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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省市人口为何逆势正增长

产量增幅160%！磷酸铁锂会产能过剩吗

鱼跃医疗血氧仪价格狂飙的故
事迎来了最终章。2月1日， 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消息显示，因哄
抬血氧仪价格， 鱼跃医疗被罚款270
万元。

生产入库平均成本上涨47%，销
售平均价格却上涨了131.78%， 鱼跃
医疗此前“血氧仪产品没有涨价，因
成本上涨，取消了折扣和优惠”的说
法，被调查后的铁证光速打脸。当天，
鱼跃医疗发布公告回应称，积极配合
调查，推进相应整改，杜绝类似情况
再次发生。

逐利是企业的天性，但逐利本身
与企业伦理从不是鱼与熊掌的关系。
鱼跃医疗恰恰提供了一种标志性的
反面教材———疫情本就属于重大公
共卫生事件， 扰乱医疗卫生用品价
格，无异于战疫雪上加霜。

处罚书明确指出，鱼跃医疗在疫
情期间推动血氧仪市场价格过快、过
高上涨，“属于情节较重情形，符合从
重情节”。

对鱼跃医疗来说，270万元的罚
款可能九牛一毛。有网友为鱼跃医疗
算过一笔账，每台血氧仪哄抬后的价
格较成本上涨近200元，270万元的罚
款不过只是1.3万台血氧仪的利润。

鱼跃医疗也在公告中强调，目前
公司各项业务正常开展，本次行政处
罚不会对公司业绩造成重大影响，未
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根据鱼跃医疗
此前发布的财报，2022年前三季度，
鱼跃医疗营收达51.16亿元。

资本市场看财报看数据，同样看
口碑看人心。在血氧仪、家用制氧、家

用无创呼吸机等市场，鱼跃医疗均占
据头部位置，在血氧仪领域，此前鱼
跃医疗的产品更是拿下了京东超70%
的份额。

常理来说，越是知名企业，越该
珍惜自己的羽毛。血氧仪成本不过几
十元，作为国内医疗器械行业的头部
企业，鱼跃医疗更应该为国民健康保
驾护航，而不是趁火打劫，大赚特赚，
这是典型的短视行为， 因小失大，得
不偿失。

换种角度想，在疫情的特殊时期
下，当全社会的目光高度集中在血氧
仪身上，鱼跃医疗但凡能够拿出一丝
“保供稳价”的态度，便足以形成一波
天然的流量和广告，何以落得如今一
朝被罚，众人叫好的下场。

不是所有错误都能够用钱买单。
鱼跃医疗这番操作，看似赚了一笔快
钱，实则丢了人心，砸了招牌。钱没了
能再赚，口碑重建却并非朝夕之功。

富贵险中求，也在险中丢，鱼跃
医疗不是个例。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
济，从口罩、退烧药、抗原试剂等涉疫
物资价格的疯涨，到核酸检测企业的
乱象频出，始终藏着个别人、个别企
业囤积居奇， 哄抬物价趁火打劫，借
“疫”生财最终逃不过恢恢法网。

对监管而言，在这种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中，罚款是事后处罚的手段之
一， 更重要的是在发现问题前置处
理，需要监管执法部门积极承担起监
管主体的责任， 加大检查的力度，严
查加上严惩，共同掐灭借“疫”生财，
大发不义之财的苗头，让违法者不敢
为、不能为。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价格“鱼跃”，口碑碎地
杨月涵

北京商报2023.2.2

责编 方彬楠 编辑 卓洋 美编 代小杰 责校 唐斌 电话：64101949��bbtzbs@163.com

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

2022年， 中国人口出现近61年来的首次
人口负增长。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2022年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
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
籍人员）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

人口负增长的整体趋势下， 仍有多个省
份逆势实现了正增长。1月29日，青海省统计局
发布消息称，2022年末， 青海省常住人口595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万人。至此，已有青海、江
西、甘肃、广西、重庆5个省份宣布人口正增长。

其中 ，2022年末江西全省常住人口
4527.9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58万人；2022
年末甘肃全省常住人口2492万人， 比上年末
增加2万人；2022年末广西常住人口5047万
人，比上年末增加10万人；2022年末重庆常住
人口3213.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0.9万人。

但这一增长或许并非完全是“自然增
长”，其中还涉及人口的迁入与迁出。人口学
专家何亚福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一个国家或
一个地区的人口是正增长还是负增长， 需要
了解两个概念，一个是人口自然增长，一个是
机械增长。“某一年的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就
是自然增长率。如果出生率大于死亡率，那么
自然增长率就是正数。 如果没有人口的迁出
或迁入， 自然增长率是正数意味着人口正增
长。”

“所谓机械增长，则是指人口迁移，包括
迁入和迁出。由于存在人口迁移，一个国家或
地区的自然增长率是正数并不意味着人口一
定正增长， 是负数也并不意味着人口一定负
增长。一个典型例子是，德国人口的自然增长
率多年来是负数， 但由于德国近年来接收了
大量外国移民， 所以近年来的总人口保持正
增长。”何亚福表示。

何亚福介绍，2022年，青海人口自然增长
率为3.37‰，广西为1.43‰，江西为0.25‰，都

为正数，意味着这三省出生率都大于死亡率，而
甘肃、重庆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04‰
和-2.11‰，代表着两省的常住人口增加主要
是因为净流入人口大于自然减少人口。

正增长背后的经济“磁吸力”

“一般规律来说， 人口是往发达地区、就
业机会多的地区流动。”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
家王军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常住人口的增
加主要靠外来人口而非户籍人口， 所以全国
来看是总量萎缩，个别省份有结构性的增长，
原因主要就是经济发展的水平、 潜力以及背
后强大的公共服务能力。”

那么， 上述省市拥有怎样的经济“磁吸
力”。 以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25‰的江西为
例，2021年江西省GDP为29619.7亿元， 比上
年增长8.8%，高于全国0.7个百分点，增速居
全国第四位。而2022年，江西省的GDP则达到
32074.7亿元，同比增长4.7%，以高出全国平
均水平1.7个百分点的增速与福建并列第一。
人口增长同步进行，2021年末，江西的常住人
口减少1.46万人， 而2022年江西除人口自然
增长率为正数外， 在人口机械增长方面也新
增流入人口9.45万人。

同理再看重庆。2022年，重庆新增流入人
口7.7万人，与之同步的是重庆经济地位的“飞
升”。数据显示，2022年，重庆GDP为29129.0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首次超过GDP为
28839亿元的广州，进入全国四强。

甘肃的“磁吸力”同样有迹可循。2021年
末，甘肃省新增流出人口14.53万人，而2022
年，甘肃则逆势新增流入人口约2.1万人。在此
期间，甘肃省持续优化经济结构，工业经济发
展质量不断提升。2022年1-12月， 甘肃省工
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7%、 制造业投资增长
46.9%，其中，制造业技改投资、装备制造业投
资和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54.4%、
68.9%和14.7%。总体上，2022年，甘肃省地区
生产总值11201.6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比
上年增长4.5%， 增速高于全国1.5个百分点，
居全国第三位，位次比上年大幅前移17位。

广东浙江或也保持正增长

人口实现增长的或许不止前述5省市。
从2021年来看，数据显示，广东2021年末

全省常住人口1268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0万
人。全年出生人口118.31万人，出生率9.35‰；
死亡人口61.12万人，死亡率4.83‰；自然增长
人口57.19万人，自然增长率4.52‰。当年，广
东在出生人口上占据了第一的位置。

那么广东是否仍会实现人口增长？ 何亚
福认为，答案或许是肯定的。“到目前为止，广
东省尚未公布2022年常住人口数据。 但按照
往年的数据来分析， 广东省2022年常住人口
可能也是正增长。”

何亚福认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
一直是人口净流入的省份， 中西部省份有大
量的年轻流动人口去广东打工。 对比“七人
普”和“六人普”数据，可以看出，从2010年到
2020年这十年间， 广东省常住人口就增加了
2169万人，增量居全国各省份的第一位。

而在增量方面，2021年占据第一的不是
广东，而是浙江。数据显示，浙江2021年末全
省常住人口为6540万人， 且超过了广东60万
人的增量，增加了72万人。

在何亚福看来， 浙江与广东类似。“浙江
2021年出生人口为44.9万人，死亡人口为38.4
万人，自然增加人口仅为6.5万人，但常住人口
却增加了72万人。可见，浙江人口的增长主要
还是受益于人口流入， 且可能继续存在人口
流入。”何亚福表示，“所以，预计浙江和广东
2022年常住人口都是正增长。”

“广东、浙江两省保持住经济、公共服务
等方面的优势， 就仍旧具备人口增长的基础
和潜力。” 王军认为，“其实， 人口是一个慢变
量，短期之内的现象不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
需要较长时间、 连续观察可能才会有一些比
较明确的规律。但总体上，主要的经济大省
应该都具备内生增长动力和吸引外来人口
的优势。”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冉黎黎

近日，多省市公布了人口数据，截至目前，已有青海、江西、甘肃、广西、重庆5个省市宣布人口正增长。专家分析认为，

这些省市的人口增长中既包含自然增长，也有人口迁入的影响，接下来，曾经在出生人口数量上占据第一位置的广东和人

口增量曾位居第一的浙江也可能实现人口的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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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末增加的人数

2万人
10万人 0.9万人

政策风口下，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正
劲，作为动力锂电池主要正极材料的磷酸铁锂
产量也在2022年再创新高， 同比增幅高达
160%以上。不过，磷酸铁锂似乎正一步步滑向
产能过剩， 更有机构预测2023年磷酸铁锂将
面临产能过剩的风险。

需求旺盛刺激扩产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22年新
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05.8万辆和688.7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96.9%和93.4%。

在市场的刺激下，原料供应端产能正加速
扩张。2月1日，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锂
业分会官方微信公众号，2022年我国锂离子
电池正极材料产量如下: 三元正极材料产量
65.6万吨，同比增幅约为48.8%；磷酸铁锂产量
119.6万吨，同比增幅约为160.6%；钴酸锂产量
7.8万吨，同比下降约为22.8%；锰酸锂产量8.7
万吨，同比下降约为21.6%。

“磷酸铁锂材料产能增长迅速是市场需求
的反应。”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助理
教授吴微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由于去年新能
源汽车销量增长迅速，下游需求增长带动了整
个锂电材料的价格出现了大幅上涨，因此上游
原材料厂家大量增加产能。

另一方面，目前磷酸铁锂比同为主要正极
材料的三元材料更具优势。正极材料在锂电池
材料成本中占比最高，直接影响电池的性能与
整体成本的高低。磷酸铁锂价格便宜，但是能
量密度是其难以弥补的短板，三元电池装机量
一度超过磷酸铁锂。

不过， 由于三元电池成本较高且安全性存
在缺陷，两者的竞争格局再次反转。随着比亚迪
的刀片电池横空出世，性能有了大幅提升，磷酸
铁锂产量也在2021年5月再次超越三元电池。

“相比于磷酸铁锂， 三元材料成本肯定更
高，且生产过程当中需要用到钴，而钴大部分
从刚果进口，受开采过程影响全球产能受到一

定的限制， 种种原因限制了三元材料等增长，
未来磷酸铁锂仍应该是主流的技术路线。”吴
微说。

不同于三元材料中的钴需要从国外进口，
生产磷酸铁锂所需要的锂矿石和磷矿石在我
国储量充足。 我国是全球第一大磷矿出产国、
第二大磷矿储量国，而我国的锂矿储量全球第
五，储量相对来说比较丰富，占全球储量的7%。

技术门槛低、扩产周期短

磷酸铁锂产量快速增长的同时，未来是否
会出现产能过剩风险引起广泛的关注。据东吴
证券预测，2023年， 随着各大企业产能释放，
全国磷酸铁锂整体供给量将达到237.1万吨。
但是需求量仅为184.6万吨，将过剩52.5万吨。

而据电池中国不完全统计，各厂商宣布的
磷酸铁锂扩产规模加上现有产能已超500万
吨，规划产能显著高于需求。

磷酸铁锂产能为什么容易过剩呢？这主要
是由于生产磷酸铁锂技术水平简单， 门槛较
低。磷酸铁锂的扩产周期仅有6-12个月，同质
化严重，涉足磷酸铁锂的除了德方纳米、湖南
裕能等老玩家以外，还包括钛白粉和磷化工公
司，甚至包含煤化工和石油化工公司，动力电
池和锂资源型企业也深入其中。

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吴琦对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 磷酸铁锂在2023年可能出
现供大于求， 产能过剩，“成也新能源汽车，败
也新能源汽车”。供给方面，近年来，在新能源
汽车市场推动下， 磷酸铁锂产能快速增长，而
由于磷酸铁锂技术门槛低、扩产周期短，全国
磷酸铁锂规划产能已超过2100万吨。

“需求方面，在国家补贴退补、油价下调的
2023年，新能源汽车市场将迎来调整期，销量
增速或将放缓，而且能量密度相对不高的磷酸
铁锂将面临三元正极的挤压，导致需求放缓。”
吴琦说。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现在谈产能过剩可

能言之过早，因此还不需要政策干预。“目前整
个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新能
源汽车的经济性越来越显现出来，市场渗透率
有望继续提升。除了动力电池，储能电池2022
年增长也非常快，特别是以美国和中国为代表
的储能市场增速非常高，储能市场需求也会很
大，同时，欧洲能源危机后，全球各地都在加速
分布式光伏的发展， 也需要磷酸铁锂材料支
撑。”吴微说。

提速新能源替代

一旦磷酸铁锂出现产能过剩，相关企业将
如何应对？兴发化工集团表示，未来产能过剩
后，对公司的影响取决于公司制造磷酸铁锂的
成本、市场价格、产品规模等因素。

吴琦认为，应对产能过剩，应加快技术创
新，提升电池能量密度水平，避免低端化、同质
化竞争， 同时加快在储能市场的商业化应用，
打造动力、储能等多元化业务结构。

产能过剩将给企业带来降低成本的压力，
以量换价。为降本增效，正极材料企业纷纷向
上下游拓展。以德方纳米为例，公司拟投资8亿
元， 在云南曲靖投资建设年产20万吨磷酸铁
锂前驱体项目，下游方面则与宁德时代、亿纬
锂能开展合作。

湖南裕能、湖北万润、安达科技等也先后
宣布布局磷酸铁业务。此外，跨界布局的化工
企业则有望发挥自带一体化的优势。

吴微表示，未来如果出现产能过剩，其实
反倒有可能成为新能源汽车加速替代传统能
源汽车的一个契机。

未来，新能源车替代将进一步提速。“近两
年新能源汽车的一些车型有出现提价，究其原
因和上游电池材料价格上涨有关。如果锂电池、
磷酸铁锂的产能适当过剩， 能够带来原材料价
格下降，进而降低新能源汽车价格，有利于推动
新能源汽车替代传统能源汽车。”吴微说。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袁泽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