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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2月28日)走强的固态电池，
本周一（3月3日）再度引领市场，该板块
涨停及涨幅超过 10%的个股达到了 21
只。多只股票涨幅达到了 20%以上，武
汉蓝电、力王股份 30%涨停，德尔股份、
上海洗霸、德新科技等涨停，纳科诺尔、
中科电气、长虹能源等多股涨超 10%。
为整个市场提供了较大支撑。

不过华丰股份7连板后，周一尾盘放
巨量打开,上演天地板巨震。

催化事件不断 商业化走出关键一步

消息面上，固态电池的催化事件不
断，梅赛德斯-奔驰与 FactorialEnergy 合
作研发的锂金属阳极固态电池首次应用
于量产车平台，该固态电池能量密度达
到 450Wh/kg，续航里程增加 25%，行驶
里程超1000公里，这是行业首次将锂金
属固态电池集成到车量产平台，标志着
固态电池向商业化迈出关键一步。

汽车销售数据出台，电动车火爆。3
月2日晚，比亚迪、长城汽车等多家车企
披露2月汽车销售“成绩单”，比亚迪2月
新能源汽车销量32.28万辆，1-2月累计
销量62.34万辆，同比增长92.52%。北汽
蓝谷子公司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2025 年 2 月汽车销量为 6227 辆，前 2
月汽车累计销量为 1.34 万辆，同比增长
391.99%。长城汽车2月汽车销量7.79万
辆，同比增长9.65%。上汽集团2月汽车
销量294942辆，同比增长41.90%；2月新
能 源 汽 车 销 量 86142 辆 ，同 比 增 长
41.27%。此外，吉利汽车在港交所公告，

2 月汽车销量 20.49 万辆，同比增长约
84%。理想汽车也在港交所公告，2月，理
想汽车交付新车 2.63 万辆，同比增长
29.7%。截至2025年2月28日，理想汽车
历史累计交付量超119万辆。值得注意
的还有小米汽车发布的最新车型，订单
亦是相当火爆。

近期固态电池交流会和展会也密集
召开。据悉，2025年3月18日-19日将在
安徽蚌埠举办“2025 全固态电池技术交
流大会”，本次大会为致力于固态电池技
术开发的企业，科研院校，以及新能源汽
车、储能、消费电子等终端企业提供信息
交流的平台，开展产、学、研合作，助推固
态电池产业化发展。2025年3月20日-
22日，中国国际固态电池展将在南京博
览中心举行，聚焦固态电池技术。展会
将展示最新研发、举办高端论坛与研讨
会，并设创新赛事。

板块的利好究竟有多大呢？

上周五，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电
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长欧阳明高表
示，预计到 2027 年全固态电池将开始
装 车 ，到 2030 年 有 望 实 现 量 产 化 应
用。机构指出，固态电池可拓宽锂电
池应用场景至航空航天、储能等领域，
且产业研发投入强度已连续三年超
20%，电解质、复合集流体等关键材料
突破加速。

近期，固态电池领域频传重磅进
展。特斯拉宣布将在2025年柏林工厂试
点固态电池生产线，宁德时代透露其半

固态电池已实现装车测试，比亚迪则与
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达成固态电解质研
发合作。

随着人形机器人、eVTOL（电动垂
直起降飞行器）、AI 眼镜等新兴领域爆
发，电池能量密度需求攀升至 500Wh/
kg以上，传统液态电池逐渐触及性能天
花板。固态电池凭借超 1000Wh/kg 的
理论能量密度、99.9%的循环效率及本质
安全特性，成为行业公认的下一代技术
方向。

中信证券的最新研报认为，2024 年
以来，头部电池厂、整车厂以及专家学者
对全固态电池的装车节奏预期逐步收
敛，即 2027 年小批量/示范性上车，2030
年大规模量产，装车节点明确。中信证
券认为市场也将逐步凝聚共识，技术路
线明晰、锂电设备先行、锂资源需求打开
新增量。结合2025年固态电池行业的重
要催化事件来看，2025年是半固态电池

成熟产品推出并逐步放量，全固态技术
路线逐步明晰并收敛的重要年份，建议
把握相关产业链的投资机会，包括电池、
材料、设备、资源。

信达证券发布研报称，从固态电池
各原材料远期价值量来看，测算固态电
池正极价值量最高，单GW价值量1.9亿
元，其次为硫化物电解质。固态电池产
业化进程加速，技术路线与供应链逐步
成熟，建议关注半固态电池（氧化物、聚
合物）及全固态电池（卤化物、硫化物）相
关产业链标的。

中泰证券表示，固态电池量产装车
渐近，“固液同价”挑战重重。锂电产业
链部分公司去年 4 季度业绩环比向上，
2025 年有望出现供需拐点。行业进入
2-3年上行周期。展望未来两年，业绩、
估值均有提升可能性，属于中线布局较
好板块。

（中证网）

催化事件不断

固态电池量产进程加速

刚刚过去的 2 月份，全球油价暴跌
5.23%，国内煤价则继续承压下行，动力
煤价格跌至近4年来最低点。而从库存
水平看，动力煤主流港口库存约7499万
吨，电厂库存约1.06亿吨，均处于近3年
高位。

对此，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煤炭
运销协会 2 月 28 日发布倡议书提出，推
动煤炭产量控制，维护生产供需平衡，有
效控制劣质煤进口量。今年以来，国内
石油煤炭股股价普遍出现大幅下滑，在
30个中信一级行业中，煤炭行业指数今
年跌幅达到13.51%，排名末尾，而是石油
石化行业倒数第二，跌幅5.57%。

倡议严格控制低卡劣质煤

根据 2 月 28 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发布的倡议书提出，
从“严格执行电煤合同严格兑现”“推动
煤炭产量控制”“推动原煤全部入洗”“控
制劣质煤进口”“加强行业自律”五个维
度对煤炭行业发展提出倡议。

《倡议书》提出，煤炭企业要坚持
安全生产理念，主导调整生产节奏，防
止出现严重的市场供大于求态势。电
力企业要严格电煤中长期合同履约，
夯实煤炭供需基本盘。从去年供暖季
以来，煤炭企业严格落实电煤和居民

取暖保供政策要求，有序释放先进产
能，但下游行业煤炭需求增长不及预
期，导致煤炭行业供强需弱压力增大，
价格持续下滑。

海关总署数据，2024 年我国进口煤
5.4 亿吨，同比增长 14.4%，创下历史新
高，而其中褐煤进口量约为 1.9 亿吨，在
进口煤中占比约35%。褐煤作为煤化程
度最低的煤炭类型，其水分高热值低，被
认为是低卡劣质煤。

在当前供强需弱的背景下，《倡议
书》提出，严格控制低卡劣质煤的进口和
使用，此举有望缓解国内供强需弱的供
需矛盾。此外，有消息称，当前中国神华
集团通知下属电厂暂停进口煤采购，计
划4月起全面暂停，预计一季度进口量减
少100万吨—200万吨，有望缓解当前煤
价下行压力。

煤炭行业的“春天”还会来吗？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进口煤价格持
续倒挂，也是国内煤炭价格回落的原因
之一。截至2月28日，澳大利亚、南非等
国际动力煤价格环比持续下跌。其中，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 NEWC 动力煤离
岸 价 格 报 75.98 美 元/吨 ，同 比 下 跌
22.46%，而2月份单月下跌4.6%。

此外，煤炭之外的能源市场也呈现

低迷态势，国际原油市场 2 月份整体下
挫，其中纽约WTI油价当月下跌5.23%，
伦敦布伦特油价下跌4.47%。

统计显示，截至2月28日收盘，中国
神华股价今年以来累计下跌 18.47%，陕
西煤业累计下跌 18.16%，中煤能源下跌
16.91%，中国石油累计下跌12.08%，中国
石化累计下跌13.47%。

受煤价回落、需求疲软等因素拖累，
多数煤炭企业业绩承压。有研究报告预
计，2024年部分煤炭企业净利润恐将同
比降幅在20%以上。

石化行业也面临利润大幅下滑的
局面。中海石油化学（03983）在 2 月 27
日发布公告，预计2024年净利润将降至
约10.5亿元至10.9亿元。这一消息自然

引起投资者和行业观察者的高度关
注。相比之下，该公司2023年度的净利
润则高达 23.82 亿元，预告中的降幅显
得尤为凶猛。

对于此次煤炭板块的大幅回调，也
有分析师保持乐观。信达证券分析师左
前明认为，当前是煤炭板块再次出现较
高性价比的底部机会，继续坚定看多煤
炭，再度提示逢低配置。而且煤炭企业
不断实施增持、回购彰显发展信心。总
体上，能源大通胀背景下，我们认为未来
3～5年煤炭供需偏紧的格局仍未改变，
优质煤炭企业依然具有高壁垒、高现金、
高分红、高股息的属性，短期板块回调后
已凸显出较高的投资价值。

（中证网）

国内动力煤价格跌至近4年来最低点

两大煤炭协会呼吁控制产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