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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上游上市企业2022年业绩一览 

随着全球双碳政策的大力推行、能源结构转型的加速推进和汽车行业电动

化智能化的技术革新，发展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绿色发

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新时代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作为新能源

汽车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和核心部件，锂电池及锂电材料产业亦伴随新能源汽车

的快速普及不断扩大市场容量，迎来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锂电产业是新能源产业和整个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

中具有重要作用。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锂业分会统计，2022 年，我国锂行

业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碳酸锂产量 39.50 万吨（产能约 60 万吨），同比增幅

约为 32.5%；氢氧化锂产量 24.64万吨（产能约 36万吨），同比增幅约为 29.5%；

氯化锂产量 2.22 万吨（产能约 3.5 万吨），同比下降约 27.2%。中国是全球锂

盐最主要的生产地，虽然近年来已不断加大对国内锂资源的开发力度，但锂资

源仍高度依赖进口，对外依存度高。据海关统计，2022年 1-12 月，我国进口锂

精矿约 284 万吨，主要来源于澳大利亚、巴西、津巴布韦、加拿大等国，同比

增长约 42%；净进口碳酸锂 12.57万吨，同比增长约 72%；净出口氢氧化锂 9.03

万吨，同比增长约 29%。 

此次收集的相关上市企业数据有：洛阳钼业、盛屯矿业、西部矿业、华友

钴业、格林美、赣锋锂业、天齐锂业、雅化集团、江特电机、中矿资源、西藏

矿业，共11家，以下是上述企业上半年业绩一览： 

 

 

1、营业收入 

从下图1来看，锂电上游原材料上市公司2022年营业收入由高到低依次为

洛阳钼业、华友钴业、赣锋锂业、天齐锂业、西部矿业、格林美、盛屯矿业、

雅化集团、中矿资源、江特电机、西藏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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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图2来看，锂电上游原材料上市公司2022年营业收入同比变动率由高到

低依次为天齐锂业、赣锋锂业、西藏矿业、中矿资源、雅化集团、江特电机、

华友钴业、格林美、西部矿业、洛阳钼业、盛屯矿业。 

 

2、净利润 

从下图3来看，锂电上游原材料上市公司2022年净利润由高到低依次为天

齐锂业、赣锋锂业、洛阳钼业、雅化集团、华友钴业、西部矿业、中矿资源、

江特电机、格林美、西藏矿业、盛屯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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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图4来看，锂电上游原材料上市公司2022年净利润同比变动率由高到低

依次为天齐锂业、江特电机、中矿资源、西藏矿业、雅化集团、赣锋锂业、格

林美、洛阳钼业、西部矿业、华友钴业、盛屯矿业。 

 

3、净资产收益率 

从下图5来看，锂电上游原材料上市公司2022年净资产收益率由高到低依次

为天齐锂业、江特电机、赣锋锂业、中矿资源、雅化集团、西藏矿业、西部矿

业、华友钴业、洛阳钼业、格林美、盛屯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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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钼业 

洛阳钼业属于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主要从事基本金属、稀有金属的采、选、

冶等矿山采掘及加工业务和矿产贸易业务。目前公司主要业务分布于亚洲、非

洲、南美洲、大洋洲和欧洲五大洲，是全球领先的钨、钴、铌、钼生产商和重

要的铜生产商，亦是巴西领先的磷肥生产商，同时公司基本金属贸易业务位居

全球前三。 

报告期内，公司克服大宗商品周期波动，深挖企业内生潜能，公司经营业

绩稳中有升，实现营业收入约人民币 1,729.91 亿元。全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约人民币 60.67 亿元，同比增加 18.82%；实现息税折摊前利润约人民

币 181.47 亿元，实现经营性净现金流约人民币 154.54 亿元。 董事会建议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8508 元（含税）。 

 

盛屯矿业 

盛屯矿业致力于有色金属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新能源电池等所需有色

金属资源，重点聚焦于钴、镍、铜、锌金属品种，主要业务类型为金属冶炼及

深加工业务，有色金属采选业务，有色金属贸易及其他，服务及其他。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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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紧紧围绕着镍、铜、钴新能源金属，上控资源，下拓材料，打开业务规

模快速增长的空间，努力成为新能源资源行业最具成长性和竞争力的企业。 

报告期内，得益于公司日渐完整的产业布局，公司实现实业营收 170.15 

亿元，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 67.10%，同比增加 27.06 亿元，业务质量显著提

高。同时，公司不断优化公司人才结构、组织架构，完善公司治理，在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西部矿业 

西部矿业是中国第二大铅锌精矿生产商、第五大铜精矿生产商。主要从事

铜、铅、锌、铁、镍等基本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的采选、冶炼、贸易等业务，

以及钒、钼、黄金、白银等稀贵金属和硫精矿等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分矿山、

冶炼、贸易和金融四大板块经营，其中矿山板块主要产品有铅精矿、锌精矿、

铜精矿、铁精粉、球团等；冶炼板块主要产品有电解铜、锌锭、电铅等。2022

年上半年，公司进一步增强发展动力，新增资源储备，收购优质资产。1.2022

年3月，公司以334,264.7628万元收购西矿集团持有的吉乃尔锂资源 27%股权，

积极参与盐湖资源开发，实现盐湖提镁、提锂产业协同，有利于公司良好布局

盐湖资源开发产业。 

报告期内，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公司坚持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千方百计稳定生产供应，多措并举畅通运输渠

道，攻坚克难、加压奋进，生产经营稳中向好。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98 亿元，

同比增长 3%，实现利润总额 56.6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1%，实现净利润 

50.8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2%，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46 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6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6%。 

 

华友钴业 

华友钴业主要从事新能源锂电材料和钴新材料产品的研发制造业务，是一

家拥有从钴镍资源开发到锂电材料制造一体化产业链，致力于发展低碳环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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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锂电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在新能源方面，业务主要包括锂电正极材料和

三元前驱体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用于电动汽车、储能系统电池、

消费类电子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把握产业发展机遇，防范金属价格波动风险，稳生产、提

负荷、保交付，稳中求进、稳中快进，实现营业收入 630.34 亿，归母净利润 

39.10 亿，创造了公司史上最好的年度经营业绩。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客

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经营本质，聚焦主流市场、主流客户、主流产

品，主营产品出货量大幅增长，正极材料出货量约 9.03 万吨 

 

格林美 

格林美的主营业务是回收处理废旧动力电池、电子废弃物、报废汽车、废

塑料与镍钴锂钨战略资源，通过再造镍钴钨、铜铁铝、金银铂等金属资源以及

制造镍钴钨粉体材料、改性塑料、镍钴锂新能源材料等高技术材料来实现销售

和盈利，形成“城市矿山+新能源材料”双轨驱动的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逆势创历史新高。销售规模如期实现“突破 260 

亿元，力争 280 亿元”的目标，实现营业收入 293.92 亿元，同比增长 

52.2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96 亿元，同比增长 40.36%，

均创历史新高，昂首阔步走上“产能大释放，业绩大增长”的新发展阶段。 

 

赣锋锂业 

赣锋锂业是全球最大的金属锂生产商、国内最大的锂化合物供应商，公司

同时拥有“卤水提锂”、“矿石提锂”和“回收提锂”产业化技术。截至本报

告披露日，万吨锂盐高纯锂盐项目（马洪四期）已经顺利建成并开始试生产，

万吨锂盐工厂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锂盐生产基地之一；河北赣锋年产 6000 吨碳

酸锂生产线已顺利建成并开始试生产；报告期内，公司在宜春布局超薄锂带、

高品质金属锂产品生产线，为未来全球固态电池技术提供保障。截至目前，公

司已在国内形成了约合 12 万吨 LCE 的锂盐产品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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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为 418.23 亿元，同比增长 274.68%；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05.04 亿元，同比增长 292.16%。公司 2022 年期

末总资产为 791.60 亿元，比期初增长 102.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022 年期末为 440.43 亿元，比期初增长 101.17%。 

 

天齐锂业 

天齐锂业成立至今已逾 30 年，是中国和全球领先、以锂为核心的新能源材

料企业，公司业务涵盖锂产业链的关键阶段，包括硬岩型锂矿资源的开发、锂

精矿加工销售以及锂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公司战略性布局中国、澳大利亚和

智利的锂资源，并凭借垂直一体化的全球产业链优势与国际客户建立伙伴关系，

共同助力电动汽车和储能产业实现锂离子电池技术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04.49 亿元，同比增加 427.82%；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41.25 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30.59 亿元。 

 

雅化集团 

雅化集团的主营业务包括民爆业务和锂业务两大板块，同时还涉足运输等

其他业务。其中锂业务方面，主要为深加工锂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

产品包括电池级氢氧化锂、电池级碳酸锂等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医

药和新材料等领域。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提升，公司将不断扩大锂盐加工产能

规模，同时，通过多渠道储备锂矿资源，为锂产业扩能提供安全充足的资源保

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4.57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75.82%，

其中锂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12.36 亿元，占比为 7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5.3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84.53%；实现每股收益 3.9375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82.01%。 

 

江特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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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特电机的主要业务为锂云母采选及碳酸锂加工、特种电机研发生产和销

售。在锂业务方面，主要从事以碳酸锂为主的锂盐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依

托自有锂云母矿山，形成了从锂矿石到锂盐的“采选冶”一体化产业链。江西

为全国四大锂矿省份之一，锂云母主要集中在宜春市，宜春市享有“亚洲锂

都”的美誉，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公司在利用锂云母制备锂盐方面工艺积

淀深厚，具备较大储量的锂矿资源和一定当量的锂盐有效产能，是目前国内云

母提锂的龙头企业之一。 

报告期内，受益于新能源汽车行业和储能行业的快速发展，公司锂盐业务

外部环境持续向好，下游需求持续增长，碳酸锂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出现较大幅

度上涨。公司在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领导下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紧抓

新能源行业机遇，持续加大技改创新、市场拓展与产能扩张，不断提高内部管

理水平和运营效率，使得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出现较大幅度的增

长。2022 年，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657,190.18 万元（合并数，下

同），比上年同期增加 358,962.46 万元，同比增长 120.37%。报告期内，公

司利润总额 275,778.0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28,466.32 万元，同比增长 

482.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32,637.8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94,060.85 万元，同比大幅增长 503.05%。 

 

中矿资源 

中矿资源的主要业务为锂电新能源原料开发与利用业务、稀有轻金属

（铯、铷）资源开发与利用业务、固体矿产勘查和矿权开发业务。公司在全球

范围内从事锂矿的开采，锂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铯铷矿的开采，铯铷盐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地质勘查并获取优质锂、铯矿资源，保障原材料自给自

足；获得矿权和勘查自有矿权、增加资源量/储量，实现价值转化；开展地质勘

查技术服务，为业主提供专业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04,122.3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32.5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9,483.3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485.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2,051.3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92.24%；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7.21 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465.58%。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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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8,245.12 万元，比上年度末增长 86.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50,951.80 万元，比上年度末增长 84.30%。 

 

西藏矿业 

西藏矿业公司属矿山采掘业，报告期内从事的主营业务是：铬铁矿、锂矿

的开采及销售业务。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供、产、销系统。各生产单位根据年

初制定的生产计划组织生产，根据产品产能力、设备状况及工艺条件等采购所

需原料和其他辅助原材料；其中，锂产品由西藏扎布耶生产，铬铁矿石由山南

分公司生产。在锂资源方面，公司拥有独家开采权的西藏扎布耶盐湖是世界三

大、亚洲第一大锂矿盐湖，是富含锂、硼、钾固、液并存的特种综合性大型盐

湖矿床。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矿产品销售，产品主要有铬铁矿、

锂精矿等。2022 年度，西藏矿业公司营业收入金额为人民币 220,919.42 万

元，其中矿产品销售业务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20,151.10 万元，占营业收入

的 99.65%。 

 

资料来源：互联网公开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