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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刘灿邦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

会十分罕见地暂停了每周一次的多

晶硅价格发布，硅业分会称，由于本

周调研未得到足够的新增成交信息，

虽然价格已经呈现下跌趋势，但是针

对具体成交价格依旧存在分歧，基本

上无新签订单，且上周报价的成交价

格已无法反应当前市场实际情况，故

本周暂停公布多晶硅价格，待有实际

成交之后，再明确市场成交价格。

硅料报价再度暂停

硅业分会上一次暂停发布多晶

硅报价还是在去年9月，彼时，多晶硅

价格突破 30万元/吨，业内对产业链

上游质疑颇多。相比之下，本周的

暂停更像是短期行为，预计没有持

续性。

据硅业分会统计，近一周，硅料

企业仅有少数成交，五家龙头企业均

未签订新单，二三线企业中，部分有

一定幅度的价格松动，部分对前期签

订订单进行价格调整，调整幅度约在

10元/千克上下。

硅业分会称，月末月初为企业集

中签单期，目前大部分企业的前期订

单到10月末将全部执行完毕，本周企

业开始谈判 11月订单。根据硅料生

产企业价格谈判情况与下游企业反

馈，预计新一轮成交五家一线大厂N
型硅料价格将在7.7万元-8.0万元/吨
附近达到平衡，P型复投料将在7.0万

元-7.3万元/吨达到平衡，其余厂家的

价格则有进一步松动的可能。

预测的新一轮成交价也与上述

调整幅度相匹配，上周，N型硅料成交

均价为9.31万元/吨，单晶致密料成交

均价为 8.01万元/吨。“受制于下游企

业价格接受能力大幅下滑，硅料成交

价格走低是必然趋势。外加硅片、电

池片开工率的普遍下调，对硅料需求

快速下滑。”

硅业分会认为，在需求不足的背

景下，即便硅料价格跟跌，能够拉动

的硅料需求也相对有限，且会将降

价信号进一步传导至下游企业。因

此，部分硅料厂商仍有稳价心态，期

望硅片、电池片库存尽快消耗完毕，

市场需求恢复稳定。此外，由于近

期的签单不顺，硅料企业库存正在持

续累积中。

“因为没有交易，都在执行原来

订单交货，下个月的谈判还在进行

中。”硅业分会专家委副主任吕锦标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头部硅料企

业的成本可以控制在 6万元/吨，当前

价格水平下还是有利润的，“第三季

度，多晶硅头部企业还能实现 30%的

毛利。”

产业链盈利承压

关于本周硅片环节的情况，硅业

分会并未做更多分析。本周，M10硅

片均价为 2.54元/片，N型硅片均价为

2.59 元/片，G12 硅片均价为 3.47 元/
片，周跌幅在4.14%-8.8%不等。

虽然硅业分会本周暂停了多晶

硅价格发布，但据另一家咨询机构

InfoLink Consulting，本周多晶硅致密

料成交均价为 8.2万元/吨，周环比降

幅为5.7%。即便如此，该机构还是提

到，截至本周三，硅料买卖双方仍然

处于对峙和冷置阶段，几乎没有新订

单成交。

InfoLink 指出，从目前二三线硅

料企业包括新进入企业的报价范围

来看，已经开始明显下调报价区间，

但是随着拉晶环节稼动率的持续走

低和硅片价格的加速崩跌，目前硅料

新的报价范围显然与买方的预期和

接受价格仍有差距，本周难以产生大

面积成交，预计 11 月上旬的成交价

格博弈将异常激烈。“最新成交价格

仍需时间发酵，预期下跌幅度将较为

可观。”

记者注意到，InfoLink与硅业分会

的硅片报价水平十分接近。InfoLink
称，硅片环节持续受到库存积累问题

影响，价格快速崩跌，厂家为了保障

出货招数出尽，市场悲观氛围弥漫。

值得关注的是，硅业分会指出，

目前硅片价格已达到绝大多数硅片

企业的盈亏平衡点，部分厂家甚至面

临亏损。InfoLink 认为，硅片厂家间

对于价格的预判不尽相同，二三线厂

家致力于去库存化，低价出清消纳库

存，然而，个别厂家为了控制盈利水

平以及预期后续采购需求启动，承受

高库存的风险价格维持相对坚挺。

InfoLink 还提到，当前硅片厂最

大的风险将是电池厂家的排产规划，

在当前电池厂家维持饱满开工下，硅

片库存已难免堆积，硅片环节整体排

产也下调至 80%及以下。若后续电

池厂减产应对快速下跌的价格时，硅

片厂家减产幅度或将进一步扩大。

近期，覆盖光伏上游环节的通威

股份及TCL中环均披露了三季报，其

中，通威股份第三季度营收、净利润

分别为 373.5亿元、30.3亿元，同比降

幅分别为-10.5%、-68.1%；TCL中环

第三季度营收、净利润分别为 137.6
亿元、16.5亿元，同比降幅均超两成。

产业链价格变动对头部企业的

影响可见一斑。事实上，产业链降

价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影响营

收规模，另一方面影响毛利率水平，

叠加到企业毛利上，降价的影响会

被放大。

组件报价加大品质权重

产业链下游方面，InfoLink 数据

显示，本周主流尺寸电池价格大幅下

跌，P型M10、G12尺寸电池主流成交

价格纷纷落在每瓦 0.5 元-0.53 元与

0.52 元-0.53 元左右，跌幅在 15%-
18%不等。由于近期电池片厂家也陆

续酝酿减产规划，整体价格走势需视

厂家后续稼动率变化修正。

组件环节，虽然近期招标中出现

1元以下报价，但本周跌幅仅有1.7%，

均价维持在每瓦 1.13元-1.14元。不

过，InfoLink 也提醒说，“价格能否趋

于稳定，仍需要观察组件排产及库存

水平而定，若厂家排产仍受新产能增

量而有所增加，仍不排除厂家为取得

订单恐仍有降幅，PERC 组件平均价

格可能跌破 1.1元、低价甚至有可能

跌破 1元。”

“多晶硅价格降到 10 万元/吨以

内，组件价格到 1.5元/W以内是很正

常的，今年6月底，硅料曾触及6万元/
吨低点，彼时组件价格还在 1.3元/W
以上，下游还是挣钱的。”

吕锦标向记者分析说，第三季

度，多晶硅价格反弹至 8 万元-9 万

元/吨，但组件一路继续下行，直到跌

破1元/W，他认为，这是组件端严重过

剩造成的，“当然，越跌越不交易的心

里加剧了下跌，大型采购招标也造成

踩踏，总体来看，不是按电站投资收

益率来衡量组件价格。”

吕锦标进一步指出，组件破“1”
后业内有声音让多晶硅继续跌价，但

他认为，多晶硅价格每吨再跌1万元，

每瓦组件成本只会减少 0.025元；对

于投资巨大、需要连续生产的多晶硅

厂而言，“实际上并没有几个1万元的

降价空间。”

谈及组件价格跌破重要心理关

口的原因，吕锦标提到了一个重要

情况，即分布式与集中式市场发展

的不均衡。“当前，还是要让分步式

应用回归正常的需求，让大型招标

减少价格的权重，加大企业品牌、产

品可靠性方面的权重，现在的高效

组件价位已经不是光伏电站投资中

的敏感指标了。”他建议，分布式光

伏应用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地方

在电网接入许可、场景拓展方面还

有许多潜力。

时隔一年暂停硅料报价
光伏上下游全面迫近成本线

见习记者 聂英好

今年以来，在产能过剩与库存压

力持续、锂盐材料价格下行的双重挤

压下，锂电产业链三季度业绩分化，

而部分企业在逆境中仍实现增长。

近日华友钴业(603799)披露三季

报，2023年前三季度公司营收 510.91
亿元，同比增长 4.88%；归母净利润

30.13亿元，同比增长 0.18%。其中，

第三季度实现营收 177.46亿元，同比

增长0.29%；归母净利润9.28亿元，同

比增长23.37%。

10月26日，华友钴业还公布了公

司回购股份进展。截至今年 10月 26
日，华友钴业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 1203.79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70%，交易总金额为 4.42亿元（不含

交易费用）。

华友钴业成立于2002年，以铜钴

开采冶炼业务起家，当前拥有从钴镍

锂资源开发到锂电材料制造一体化

产业链，构建了集上游资源开发、中

游有色精炼、下游锂电材料研发制造

的锂电一体化发展格局。

华友钴业在三季报中表示，第三

季度营收增长主要依赖产品销量的

增加，其中三元前驱体、三元正极材

料出货量均同比增长。

分业务来看，华友钴业前三季度

前驱体出货 9.3万吨左右（含内部自

供），同比增长约 40%，其中第三季度

出货近4万吨，环比增速超30%；正极

材料出货 7.1万吨左右，同比增长约

13%，其中第三季度出货 2.5 万吨左

右，环比基本持平。

东吴证券研究所预计，华友钴业

2023年有望前驱体出货 13万-15万

吨，同比增长 60%-70%，2024年预计

维持50%以上增速；预计2023年正极

材料出货10万吨左右，同增约10%。

与此同时，华友钴业海内外布局

的项目逐渐释放产能，或也对三季度

业绩产生部分正向效应。海外方面，

据公司此前公告，自3月份起，华友钴

业非洲区津巴布韦Arcadia锂矿项目

逐渐释放产能，截至 2023年 9月末已

达 80%利用率。广西配套锂盐项目

正在抓紧达产达标，预计四季度实现

出货。

华友钴业印尼镍项目也在有序

推进，三季度镍冶炼出货预计超 2万

吨。其中，华越6万吨湿法项目满产，

单月产能超设计产能 40%以上；华飞

12 万吨湿法冶炼项目于 6 月投料试

产，预计年内将全部投产；华山 12万

吨湿法冶炼项目和Pomalaa湿法冶炼

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有序展开。

在新能源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

今年华友钴业已经在日本、韩国、印

尼、匈牙利等地签订新的业务订单或

拓展现有业务范围，围绕锂电材料布

局一体化产业链。

今年4月，华友钴业与LG化学等

签署投资谅解备忘录，计划在韩国投

资设立电池材料生产工厂；5 月与

POSCO Future M等签署投资谅解备

忘录，计划在韩国投资设立电池材料

硫酸镍精炼及前驱体生产工厂；6月

拟投资 12.78亿欧元在匈牙利建高镍

型动力电池用三元正极项目；7月拟

出资2亿美元在印尼合资建设华翔精

炼年产5万吨镍金属量硫酸镍项目。

此外，华友钴业三季度净利润增

幅主要受金属价格下跌影响较多。

从行业来看，三季度钴价仍处于下降

通道，不过跌势已有放缓趋势。Wind
数据显示，截至 10月 25日，1#钴 27.3
万元/吨，较去年 57.8 万元/吨的高点

已逾腰斩，较年内 32.85万元/吨高点

下降16.89%。

在三季度钴产品价格企稳的情

况下，华友钴业前三季度资产减值损

失0.18亿元，环比下降8.92%，减值损

失对业绩产生的压力有所缓解。

其他原材料价格方面，三季度硫

酸钴均价达到 4 万元/吨，环比增长

7%；LME 铜均价 8401 美元/吨，环比

小幅下降0.93%。三元材料也有小幅

下跌，三元前躯体 523均价 8.27万元/
吨，环比下降 3.92%；三元正极 811均

价24.31万元/吨，环比下降12.18%。

浙商证券研报分析，在电池产业

链上，电池厂库存目前已处于低位，

在当前锂电材料价格处于下行通道

时，企业补库积极性较弱。展望后

续，随着锂电材料价格不断筑底，有

望迎来新一轮补库，产业链盈利有望

随之稳定。

华友钴业已回购4.42亿元
第三季度净利增23%

证券时报记者 陈丽湘

10月 26日，A股低开高走，两市

超 2800只股票收涨。在一系列稳经

济、提振市场信心的政策出台之下，A
股上市公司积极响应，集体吹响“护

盘”号角，用真金白银增持、回购股份。

据证券时报记者统计，10月份以

来，A股上市公司及其重要股东已豪掷

近100亿元增持、回购股份。另外，“护

盘”军团在不断扩大。10 月 26 日晚

间，还有超30家上市公司计划加入增

持、回购大军。其中，宁德时代董事长

提议以20亿元-30亿元回购股份。

近百亿资金已出手

在增发1万亿元国债、汇金公司半

个月内两次出手增持、央企集体增持回

购、经济数据持续回暖等一系列利好因

素刺激之下，一批上市公司基于对未来

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真金白银出手增持、回购股份。

据记者统计，10月份以来，A股已

有 285家上市公司公布了回购进展，

合计回购金额超过73亿元；69家公司

公布重要股东增持明细，合计增持金

额达25亿元。按此粗略计算，10月份

以来，上市公司及其重要股东的增

持、回购金额已接近100亿元。

其中，多家上市公司回购金额超

过1亿元。10月26日晚间，中核钛白

（002145）公告表示，截至 10月 25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4655万股，成

交总金额超过2.2亿元。

多家上市公司持续回购股份。

爱尔眼科（300015）10月 25日晚间公

告表示，在近日已完成 3.66亿元的回

购后，又抛出了新的回购计划：拟不

超过 26.98 元/股的价格再次进行回

购，回购金额不低于 2亿元且不超过

3亿元。

牧原股份（002714）两次出手“护

盘”。继 10月 20日公司公告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股人之子秦牧原拟增持

10亿元后，10月 25日，牧原股份又公

告称，董监高及核心人员计划增持牧

原股份，拟增持金额合计12亿元。

军团不断扩容

还有大批上市公司正在加入增

持、回购军团的路上。据记者粗略统

计，10月26日晚间，还有超过30家公

司公布增持及回购计划，另有多家公

司董事长提议公司大比例回购股份。

宁德时代（300750）实际控制人

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曾毓群提议公

司以 20亿元-30亿元回购股份，回购

股份的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30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格力电器公告，董事长董明珠提

议15亿元-30亿元回购股份。

歌尔股份（002241）在董事长姜

滨的提议下，计划以不超过 25.49元/
股（含）的价格，回购 5亿元-7亿元股

份，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

股权激励计划。

海大集团（002311）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总经理薛华提议公司以不低

于 3亿元且不超过 5亿元回购公司股

份，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

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另外，10月 26日晚间，还有大批

上市公司发布回购股份公告，包括伊

之密、道通科技、博腾股份、方邦股

份、电连技术、明月镜片、方直科技、

优彩资源、网达软件、蓝晓科技、新宝

股份、熵基科技、劲仔食品等。

增持股份方面，也有多家上市公

司重要股东计划花超1亿元。新和成

(002001)10月 26日晚间公告，控股股

东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拟 2 亿

元-3亿元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计

划不设价格区间。

此外，还有多家上市公司的相关

方拟增持公司股份，包括潮宏基、倍

轻松、新纶新材、国药现代等。

从披露的公告来看，增持、回购

的上市公司涉及多个行业，包括医药

制造、公用事业、专用设备、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等；涉及的板块除了沪

深主板的龙头股外，还有多家创业板、

科创板的中小市值股票积极加入。

有望提振市场信心

上市公司密集“真金白银”增持

回购，有望提振市场信心。

国联证券曾在研究报告中指出，

回购潮可作为市场底的前瞻指标。

据分析师统计，历史共有 7次较为明

显的回购潮。多数情况下，宽基指数

在30个交易日后走出市场底，并在60
个或90个交易日后达到峰值。

另外，近期密集出台的稳经济政

策已经在提振市场方面有所体现。

从公布的 9月经济数据来看，国

内经济已呈现复苏态势。

受汇金公司买入ETF利好消息提

振，本周内资金正持续涌入ETF市场。据

统计，在10月23日至10月25日三个交易

日里，合计资金净流入已超110亿元。

在中央汇金买入ETF的同时，越

来越多的私募正借道ETF跑步入场，多

只股票型ETF前十名持有人名单中出

现了私募基金的身影。10月24日当天，

主观私募就增持了沪市ETF约5亿元。

宁德时代格力电器提议回购
上市公司“护盘军团”疾速扩容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映泉

10月 26日晚间，金龙鱼(300999)
发布2023年三季度报告，公司前三季

度实现营业收入 1885.22 亿元，同比

增长0.36％；实现归母净利润21.29亿

元，同比下降 9.53％；扣非后净利润

9.09亿元，同比下降59.75%。

其中，公司今年第三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698.09亿元，同比增长2.12%；

实现归母净利润 11.63 亿元，同比增

长208.42%；扣非后净利润8.95亿元，

同比增长643.15%。

金龙鱼三季报称，公司今年前三季

度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略有上涨。随

着国内经济逐步恢复，公司厨房食品、

饲料原料和油脂科技产品的销量较去

年同期有所上涨，但是产品的价格随着

大豆、大豆油及棕榈油等主要原材料价

格下跌有所回落，价格下跌部分抵消了

销量上涨带来的营收增长。

今年前三季度，金龙鱼扣非后净

利润下降较为明显。金龙鱼称，公司

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产生于公司正常

经营活动中用来管理其商品价格和

外汇风险的衍生工具及结构性存款，

这一变动主要因为未完全满足套期

会计要求的衍生金融工具损益的影

响。其中的衍生工具因未完全满足

套期会计的要求，因此在会计角度属

于非经常性损益。

具体分业务来看，在厨房食品业

务上，今年1-9月，金龙鱼餐饮和食品

工业渠道产品的销量随着市场逐步

恢复有较大幅度增长，其销量在厨房

食品中的占比提升，而该部分产品的

毛利率相对较低，导致厨房食品的利

润同比减少。上半年面粉产品利润

降幅较大，小麦、面粉及副产品的价

格整体下行，公司消耗前期的高价小

麦库存导致业绩下滑。

第三季度，金龙鱼小麦的库存成

本已恢复到正常水平，面粉业务利润

同比上涨。另一方面，原材料成本的

下降带动零售渠道产品的毛利率和利

润同比有所增长。总体来看，零售渠

道产品利润的增长未能完全抵消餐饮

和食品工业渠道产品利润下降的影

响，使得厨房食品利润同比下降。

在饲料原料及油脂科技业务上，

今年第三季度，金龙鱼饲料原料及油

脂科技产品的利润同比增幅较大。

一方面，饲料原料业务因国内大豆供

给偏紧，豆粕等产品的价格有所回

升，销量同比上涨，压榨利润同比大

幅增长。另一方面，随着价格回升和

销量同比增加，油脂科技产品的利润

同比明显增长。由于前述原因，今年

1-9月公司饲料原料及油脂科技产品

的利润同比有所增加。

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注意到，金

龙鱼今年第三季度的净利润大增，也

有去年同期的低基数效应。2022年

第三季度，金龙鱼净利润为 3.77 亿

元，同比下降 46.93%，这一业绩在过

往年度同季度处于较低水平。

不久前，金龙鱼在半年度业绩说

明会上表示，公司对未来仍持乐观态

度，预计中国经济将继续增长，人们

的购买力将继续提高，对优质食品的

需求将会增加。

金龙鱼指出，公司在不断拓展新

的业务，从综合性米面油生产基地延

伸到央厨食品园区，同时在物流方面

又与顺丰合作，央厨产品的生产加

工、配送效率及成本都会得到优化。

另外，公司有领先的烘焙中心、烹饪

学院，可以为园区内客户提供专业定

制化的服务，研究如何利用合适的原

料以及应用方法开发更优质美味的

产品。不过，调味品、央厨园区等新

业务需要一定的培育时间。

金龙鱼第三季度净利增长208%
饲料原料及油脂科技业务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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