9 0.9 2.94% 1.3 -32.69% 

溶剂:碳酸乙烯酯(EC) 万元/吨 1.0 0.9 3.83% 1.95 -51.28% 

溶剂:碳酸甲乙酯(EMC) 万元/吨 1.5 1.5 0.00% 2.9 -47.76% 

溶剂:碳酸丙烯酯(PC) 万元/吨 1.2 1.2 0.00% 1.475 -20.34% 

据来源：同花顺金融，东方证券研究所 

 

 

5. 风险提示 

补贴退坡，新能源汽车销售不及预期。从长期看新能源车补贴呈现下滑趋势，行业也将由补贴主

导逐步转向自由竞争，如果补贴退坡过快或超出预期，将影响产业链发展。锂电池产业链最终取

决于下游新能源车销售，如果销量不及预期将影响整条产业链相关企业需求。虽然新能源汽车具

有环保、补贴等诸多优势，但与传统燃油车比在续航里程、充电便利性上仍有不足，未来仍有销

售不及预期的风险。 

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以钴为代表的金属原材料供应端具有不确定性，受各种因素影响，材

料价格可能出现剧烈波动风险。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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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需要注意在此报告发布之前曾给予该行业的投资评级信息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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