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庞珂 编辑:唐国亮 2023年11月25日 星期六 Tel:(0755)83509452 A5Focus焦点

证券时报记者 梅双

大圆柱电池正成为车企和电池

厂商青睐的技术路线之一。按照封

装形式划分，动力电池可分为方形、

圆柱和软包三种形态。在头部电池

厂商的带动下，方形电池一直占据主

流，大圆柱以其性能和成本的优势打

破了这一局面。

不久前，特斯拉官宣德州超级工

厂在4680电池的生产上取得了重大突

破，该工厂生产了第 2000 万块电池。

一众电池厂商也在积极跟进包括4680
在内的 46系列大圆柱电池，且部分厂

商宣布将在2023年实现量产。

受访人士认为，大圆柱电池的产

业化提速有望带动新能源汽车电池技

术及产业链革新，推动相关结构件、材

料需求。目前，良品率偏低、关键技术

不成熟等因素仍制约着大圆柱电池的

大规模量产。不过，随着电池技术的

日益成熟，大圆柱电池的产业前景也

逐渐明朗。

大圆柱电池赛道火热

作为大圆柱电池的拥趸，特斯拉

CEO马斯克曾在 3年前的电池日上描

绘了 4680 系电池的蓝图。据马斯克

称，这一电池单体能量密度提升 5倍，

成本降低 14%，而搭载该电池的电动

汽车续航里程提高16%。

今年以来，大圆柱电池扩产声频

传。年初，比克电池官微发布消息称，

计划总投资130亿元，在江苏常州建设

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涵盖 30GWh大圆

柱电池产线及研发中心。

亿纬锂能 9月份在投资者互动平

台上表示，公司第一条大圆柱产线在

去年年底建成。今年上半年，第100万

颗电池完成下线。通过这 100万颗电

池的生产，公司解决了大圆柱电池量

产的可生产性问题，产品顺利进入了C
样（生产样）阶段，其中一个客户已经

完成了PPAP（生产件批准程序）审核，

并进入了量产阶段。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宁德时代、鹏

辉能源、国轩高科、海辰储能等国内主

流电池企业在大圆柱电池领域均有所

布局。“大圆柱电池的兴起与车企降本

增效的市场策略有关。”有行业人士向

记者分析，大圆柱电池因整包层面结

构减少等特点，在整体成本上有一定

优势，同时还具备量密度高、功率性能

好等优势。

据高工产研（GGII）近日发布的数

据，截至 2023年 10月，全球大圆柱电

池已布局产能超 450GWh，目前 46 系

大圆柱全极耳电池在国外已实现量

产，国内处于小批量出货、送样阶段。

预计 2022 年~2027 年，全球大圆柱电

池出货量有 35倍增长空间，预计在此

期间，中国大圆柱电池生产设备市场

规模有14倍以上增长空间。

带动产业链企业需求

值得关注的是，大圆柱电池的起

量也拉动了产业链企业的市场需求。

近期，投资者互动平台上，有关大圆柱

电池的提问逐渐多起来。

震裕科技 11月 24日在投资者互

动平台表示，圆柱电池结构件方面，公

司和供应商已完成专用冲床的设计并

确认，在 2022年底已实现首台套高速

拉伸设备和模具的开发，具备小批量

生产能力。

有投资者向联赢激光提问，4680
圆柱电池对公司激光焊接设备需求是

否会增加。对此，联赢激光表示，4680
圆柱电池采用全极耳结构设计，相比

传统电池单极耳结构，极耳环节的焊

接面积和焊接难度更大；圆柱电池比

方壳电池多两个焊接点；由于单个圆

柱电池体积小于方壳电池，带同样电

量的电动车需要搭载的圆柱电池数量

数倍于方壳电池，需要焊接的电池数

量增加。

“从产业链角度看，硅基负极、高

镍正极等材料将迎来发展机会，同

时，大圆柱电池对卷绕机、焊接工艺

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鑫椤咨询分

析师程玲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大圆

柱电池从材料体系和结构设计上为

适配快充做出了相应方案，如硅基、

无极耳设计等，具备快充特点，大圆

柱电池的发展对产业链的带动会是

全方位的。

规模化量产蓄势待发

从应用前景来看，国信证券预计，

2023年全球大圆柱电池可匹配的市场

需求为 23GWh，其中储能/动力分别为

0.3/22.4GWh；2026年预计全球大圆柱

电池需求有望达到 238GWh，2023年-
2026年年均复合增速为119%，而2026
年 全 球 大 圆 柱 电 池 产 能 有 望 达 到

400GWh。
产业化提速、应用前景广阔，不

过，大圆柱电池的规模化量产却颇为

波折。“46 系圆柱电池采用无极耳设

计，围绕电池的切割和激光焊接等工

艺环节变化较大，工艺的复杂性较高，

对于设备的精度和效率都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一家锂电设备制造企业相关

人士告诉记者，大圆柱电池大规模量

产还存在挑战。

在性能制造方面，大圆柱电池还

有不确定性，比如，极耳处理方式上是

采用全极耳、模切极耳还是斜切极

耳。处理工艺上包括揉平、压平的工

艺，集流盘和极柱、集流盘与壳体/底盖

的焊接也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另外，

如何实现连续快充循环方面、高温存

储方面也有待观察。

除了工艺的高要求外，良品率也

是制约大圆柱电池规模化量产的因素

之一。有锂电行业人士对记者称，大

圆柱电池若想实现大规模量产，良品

率需要超过 90%，然而在锂电池行业，

95%以上的良品率才具有经济性，国

内部分布局大圆柱电池企业良品率尚

未达到要求。

或从中高端车型开始应用

尽管技术难点仍待进一步攻克，

大圆柱电池产业逐步发展壮大的趋势

已明朗。“我们在和整车厂接洽，不管

是传统车企还是新势力，对大圆柱电

池都还是感兴趣的。”A股一家电池制

造商对记者表示，对于车企而言，从安

全性和经济性上考虑，大圆柱电池是

一个比较好的技术发展方向。

中金公司一份研报显示，预期随各

企业工艺改进、产线跑通，4680电池良

率有望持续提升。随大圆柱电池良品

率提升与成本下降，其他车企也有望引

入大圆柱电池。预计到2025年4680等

大圆柱电池总装机有望超 180GWh，占

动力电池总装机量约12.2%。

对于大圆柱电池的应用车型，程

玲认为，目前仍将是中高端车型会

先使用。“不管是一些新型材料的，

还是干电极工艺目前均为行业较为

前沿的产品或工艺，成本均较高，因

此，阶段性市场的培育将从中高端

市场开始。”

真锂研究创始人墨柯对记者表

示，目前部分电池厂对于大圆柱电池

的生产还处于准备跟进阶段，可能生

产成本会偏高一些，随着电池技术的

日益成熟，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电动

汽车产品选择大圆柱电池。

大圆柱电池通过结构创新与材料

体系，能实现更高效制造、更高性能、

更低成本来满足电动化的需求。在市

场的驱动下，大圆柱电池将成为电池

厂商的主要技术路线之一。市场分析

认为，如果要想把大圆柱电池优势变

现，需要产业链各环节共同发力，才能

达到规模化拐点。

大圆柱电池产业化提速
大规模量产仍存技术痛点

证券时报记者 梁秋燕

北交所市场本周走出了波澜壮阔

的行情，北证 50 指数一度重上 1000
点，一周累计涨幅达 21%。个股轮番

出现 30cm涨停潮，一批强势股涌现，

其中有个股本周累计大涨2.57倍。

北证 50指数本轮行情自 10月 24
日启动至今 1 个月，累计涨幅超过

30%。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多方面因

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原因包括一系列

改革措施渐次落地、效应逐步积累释

放；北交所市场前期调整较大、现阶段

估值正常修复；随着中国经济基本面

向好，资金更加关注成长股；北交所股

票行业分布中，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

造等居多，这些行业复苏预期明显，带

动相关股票持续上涨。

北证50指数强势上涨

北交所市场本周走势异常夺目，连

续5个交易日均有一批个股出现30cm
涨停，助力北证50指数强势上涨。

本周，北证 50指数有 3个交易日

涨 幅 均 超 过 4.5%，11 月 22 日 收 涨

8.43%创历史最大单日涨幅，并于 11
月23日一度冲上1000点，该指数11月

24 日收于 988.97 点，一周累计大涨

21%，11月以来累计涨幅达 31%，远超

沪深市场同期表现。

北交所大涨吸引了增量资金入

场，自11月21日北证50指数成交总额

首次突破100亿元以来，已经连续4个

交易日破百亿元且创出新高，11月 24
日成交额为173亿元，一周累计成交总

额达600亿元。

资深新三板评论人、北京南山投

资创始人周运南分析道，北交所市场

本周强势上涨，11月 24日出现多个亮

点：22 家公司股票强势封于 30cm 涨

停，又赶超了 11月 22日 15家的纪录，

占 232家总上市公司的 9.48%，接近每

10家北交所公司涨停 1家；京沪深涨

幅榜前 36家均为北交所公司，且涨幅

都在20%以上，涨幅前121家公司中北

交所占116家；北证50指数收涨6.5%，

成交金额继续放大至 173 亿元，是

11月17日的7.62倍。

在市场人士看来，北交所市场本

周大涨是一系列“量变”引起的“质

变”，市场同时期待更多改革举措逐

步落地。近期北交所频频传出重磅

信息，中证指数公司于 11 月 17 日宣

布决定将符合条件的北交所证券纳

入中证全指指数样本空间，并将于

2023年 12月指数样本定期调整日实

施。同时北交所宣布，北交所上市公

司股票证券代码将启用 920开头证券

代码号段。

资深北交所投资人、贝寅资本合

伙人祝侃认为，北交所近日的大涨行

情是多因素叠加的结果，从北交所

“深改 19条”推出、转板放开，到主板

IPO 收紧、北交所加速扩容，再到近

期启用 920 新代码，最终量变促成这

场质变。

北交所市场资深人士、广东力量

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朱为绎

指出，拉长周期看，北证50指数本轮行

情从 10月 24日启动已有 1个月，累计

上涨幅度超过30%。本轮上涨是前期

北证 50指数超跌低位运行、资金加大

成长股配置、北交所“深改 19条”系列

措施切实落地的综合反应。

在朱为绎看来，北交所本轮行情

具有一定内在逻辑和基础。从估值

水平看，北交所市盈率约 18.49倍，整

体仍处于较低水平，三成股票处于破

发状态，北证 50 指数仍在 1000 点下

方，估值修复行情尚有内在逻辑和延

续基础。从资金供给看，近期市场各

方对北交所关注度明显提升，新进资

金持续入场，北交所合格投资者数量

已超 630 万户。当前北交所主题基

金、指数基金部分净值已在 1元以上，

多数表现优于同类型产品，进一步增

强了投资者参与信心。后续随着主

题基金开放赎回后重新加仓及其他

机构投资者入市，市场资金供给将有

较强支撑。

多只个股涨幅翻倍

北交所市场本轮大涨行情中，涌现

出多只强势股。其中凯华材料表现最为

耀眼，该股最近6个交易日连续触及涨

停，本周累计涨幅达257%，股价不断刷

新历史纪录，最新总市值为20.56亿元。

志晟信息连续 4 个交易日封于

30cm涨停，一周涨幅为 194%；华阳变

速本周前 3个交易日连续 30cm涨停，

该股本周累计涨幅达162%；星辰科技

一周斩获2个涨停，本周累计涨幅接近

翻倍；三维股份也收获了 2个涨停板，

一周涨幅为97%。

共青城汇美盈创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基金经理崔彦军对记者表示，按以

往的经验看，在经济升级的预期下，投

资策略往往是小盘微盘股，其实，微盘

小盘投资策略在沪深已经持续一段时

间，加上沪深 IPO收紧，资金发现了比

沪深微盘更具投资价值的洼地——北

交所。北交所小市值公司普遍，盘子

小，且多科技赛道。近期大量资金涌

入，北交所出现了波澜壮阔的行情，量

能也配合较好，个股轮番大涨。

“对于后续投资，建议持股策略为

主，同时观察盘面变化。由于部分个

股涨幅较大，变盘可能随时出现，所以

也应谨慎追高加仓。”崔彦军说。

周运南指出，本周北交所市场涨

停个股不断增加，多只个股尤显强势，

其中志晟信息创下连续强封 4板的北

A纪录，4板就是185.61%的涨幅；而凯

华材料 8个交易日 7次涨停，8个交易

日累计涨幅405%。

游资身影频现

个股大涨，本周北交所“龙虎榜”相

当热闹。数据显示，部分个股出现机构

买入。在德众汽车11月23日的买入榜

上，位居买四的为机构专用席位；同日，

吉冈精密的买入榜五位置，同样为机构

专用席位；博迅生物11月23日的买入

榜五位置同样出现机构专用席位。

不过更多大涨个股为游资“推波助

澜”，被视为活跃游资的“拉萨天团”频

频现身，11月24日涨停的峆一药业，其

买入榜二、榜三分别为东方财富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拉萨东环路第二证券营业

部、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团

结路第二证券营业部；志晟信息 11月

24日的买入榜也出现“拉萨天团”身影。

值得注意的是，多只个股的卖出

榜出现机构身影。如峆一药业 11 月

24日的卖出榜三位置，为机构专用席

位；科创新材11月24日的卖出榜一同

样为机构专用席位。

北证50指数一周大涨21% 22只个股同日涨停

这次久盘
未必深跌

桂浩明

“久盘必跌”是一句股市谚语。上

证指数收复3000点以后，在该点位上

方已经盘整了一段时间，其间成交温

和，指数波动有限。从形态来看，似乎

符合“久盘”的特征，未来会“必跌”吗？

证券市场需要不断有资金入市做

多，维持人气，才能推高股指，获得收

益。“价升量增”指的就是这样状况。

但是，如果做多资金不是很多，与做空

一方势均力敌，形成一种相对平衡的

格局，指数就呈现出盘整的态势。

当盘整态势持续的时间太长，就

会挫伤做多一方的积极性，准备待价而

沽的投资者就会增加，而一些投资者为

确保能够卖出，会不由自主地下调股

价。当这种情况在市场上表现得越来

越突出的时候，大盘自然就下跌。“久盘

必跌”实际上是阐述了做多需要持续的

资金推动这一朴素的道理。

现今股市已经盘整了一段时间，

那未来会下跌吗？在笔者看来，对“久

盘必跌”的观点，需要辩证地看待。

现在市场做多力量并不占太多优

势，无力推高股指，以至于出现长时间

的盘整。但这并非是做多的一方已经

弹尽粮绝，而是市场上还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因素，因此这些资金或是选择

观望，或是等待更低位置的出现，并不

急于立即行动。所以，每当股指跌幅

比较大，或者市场上有新的利好消息

公布，这些资金都会有所动作，只是力

度并不很大，过后因为没有进一步连

续做多，导致大盘继续盘整。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指数持续盘

整，但走势微微上翘，是一种偏强势

的盘整。再考虑到大多数股票的估

值并不高，因此即便盘整时间长了一

点，但未必就一定会导致股市下跌。

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实

体经济的恢复低于预期，但这并没有

改变向好运行的特征。最近，美元汇

率有所下行，原油价格下跌，这些对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均构成利好，以往

投资者最为担忧的一些问题，现在也

逐步化解。

这会消除不少不确定因素，为提

振市场信心打下基础。有了这样的

背景，眼前的盘整行情就完全有可能

打破“久盘必跌”的陈规，在充分整理

的基础上实现温和上涨。

当然，认为当下的股市可以摆脱

“久盘必跌”的走势，并不是说股市马

上就会大涨。前面提到市场并不缺

资金，但资金没有积极入市，这些问

题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面化解。近几

个月虽然利好不断，但行情依然步履

蹒跚，这表明市场信心的恢复要一个

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

奥比中光3D基地
拟落地佛山顺德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映泉

奥比中光(688322)11月24日晚间

公告，为进一步扩大 3D视觉传感器、

激光雷达等产品的产能和改善公司生

产环境，持续巩固公司在3D视觉感知

领域的领先地位，公司拟与佛山市顺

德区政府签订《3D视觉感知产业智能

制造基地建设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为此，奥比中光拟在佛山市顺德

区设立项目公司，通过公开招拍挂方

式竞购位于顺德区容桂街道约 50.03
亩宗地，计划总投资不少于 10亿元，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含购地款）不少

于5亿元，围绕传感器及3D视觉感知

产业，投资建设3D视觉感知产业智能

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投资项目为

奥比中光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若此次

定增发行失败或未能足额募集所需

资金，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及自筹资

金进行项目建设。

据奥比中光今年7月披露的定增

预案显示，公司拟定增募资不超过

15.05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机

器人视觉产业技术中台建设项目、3D
视觉感知产业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

目，两项目分别使用募集资金 6.62亿

元和8.4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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