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简称：尚太科技                                     证券代码：001301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极县里城道乡南沙公路西侧）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稿） 

 

 

 

 

 

 

 

 

二零二五年七月 



2 

 

为了进一步提升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太科技”或“公

司”）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公司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

下简称“可转债”）。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73,400.00 万元（含

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以下项目的投资：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计划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年产 20 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 399,355.80 173,400.00 

合计 399,355.80 173,400.00 

如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拟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募集资金用途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安排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不

足部分将通过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解决。公司董事会将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前提下，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项目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

资金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在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项目概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年产 20 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实

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尚太。本项目总投资为 399,355.80 万元，其中拟使

用募集资金 173,400.00 万元，计划建设期为 18 个月，本项目新建生产厂房、配

电室、办公生活用房等建筑物，购置安装破碎机、磨粉机、包覆釜、炭化装置、

高温改性炉等设施，以及配套供电、供气、供水等公用辅助工程。项目建成投产

后，将新增年产 20 万吨人造石墨负极材料一体化产能，发行人的规模效应和成

本优势将进一步显现，以期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升产品竞

争力，扩大公司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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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为 399,355.80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 173,400.00 万元，其

他费用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投入，具体投资安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总投资构成 投资规模 其中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建设投资 289,332.98 163,400.00 

1.1 工程费用 269,806.58 163,400.00 

1.1.1 建筑工程费 94,760.58 50,000.00 

1.1.2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175,046.00 113,400.00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3,853.21 - 

1.3 预备费 5,673.20 - 

2 铺底流动资金 110,022.82 10,000.00 

合计 399,355.80 173,400.00 

（三）项目实施地点及实施主体 

本项目拟建设地点为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实施主体为山西尚太。 

（四）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计划建设期为 18 个月，包括厂房和生活及办公场所的土建工程、装

修、水电工程、生产设备及配套设备设施购置及安装调试，人员招聘及培训和试

运行与验收等工作。 

（五）项目经济效益 

本项目建设完成并完全达产后，将形成年产约 20 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产能，

经过可行性论证及项目收益测算，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经营前景和经济效益。 

（六）项目涉及的报批事项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取得《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备

案证》（项目代码：2504-140724-89-01-536150），募投项目用地正在取得中，环

评手续正在办理中。 

三、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扩大差异化产品的生产能力，满足下游市场需求以及自身发展需要 

近年来，受全球能源结构调整以及“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推动，二次电池相

关技术进步影响，锂电池产业总体上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增长速度。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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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终端等下游市场的持续快速发展带动了产业市场需求的持续提升。新能源汽

车方面，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根据EV Tank的数据，全球新能

源汽车销量从2022年的1,082.4万辆快速攀升至2024年的1,823.6万辆，复合年均增

长率达29.7%；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单一市场表现尤为显著，根据汽车工业协会的

数据，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期销量从688.7万辆增至1,286.6万辆，复合年均增长

率达36.6%，市场渗透率由25.6%大幅提升至40.9%，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驱动动力

电池市场不断扩张，根据高工锂电的数据，2023年中国动力电池出货量为

630GWh，同比增长31.4%，2024年中国动力电池出货量超过780GWh，同比增长

23%。储能终端方面，储能电池则成为锂电应用增长最快的应用领域，2023年中

国储能电池出货量达206GWh，同比增长59%，2024年中国储能电池出货量超过

335GWh，同比增长64%。下游需求的快速增加推动负极材料市场不断扩大。根

据高工锂电的数据，2023年我国负极材料出货量165万吨，较2022年同比增长21%；

2024年我国负极材料出货量208万吨，较2023年同比增长26%。 

负极材料行业受以前年度行业需求旺盛的影响，行业内企业持续进行产能扩

张，同时大量企业和资本跨界进入，导致自2023年以来行业处于白热化竞争阶段，

行业增长速度有一定的回落。公司采取差异化产品竞争策略，在长期的技术和工

艺积累基础上，实现了适用于“快充”“超充”性能动力电池以及新型储能终端

的新一代人造石墨负极材料产品的批量出货，相关产品受终端新能源汽车动力电

池和储能电池更新换代需求的带动，产销规模快速上升，推动公司在2024年行业

陷入白热化竞争状态下仍实现了高速增长。2024年，公司负极材料产品销售数量

达21.65万吨，同比增长53.65%。同时，在产品价格水平较上年同期持续下降的情

况下，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等核心业绩指标较上年同期相比恢复上升。 

从行业角度来看，中长期锂电池产业仍旧具有快速发展前景，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储能电池等产品性能的持续提升，终端产品持续推陈出新的要求，应用

场景的不断成熟，负极材料行业仍具备快速增长的市场空间，需要公司坚持差异

化产品策略，提升新一代负极材料产品产能，扩大市场占有率，巩固自身市场地

位。 

从公司角度来看，公司具备新一代负极材料产品的技术和批量生产能力，能

够紧跟行业产品迭代速度，把握下游技术发展方向，以差异化竞争能力实现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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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需要公司采用更先进的生产工艺，建设高质量、高水

平的一体化生产基地，满足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 

综上，本项目的建设顺应了下游市场的需求，把握了行业的发展机遇。项目

建成后，公司将新增20万吨锂电池人造石墨负极材料一体化产能，大幅增强了公

司的供货能力，从而把握锂电池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实现公司进一步发展。 

2、巩固公司成本优势，提升设备工艺能力，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在负极材料行业，公司拥有一定成本优势，主要基于自身一体化生产模式和

深厚的石墨化设备工艺能力。相较于同行业主要企业，公司负极材料生产全部工

序均自主进行，特别是石墨化工序，自供率位居行业前列，从而减少因委托加工

导致的毛利流出。公司能够控制全部生产流程，进而控制各工序成本，各个工序

紧凑分布在同一生产基地，提升了整体生产效率，并减少了运输支出，降低了生

产成本，提高了盈利水平。另外，公司曾长期经营人造石墨负极材料石墨化加工

业务，积累了丰厚的装备设计、工艺能力以及生产管理经验，在多项核心工艺上

均有高效率的独特设计。本项目将延续一体化生产模式，进一步发挥长期生产实

践和工艺积累下的石墨化生产成本管控能力，优化成本投入。 

公司拟建设的新生产基地依旧选择在距离上下游位置较为适中的山西省晋

中市昔阳县进行建设，将继续发扬相关优势，建设更高水平的、具有自动化、智

能化特点的一体化生产基地。同时，公司将进一步探索新型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

巩固自身成本优势的同时，不断提升设备工艺能力，持续增强公司自身综合竞争

力。本项目的建设有利于公司加强对产品质量与成本的管控，进一步发挥生产管

理和规模经济优势，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竞争实力，提高公司在负极材料领域的

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3、优化产品结构，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随着人们对锂电池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开发和生产性能优良且质量稳定的

新一代人造石墨负极材料显得尤为重要，如适用于新一代“快充”“超充”性能

为代表的高倍率动力电池的负极材料。 

公司拥有稳定、可靠的研发和生产差异化产品的能力，在人造石墨负极材料

方面开发和储备了诸多新产品。公司需要紧跟市场发展趋势，进一步优化产品结

构，丰富和完善产品系列，逐步减少低技术、低附加值产品，并提高高端、高附

加值产品的市场占比。本次募投项目的目标产品以公司新研制出来的高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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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毛利率的产品为主，提升公司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响应能力，更好地满足客户需

求，适应新一代人造石墨负极材料的生产需要，加速开发并适时推出与科技进步

相匹配、与行业发展趋势相适应的不同种类的新产品，才能长期保持公司领先地

位。本项目的建设，有利于公司优化产品结构，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公司

的未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为项目实施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战略性新兴产

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等

国家战略规划和举措不断出台，明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和新型储能等已成为国家

重点支持的领域。与此同时，在加快推进实现“双碳”目标的背景下，新能源汽

车和储能产业是构建绿色、清洁、高效的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能源汽车方面，近年来，国内一系列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相

继出台。2024年3月，国务院关于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行动方案》的通知，将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开展汽车以旧换新，畅通流通

堵点，促进汽车梯次消费、更新消费；2024年4月，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汽车

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进一步推动新能源汽车换代更新，为行业未来的高质量

发展铺平了道路；2024年5月，国务院发布《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

提出，将逐步取消各地新能源汽车购买限制，落实便利新能源汽车通行等支持政

策，推动公共领域车辆电动化，并有序推广新能源在重型货车中的应用；2024年

7月，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的若干措施》，进一步加大了政策支持力度，提高更新换新的补贴标准，促进

新能源汽车增长。上述政策的出台及实施，体现政策层面对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重

视，极大地促进了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从而带动上游锂电池行业的发展，对

负极材料企业带来了积极影响。 

在储能方面，2024年，国务院首次将“发展新型储能”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要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分布式能源开发利用，

发展新型储能；2024年4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促进新型储能并网和调度运

用的通知》，提出通过灵活有效的市场化手段，促进新型储能“一体多用、分时

复用”，进一步丰富新型储能的市场化商业模式，促进新型储能调用。2025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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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工信部等部门发布《新型储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加快锂电

池等成熟技术迭代升级，支持颠覆性技术创新，提升高端产品供给能力，同时面

向新型储能应用需求，重点布局先进储能型锂电池产品。 

国家对新能源汽车和储能产业一系列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为上游负极材料

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更好地满足下游

产业和客户的需求，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 

2、业务规模快速增长，为新增产能持续消化提供了基础 

近年来，公司的石墨化自供率、一体化产能规模和综合成本优势位居行业前

列，且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报告期内，公司负极材料产量分别为11.97万吨、

15.12万吨和22.68万吨，同比增长26.3%和50.0%；负极材料销售数量为10.72万吨、

14.09万吨和21.65万吨，同比增长31.4%和53.7%。报告期内，公司负极材料产能

利用率为106.53%、81.19%和127.35%，产能利用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以前年度

的新建产能均得到充分消化，公司生产和销售规模持续快速增加，新增产能消化

为扩建项目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开发的多款具备高容量、高倍率、长循环寿命、高安全性的

新一代负极材料实现批量销售，并迅速占据市场，实现了对过往产品的迭代。上

述差异化产品充分适配新一代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性能要求：针对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公司新产品在支持高能量密度的基础上，显著提升了快充

性能，为下游动力电池企业在材料端提供了支撑；针对储能电池，公司新产品在

保障长循环寿命的同时，支持高能量密度，为储能系统的高效实施增加了保障。

上述新一代负极材料产品的开发及规模化销售，为公司开发新市场、消化产能提

供保障。 

3、良好的市场基础和客户基础，为项目产能的消化提供保障 

根据 EV Tank 的预测，2030 年全球锂电池出货量将达到 5,127.3GWh，锂电

池行业增长将推动负极材料行业的持续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等行业继续发展，

为锂电池负极材料行业的发展提供庞大的下游应用需求，预 2030 年我国负极材

料出货量有望达到 580 万吨，其中人造石墨仍为市场主流，出货量超 470 万吨。 

公司凭借良好的产品及服务质量赢得了众多客户的认可，已进入宁德时代、

远景动力、国轩高科、蜂巢能源、瑞浦兰钧、欣旺达、宁德新能源、雄韬股份、

中兴派能等知名锂电池厂商的供应链。公司深入研究前沿的市场信息，了解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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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锂电池的差异化需求，并积极与上述客户交流、开展合作开发，不断深化

合作，向其提供具有针对性的负极材料产品，提升客户对公司产品的满意度，建

立了稳定、密切的合作关系。 

负极材料市场规模的稳定发展和公司优质稳定的客户资源为公司未来消化

新增产能提供有效保障。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具有良好的市场基础和客户

基础。 

4、丰富的生产技术和研发经验，为募投项目稳定运行提供技术保障 

公司具有丰富的生产和研发经验，组建了一支经验丰富、勇于创新的研发团

队，不断加大对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研发投入。公司在石墨化环节，将积

累多年的生产工艺经验带入，能够有效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公司不断

进行设备和工艺改进，将原材料预处理、造粒、炭化等工序积累的新工艺新装备

应用于各种产品的生产，进一步提升原有产品的品质，提高产品生产效率，形成

了较为突出的技术和工艺优势。 

公司针对负极材料乃至下游锂电池行业进行了充分调研，在对市场和客户需

求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选择主要的技术方向和技术路线，持续进行技术储备。截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 49 项授权专利，包括 12 项发明专利和 37 项实

用新型专利，同时有多项专利处于审核状态中。报告期内，公司开发的多款具备

高容量、高倍率、长循环寿命、高安全性的新一代负极材料实现批量销售，并迅

速占据市场，实现了对过往产品的迭代。公司持续同下游知名锂电池厂商进行深

入技术合作，交流研发经验，持续探索适应不同应用场景、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一

代人造石墨负极材料产品。 

公司凭借多年来的生产研发经验和较强的研发能力，为募投项目的实施及稳

定运行提供了技术保障。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管理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年产 20 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主要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开展，是公

司现有业务的拓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未来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

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募集资金运用方案合理、可行。项目顺利实施后，

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市场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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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提升适应市场需求的差异化新产品的生产能力，进一

步加强主营业务优势，有助于公司更好地满足下游客户的需求，扩大市场份额，

巩固市场地位，进而提高公司的总体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

和总负债规模将相应增加。在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前，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的财

务成本较低，同时能够维持较为合理的资产负债率，有利于提高经营效率；随

着可转债陆续转股，公司的资本实力将得以加强，资产负债率将逐步降低，偿

债风险也随之降低，资本结构得以优化，抗风险能力将得以提升，为未来可持

续发展提供良好保障。但是公司总股本也有一定幅度的增加，对公司原有股东

持股比例和每股收益产生一定的摊薄作用。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虽然在建设期内可能导

致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随着募投项目

建设完毕并逐步释放效益，公司的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将得以提升，进一步增

强公司综合实力，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为公司股东贡献回报。 

五、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符合国家产业发展规划政策，符合产业发展的需求，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

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企业在技术、人力、管理、资金等资源上具有

保障，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制造水平和产

能规模，增强公司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备必要性和可行

性。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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