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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哲 北京报道

国际油价持续震荡之下，能源

安全受到业内关注。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

在稳字当头的总基调下，不久前

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要确保粮食能源安全，凸显

出能源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

的重要地位。

当前时期，俄乌冲突仍在持

续，全球能源格局处于剧烈变化之

中，碳中和已成大势所趋。聚焦当

下，我国能源结构仍然以化石能源

为主，而石油、天然气的对外依存

度较高，如何端好能源“饭碗”，这

事关能源安全大局。

在俄乌冲突影响下，原油价格

一路走高。3 月 7 日，国际基准油

价之一的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攀

升至 140 美元/桶大关，来到 2008

年以来的高点。

在原油价格一路飙升的影响

下，全球对石油危机再次来临的恐

慌情绪蔓延。

不过，我国近年来在保障能源

安全的总体部署下，不断强调加大

勘探开发力度。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2021年，我国实现原油产量

1.99亿吨，同比增长2.4%；2021年，

我国天然气产量 2053 亿立方米，

同比增长8.2%。

与此同时也可看到，2021年，

中国原油进口量5.13亿吨，对外依

存度达72%，天然气进口量1699亿

立方米，对外依存度约42%。

“虽然在碳中和的大趋势下，

未来新能源占比将逐步增加，但是

短时间内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

结构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中国能

源网首席分析师韩晓平告诉记者。

这样的用能结构，在保障能源

安全的整体部署下，加大勘探开发

力度仍将持续下去。

记者注意到，全国两会期间，

26名住黑龙江省全国政协委员集

体提交了一份关于《给予大庆古龙

页岩油气勘探开发战略支持推动

打造“百年油田”》的联名提案。

该提案提到，大庆古龙页岩油

气的勘探开发，对于建设“百年油

田”、促进黑龙江乃至东北振兴发

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大战

略意义。

记者了解到，2021 年 8 月，大

庆油田古龙页岩油勘探取得重大

战略性突破，探区面积达1.46万平

方 千 米 ，2021 年 落 实 含 油 面 积

1413 平方千米，新增石油预测地

质储量12.68亿吨。

此外，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

化中科炼化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吴

惜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

“碳中和”的时代大背景下，仍要高

度重视国家能源安全，推进保障国

家能源安全与“碳中和”并举是能

源发展最为科学的道路。

“早在1975年，美国就吸取第

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禁运重创

美国经济的教训，建立石油储备

机制，目前美国已经拥有全球最

大规模的国有紧急石油储备。”吴

惜伟向记者表示，我国对进口原

油依赖度较高，原油运输通道长

期依赖马六甲海峡，受地缘政治

影响较大，战略风险性大，提升原

油商储能力势在必行。

吴惜伟建议，国家在能源安全

方面应着重考虑液体能源的高质

量发展，在以下三个方面还要持续

加大投入：一是增大原油储量。随

着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原油价格持

续动荡，增大原油储产量对国内能

源保障稳定性意义重大。二是增

大成品油储量。成品油储备既能

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又能参与宏观

调控，还能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国家应持续深化管理体制改

革，持续完善建立常量常新、滚动

循环的成品油收储轮换新机制。

三是配套原油商储建设规模一流

的现代化炼厂。

加大勘探开发力度

着眼于未来，多能互补的能源

结构将更加有利于我国长期稳定

发展。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集

团公司副总经济师吕亮功在全国

两会期间建议，加快新能源协同发

展，助推能源结构转型升级。

“能源化工企业有高耗能、高

排放的特点，但是又具备诸多优

势。”吕亮功说，比如在可利用土

地、屋顶及水面等资源众多、绿电

消纳能力强、绿氢应用潜力大、地

热能等新能源开发利用快速发展

等方面都存在优势。

吕亮功建议：一是国家制定和

完善相关政策，将能源类企业利用自

有工矿区建设光伏发电项目纳入“整

县屋顶分布式光伏”范畴，同等程度

推进实施，并享受同等优惠政策。二

是国家在光伏、风电等资源配置及电

力并网等方面制定鼓励政策，支持能

源类企业在周边区域建设“源网荷储

氢”一体化项目，用于自身绿电替代

及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多能互补的能源结构正在成为

业内共识。“无论是从此前的经历还

是当前的高油价，都将刺激新能源领

域更快发展，从而摆脱高油价对能

源安全的影响，从能源安全角度出

发多能互补已成必然。”韩晓平说。

立足于当下，在多能互补的格

局之下，煤炭保供稳价至关重要。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

国能源消费总量52.4亿吨标准煤，

同比增长 5.2%。其中，煤炭消费

量 增 长 4.6% ，原 油 消 费 量 增 长

4.1%，天然气消费量增长12.5%，电

力消费量增长10.3%。而煤炭消费

量仍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0%。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

张海英建议，建立煤炭上下游产业

合作共赢长效机制，保障电力能源

安全稳定供应。

张海英表示，坚持和完善煤炭

上下游产业中长期合同制度和“基

础价+浮动价”定价机制。设定煤

炭红绿价格区间，规范和完善煤炭

价格指数，完善煤炭市场监测及预

警机制。推动大型煤炭企业与大

型用户建立点对点直供模式，倡导

下游企业中长协合同签订率到

80%左右，运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

平台，创新供销合作模式，稳定煤

炭需求。加强煤炭市场动态监测

和分析研判，健全煤炭价格异常波

动预警机制与响应机制。建立煤

炭应急保障储备体系，统筹政府、

企业、社会储备资源，扩大储备规

模，提高煤炭供给体系弹性。

此外，天然气在我国化石能源

占比中正在逐渐提高。近年来，我

国天然气消费快速增长，在一次能

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从2010年的

4%上升到目前的8%，预计2030年

达到15%左右。

谈及未来天然气市场的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茂名石化

执行董事、分公司代表、党委书记

尹兆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建

议加快天然气基础设施完善和价

格机制改革。

尹兆林说，天然气单位热值的

碳排放量约是煤炭的58.6%，将在

我国未来能源结构中发挥更大作

用，但当前受市场供求关系和基础

设施建设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不同

省份、同一省份不同城市之间天然

气终端价格相差较大，最高价格甚

至是最低价格的2倍，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天然气的推广。

对此，国家发改委《关于“十四

五”时期深化价格机制改革行动方

案的通知》提出：“稳步推进天然气

门站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终端销

售价格与采购成本联动机制。”

尹兆林还建议，进一步加快完

善天然气基础设施，优化定价机

制，完善监管体系，最大限度缩小

甚至消除地区之间的价差，推动天

然气更大范围使用，促进全社会节

能降碳。

加快能源结构转型

如何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同时

如期完成“碳中和”目标，这成为

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

其中，氢能这种重要的二次

能源被频繁提及。尹兆林表示，

氢能具有能量密度高、零碳排放、

通过氢燃料电池转换效率可达

60%～80%等优势。随着氢燃料

电池、氢内燃机技术的进一步发

展，氢能将成为交通领域低碳化

转型的重要突破口，在大型公交、

重卡、轮船等高耗能、高排放交通

运输工具绿色能源替代方面，将

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石化钢铁

行业副产氢气总量大、纯度高，可

以制备适用于氢燃料电池、氢内

燃机所需的高纯氢。

尹兆林说，目前，氢能汽车

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市场保有

量偏低，氢能生产和使用成本较

高，不利于氢能的规模化发展，

建议国家加快完善氢能源产用

支持政策，包括加大绿氢装置及

加氢站建设补贴、氢能售价补

贴、氢能汽车购置补贴力度，实

行氢能生产和储输设备免税政

策，促进氢燃料技术和氢能源利

用等高新技术研发平台加快建

设，推动交通运输领域实现绿色

低碳转型。

吕亮功建议，加强绿氢产业

化发展。具体包括：加强顶层设

计，建议国家加强对氢能发展顶

层设计，出台我国氢能发展的专

项规划，明确氢能在我国未来能

源系统中的定位、发展目标、发

展路线图和主要任务，并制定完

整的氢能产业政策体系和标准

规范，统筹企业协作，打造高端

产业链，构建产业链完整、分工

协同、共同发展的新兴产业生态

体系。

吕亮功还建议，国家牵头联

合攻关，解决氢能行业相关卡脖

子技术问题，提升氢能装备国产

化率；支持重大绿氢应用示范项

目建设，纳入国家重大技术装备

项目名单，并给予资金支持和技

术指导。此外，制定扶持政策以

及加快氢能交通应用。

氢能或引领未来能源

吕亮功建议，加强绿氢产业化

发展。

多能互补的能源结构正在成为业内共识。

这样的用能结构，在保障能源安全的整体部署下，加大勘探开发

力度仍将持续下去。

中国石化为冬奥会车辆加注氢气。 本报资料室／图

本报记者 茹阳阳 吴可仲 北京报道

随着下游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的快速发展，锂电池企业纷纷拉

开定增扩产大幕。

Wind 数据显示，2021 年年初

至今，申万行业分类中的18家锂电

池企业中，有11家已经实施定增或

已披露相关定增预案，合计募集金

额预计逾650亿元。定增（预计）募

集金额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宁德

时代（300750.SZ）（450亿元）、国轩

高科（002074.SZ）（73亿元）和孚能

科技（688567.SH）（45亿元）。

孚能科技证券部人士在接受

《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们认为，未来我国新能源市场

会非常大。目前，公司主营的新能

源汽车电池以及已经带来部分收

入的储能电池，前景都很广阔。”此

外，保力新（300116.SZ）和蔚蓝锂

芯（002245.SZ）方面也向记者表

示，近年两轮电动车和电动工具市

场对锂电池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

下游需求快速增长 锂电池企业纷纷定增扩产

据中汽协数据，2021年全年我

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54.5

万辆和 352.1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59.5％和 157.5％；2022 年 1~2 月，

新能源汽车产销82.0万辆和76.5万

辆，同比增长1.6倍和1.5倍。

在下游需求的强劲推动下，锂

电池企业产销两旺，纷纷定增扩产。

2021 年 8 月，锂电池巨头宁德

时代披露高达 582 亿元的定增预

案，募集资金将用于旗下 7 个项目

的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2022年1

月，宁德时代该次定增的注册稿显

示，此次募资金额降为450亿元，预

计建设项目调整为5个。

宁德时代方面在定增预案中表

示，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全球动力电池产业即将迈

入“TWh”时代；在加快推进实现“双

碳”目标的背景下，新能源汽车和储

能行业将迎来广阔发展空间；储能市

场潜力巨大，将带动储能锂电池市场

快速增长；公司是全球领先的锂离子

电池企业，在产品技术、客户资源、人

才聚集以及规模效应等方面具有显

著的优势，未来发展潜力可期。

2021 年 9 月，软包电池龙头孚

能科技披露 52 亿元的定增预案。

2022 年 3 月，更新后的定增公告内

容显示，孚能科技拟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45.2亿元，其中39.2亿元将

用于“高性能动力锂电池项目”，其

余 6 亿元将用于“科技储备资金”；

预计定增项目达产后，将实现年产

12GWh动力电池系统的生产能力。

孚能科技方面表示，我国出台

多项政策推动“双碳”任务的完成，

新能源汽车推广为主要抓手。公司

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智能化、

自动化生产线的建设及配套研究开

发，从而增加公司产能并提高综合

竞争力。动力电池性能直接决定新

能源汽车性能，公司需要在核心技

术和生产工艺领域树立更高的技术

和工艺壁垒，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

同时，2021年7月，保力新披露定

增预案，拟募资2.5亿元用于2个项目

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2021年10月，

蔚蓝锂芯（002245.SZ）拟定增募资25

亿元用于其2个项目建设及补充流动

资金；同月，鹏辉能源（300438.SZ）拟

定增募资2.29亿元用于购买标的公司

股权；2022年2月，长虹能源（836239.

BJ）拟定增募资购买标的公司股权。

值得注意的是，蔚蓝锂芯曾于

2021 年 3 月和 10 月两次披露定增

预案，预计募资金额分别为15亿元

和25亿元。

蔚蓝锂芯证券部人士向记者解

释称：“2021年3月份的定增和目前

的定增是同一个方案，中途停止后做

了一些调整和变更。和新能源汽车

用的动力电池一样，近年公司聚焦的

电动工具电池市场也增长非常快。”

蔚蓝锂芯表示，目前动力锂电

池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公司锂电

池产品主要应用于小型动力系统，

聚焦于电动工具、电踏车，以及以吸

尘器为代表的家用清洁电器等市

场。本次募集资金按照轻重缓急程

度依次投向年产 20 亿 AH 高效新

型锂离子电池产业化项目、高效新

型锂离子电池产业化项目（二期）及

补充流动资金等项目。未来募投项

目建成后，公司产能将进一步增长，

形成更明显的规模优势，发挥公司

在高倍率电池领域的优势。

此外，2021 年初至今，维科技

术（600152.SH）、欣 旺 达（300207.

SZ）、国轩高科（002074.SZ）和声光

电科（600877.SH）已纷纷通过定增

方式实际募资分别为7亿元、39亿

元、73 亿元和 9.5 亿元，用于项目、

资产收购和引入战略投资者。

定增扩产

尽管行业企业纷纷定增扩

产，但仍有部分公司业绩出现下

滑。记者梳理发现，在已发布

2021年业绩预告的锂电企业中，

孚能科技、保力新和维科技术等

上市公司预计将出现亏损。

2022年2月28日，孚能科技

发布的2021年度业绩快报显示，

当期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9.74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

非净利润为-12.85亿元，较2020

年（-3.31 亿元和-5.42 亿元）亏

损幅度有所扩大。

孚能科技在投资者互动平

台上表示，自 2020 年下半年，原

材料持续高企，镇江一期产能爬

坡，折旧费用的增加，降低了公

司毛利；研发费用的持续投入等

综合原因导致了公司净利润下

降。公司目前已和主要供应商

签订锁量协议，以及提高产能爬

坡速度等多途径扭转亏损。

“首先，公司目前的亏损只

是暂时性的。因为原材料的价

格不可能一直上涨，价格总归要

回落。同时，我们也在同客户戴

姆勒谈调价的问题。”上述孚能

科技证券部人士向记者表示。

此外，产品主要应用于电动

两轮车、储能及低速智能出行领

域的保力新，也再次陷入亏损。

2022年1月25日，保力新披露

2021年度业绩快报，预计当期公司

实现归母净利润-1.1 亿元~-1.58

亿元，扣非净利润为-1.1亿元~-1.58

亿元。

保力新方面表示，公司亏损

主要是因锂电池上游核心原材

料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但电池价

格向下游客户传导明显滞后，导

致下游销售价格涨幅显著低于

原材料价格涨幅；公司部分生产

产线落后及产能利用率相对偏

低，导致公司生产成本较高。

“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公司

产线落后、产能利用率低等问题，

是公司亏损的重要原因。”上述保

力新证券部人士向记者表示。

不过，该保力新证券部人士

向记者表示，公司主要产品为小

圆柱磷酸铁锂电池，主要应用于

电动两轮车、储能及低速智能出

行领域。近年汽车用动力电池需

求爆发、市场产销两旺，而两轮电

动车的市场也不错。2018 年 4

月，电动自行车行业的国标出台，

要求整车重量不高于55kg，“轻量

化”成为趋势，驱动用锂电池代替

原来的铅酸电池。在国标的加持

下，雅迪、爱玛等头部企业也会逐

步锂电化，为两轮电动车锂电池

市场带来增量需求。

“原材料上涨”和“折旧增

加”，同样导致了维科技术的亏

损。2022年1月29日，维科技术

方面表示，预计公司2021年归母

净利润为-1.2亿元，扣非净利润

为-1.58亿元。

对于亏损原因，维科技术方

面表示，公司正处于产能扩张

期，折旧成本大幅增加，而产能

提升对业绩带来正向效应会有

时滞。且 2021 年公司主要原材

料钴酸锂等主材大幅涨价，进一

步压缩原有利润空间。同时，公

司合资企业江西维乐电池有限

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42%）影响

合并报表利润约-2450 万元；公

司聚合物锂电池产线整合调整

升级，预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1500万元，处置固定资产损失

约1100万元；公司按会计准则要

求，预计计提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约3100万元。

“亏损只是暂时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