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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雯珊

近日，京杭运河首批新能源智
能商品船顺利下水，正式开启了内
河新能源船舶批量化生产的序幕。
据悉，新下水的新能源船舶分别为
90米LNG动力船和67.6米电动力船，
由山东新能船业有限公司和武汉理
工大学共同研发生产，实现了新能
源动力、低阻力、船机桨匹配、船体
结构轻量化等四项突破。

“中国内河场景的电动化已在快
速增长前夕，政策发力叠加技术成熟
将带来电动船舶渗透率曲线的上
翘。”国海证券分析师李航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

船舶电动化加速

在节能降碳的大背景下，电动船
舶具备零排放、结构简单、传动效率
高、运营成本较低等优势，在航运业推
广速度较快。克拉克森数据显示，截
至2023年底，全球活跃商船队中使用
替代燃料作为动力的船舶比例约为
6%，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提升
至23%。

据EVTank的预测，到2026年，中
国电动船舶市场规模预计将提升至
367.5亿元，锂电池需求将从2021年的
173.2MWh（兆瓦时）提升至2026年的
11.2GWh（吉瓦时），届时电动船舶的
渗透率将加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李航认为，电动船舶实现渗透
率提升的主要路径在于国家及地方
加大对电动船舶科研示范、推广使
用的支持力度，而电动船舶也必须
提升经济性以适应更多场景。未
来，电动船舶将主要以“特定水域—
内河水域—近海水域”的次序逐步
开展应用。

智能新能源船舶技术创新产业
联盟预计，在“双碳”战略下，低碳、零
碳动力技术在船舶中的应用占比会
不断提高。尽管当下主要绿色动力
技术的船舶数量在百艘级水平，但预
计至2030年，LNG、电动、氢动力、甲
醇、液氨船舶的比例分别将达到

20%、15%、8%、8%、7%。

锂电池企业竞逐

兴业研究公司介绍，磷酸铁锂电
池已获得中国船级社型式认证。2023
年，全球共有917艘电动船处于运营状
态、167艘处于交付待建状态。电动船
舶产业链主要包含：上游原材料与零
部件、中游船舶制造和下游应用场景。

公开资料显示，电池企业对电动
船舶赛道也愈发重视，包括宁德时
代、中创新航、亿纬锂能都在发力电
动船舶这一成长性市场。

此前高工研究院调研数据显示，
2023年国内船用锂电池出货规模
0.32GWh，2019年至2022年复合增长
率达40%，预计2035年船舶锂电出货
规模将超50GWh。

根据宁德市人民政府官网介绍，截
至今年5月份，宁德时代船用动力电池
装载量已达200多艘，遍布闽江、长江、
珠江等流域以及沿海地区。2020年，宁
德时代就下线了首套海洋船舶动力电
池系统。

此外，除提供船用电池系统外，
宁德时代还于2023年发布了行业首
个新能源船舶全生命周期协同运营
云平台、宁德时代首个零碳充换电综
合补能解决方案。

2024年4月份，全球首制江海直达
纯电动力集装箱船“中远海运绿水01”
安全靠泊上海洋山港。该船是目前全
球最大、世界首制万吨级纯电动力集
装箱船，搭载由中创新航设计和开发
的可更换船用集装箱式电池产品，采
用换电模式，实现全程纯电航行。

中创新航披露，全球已有超过
1000艘船舶搭载中创新航的动力电
池产品。今年以来，多条配套中创新
航电池产品的国际大型商船也即将
下水试航。

亿纬锂能也在电动船舶领域获
得突破。亿纬锂能相关人士向记者
介绍，截至2024年3月份，亿纬锂能累
计装船量高达1000艘，全国超过50%
的电动船舶配套亿纬锂能的电池解
决方案，累计出货规模超过251MWh。

绿色动力船舶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
锂电池企业纷纷布局

本报记者 李 勇

Wind数据显示，申万行业分类
下的A股 36家钢铁上市公司，今年
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0125.6亿
元，同比下降 7.32%；合计实现归母
净利润22.7亿元，同比下降68.65%。

在业界看来，钢铁企业今年上半
年经营承压，业绩普遍下滑。

整体净利润率为0.22%

根据半年报，36家A股钢铁上市
公司中，14家公司上半年业绩出现
亏损。其余 22家里仅有 7家公司净
利润实现正增长。总体来看，36家
公 司 上 半 年 整 体 净 利 润 率 仅 为
0.22%。

“今年上半年，钢铁行业面临产
能相对过剩、市场需求较弱、竞争持
续加剧、钢价下降等困难，与此同时，
环保、能耗方面的要求阶段性提升了
改造投入，加之上游高企的原燃料价
格，导致钢铁企业盈利空间显著压
缩。”看懂经济平台产业观察家洪仕
宾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在半年报中，一些公司也对钢铁
行业上半年的情况做出了分析。

“上半年，钢铁行业延续2023年
供强需弱态势，钢材价格震荡下行，
铁矿石等原燃料价格依旧高位运
行。”凌钢股份在公告中表示，尽管公
司做了调品种、优结构、降能耗等多
方面努力，但仍然未能扭转经营不利
局面，继续呈亏损状态。

本钢板材在半年报中表示，受钢
铁价格下行与钢铁需求减弱影响，尽
管公司调整优化品种结构，加大高附
加值钢种的市场开发，仍然未能弥补
收入降幅和原料成本压力，导致公司
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上半年亏损较大。

鞍钢股份在半年报中也表示，受
供销两端市场持续收窄影响，公司生
产经营仍处于亏损局面。

“上半年，国内钢铁行业运行呈
现出产量高、成本高、库存高和需求
低、价格低、效益低的‘三高三低’供
需阶段性失衡局面。”新热点财富创
始人李鹏岩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行业也有积极变化

在上半年业绩整体下滑的背景

下，钢铁市场也有向好发展的一面。
例如，分季度来看，今年第二季度，36
家钢铁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5135.33 亿 元 ，较 第 一 季 度 增 长
2.91%；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28.44
亿元，环比扭亏。

另外，按普钢、特钢划分，在普钢
企业上半年业绩整体亏损的形势下，
13家特钢企业同期却合计实现归母
净 利 润 48.2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8.08%。其中，第二季度，13家特钢
企业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26.3亿元，
环比增长19.92%，保持了较好的增
长势头。

“据相关统计，上半年，我国出
口钢材5340万吨，平均单价778.8美
元／吨，进口钢材361.7万吨，平均
单价1651.1美元／吨，进口单价远
高于出口单价。”李鹏岩认为，目前
我国钢铁行业面对的主要是结构性
和阶段性的产能过剩，即低端产能
过剩，高端产能不足。因此，行业产
品结构还有较大的调整优化和转型
升级空间。”

在洪仕宾看来，钢铁下游消费结
构近年已经发生变化，传统的房地
产、基建领域的消费量有所减少，新
能源汽车、机械制造、石油化工、船舶
制造等领域的制造业用钢需求却在
上升。

半年报显示，相关上市公司也
在结合自身情况，瞄准市场需求，
积极进行产品结构调整。

如凌钢股份上半年就积极调
整结构，做好“去螺增优”工作，报
告期内，凌钢股份品种钢材产量
158.85 万吨，占比达 56.68%，同比
提高 24.56%；品种带钢产量逐月升
高。上半年，凌钢股份还成功研发
GCr15 等 12 个新品种，并实现批量
销售。

特冶产能进一步增长的抚顺特
钢，上半年经营业绩实现较大幅度增
长。半年报显示，抚顺特钢今年上半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2.28亿元，同比大
增45.08%。

“从半年报看，在降本增效修炼
内功的同时，各大钢铁企业也不断加
码高端产线、产能，比如长材转板材，
普材转特材等。”李鹏岩向记者表示，
当前钢铁行业仍处于磨底阶段，激烈
竞争之下，相关钢铁企业也都在积极
变革，以适应新的发展方式和发展
需求。

钢铁行业或仍处“磨底期”
上市公司积极优化产品结构

本报记者 冯雨瑶

在被外资厂商长期垄断的国内血
液透析领域中成功突围，于山外山而
言，并非易事。

成立于 2001年的山外山，从“山
城”重庆起家，2022年正式登陆上交所
科创板，成为重庆市第一家科创板上
市公司，同时也是血液透析行业首家
科创板上市公司。

历经20多年发展，山外山逐步打破
了国内客户“不敢用国产医疗设备”的偏
见，在血液透析市场蹚出了一条国产化
替代之路。为进一步探寻山外山的成长
秘诀，近日，《证券日报》记者专访了山外
山董事长高光勇。

“设备+耗材”双翼腾飞

血透机是血液净化市场重要的医
疗器械之一。也是终末期肾病（ESRD，
即尿毒症）患者除肾移植外几乎唯一
的维持性治疗方式，且需长期坚持。

血液透析又称“人工肾”，在专访
董事长前，记者在山外山产品展示区
看到，一台台血透机及相关耗材产品
整齐地陈列着。据现场的工作人员向
记者介绍，利用血透机的血液泵将患
者的血液引出，经透析管路流至透析
器，在透析器内，血液通过弥散、对流
等方式清除体内的代谢废物和多余水
分后，最后再将已净化的血液回输进
患者体内，从而实现体外透析。

山外山深耕血液透析市场多年。
从目前的主营业务看，公司不仅有血
液净化设备板块，业务还延伸至血液
净化耗材以及连锁血液透析中心医疗
服务。基于主业，山外山定下了“国
内、国际双轮驱动，设备、耗材双翼腾
飞”的战略目标。

“为何会有这样的战略规划？”高
光勇向记者直言，“因为当时没有耗
材，很多其他公司就被淘汰掉了，幸好
我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那么，生存下
来该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补上耗材这
一短板。”

在高光勇看来，补上耗材后，进行
全产业链布局十分必要。“我们曾经遭
到了跨国公司的降维打击，就是因为
产业链不完整。”

血液透析的产业链包括上游（生
产端）、中游（流通端）和下游（服务
端）。其中，上游涵盖患者在血透中所
需的仪器、药品和耗材，包括血液透析
机、血液透析耗材（透析器、透析管路
等）等。中游（流通端）分为仪器投放
和直销模式。下游（服务端）则指为患
者提供血透服务的场所，包括公立医
院、独立血液透析中心等。

通过全产业链建设，山外山致力于
打造“血液净化设备+血液净化耗材+透
析医疗服务+信息化管理系统”的血液
净化生态圈。截至今年6月末，公司已
建成并运营连锁血液透析中心6家。

要想在市场上取得话语权，离不
开企业在规模上的突破。“我们一直在
埋头做这些，想要规模上来，我们必须
在耗材上下大功夫。”高光勇向记者介
绍，“耗材的量是设备的 5至 10倍，一
台机器一年使用的耗材量相当于机器
本身的价值，而一台机器往往能用 10
年之久。”

“每台两万至三万元的机器市场都
被海内外其他公司给占据。”高光勇表
示，直至目前将耗材做起来，公司才开始
慢慢“收复失地”。“我们争取用三到五年
时间，实现耗材与设备达到正常比例，即
耗材的量平均是设备的8倍。”

据了解，由于自主研发耗材起步
较晚，直到2021年山外山才陆续取得
以上自有产品的耗材注册证。今年上
半 年 ，血 液 净 化 耗 材 业 务 营 收 达
5838.50万元，占总营收的21%，保持持
续增长态势。

并非只有耗材的规模要高速增
长，设备也要同步扩展。“因此，耗材、设
备与海内、海外战略，是我们公司的总
战略。”高光勇总结称。

“国内+国际”双轮驱动

光有国内市场还不够，国内企业
要进一步在市场站稳脚跟，重点还要
开拓国际市场。在高光勇的办公室
内，一面墙上张贴着一张世界地图。
谈话间，高光勇不止一次地指着地图
向记者强调“海外”的重要性。

据费森尤斯 2023年年报，去年全
球透析市场的体量为810亿欧元，其中
包括约160亿欧元的透析产品和约650
亿欧元的透析服务。截至2023年底，
全球约有510万名尿毒症患者，其中约
有410万患者定期接受透析治疗，而血
液透析患者占比为88%。

毋庸置疑，血液透析在海外仍具
有巨大增长潜力。而在高光勇看来，
布局海外市场不仅是一种战略防御，
更是一种“进攻”。

在国内市场被海外品牌长期占据的
同时，长期以来，海外市场也是跨国公司
的天下。高光勇向记者表示：“进军海外
某种意义上也是给他们施加压力。”

凭借着在海外的布局，截至今年上
半年，山外山血液净化设备系列产品在
印尼、菲律宾、泰国、印度、南非、利比

亚、巴基斯坦、希腊等81个国家和地区，
累计实现了数千台的海外市场装机量。

“原先我们从土耳其、波兰这些地
方开始，慢慢往希腊、葡萄牙、法国、意
大利等国家延伸。”谈及海外战略的路
线版图，高光勇透露，目前还剩北美市
场尚未开拓，这里将是公司未来的“进
攻”重点。

“出海”几乎是医疗器械行业共
寻的新路径。从角逐者看，近年来，
已有不少行业龙头率先“出海”闯荡，
并逐步探索出自己独特的“出海”路
径。依靠较早的海外布局，这些国产
医疗企业营收不仅打破了地域的限
制，国际业务也日渐成为营收的重要
支撑。

《2023医疗器械行业简析报告》数
据显示，2019年至2022年，医疗器械板
块多家医疗设备、高值耗材及 IVD公司
海外年收入超过10亿元，海外收入占
比超过 20%，当前中国高值医疗器械

“出海”已初成气候。
天风证券研报认为，国内企业已

建立较为成熟的销售体系，实现了海
外销售的规模化，并持续拓展。在业
内看来，随着我国本土医疗器械企业
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产品及服务

“出海”大势所趋。
“海外一定要做起来。”说到此处，

高光勇无比坚定，这将成为公司业务
未来的一大增长点。

降低患者治疗成本

长久以来，我国医疗器械被进口
所垄断。血液净化行业属于技术密集
型、人才密集型行业，过去国内血液净
化设备市场份额主要依赖于欧美和日
本进口产品。

以血液透析机为例，因对使用安
全性、稳定性有较高的要求，研发难度
大，目前我国血液透析机约 70%市场
份额被外资所占据。以威高、宝莱特

和山外山为代表的国产企业占有率仅
为 30%左右。更早些时候，血液透析
机市场几乎被进口品牌垄断。

2021年，国家财政部及工信部联
合发布的《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
导标准》明确规定了政府机构采购设
备、耗材等的国产化要求，其中连续性
血液净化设备要求全部国产化，单泵
血液透析机要求达到 75%国产化率，
双泵血液透析滤过机需要50%以上的
国产化率。

随着国产替代政策持续推进，近
年来以山外山为代表的国产血液净化
厂家的技术进步，国产品牌的市场认
可度越来越高，国内厂家的市场份额
正逐步提升，进口替代程度将会进一
步加速。

打破进口品牌垄断，是高光勇成
立山外山的一大初心。面对国内血液
净化设备长期受制于国外跨国公司的
状况，高光勇毅然决定开发自己的产
品，降低患者治疗成本。

凭借着在核心关键技术上的突
破，据介绍，山外山直接打破了进口品
牌的垄断地位，将产品的价格降低了
60%以上，将患者的治疗费降低了50%
以上。

“科技创新是我们超越竞争对手、
跨国公司的一个重要武器。科技创新
会让山外山走向世界，是山外山成为
全球一流品牌最核心的武器。”高光勇
表示，国内也有追赶的后发优势，可以
站在国外品牌的肩上。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公司
研发投入合计2662.69万元，同比增长
78.17%，占营收的比重为9.59%。

“山外山的血透机跟进口的产品
在功能和疗效上基本持平，但是在品
牌、体系建设以及人才队伍建设上肯
定还需要做很多努力。”高光勇表示，
今年山外山还在持续加码布局重症领
域，争取在10年左右实现整体的全面
超越。

专访山外山董事长高光勇：

探寻血液透析国产化突围之路

本报记者 王 僖

今年上半年，随着国内经济稳步恢
复，各行业对化工品需求增加，进而推动
基础化工行业回暖。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A股418家基础化工行业（申万一
级）上市公司里有352家实现盈利，占比
超八成，其中202家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同
比实现增长。

今年以来业绩向上修复

A股化工板块 2023年业绩曾出现
明显下滑，但自2024年起便向上修复。

从化工品产量上来看，卓创资讯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主要化工产品产量
同比平均涨幅达14%，而83个化工产品
中产量上涨的占比达到87.95%。其中，
产量增长较大的品目，更多集中在新能
源汽车、电子电器、纺织服装等领域。

卓创资讯分析师马英君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新能源锂电池作为新兴
能源存储的关键部件，随着新能源汽车

的普及和储能产业的发展，需求呈现爆
发式增长；汽车用途的化工品因汽车产
量和保有量的增加而需求上升；3C日用
化工品则顺应了人们对品质生活的追
求，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化纤领域受益于
纺织服装行业的发展，对化工品的需求
也保持稳定增长。”

以电子电器行业的需求改善为例，
今年以来，电子电器行业中洗衣机、冰
箱、彩电、空调、数码相机等行业总体保
持良好发展态势，带动相关化工产品产
量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如聚合MDI、聚
醚多元醇、碳酸锂等。

稳坐化工板块营收和净利润“头把交
椅”的万华化学，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970.67 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10.7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81.74亿元，同比下降4.60%。作为全
球MDI（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龙头，万
华化学的业绩与MDI价格走势关系紧密。

卓创资讯MDI资深分析师黄海霞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24年上半年，国
内聚合MDI市场供需紧平衡支撑下，市场
震荡走高。特别是冰箱冷柜、汽车等市场

需求保持增长，海外建筑行业投资需求好
转，对聚合MDI价格产生推涨效应。”

此外，受电子电器、家用电器的需求
增长支撑，酚酮产业链上下游、醋酸产业
链、聚氨酯产业链相关化工品产量呈现不
同程度上涨。例如上半年苯酚、丙酮产量
同比上涨27%和28%，下游双酚A、PC（聚
碳酸酯）、环氧树脂产量均有明显增长。

维远股份方面表示，上半年，国内聚
碳酸酯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升，PC行业
保持良好利润，产能利用率及产量双攀
新高。而凭借一体化及规模化优势，以
维远股份为代表的国产聚碳酸酯对进口
聚碳酸酯的替换比例也在继续提升。

创新与降本是关键

马英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展
望下半年，新能源汽车有望继续增长，电
子电器技术不断创新，纺织服装行业绿
色发展，这将持续刺激化工品需求，化工
品产量或进一步提高，品质也将不断优
化以适应市场需求。

采访中，多家化工类上市公司也对

各自主要化工产品下半年的走势有了
初步判断。如维远股份认为，因原料成
本高位、供应偏紧而在上半年呈现上行
态势的丙酮市场，下半年虽然原料价格
会回归理性以及酚酮工厂开工率会缓
慢提升，但由于丙酮刚性需求仍在，因此
预计下半年丙酮价格仍较为坚挺。

上半年鲁西化工因正丁醇、辛醇、
异丁醛、尼龙6等化工新材料产品价格
上涨明显，而实现业绩大幅回暖。谈及
尼龙6行业的表现，鲁西化工方面认为，
从内需政策的调整趋势看，纺织品民用
丝、汽车等传统行业转暖，下游对尼龙6
的需求正增加。

接下来的发展中，化工行业也面临
一些挑战。如全球能源成本高位压力
不减，部分化工品出口受贸易保护和环
保标准影响，全球流动性紧缩使海外需
求增速放缓等。

马英君称：“化工企业需不断提升自
身竞争力，加大研发投入以创新产品，优
化生产流程降低成本，加强市场调研把
握需求变化，积极拓展市场渠道，在机遇
与挑战并存的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终端需求拉动 A股基础化工板块上半年业绩显著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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