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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玻纤行业整体需求增

速有所放缓。即便如此，中国巨石

（600176.SH）、中材科技（002080.

SZ）等行业龙头依旧交出亮眼的

“成绩单”。

其中，中国巨石 2022 年营收

201.92 亿元，净利润 66.1 亿元，同

比增长 9.65%，业绩创历史新高。

另外，中材科技 2022 年年度报告

显示，其在报告期实现营收221.09

亿元，同比增长8.94%，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11 亿元，同

比增长4.08%。

对此，中研普华研究员洪前进

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玻纤价格经过前两年的高位

坚挺后，2022年呈现下行趋势，且

在当年三季度的下行趋势愈加明

显。从供需格局来看，近几年玻纤

产品供应不断增加；需求支撑出现

阶段性好转。截至 2022 年底，国

内池窑玻纤在产产能仍处高位水

平，但在需求表现乏力之下，厂库

压力仍存。不过，玻纤市场集中度

高，已形成强者恒强的格局。

锂价“跌跌不休”短期或将继续下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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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价“跌跌不休”引发市场

关切。

上海有色网（SMM）价格信息

显示，国产电池级碳酸锂现货均价

于3月21日跌破30万元/吨后继续

下行，29日报25.70万元/吨，较去

年11月中旬56.75万元/吨的高点

已下跌近55%。同期，氢氧化锂、锂

精矿等产品价格也出现大幅回调。

“近期锂价的（快速）大幅回

调的确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从供

求两端看，引发锂价下滑的众多

因素中，最主要的应属‘末端需求

下降’。”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

创新中心主任纪雪洪向《中国经

营报》记者表示。

下游需求走弱

“锂盐价格下跌主要是因终

端需求的走弱。”SMM 新能源分

析师袁野向记者表示，锂盐需求

的大头来自动力端，而受补贴退

坡影响，部分新能源汽车需求在

去年第四季度已提前释放。

纪雪洪表示，中国是全球新

能源汽车最主要的消费市场，受

补贴政策和经济环境影响，今年

前两个月的销量增长相对放缓。

这影响了对动力电池及其上游锂

原料的需求，并造成相关增长预

期的明显下降。

袁野表示，近期燃油车的大

幅降价，也会削弱新能源汽车的

增量需求，拉长行业整体库存的

消化周期。同时从市场层面来

看，锂价越是下跌，愈会加重下游

的观望情绪，促使正常需求后

移。这种现象在动力端和储能端

都有体现。

关于上游供给，中泰资本董

事王冬伟表示，近期全球锂资

源供应渐增，既包括澳大利亚

和智利等主产区供应的增加，

也涉及新项目的陆续投产。这

可能造成供应相对过剩，从而

压低价格。

“市场普遍预期今年下半年

资源端会有放量，这也使锂盐厂

抱团挺价变得更加困难。”袁野表

示，锂盐的下游需求中，作为大头

的动力端恢复迹象尚不明显；储

能端基数较小，且也存在观望情

绪；而消费电子端同样在走弱，难

以撑起需求。

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总裁祁

海 表示，锂价短短4个多月跌破

30 万元大关，下跌速度之快超乎

预期。这也表明之前锂价的飞涨

存在投机炒作因素，现在的价格

回调属理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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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需求疲软，叠加

上游锂盐厂库存充足，因此锂盐价

格仍处下行通道。”华西证券近期

研报表示。

该研报显示，从供给端来看，

全球成熟项目多受限于矿石品位

的下滑，致产量不及预期；多数新

增项目投产后延，部分或可在今

年下半年释放产量。在全年锂资

源增量有限的背景下，需重点关

注新能源汽车需求复苏情况。若

需求端出现回暖，则锂价有望触

底企稳。

袁野表示，目前上下游围绕锂

价展开的博弈已非常激烈。整体

来看，锂价短期仍处在下行通道

中，至于底部会在何时出现，仍需

等待和观察。

“多方博弈下，锂价近年大起

大落，未来或会稳定在一定水平。”

纪雪洪表示，中短期锂价可能围绕

20万元/吨的价格中枢进行宽幅震

荡，很难再回到近60万元/吨的高

峰，也不太可能跌至上一轮 5 万

元/吨的谷底。

纪雪洪认为，汽车市场正处在

从燃油车向电动汽车过渡的阶段，

锂需求会持续增加，而锂资源新增

产能的释放会有一个漫长周期。

因此，未来须重点关注电动汽车的

产销增速和上游锂资源的产能增

速，而钠离子电池、锂电池回收等

替代资源的发展也会给未来锂价

带来变数。

价格仍处下行通道

玻纤龙头业绩亮眼 市场形成强者恒强格局

龙头企业业绩向好

玻纤是一种性能优异的无机

非金属材料，广泛应用于建筑、交

通、电子、电气、化工等领域。

在经历了 2020~2021 年的高

景气阶段后，2022年玻纤行业受俄

乌局势、大宗原材料涨价和供应链

循环不畅等多重因素影响，市场形

势变化起伏较大。

业内人士向记者分析称，2022

年国内玻纤及制品工业遭受需求

萎缩、供需失衡及能源成本上升等

诸多难题，部分企业生产经营面临

重重挑战，规模以上玻纤及制品制

造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

长2.1%；利润总额同比下降8.8%，

行业发展迎来阵痛期。

即便如此，在强者恒强的市场

格局下，龙头企业业绩依旧向好。

3 月 20 日晚间，中国巨石披

露 的 2022 年 财 报 显 示 ，其 营 收

水平首破 200 亿元，达 201.92 亿

元，净利润为 66.1 亿元，均创历

史 最 好 纪 录 。 另 外 ，中 材 科 技

2022 年实现营收 221.09 亿元，同

比增长 8.94%，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5.11 亿元，同比

增长 4.08%。

中材科技方面表示，2022年上

半年，玻纤行业市场景气度较高，热

塑产品等市场需求端支撑较强，同

时海外需求逐渐恢复，产品均价维

持高位；三季度，受行业新增产能释

放影响，价格下滑，玻纤企业库存压

力增大；四季度，随着下游风电、汽

车、基建等市场逐渐恢复，价格企

稳，销量恢复性增长。

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数据

显示，2021 年国内玻纤纱总产量

624万吨，2022年达到687万吨。

自 2000 年以来，国内玻纤行

业一直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生产规

模不断扩大。

这主要源于国内和国外两个

市场的拉动。国际市场的扩大，既

有总需求增长的因素，也有国际企

业因利润率较低退出行业后，给国

内企业在国际市场留下发展空间

的因素；而国内市场的增长，则是

下游消费行业的快速发展带动。

经过多年发展，如今我国已成为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玻纤生产国。

不过，全球玻纤行业集中度

高，已形成较明显的寡头竞争格局。

其中，中国巨石、美国欧文斯

科宁（OC）、日本电气硝子公司

（NEG）、泰山玻璃纤维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国际复合材料有限公

司、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

六大玻纤生产企业的玻纤年产能

合计占到全球玻纤总产能的75%以

上，我国三大玻纤生产企业的产能

合计占到国内总产能的70%以上。

洪前进表示，玻纤产品位于产

业链上游，盈利能力与定价权较

强；同时，行业存在较高的技术、资

金和政策壁垒。如今，全球玻纤市

场已形成强者恒强的格局。

从国内市场来看,头部企业依

然在加快扩张步伐。

2 月 1 日，山东玻纤（605006.

SH）公告称，全资子公司临沂天炬

节能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拟建设30

万吨高性能（超高模）玻纤智造项

目，项目概算总投资37亿元。

山东玻纤方面表示，30万吨高

性能（超高模）玻纤智造项目建成

后，公司产能将进一步提高，产品

结构进一步优化，能够有效提升玻

纤产品竞争力，抢占高端玻纤产品

市场，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巨石年报显示，2022年公

司三条产线（桐乡智能制造基地第

三条电子布生产线、成都年产 15

万吨短切原丝生产线、埃及第四条

粗纱生产线）顺利点火投产。据中

国巨石2022年12月29日公告，其

新成立巨石集团淮安有限公司，启

动建设全球首个玻纤零碳智能制

造基地，年产 40 万吨高性能玻璃

纤维生产线及配套工程项目。

中国巨石方面表示，宏观经济

环境带给玻纤行业的压力主要还是

阶段性供给增速超过需求增速，需

求缺乏新的增量点。供给端产能扩

张还在加快，表面上看增加产能会

带来竞争力的提高，但简单粗放的

规模扩张是无效的扩张，会导致成

本更加高昂。玻纤陶土、坩埚拉丝

等低劣产能需要进一步加大淘汰力

度，玻纤供给侧仍有优化空间。

中材科技方面也表示，随着

“双碳”政策的推出，低碳发展为拓

展玻纤产品应用领域创造了新的

机遇。需求规模的扩大伴随着下

游市场不断细分，供需情况不尽相

同，进入门槛低的市场将面临严重

产能过剩；产品的不断创新使差异

化日趋明显，传统玻纤产品优势逐

渐下降。从长期看，玻纤行业的发

展趋势将是高端化、智能化，其中，

高端化决定市场空间，智能化打开

降本空间，具备行业领先技术、优

势产品结构、优异品质和服务的综

合性玻纤企业将会胜出。

抢占高端市场

产业链库存堆积

“需要注意这种价格波动，对

产业链企业生产运营带来的影

响。”王冬伟表示。

祁海 表示，其实碳酸锂价

格即使在20多万元一吨的水平，

上游企业的利润也会非常高。

之前过高的锂价对整个下游都

不友好。

纪雪洪表示，包括电池、整车

及消费者在内的下游都会从锂价

回调中获益，之前锂价暴涨给这

些环节带来的成本压力也会缓

解。锂价下跌期间，可以观察到

部分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上市

公司的毛利率有小幅提升，股价

表现也强于上游企业。

纪雪洪进一步讲道，锂价下

跌对于上游资源企业的影响则恰

好相反，其盈利能力会受到影响，

近期相关上市公司股价已出现大

幅单边回调。

同时，新能源汽车拥有极具

产业纵深的供应链条，要求较长

的备货周期。

据五矿证券测算，1 吨锂矿

石从西澳锂矿出厂（不算之前采

选流程），到中国锂盐厂、材料企

业、电芯企业，再到电池装车并最

终销售，预计需要 6 个月以上的

时间，且海外车企体系耗时更

长。这意味着需求预期的变化将

宽幅影响产业链的在途库存。

袁野告诉记者，目前，包括

锂盐、材料、电芯和整车在内的

多个环节，都存在库存堆积的

情况。“部分材料企业的产品库

存已有四五千吨，一些电芯企

业的电芯库存也足以用两个多

月，在锂价急跌情况下，他们的

当务之急是清掉这些库存来避

免减值，而不是去买进更多的

原料。”

在“双碳”目标推动下，风电、

新能源汽车、电子电器、新型建材

等领域需求长期向好。

“由于国内玻纤部分延后订单

将在2023年得到释放，且风电领域

的投资也有强劲的上升预期，所以

2023年，国内玻纤市场行情或将迎

来缓慢修复期。”洪前进表示。

就全球而言，玻纤主要应用领

域集中在基建和建筑材料、交通运

输、电子电器、工业设备、能源环保

领域，占比分别为35%、29%、15%、

12%、9%。其中有相对偏周期的应

用领域（建筑建材、管罐等），也有

新兴的应用领域（汽车轻量化、

5G、风电），所以玻纤行业兼具“周

期”和“成长”双重属性。

洪前进认为，首先，建筑领域

竣工端或存向好预期。2022年地

产市场新开工及竣工同比增速持

续下滑，部分终端市场订单有所延

后，2023年伴随相关利好政策逐渐

落实，终端市场资金压力大概率有

所缓解，部分竣工端订单将有所释

放，家装市场及电子电器市场年内

亦有较大回暖预期。其次，风电市

场年内新增装机量发力，国内几大

池窑厂风电纱产量占比暂无明显

缩减，且 2023 年二季度业内预期

明显向好。再者，汽车市场稳中有

增，2022年新能源车汽车产量及市

场渗透率同比增速明显，而 2023

年伴随整体经济回暖支撑，近期新

能源汽车产量及订单量存增加趋

势，后期需求持续性尚需跟进。

另据中国巨石方面预计，今年

国内风电用玻纤纱需求量将回到

120万吨左右。新能源汽车领域，

PCB 板用量在新能源车上较传统

燃油车大幅增加，将有力拉动电子

布的市场需求；减重用的玻纤复合

材料在每辆车上也至少有几千

克。总体而言，玻纤在新能源领域

的渗透率稳步提升，需求仍有很大

成长空间。

东吴证券研报显示，2023 年

玻纤行业有望重归供需平衡，景

气筑底回暖。其中，2023 年粗纱

有望重归供需平衡，行业累库放

缓或开始去化，若风电需求弹性

超预期，行业盈利弹性更大。此

外，电子布供给过剩已在 2022 年

明显化解，随着需求复苏，价格中

枢有望上移。

“双碳”带来新机遇

锂价短短4个多月跌破30万元大关，下跌速度之快超乎预期。这也表明之前锂价的飞涨存在投机

炒作因素，现在的价格回调属理性回归。

锂价下跌期间，可以观察到部分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上市公司的毛利率有小幅提升，股价表现

也强于上游企业。对于上游资源企业的影响则恰好相反，其盈利能力会受到影响，近期相关上市

公司股价已出现大幅单边回调。

多方博弈下，锂价近年大起大

落，未来或会稳定在一定水平。

据上海有色网价格信息，近日国产电池级碳酸锂、氢氧化锂、锂精矿等产品价格大幅回调。图

为上海龙吴港码头现场，工人正在卸货。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