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0322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 分析师会议 

□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 新闻发布会          □ 路演活动 

√ 现场参观  

□ 其他：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活动参与人员 国信证券：王蔚祺；东方证券：李少甫、周迪、李铭辉；中信证

券：虞方林；固禾基金：纪双陆；华福证券：陈栎熙、邓伟；国

金证券：张君昊；鸿道投资：谢培风；唐之神投资：张杨进；智

诚海威资产：陈丹丹；国信证券自营：欧阳仕华；华能信托：孙

亚、陈波；谷启资产：刘文；万马投资：万春龙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1、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潘骅先生 

2、公司副总经理兼控股子公司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宇平先生 

3、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秦

玉飞先生 

4、公司全资子公司格林美（武汉）城市矿山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闵忠先生 

时间 2024 年 3 月 22 日 15:00-17:00 

地点 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会议室 

形式 现场交流 

交流内容及具体

问答记录 

 

投资者主要关心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对公司的影响、前驱体

产能的海外布局、印尼镍资源项目进展以及动力电池回收、报废

汽车回收和电子废弃物回收等业务情况。 

 

投资者提问及公司回答情况如下： 

1. 请公司领导简要介绍公司 2023 年情况。 

回复：2023 年，在新能源行业竞争与内卷的第一轮竞争中，

公司面对全行业的不利局势与多重挑战，公司攻坚克难、愈战愈

勇，实现了公司整体经营的稳定与增长。公司“城市矿山开采+新

能源材料制造”双轨驱动业务体系稳步发展，维持了核心产品全

球市场份额的核心地位，有效遏制了销售与业绩的下滑速度，为 

2024 年业绩重回高增长通道铸底。 

2023 年，主导产品三元前驱体出货量超过 17 万吨，同比增



 

 

长 10%以上，2023 年公司通过创新生产新一代产品，占领全球

高端市场份额，三元前驱体产能释放率达到了 65%以上，在中国

新能源产业链产能严重过剩的大背景下依然表现突出；动力电池

回收业务方面，2023 年全年回收拆解的动力电池达到 27,000 吨

以上（3.0GWh 以上），同比增长 50%以上；碳酸锂回收产能扩

容达到 10,000 吨/年，锂回收率超过 95%，向 97%的超高水平

进击。印尼镍资源项目：2023 年全年 MHP 产品出货 27,000 金

吨，产能释放率超过 100%。2023 年，公司印尼青美邦镍资源项

目完成达产、稳产与超产，圆满完成全年产出 26,000 吨金属镍

的 MHP 目标，为公司贡献良好收益，公司成为中企成功出海的

杰出代表。 

公司印尼镍资源项目走向全面扩容建设新阶段，并打通与印

尼本地镍资源矿主深度融合合作之路，夯实公司三元前驱体核心

业务竞争全球市场的底盘，为 2024 年业绩重回增长通道铸底。 

镍资源项目二期全面进入建设状态，二期 6.3 万吨扩产计划

将分成三个 2.1 万吨模块陆续于年内建成；与 MDK（控股方）

合资 3 万金吨镍资源湿法冶炼项目将于 9 月建成投产，镍资源项

目总产能计划达到 12.3 万吨金属镍。 

同时，公司目前正在印尼投资建设印尼第一条年产 3 万吨

高镍动力电池三元前驱体材料项目。该项目是印尼第一条三元前

驱体产线，将于 2024 年 6 月投入运行，是公司在国内产能过

剩、行业内卷的严峻形势下，抢占先机，率先将三元前驱体的核

心产能出海布局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将有利于降低物流与制造成

本，直接面向欧美市场，有效提升公司核心业务的全球竞争力，

良好满足欧美等海外市场对动力电池用高镍三元前驱体材料的

需求，有效应对全球行业市场的竞争挑战，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2. 公司进入 2024 年以来经营情况如何？ 

回复：2024 年开年以来，公司各业务板块均实现了开门红，

奠定了公司 2024 年发展的根本基础与实现业务增长的坚实基

础。2024 年 1 月公司业务产销两旺，销售较去年同期实现增长，

公司核心产品三元前驱体、钴产品、钨产品等产能释放率达到

80%以上。 

2024 年，公司将通过“创新引领、质量优先、极限降本”等多

种措施，努力开拓海外市场，突围行业竞争挑战，推动产能大释

放，提升产能释放率，实现经营规模的稳定与增长，积极提升公

司内在价值。公司认为 2024 年是公司业绩重回高速增长通道的

一年，主要原因有：一是国家出台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行动方案，这是一个万亿级的大机遇，循环经济产业的春天

来了，有利于公司电子废弃物回收、报废汽回收车、动力电池回

收业绩增长；二是公司泰兴园区 2023 年受到火灾影响，导致公

司四氧化三钴销售量同比减少，目前泰兴园区业务恢复正常，继

续做为利润贡献主力园区为公司营收和利润做贡献；三是 2024

年前驱体业务出货取得开门红，持续保持增长；四是动力电池回

收量保持高增长；五是公司印尼镍资源二期项目年内竣工，出货

量将大幅增长。 

3. 这次以旧换新政策出台对公司有哪些影响？公司是否已

经做好迎接本次政策推动下的大规模进行回收的准备？ 

回复：这是一个万亿级的大机遇，循环经济产业的春天来了，

格林美已经准备好了来敞开胸怀拥抱机遇，在本轮以旧换新中大

显身手、做出行业领军企业的贡献！ 近日，国务院正式发布《推

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方案指出，到

2027 年，报废汽车回收量较 2023 年增加约一倍，二手车交易量

较 2023 年增长 45%，废旧家电回收量较 2023 年增长 30%，再

生材料在资源供给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此次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的出台将产生万亿级的大市场，展示良好的循环回收产业前景。

公司已形成“城市矿产开采+新能源材料制造”双轨驱动的产业战

略，作为循环回收领域的领军企业，将良好把握新一轮大规模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历史机遇，积极对接国内“新一轮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深度参与并推动国家新一轮工

业装备与产业革命更新。20 年来，公司一直致力于资源循环的回

收体系、绿色处置体系与资源化体系建设，成为全球一流电子废

弃物回收处置企业、报废汽车绿色处置企业与退役动力电池绿色

回收处置企业，构建了全球领先的“废旧产品—回收拆解—资源

化—改性再造—新产品”的电子废弃物绿色处置全生命周期产业

链、全球领先的“废旧电池回收—原料再制造—材料再制造—电

池组再制造—再使用—梯级利用”新能源全生命周期价值链等全

球示范模式，公司 6 个电子废弃物绿色回收处置工厂是国家电子

废弃物处置基金定点企业，公司 5 个退役动力电池回收处置工厂

纳入《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绿色

工厂白名单企业，公司奠定公司在全行业的回收体系、绿色产业

体系与技术体系的领军企业地位。一是公司在湖北、湖南、广东、

江西、河南、天津、江苏、浙江、山西、内蒙古、福建等 11 个

省市布局了 16 个电子废弃物、报废汽车、退役动力电池为主体

的绿色回收与废物循环处理基地，纵横中国南北 3000 公里，覆

盖中国 40%以上国土面积，与超 5 亿人口建立废物处理合作关



 

 

系，成为中国领先的多层次、跨区域的废旧商品回收、物流与处

置体系。过去 5 年，公司回收处理的电子废弃物占中国报废总量

的  10%，回收处理的退役废旧动力电池占中国报废总量的 

10%，回收处理报废汽车占中国报废总量的 5%。庞大的废旧商

品回收网络布局、全球领先的绿色循环利用技术与城市矿山开采

体系将良好对接本次新一轮“以旧换新”历史机遇，为国家新一轮

废旧商品以旧换新大显身手，做出贡献。二是公司拥有国家电子

废弃物循环利用工程技术中心、国家能源金属重点实验室、湖北

省退役电池循环利用工程技术中心等多个国家与省级公共技术

研究平台，在电子废弃物、退役动力电池与报废汽车等关键废弃

物循环利用领域拥有 2000 余项全球专利，先后多次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建成全球领先的废塑料再制造、镍钴钨金银铂锗镓铟

稀缺资源再利用、动力电池梯级化利用的大规模产业基地，10 余

个工厂被授予国家绿色工厂，公司在全球的核心技术与绿色处置

模式符合双碳时代的需要，将促进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升华低碳

绿色价值。三是公司将积极利用回收体系优势、产业优势、技术

优势来良好把握国家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历史机遇，顽强拼搏、主动作为、深度参与并推动国家“以

旧换新”战略，为国家经济强力增长做出领军企业贡献。 

4. 本次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中有哪些方面可以直接对公司经

营产生影响？ 

回复：本次政策的发布主要体现在四大行动上：设备更新行

动（工业、市政、交通、教育文旅医疗）、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

（汽车、家电、家装）、回收循环利用行动（回收体系、二手流

通、梯次利用、资源利用）、标准提升行动（再生、国际）；同

时政策中也重点提到了解决行业痛点问题的举措，具体包括： 

（1）完善税收支持政策：提出“推广资源回收企业向自然人

报废产品出售者“反向开票”做法，可以有效解决正规企业税负过

高的难题。 

（2）完善用地保障机制：提出“将其纳入公共基础设施用地

范围，保障合理用地需求。”将改变再生资源受歧视的难题。 

（3）电子废弃物基金政策问题：提出“完善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处理支持政策，研究扩大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制度覆盖范

围。 

同时，政策也明确提出资金支持，充分释放行业资源回收量。

项目支持：把符合条件的设备更新、循环利用项目纳入中央预算

内投资等资金支持范围。 

报废汽车回收方面：通过中央财政安排的节能减排补助资金



 

 

支持符合条件的汽车以旧换新。 

报废家电回收方面：使用中央财政安排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

相关资金等，支持家电等领域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中央财政

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工作。 

5. 公司下一步海外布局的情况？ 

回复：公司会继续加大力度布局海外，一方面是出于规避

IRA 的考虑，另一方面是把产品卖到欧美等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还

有很大上升空间。公司与 SK On 和 ECOPRO MATERIALS 签

署在韩国新万金国家产业园区内投资合资公司建设 43,000 吨/

年及以上产能二次动力电池用新一代超高镍多元前驱体制造工

厂与配套镍钴锰原料体系备忘录，构建“镍资源开发—原料与材

料制造—电池制造—面向全球市场”的关键电池原料与关键电池

材料供应链模式，突围美国实施的 IRA 法案、欧盟 CRMA 法

案，是稳定韩国核心市场与导向美国市场与欧盟市场的有效战略

措施，是捍卫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权益的有效办法，为世界绿色

发展提供中国模式。 

6. 行业竞争加剧情况下公司如何提升毛利率？ 

回复：一方面，提高产品的出口占比，海外客户的产品需求

以高镍三元为主，格林美在高镍产品上具有丰富的技术储备和行

业优势，相比中低镍，高镍前驱体的壁垒更高，加工费更理想，

占产品售价的比重可能更大，毛利率自然会更高。另一方面，布

局上游原矿冶炼和回收产能可以进一步提高原料的自供比例，和

外采相比，前者的成本会更低。 

7.目前镍资源项目大幅扩产，是否也会产能过剩，公司如何

应对？      

回复：印尼镍资源产能不存在过剩：第一，通过湿法冶炼镍

矿获取的镍产品最适合三元动力电池材料的生产；按照市场需求

来看，到 2026 年，全球对于湿法镍资源需求将达到 100 万吨，

目前，在全球建成的湿法镍资源项目仅有 30 万吨，远远低于未

来需求量，所以，在湿法冶炼镍资源领域还没有达到产能过剩的

状态。而且，公司在印尼镍资源的产能严格按照公司 2026 年 50

万吨前驱体出货量的战略布局规划，50 万吨高镍前驱体需要镍

的量大概为 20 万吨，按照公司规划，印尼将贡献镍资源的量在

12 万吨以上，其余需求的镍资源将来自公司回收业务和外采，而

随着动力电池的退役量不断增加，通过回收获取的镍资源占比将

不断变大，外采占比将越来越小，届时，公司镍资源的自供率将

达到 100%，一方面可以实现完全自用，另一方面可以面向市场，

不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第二，公司镍资源优势与领先的湿法冶



 

 

金技术能够牢固地连通全球产业链。欧美新能源市场以三元电池

为主流，欧美三元电池占据 70%的市场，拥有镍资源，就拥有欧

美未来市场的主动权，同时三元电池的回收价值大大高于磷酸铁

锂，欧美没有废旧电池回收处理能力，也不允许进行填埋，因此

未来三元在欧美市场依然会是主流，高镍以及超高镍优质产能不

存在过剩情况。在当前新能源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公司率先在

印尼、韩国布局前驱体工厂，把握欧美市场竞争的先机。公司在

印尼投资建设印尼第一条年产 3 万吨高镍动力电池三元前驱体

材料项目。该项目是印尼第一条三元前驱体产线，将于 2024 年

6 月投入运行，将有利于降低物流与制造成本，突围 IRA 法案

封锁，直接面向欧美市场，维持公司核心产品在全球市场的核心

地位。 

8. 公司如何保持自身产品的竞争优势？ 

回复：核心产品保持技术与质量领先是公司得以实现高质量

发展，提高利润水平的关键，因此我们近年来在研发方面做出巨

大投入，吸引大量优秀人才加盟，优化研发机制，提升研发团队

精细化管理水平及成果转化率，目前，格林美四元前驱体、核壳

产品、9 系列等提高新产品研发水平，保持产品质量行业领先，

获取更高单吨盈利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能够有效释放产能，提

高产能利用率。格林美将通过高质量、高性能的新产品持续开拓

高端市场，优化供货结构，避免中低端市场同质化竞争。 

9.三元前驱体和三元正极材料相关公司都在扩产，贵公司是

否已经进入了激烈的价格战了？另外，格林美的前驱体加工费今

年第一季度和去年对比，是提升了么？ 

回复：公司通过高端产品战略，不断提高四元前驱体、核壳

产品、9 系列等新产品研发水平，保持产品质量行业领先，获取

更高单吨盈利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能够有效释放产能，提高产

能利用率。格林美将通过高质量、高性能的新产品持续开拓高端

市场，优化供货结构，提高议价能力，避免中低端市场同质化竞

争。 

10.动力电池回收方面，除现有的布局之外，还有没有进一步

扩大回收产能的打算？对未来的规划是怎样的？ 

回复：随着动力电池报废量的增加，公司的动力电池回收产

能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扩张，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公司计划到 2026

年动力电池回收量将达到 30 万吨以上。 

11. 公司目前退役动力电池的来源是怎样的？  

回复：公司退役动力电池来源渠道广泛，目前与新能源整车

厂、动力电池厂都签订有回收协议，以保证退役动力电池资源的



 

 

获取。公司推出的新能源全生命周期价值链，与产业链合作伙伴

进行“废料换材料”，将材料制造与退役动力电池回收环节打通，

从而也保障了退役动力电池资源的获取。公司本身拥有报废汽车

回收资质，也从另一方面保障了退役动力电池的获取。 

12.公司目前镍原料自供比例多少？未来情况怎样？ 

回复：公司未来三元前驱体的镍原料需求主要依赖于印尼的

镍资源项目以及回收项目，目前镍原料的自供比例在 60%以上，

计划在将近 2030 年时自供比例达到 100%。 

13.公司在韩国布局前驱体工厂的优势是什么？布局完成后

能够给公司带来多少效益？ 

回复：随着 IRA 的正式生效，随着欧盟 CRMA 关键原料法

案的逐步实施，韩国是世界新能源聚焦地与格林美大市场区域，

公司与 ECOPRO、SK On 联手构建“镍资源开发—原料与材料制

造—电池制造—面向全球市场”的关键电池原料与关键电池材料

供应链模式的成功落地，不仅有效应对与满足美国 IRA、欧盟

CRMA 等法案的战略挑战和战略要求，而且将良好服务韩国新

能源与世界新能源的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满足韩国等海外市场

对公司前驱体订单的需求，是稳定韩国核心市场与导向美国市场

与欧盟市场的有效战略措施，是捍卫全球市场地位的有效办法；

有利于不断提升公司在全球新能源行业全产业链的影响力，进一

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14. 公司的企业愿景是怎样的？ 

回复：未来，格林美将坚守“城市矿山开采+新能源材料制造”

的双轨驱动的产业战略，通过发展新能源材料与开采城市矿山来

强力服务世界经济复苏，服务全球碳减排与碳中和，努力遏制温

室效应，创建世界绿色低碳发展的领袖级企业，做绿色发展的担

当者、低碳时代的领航者、新能源产业的核心者、全球经济复苏

的推动者，为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世界绿色发展与复苏做出中国

企业的贡献。 

关于本次活动是

否涉及应披露重

大信息的说明 

 

本次调研活动不涉及未公开披露的重大信息。 

活动过程中所使

用的演示文稿、

提供的文档等附

件（如有，可作

为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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