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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扩产潮起 虚火还是实火？

 随着政策的推进以及下游需求的刺激，动力电池行业的上市公司纷纷加大了产能上的投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
底中国动力电池产能为101GWh，预计至2017年年底规划总产能将达230GWh，同比增长127%，动力电池产能将集中
释放。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上半年已有超过2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动力电池扩产计划，同比增加133%；通过并购、增
资、对外投资等形式加速布局锂电池业务的上市公司也有近40家。

 根据《促进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到2020年，我国动力电池行业总产能将超过1000亿瓦时，形成产销
规模在400亿瓦时以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业内人士表示，未来我国动力电池企业扩产空间巨大，但从目
前情况来看，动力电池整体呈现高端产能不足、低端产能过剩的局面。可以预见，在政策逐步趋严收紧的背景下，锂
电行业今年或加速洗牌整合，产能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市场份额将向行业龙头企业集中。

 细分领域龙头集体扩产

 新能源汽车销量的不断攀升，是锂电池企业扩产最核心的动力来源。据业内预计，2017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可达
80万辆。刚刚进入6月份，江淮汽车宣布将与大众设立合资公司，着手准备规划全新新能源汽车工厂的建设，目标是
年产36万辆规模产能。同一时间，北汽也宣布，戴姆勒拟战略投资北汽集团旗下的北汽新能源公司。可以预计的是，
随着新能源汽车发展进入进一步加速阶段，锂电池行业的扩产也将提速。

 事实上，今年以来，锂电池企业产能扩张的步伐从未间断，处在我国锂电池行业第一梯队的几大龙头企业更是大动
作不断。先是传出比亚迪正在考虑分拆核心电池业务独立运营的消息，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消息属实，不排除比亚迪
将进一步扩大产能供应电池给其他客户。目前比亚迪动力电池产能约12GWh，公司预计今年年底可达到16GWh三元
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的产能。之后，又有消息称上汽集团拟通过全资子公司与宁德时代新设两家动力电池公司共同推
进电池业务的发展。此外，国轩高科于5月28日举行了青岛基地4GWh高比能三元电池项目开工典礼，该项目总投资20
亿元，预计2018年3月正式投产，建成后将形成年产值60亿元规模。

 此前的《汽车动力电池行业规范条件（2017年）》（征求意见稿）提出，锂离子动力电池单体企业年产能力不低于
80亿瓦时。今年四部委联合印发的《促进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则明确，到2020年，正负极、隔膜、电解
液等关键材料及零部件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上游产业链实现均衡协调发展，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骨干企业。
在政策的鼓励下，锂电池产业链上企业开始加大扩产步伐，尤其是锂电池细分领域内的龙头企业。

 作为锂电池产业链上最关键部分，中游材料商今年的扩产动作较为频繁。如正极材料龙头企业当升科技，今年已发
布定增方案，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资15亿元，其中11.6亿元投资江苏当升锂电正极材料生产基地三期工程，该项
目主要建设内容为18000吨/年的高镍多元材料生产线。

 目前来看，在高镍多元材料产品方面，当升科技仅拥有NCM622约2000吨/年生产能力，而正在建设中的江苏海门二
期工程第二阶段项目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完成调试，将增加NCM622约4000吨/年的生产能力。当升科技表示，尽管如
此，公司产能仍不能满足市场要求。因此，本次募投项目建成达产后，公司高镍多元材料产品产能将大幅提升。

 新宙邦作为国内电解液行业龙头，在6月2日公告称，公司拟收购巴斯夫电池材料100%股权。就此次将全球化工巨
头巴斯夫中国电解液业务纳入麾下，新宙邦表示，此举有利于提升公司电解液产品产能，扩大公司电解液业务的国际
影响力。

 同样，销量一直领先的江苏国泰在扩产愿望上也十分迫切。一方面，公司子公司华荣化工年产2万吨锂电池电解液
扩能技改项目正在实施中；另一方面，公司投资设立新能源集团公司，并拟在福建宁德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建设年
产4万吨锂离子动力电池电解液项目。

 “公司将一方面继续加大锂离子电池隔膜领域的投入、研发，加快扩产速度，同时加大在其他高端功能膜领域的拓
展。”锂电池隔膜领域龙头星源材质，拟在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设立项目公司，投资16亿元建设年产3.6亿平方米
锂电池隔膜项目，以进一步优化公司的生产区域布局，扩大产能。

 在锂电池产业链下游，国内锂电模组龙头欣旺达今年拟募资不超32.46亿元，用于消费类锂电池模组扩产项目、动
力类锂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等。其中，动力锂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是此次定增重点，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20.5亿元，
计划两年内建成年产6GWh的动力锂电池（含4GWh动力锂电池电芯）生产线。欣旺达预计，该定增项目达产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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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年营业收入97.20亿元、净利润8.54亿元。

 另外，锂电设备行业的先导智能将启动动力锂电池设备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建设，项目投产后预计公司锂电
池设备产能可以扩大约1倍。

 行业洗牌整合力度加大

 “与其他行业一样，当锂电池企业密集扩产之时，整个行业将面临低端产能过剩的问题。”逐熹投资合伙人叶宇宏
对记者表示，尽管下游需求给锂电企业扩产带来动力，但量的上升并不能保证质的同步提高。事实上，目前国内锂电
池产品性能、质量和成本仍难以满足新能源汽车推广普及的需求，在基础关键材料、技术、制造工艺等方面与国际先
进水平仍有着较大的差距。

 《促进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到2020年，新型锂离子动力电池单体比能量超过300瓦时/公斤；系
统比能量力争达到260瓦时/公斤、成本降至1元/瓦时以下，使用环境达-30℃到55℃，可具备3C充电能力。

 “可以预见，未来锂电池行业的门槛将越来越高，要求会更加严苛，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筛选出行业内的优质企业，
淘汰掉一批低端产品生产者。”叶宇宏进一步指出，随着有关部门提高对电池安全、质量、性能的要求，将出现弱小
企业出局、部分相对优质企业被并购的趋势。

 数据显示，2016年国内锂电池产业并购项目近60起；今年以来，通过并购产业链企业拓展自身业务范围的案例已有
近20起。如长信科技，今年披露重组预案，拟以67.5亿元收购比克动力75%股权，后者主要从事三元锂电池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资产重组完成后，长信科技将持有比克动力84%股份。长信科技如此“痴情”于比克动力，正是因为二
者在产业链上的协同效应，以及后者在三元锂电池领域的龙头地位。

 或是基于看好三元锂电池行业的底气，此次交易给出了巨额的业绩承诺，即比克动力2017年至2019年的扣非后净利
润数分别不低于7亿元、12亿元和12.5亿元，三年业绩合计达31.5亿元。长信科技表示，本次交易完成后，比克动力将
是公司新能源领域的重要战略布局，加深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渗透。如果重组成功，公司会利用比克动力和长信
科技的优势，把比克动力的产能提高到国内前三位。

 锂电池行业的红火也吸引了不少上市公司跨界“涉锂”分一杯羹者。如主营包装印刷业务的创新股份，拟收购国内
领先的锂离子电池隔离膜供应商上海恩捷的全部股权，总对价55.5亿元，并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8亿元用于珠海恩捷
隔膜一期5条湿法生产线建设。此次交易完成后，创新股份将实现包装印刷业务和锂电池隔离膜业务双轮驱动发展。

 又如主营传统纺织业务的维科精华，拟9亿元收购维科电池71.40%股权、维科新能源100%股权、维科能源60%股权
，并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8亿元用于标的公司在建项目建设等。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新增锂电池业务。

 实际上，“涉锂”已让不少公司尝到了“甜头”。如主营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的天际股份，预计今年上半年净利润
将同比增长380%至430%，主要原因是公司收购了江苏新泰100%股权，而江苏新泰主营的锂离子电池材料业务从2016
年12月份起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又如东方精工预计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将同比增长290%至340%，因公司收购的新能源电池系统方案供应商普莱德从
今年第二季度开始纳入公司财报合并范围。

 并购已成为企业涉足锂电池领域、迅速扩大锂电池业务最直接的一种途径。业内人士预计，今年下半年锂电池行业
内的投资并购热潮仍将延续，扩产已经成为锂电池企业2017年布局的重点任务之一。（记者 王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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