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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游总量控制和下游需

求带动下，稀土行业上市公司业

绩普涨。

2021年，在申万三级子行业

稀土板块的4家上市公司中，北

方稀土（600111.SH）、盛和资源

（600392.SH） 和 广 晟 有 色

（600259.SH）营 收 同 比 增 长

30%～54%，归母净利润同比增

长 167% ～462% ；五 矿 稀 土

（000831.SZ）营收同比增长80%，

归母净利润则同比下滑30%。

一位稀土行业上市公司人

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稀土被称为‘工业维生素’，是

发展新兴产业和国防军工不可

或缺的关键原材料。中国是稀

土储量和生产大国，2021年在下

游新能源汽车、风电等需求的推

动下，主要稀土产品价格大涨、

销量增加，行业公司的业绩表现

也非常好。”

稀土市场量价齐升“工业维生素”景气度有望延续

企业争相扩产

业绩普涨

稀土因其具有无法取代的磁、

光、电性能，可用于生产永磁、催化、

储氢、抛光等材料，被广泛应用于新

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航空航天、

军工和电子信息等领域。

稀土行业产业链上游以选矿为

主，中游为稀土矿的冶炼分离、稀

土氧化物和稀土金属的生产，下游

为各种稀土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

应用。

在上游供给优化和下游需求带

动下，2021年，主要稀土产品价格上

行，多家行业上市公司稀土产品销量

和业绩均出现大涨。

北方稀土在年报中表示，2021

年，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带来稳定

的生产和经营环境，依靠国内完整的

稀土产业体系，同时受到全球经济复

苏加快、下游新能源汽车、风电、绿色

家电等应用领域需求增长的拉动，稀

土市场潜力不断释放。主要稀土产

品价格震荡上行，结构性过剩产品价

格有所下行。

中国稀土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

示，2021年，氧化镨、氧化钕、氧化铽

等产品的均价同比涨幅均超80%，氧

化钬、氧化钇涨幅逾 100%，仅氧化

镧、氧化铈和氧化铕等少数产品出现

小幅下跌。

2021 年，稀土行业上市公司相

关产品的销量也多出现增长。其

中，北方稀土、盛和资源和广晟有色

的稀土氧化物销量分别为 4.21 万

吨、1.09 万吨和 0.35 万吨，分别同比

增长 96%、50%和 0%；五矿稀土的稀

土行业产品销量为 0.84 万吨，同比

增长79%。

业绩方面，2021 年，北方稀土、

盛和资源、五矿稀土和广晟有色分

别实现营收 304 亿元、106 亿元、30

亿 元 和 161 亿 元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39%、30%、80%和 54%；实现归母净

利润分别为 51 亿元、11 亿元、1.9 亿

元和 1.4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462%、

233%、-30%和167%。

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北方稀

土方面表示，主要是因稀土产品销

量增加、售价上涨；盛和资源方面表

示，因稀土主要产品价格同比上涨，

以及公司业务规模的提升；广晟有

色方面则表示，因公司抓住市场机

遇，在做好稀土产业的同时，积极拓

展非稀土业务。

相比之下，五矿稀土的归母净利

润却出现下滑。对于下滑的原因，该

公司证券部人士未向记者作出回应，

仅表示“不便回复”。

5 月 8 日，杭电股份发布公告

称，拟以近期新设立的全资子公

司江西杭电铜箔有限公司为投资

主体，在江西省南昌市小蓝经济

技术开发区投资约 50 亿元（最终

投资总额以实际投资金额为准）

建设新能源汽车锂电池超薄铜箔

项目。

事实上，此前杭电股份并未进

入锂电池市场。

对 于 此 次 投 资 锂 电 铜 箔 项

目，杭电股份方面在公告中提到，

全球新能源汽车进程不断提速带

动锂电池高速增长，锂电铜箔作

为动力电池的直接材料之一，与

下游的动力锂电池产业及新能源

汽车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下游

锂电池市场高速增长将带动锂电

铜箔需求提升。

消息一出，杭电股份股票连续

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

记者注意到，将目光投向锂电

铜箔项目的上市公司，并非杭电股

份一家。

3月25日，嘉元科技发布公告，

拟以全资子公司江西嘉元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嘉元”）作

为项目实施主体，投资不超过10亿

元建设江西嘉元新增年产1.5万吨

电解铜箔项目（暂定名），主要生产

高端电解铜箔。

锂电铜箔是嘉元科技的主营

业务，其在 2021 年财报中提到，

2021 年受新能源汽车产业驱动，

公司产品持续不断满足动力电池

能量密度提升及轻量化等技术目

标，受此带动，公司营收较上年同

期增长 133.26%。“公司将进一步

抓住产业机遇，加快新增产能项

目的建设进度，乘势做大做强铜

箔产业。”

另 一 家 锂 电 铜 箔 领 域 企 业

诺德股份，在 2022 年 1 月也披露

了新增 10 万吨锂电铜箔产能的

信息。

此外，2021 年 11 月，铜加工领

域企业海亮股份发布公告表示，拟

投资89亿元建设年产15万吨高性

能铜箔材料项目（暂定名）。

谈及为何选择锂电铜箔赛道，

海亮股份内部人士表示：“这是公

司基于对新能源赛道较为确定的

发展势头所做出的判断。”

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

官网信息显示，铜箔是锂电池负极

关键材料，对电池能量密度等性能

有重要影响，约占锂电池成本的

5%～8%。根据厚度的不同，铜箔可

以分为极薄铜箔（≤6μm）、超薄铜

箔（6～12μm）、薄 铜 箔（12～

18μm）、常规铜箔（18～70μm）和厚

铜箔（>70μm）。锂电铜箔作为锂

电池负极集流体的核心材料，一般

厚度通常为≤20μm（单位：微米）。

目前，新能源汽车配备的动力电池

铜箔厚度为8～12μm，整车铜箔的

重量达到10kg以上。

从技术角度来讲，更薄的锂电

铜箔意味着更小的电阻，因此电池

的能量密度等性能也将得到提

升。而且，锂电铜箔的厚度越小，

则相应的电池重量也将越轻，能够

有效降低铜箔原材料成本。所以，

未来使用更加轻薄的锂电铜箔是

大势所趋。

在 当 前 电 池 行 业 提 质 降 本

的大背景下，超薄化、高端化是

锂电池技术发展和市场需求的

关键词。

海亮股份方面提到，目前中

国锂电池铜箔以 6～8μm 为主，继

宁德时代于 2018 年实现 6μm 锂

电池铜箔切换后，比亚迪、国轩高

科、星恒股份、亿纬锂能等国内主

流电池厂也在积极引入 6μm 锂电

池铜箔，6μm 极薄铜箔国内渗透

率有望进一步提升。在保证电池

安全使用的前提下，为进一步提

高锂电池能量密度，更薄的4.5μm

铜箔已成为国内主流锂电池铜箔

生 产 企 业 布 局 的 重 心 。 随 着

4.5μm 铜箔的产业化技术逐渐成

熟及电池企业应用技术逐步提

高，4.5μm锂电池铜箔的应用将逐

渐增多。

全球稀土储量丰富，但分布高度

集中。

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数据显

示，2021年世界稀土储量为1.2亿吨，

其中86%集中于中国、越南、巴西、俄

罗斯、印度、澳大利亚、美国和格陵兰

岛 8 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稀土储量

4400万吨，占比35%，位居全球第一。

中国稀土资源分布具有“北轻南

重”特点，储量集中在内蒙古白云鄂

博、山东微山、四川西部和南方七省，

这四大稀土矿集区储量占稀土资源

总量的97%。其中，专供北方稀土的

内蒙古白云鄂博矿区是全国轻稀土

的主要产地，稀土储量占全国稀土总

量的83%以上，占世界工业总储量的

40%以上。

广晟有色方面表示，中国稀土

行业在 2011 年以前，基本处于无序

开采阶段，“黑稀土”私采盗挖肆意

猖獗及违规买卖生产的情况时有发

生。2014年，工信部发布《大型稀土

企业集团组建工作指引》，以集团形

式开始整合全国稀土矿山和冶炼分

离企业，形成了中铝集团（中国稀有

稀土）、五矿集团（五矿稀土）、北方

稀土、南方稀土、广东稀土（广晟有

色）、厦门钨业六大集团的稀土产业

格局，行业秩序不断改善。

头豹研究院研报显示，2012年，

工信部制定指令性生产计划，明确稀

土从矿产品和冶炼分离产品两方面

进行管理；2014年起，工信部每年下

达稀土生产总量控制计划。2011年

至今，稀土产业集中度大幅提高，稀

土冶炼分离企业由原来的99家压缩

至59家。

2021 年 12 月 23 日，由国资委

牵头，中铝集团、五矿集团、赣州稀

土集团三家上游矿企参与，并引入

中国钢研、有研科技等稀土科技研

发型企业组建的大型稀土央企集

团——中国稀土集团，于江西赣州

正式挂牌成立。

作为参与方的五矿稀土近期表

示，该重组完成后，公司实控人由五

矿集团变更为中国稀土集团，并将

成为后者旗下唯一的上市公司。

格局演进

多家公司集中布局锂电铜箔

产能，与锂电池市场的发展势头

密不可分。

自我国“双碳”目标提出以

来，新能源发展的确定性进一步

明确，在“双碳”目标的带动下，新

能源发展势头持续向好。

3 月 22 日，国家发改委、国

家能源局印发的《“十四五”现代

能源体系规划》明确，提升终端

用能低碳化电气化水平。并提

出，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在城市

公交等领域的应用，到 2025 年，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达到

20%左右。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

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一，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

一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129.3万辆和125.7万辆，同比增长

均为1.4倍，市场占有率达19.3%。

在新能源汽车销量稳步增长

的带动下，锂电池市场需要更大

的产能来匹配市场需求。据中国

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

据，2021 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

累 计 154.5GWh，同 比 增 长

142.8%。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

（GGII）预测，未来几年全球锂电

池市场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态

势，到2025年全球锂电池出货量

有望达到1523GWh，全球锂电铜

箔市场需求将达97万吨。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来看，锂

电铜箔领域的公司和铜加工产业

链相关的企业都在布局锂电铜箔

市场，这应该是基于当前我国新

能源市场发展具有较高的确定

性。而锂电铜箔是锂电池生产过

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配套产品。

在业内人士看来，除了较为

确定的新能源赛道外，锂电铜箔

产品相较传统的铜加工产业具有

更高的利润。以锂电铜箔为主营

业务的诺德股份为例，其2021年

财报显示，铜箔产品的毛利率为

24.61%，而电线电缆产品的毛利

率则为10.49%。

不过，随着相关企业对锂

电铜箔加速扩产，如何避免产

能过剩则是企业需要考虑的问

题之一。

对此，海亮股份内部人士提

到：“随着更多的产能落地，市场

的供需一定会发生变化，对于后

进入这一领域的公司就会构成压

力。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抢抓窗口

期，把项目快速落地。目前海亮

股份和几家头部的锂电池生产企

业已经有了接触，希望能够尽快

把产品投入市场。”

记者了解到，海亮股份铜箔

项目已完成桩基工程及所有设备

的采购，正在推进厂房建设、设备

安装、员工培训等相关工作，当前

设备交付及现场施工均有序进行，

未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根据

项目规划及可研设计，一期项目主

要以6μm锂电铜箔产品为主，同

时也具备8μm及4.5μm的生产能

力。客户方面，海亮股份已同多家

动力电池企业建立了联系，正评估

进入客户供应链体系的条件，待出

箔后开启验证。

诺德股份方面则提到，公司

现已具备 4.3 万吨的锂电铜箔产

能，此外，惠州的 1.2 万吨产能已

经有了少量试生产产品，并且公

司已经搭建了较为完善的供应渠

道和较为稳定的客户群体。从国

家对新能源产业的支持力度来

看，未来三至五年内，锂电铜箔市

场的需求会逐步增长，公司还在

计划另外一个锂电铜箔新增产

能，目前还在规划之中。把产能

扩大之后，公司可以有效地降低

生产运营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从目前来看，

锂电铜箔产品大多还集中在6～

8μm的水平。未来4.5μm乃至更

薄的铜箔产品将成为企业技术升

级的方向。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目前

4.5μm的铜箔产品从技术层面已

经实现了突破，当前铜箔以 6～

8μm 产品为主，不过从利润角度

考虑，铜箔生产企业更希望电池

企业采购 4.5μm 的产品，但电池

厂方面从成本和调整产线的角度

出发，目前还是以6μm为主。未

来随着锂电池的能量密度、轻量

化的要求不断提升，锂电铜箔产

品将向着更薄的方向发展。

“轻薄化”成大势所趋锂电铜箔成“风口”：企业争相布局抢市场

头豹研究院研报显示，通

过汇总稀土行业上市公司的营

收预测数据，预计2025年行业

规模有望达到576亿元。

该研报显示，2016 年中国

稀土矿产量为 10.5 万吨，2021

年为 16.8 万吨，年复合增长率

达 9.9%。不过，其间中国稀土

矿产量在全球市场的占比却

由 82%降至 61%，海外稀土矿

产量的增长主要来自美国、澳

大利亚和缅甸，三个国家的稀

土矿产量自 2018 年以来稳居

高位。

该研报还表示，中国稀土

资源的核心优势在于极低成本

的轻稀土资源和超大规模的离

子型中重稀土资源。同时，中国

在冶炼分离环节拥有绝对主导

权，国外因环保、技术、建厂耗时

等原因，短期内难以新建中游

产能。

在此背景下，近年来，稀土

价格震荡走高，多家研究机构

表示未来前景向好。

中国稀土价格指数显示，

2016～2019 年，稀土价格整体

变动幅度不大。而2020年后，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国

内外供给受限、叠加需求结构

变化，稀土价格指数虽有多次

调整，但总体维持上涨趋势。

东亚前海证券研报表示，

2022 年 2 月以来，稀土价格历

经小幅回落，近期触底反弹，价

格有所上行。据Wind数据，截

至2022年5月13日，氧化镨、氧

化钕、氧化镝、氧化铽分别报价

91 万元/吨、94.5 万元/吨、0.26

万元/吨、1.5 万元/吨，同比上

涨68%、79%、6%、119%。

该研报认为，长期来看，

稀土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叠

加其不可再生的特性，不宜过

度开采；而下游高新技术产业

对稀土材料的需求量持续增

加，未来稀土材料供需缺口将

持续扩大。短期来看，出口增

加、补库压力较大，稀土价格

有望维持高位。

大宗商品信息交汇平台

百川盈浮披露的4月稀土市场

月报显示：供应面，国内原矿

供应紧张致分离企业产量下

降，废料产量亦出现下滑；需

求端，终端群体消费能力有所

下降，从而导致钕铁硼企业订

单减少，中大型企业有减产、

小型企业有停产现象，综合减

产达 30%～40%；情绪面，上游

企业心态乐观，部分商家看好

后市、挺价情绪浓厚。因此，

未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有

效控制，下游需求的出现和业

者信心的提高，稀土价格有望

上涨。

前景向好

本报记者 李哲 北京报道

自2021年11月底至今，包括海

亮 股 份（002203.SZ）、诺 德 股 份

（600110.SH）、嘉 元 科 技（688388.

SH）、杭电股份（603618.SH）在内的

多家铜加工上市公司密集发布锂

电铜箔项目的扩产计划。

《中国经营报》记者从多家上

市公司获悉，锂电铜箔是锂电池生

产中不可或缺的负极基础材料。

当前，相关公司围绕锂电铜箔产品

集中扩产，主要是基于新能源市场

发展具有较高确定性。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全球锂电

铜箔产能约80%集中在中国，未来

随着锂电池市场的持续发展及新增

产能的陆续落地，中国锂电铜箔产

能在全球的占比将持续提升。同

时，产能扩张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则

是企业需要考量的问题之一。

在上游供给优化和下游需求带动下，2021年，主要稀土产品价格上行，多家行业上市公司稀土产品销量和

业绩均出现大涨。

稀土行业上市公司人士向记者表示，整体来讲，中国稀土集团的成立将有助于行业的良性发展。

近年来，稀土价格震荡走高，多家研究机构表示未来前景向好。

工人进行锂电铜箔分切工序。 新华社/图

2021年12月23日，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在江西赣州成立。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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