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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公布的2023年全球储能

电池的出货量数据和全球储能锂

电池企业出货量榜单，引发市场

关注。

相关数据显示，去年全球储

能电池的出货量达 185GWh，同

比增长约 53%。纵观 2023 年全

球储能电池的出货量前十强，中

国企业占据八席，出货量占据约

九成。在阶段性产能过剩背景

下，上游原材料降价传导，叠加

价格战白热化，储能电池市场的

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仅宁德时代

（300750.SZ）、比 亚 迪（002594.

SZ）、亿纬锂能（300014.SZ）、瑞

浦兰钧（0666.HK）、海辰储能五

家头部企业的合计市场占有率

便超过了75%。

两年间，储能电池市场“画

风”突变。曾被视为竞相争夺的

价值洼地，如今已厮杀为低价竞

争的红海，企业不惜以更低的价

格争夺全球市场份额。然而，由

于各企业在成本管控方面的能

力参差不齐，2023年储能电池企

业的业绩呈现分化，有的企业实

现了增长，而有的则陷入下滑甚

至亏损的困境。在业内看来，

2024 年 将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分 水

岭，是储能电池市场优胜劣汰加

速、格局重塑的关键年。

鑫椤资讯高级研究员龙志强

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目前储能电池企业已是微

利，甚至亏损。由于一线企业的

综合竞争力更强，产品具有溢价

能力，二、三线企业则在产品报价

上更加内卷，因而盈利能力表现

不一。

储能电池市场加速洗牌：2024年将是分水岭

2023年，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

增长、上游原材料碳酸锂价格回

落，带动了全球储能市场迅猛发

展，进而增加了对储能电池的需

求。但与之相伴的是，储能电池产

能则因新老玩家的快速扩产而进

入了阶段性过剩阶段。

据 InfoLink Consulting 预 测 ，

2024年全球电芯产能接近3400GWh，

其中储能电芯占22%，达750GWh。

同时，2024年储能电芯出货增速为

35%，达266GWh。可见，储能电芯

的需求和供给严重错配。

龙志强向记者表示：“目前整

个储能电芯产能已经达到500GWh，

但是今年行业的真实需求是——

300GWh 都难达到。这种情况下，

超200GWh的产能自然是闲置的。”

储能电池企业的产能过度扩

张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奔赴碳中和的背景下，储能产

业伴随新能源发电市场的发展而

迅速崛起，跨界玩家蜂拥而入，冲

业绩、抢份额，无不想从中分一杯

羹。同时，部分地方政府也将锂

电产业作为招商引资重点，通过

补贴、优惠政策等方式吸引储能

电池企业入驻，支持项目落地。

此外，在资本助力下，储能电池企

业通过加大研发力度、扩大产能、

完善渠道建设等举措进一步加快

了扩张步伐。

在阶段性产能过剩背景下，

2023年至今，储能产业链价格整体

呈现下滑态势。伴随着碳酸锂价

格的传导叠加价格战愈演愈烈，储

能电芯价格也从 2023 年年初的不

足 1 元/Wh 最低跌至不足 0.35 元/

Wh，降幅之大堪称“膝斩”。

龙志强告诉记者：“进入 2024

年，碳酸锂价格呈现出一定的波

动上涨，但电芯价格整体的下降

趋势并未有明显变化。目前整体

电芯价格已经跌至 0.35 元/Wh 上

下，需要根据订单量、应用场景、

电芯企业的综合实力等因素确

定 ，个 别 企 业 的 价 格 能 达 到 0.4

元/Wh的水平。”

据上海有色网（SMM）测算，目

前280Ah磷酸铁锂储能电芯理论成

本约为 0.34 元/Wh。显然，储能电

池厂已经在成本线徘徊。

“当前，市场供过于求，需求并

不强势，企业降价抢市场，包括部

分企业低价清理库存，都进一步压

低了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储能电

池企业已是微利，甚至亏损。相较

一线企业，二、三线企业的产品报

价更加内卷。”龙志强说。

龙志强还表示：“2024 年储能

行业将加速洗牌，储能电池企业

会呈现不同的生存境遇。去年至

今，行业已经出现停产停工，甚至

裁员的现象。开工率低，产能闲

置，产品也卖不出去，自然承受营

运压力。”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认

为，储能行业底部已经明确，但产

能出清和库存消化仍需一定时

间，行业利润明显回暖取决于需

求提升以及供应端优化调整速

度 。 InfoLink Consulting 此 前 预

测，电芯产能过剩问题在 2024 年

第一季度触底，结合材料成本考

量，短期内储能电芯价格下行空

间有限。

成本承压

2023年至今，储能产业链价格整体呈现下滑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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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锂电池企业基本是动

力 电 池 和 储 能 电 池 两 条 腿 走

路。尽管储能布局略晚，但是企

业都已将其摆在了突出位置。

比如，宁德时代是动力电池

和储能电池出货量“双料冠军”，

此前便确定了“电化学储能+可

再生能源发电”“动力电池和新

能源车”“电动化+智能化”三大

战略发展方向。近两年，公司的

储能电池规模和收入不断增长，

还进一步向储能系统集成环节

延伸。比亚迪早在 2008 年便进

入储能领域，并较早进军海外市

场，目前公司的储能电池和系统

业务均位居第一梯队。2023 年

12月，比亚迪进一步强化储能品

牌，将深圳坪山弗迪电池有限公

司正式更名为深圳比亚迪储能

有限公司。

海辰储能作为储能电池领

域的后起之秀，自2019年成立以

来便聚焦储能产业，表现出凶猛

的发展势头，仅用四年时间便跃

居储能电池前五。2023年，海辰

储能正式开启了IPO进程。

此外，鹏辉能源（300438.SZ）

也正实施储能战略，即“计划在

未来三到五年内实现复合增长

50%以上，跨越三百亿营收，成为

储能行业首选供应商”。2022

年，该公司储能业务收入占总收

入比例已提升至54%。

如今，在激烈的竞争环境

下，品牌影响力、资金、产品品

质、规模、成本、渠道等要素关乎

储能电池企业的生死成败。2023

年，储能电池企业的业绩已经出

现分化，盈利状况冰火两重天。

以宁德时代、比亚迪和亿纬

锂能为代表的电池企业业绩均

保持增长。比如，2023年宁德时

代实现营业总收入4009.1亿元，

同比增长22.01%，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441.21亿元，同

比增长43.58%。其中，公司储能

电池系统营收 599 亿元，同比增

长 33.17% ，占 总 营 收 比 重 为

14.94%。公司储能电池系统的毛

利率为23.79%，同比增长6.78%。

相比之下，瑞浦兰钧、鹏辉

能源等企业的业绩表现则呈现

出另一番景象。

其中，瑞浦兰钧预计2023年

亏损18亿—20亿元；鹏辉能源预

计 2023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0.58 亿—0.85 亿元，

同比下滑86.47%—90.77%。

鹏辉能源方面称：“由于上

游材料碳酸锂价格大幅下跌，

再加上市场竞争原因，公司锂

电产品单位售价降幅较大，叠

加下游企业去库存因素，从而

影响了收入和盈利；产品降价

也导致期末计提了较大金额存

货跌价准备，从而影响公司盈利

水平。”

龙志强向记者表示：“宁德

时代在国内国外市场双双发力，

品质、品牌、技术和规模等是业

内不可比拟的，产品具有溢价能

力 ，相 比 同 行 高 0.08—0.1 元/

Wh。除此之外，该公司延伸布

局了上游资源，而且与国内外大

客户签订合作，这些都使其市场

地位很难被撼动。相比之下，

二、三线储能电池企业的综合实

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单从规模上

看便有较大差距，这也使其成本

不占优势，盈利能力弱一些。”

残酷的市场竞争考验着企

业的综合竞争力。亿纬锂能董

事长刘金成近日表示：“做储能

电池天生需要坚持长期主义，

对于质量本身有很高要求，下

游客户会了解电池厂的口碑和

历史业绩。电池厂在 2023 年已

经出现分化，2024 年将会是分

水岭；电池厂财务状况也会成

为客户的重要考虑因素。一味

采取低价策略的公司，很难击

败具备顶尖制造水平的头部企

业。卷价格不是主战场，而且

不可持续。”

记者注意到，在当前市场环

境下，尽管盈利能力继续承压，

但储能企业对于经营目标仍有

着不同期望。

刘金成透露，2024年亿纬锂

能的经营目标是精耕细作、颗粒

归仓，希望建设的每一个工厂都

能实现盈利。其中，在储能电池

方面，努力在今年和明年把交付

量排名进一步提升，且今年开始

要逐步提高 Pack（电池包）和系

统的交付比例。

瑞浦兰钧方面此前表示，

相信公司能够于 2025 年实现盈

利并产生经营现金流入。除调

整产品价格外，公司将通过提

高生产效率、增强对原材料成

本波动的应对能力、增加销售

收益、形成规模经济的方式实

现目标。

盈利分化

瑞浦兰钧、鹏辉能源等企业的业绩表现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中信特钢增收不增利背后：
行业“高成本、低利润”
本报记者 陈家运 李哲 北京报道

尽管 2023 年钢铁行业整体表

现疲软，多数钢厂面临成本高企和

业 绩 下 滑 的 压 力 ，但 中 信 特 钢

（000708.SZ）营业收入依然突破千

亿元大关。

据中信特钢发布的 2023 年度

报 告 ，公 司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达

1140.19 亿元 ，同比增长 15.94% 。

不过，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 润 为 57.21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19.48%。

中研普华研究员柯壮宾在接

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中信特钢在营收增长的同时

面临利润下滑的压力，主要受到

全球经济形势不佳、行业需求疲

软以及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多重因

素的影响。

“尽管如此，中信特钢作为特

钢行业的领军企业，其强大的市场

地位和产能规模仍为其未来发展

提供了坚实基础。”柯壮宾说。

中信特钢是特殊钢材料制造的

领军企业，具备年产约2000万吨特

殊钢材料的生产能力。其主营产品

涵盖合金钢棒材、特种无缝钢管、合

金钢线材、特种钢板等领域。

2023 年，中信特钢增收不增

利，其在营收突破千亿元的同时，净

利润却出现下滑。

3 月 12 日晚，中信特钢发布的

2023年度报告显示，去年公司实现营

业 收 入 1140.1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5.9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57.21亿元，同比下降19.48%。

对于净利润下滑的原因，中信

特钢方面表示，2023 年，全球地缘

政治冲突持续升级，国际贸易摩擦

不断，风险积聚挑战增多，经济复苏

乏力，国内投资增速放缓，需求与预

期延续弱势。钢铁行业全面进入下

行周期，面临下游需求恢复不振、钢

材价格下跌、原材料成本高企等挑

战，在供强需弱的背景下延续“高成

本、低利润”的不利局面，整体效益

处于近年来较低水平，行业发展形

势十分严峻。

卓创资讯钢材分析师刘炙鑫向

记者表示，2023年钢材市场呈现了

先涨后跌再震荡盘整的走势。其

中，一季度的上涨行情主要是对需

求及宏观环境偏强预期的反馈。后

续的价格下跌主要是因为需求未能

照进现实，叠加全球经济增势放缓

的宏观表现。从长材与板材对比来

看，板材市场行情略强于长材。从

利润表现来看，二、三季度利润较

高，四季度多数品种钢材生产陷入

亏损局面。

柯壮宾也表示，2023年钢材虽

然出口方面出现增长，但市场整体

供需压力仍较明显，受进口铁矿石

价格坚挺影响，国内钢铁企业盈利

处于低迷状态。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实现利

润总额为 564.8 亿元，高出近 20 年

行业利润最低点的199.3亿元，但仍

远低于2021年的4240.9亿元，差距

高达3676.1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据特钢协统计

数据，2023 年，重点统计特钢企业

利润总额同比下降32.4%。从数据

不难看出，在行业利润下滑之际，中

信特钢作为特钢龙头，业绩表现依

然优于行业大势。

“这主要得益于中信特钢迅速

转变思路，紧紧把握国家‘双碳’政

策的利好机遇，抢抓风电、新能源汽

车等行业发展契机，加大能源用钢、

汽车用钢的市场开发。”中信特钢方

面分析称，2023 年，公司完成总销

量1889万吨，同比增长24.4%，创历

史新高。其中，出口销量达到 238

万吨，同比增长50.1%，且出口产品

毛利高于内贸产品。

谈及国际化业务情况，中信

特钢方面向记者表示，其按照补

短板、强弱项，延伸产业链、价值

链的原则，充分发挥海外资源、能

力和优势，依托公司在国际市场

的客户基础和品牌效应，寻找生

产、技术、贸易合作伙伴，加快实

现海外布局。

营收增长净利下滑

如今，中国制造业正加快转

型升级的步伐，特钢行业也迎来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中信特钢方面表示，在国家

战略和相关政策带动下，我国产

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深入，制造业

的转型升级以及高端制造业的提

速发展激发了高端特钢产品的市

场需求，预计高端装备制造、船舶

海工、汽车、能源、国防航空航天

等行业仍将保持增长态势，特钢

需求量仍将有所增长。

为了适应市场变化，钢铁企

业须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加大对

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的研

发和生产力度。柯壮宾强调，钢

铁行业应通过提升产品质量和

性能，满足用户对高品质钢材的

需求，提升市场竞争力。加强成

本核算，优化生产流程，降低生

产成本。同时，通过采用先进的

工艺技术和设备，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

放，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此

外，钢铁行业也应积极开拓新的

销售渠道，扩大市场份额。通过

加强与下游用户的合作，建立稳

定的供需关系，实现互利共赢。

刘炙鑫也认为，当前钢铁企

业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

力。从企业发展和行业发展的角

度来看，在未来短期内需求增速

有限的预期下，取得竞争优势意

味着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水平。

这就要求钢铁企业走出低端竞争

的泥潭，向优质、深加工方向转

型，并通过精细化产品定位来提

高产品竞争力。同时，钢铁行业

还应抓住时代发展特色，利用数

字平台和 AI 技术与传统生产结

合，提高成本把控能力，扩大利润

空间。此外，合理运用市场工具，

以锁定盈利为导向，通过与第三

方合作洞悉行业发展脉络，提前

做好风控，获得竞争优势。

转型升级的机遇

近期，国际咨询机构SNE Research公布的2023年全球储能电池的出货量数据和全球储能锂电

池企业出货量榜单，引发市场关注。图为中国国际海事技术展览会宁德时代展台。视觉中国/图

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和市场需求的逐步回暖，业内

普遍认为，2024 年钢材市场有

望迎来恢复期，景气度将呈现

复苏态势。

对于2024年的下游需求，刘

炙鑫指出，随着国内稳经济、促

消费相关措施落地实施，以及经

济内生动能的自发修复，中国经

济有望继续边际改善，这将提高

钢铁及终端汽车、家电等的消费

需求，并反馈至钢铁市场，但供

给增幅的扩大或将一定程度上

压制需求的正向反馈。他预计，

2024 年 钢 材 供 应 量 或 将 达 到

130485万吨，较去年增加1%。

柯壮宾表示，展望 2024 年，

钢材市场的结构性冲击将进入

尾声，周期因素有望改善。在需

求方面，房地产在经历剧烈调整

后，有望逐步回归均衡水平，而

制造业用钢需求则继续保持增

长态势。在供应方面，水泥行业

提高集中度与主动执行错峰生

产值得借鉴，钢铁行业推进行业

自律、行政调控是可行之策，控

产量依然是重要的政策选项。

总体而言，钢铁行业有望在今年

年底前释放出更多积极信号，并

逐步摆脱当前困境。

中信特钢对未来的市场前

景表示乐观。其认为，2024年公

司覆盖下游行业的景气度整体

同比2023年向好。展望2024年，

地产端经过两年下行，对钢铁的

负向拖拽将明显下降。此外，国

内万亿国债支持基建端需求，制

造业升级与汽车、家电、造船等

行业全球竞争优势提升，整体需

求将稳中有进。

刘炙鑫表示，下游行业中，

新能源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延

续，预计2024年温和增长可能性

依然较大；机械和造船行业需求

也有望回升。然而，出口增速可

能面临一定下滑压力，因此未来

应更加关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

设下内需消费的进一步变化。

中信特钢方面向记者表示，

根据中汽协数据，2023 年，我国

汽车产销量创历史新高。其中，

新能源汽车连续九年位居全球

第一。基于此，预计汽车领域用

钢需求企稳，其中新能源汽车用

钢仍然是成长的重要动力，混动

车型受青睐程度上升，用钢需求

上升。新能源车的电机轴对特

钢品质要求很高，与公司产品结

构不断优化、加大中高端汽车用

钢市场拓展可实现高度匹配。

景气度或将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