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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 洁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
综合营业额为 314.48亿元，股东应
占综合溢利上升 59.6%至 20.94 亿
元。”这是华润啤酒交出的 2020年
年终答卷，与公司今年 1月份发布
的业绩正面盈利增长至少 50%相
比，多了近10%。

对于公司 2020年的业绩表现，
华润啤酒首席执行官侯孝海在业绩
说明会上表示，“2020年是华润啤酒
决战高端的第一年，这份成绩为公
司完成 2021 年的目标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同时公司战略目标里程将
会缩短，有望提前完成。”

决战高端
首年业绩超预期

根据华润啤酒发布的 2020 年
年报数据显示，在报告期内，公司实
现综合营业额 314.48亿元，按年减
少 5.2%，股东应占综合溢利 20.94
亿元，同比增长 59.6%，未计利息及
税项前盈利上升 42.3%至 30.79 亿
元。董事会建议派发末期股息每股
人民币0.131元（2019年每股人民币
0.045元）。连同中期股息每股人民
币0.128元，2020年度的派息总额为
每股人民币0.259元（2019年每股人
民币0.165元）。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突如其
来的疫情给各个行业均带来挑战，
而这一年是华润啤酒执行“3+3+3”
战略的第二个 3年规划的第一年，
也是公司决战高端的第一年。

侯孝海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面对突如其来的疫
情，公司选择了弯道超车，确定了

“策略不变、目标不变、投入不减、

资源集中”的方向，使得华润啤酒
决战高端的策略加速，战略里程缩
短。

在侯孝海看来，华润啤酒已完
成“3+3+3”的企业发展战略的第
一个三年。随着第二个三年的开
启，华润啤酒通过“战高端、提质
量、增效益”，积聚动能，乘势向
上，坚定高端市场决定性的竞争优
势 ，以 实 现“ 决 战 高 端 、质 量 发
展”。

事实上，2020年，华润啤酒的保
持了一个姿势，那就是向前冲。在
疫情稳定后的三、四月份，侯孝海就
带头走访一线市场，同时，启动大客
户模式来赋能渠道发展，并适时推
出了喜力星银上市。另外，公司加

大市场广告投入，使得公司品牌获
得了更多消费者的认知。

据了解，在 2020 年，华润啤酒
开展了《这就是街舞 3》《潮玩人类
在哪里 2》《风味人间 2》等 IP 全链
路营销和“喜力星银上市推广 S计
划”“苏尔泳池派对”等主题营销
致广告及促销费用大幅增加，使整
体销售及分销费用较 2019 年上升
3.3%。

在去年第二季度，公司推出高
端产品“喜力星银”啤酒，配合 2019
年推出的“雪花马尔斯绿啤酒”和

“黑狮白啤”两款高端新产品，进一
步支持公司高端化发展及提升品牌
形象。

华润啤酒在逆境中求发展，在

疫情暴发后展开多项销售措施，如
组织决战高端大会战、大力帮扶渠
道、渠道营销建设、采取修复产品价
格等举措，逆势提升了华润啤酒的
市场竞争地位。可以说，在不平凡
的 2020 年，华润啤酒做到了不平
凡，它不仅创造了“雪花速度”，同
时，也在高端啤酒领域，创造了不俗
的市场份额。

对于华润啤酒的表现，中国食
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中国的啤酒行业进
入了一个量跌价升的阶段，并进入
了产品结构调整的红利期，华润与
百威对比来看，华润啤酒的市场广
度更宽，渠道深度和完整度要更胜
一筹，这也是雪花业绩整体比百威

更加靓丽的重要原因。

高端持续发力
探索多元化布局

在产品端，华润啤酒执行的是
“中国品牌+国际品牌”的4+4品牌矩
阵，并且针对不同目标人群、提供对
应产品及营销模式。2020年，公司
次高档及以上产品销量达 146万千
升，同比2019年增长11.1%。

决战高端首年，华润啤酒交出
了漂亮的答卷，而2021年前两个月，
华润啤酒的表现让管理层更加自
信。“今年整体市场表现我们充满憧
憬，全年一定会有一个较好的表现。”
侯孝海表示，华润啤酒今年头2个月
的整体销量大致恢复至2019年同期
水平，其中次高档及以上啤酒销量取
得满意双位数增长。未来随着“勇闯
天涯 SuperX ”和喜力持续爆发，以
及纯生、马尔斯绿等产品放量，次高
及以上销量有望保持较快增长，驱动
整体结构升级。

侯孝海表示，未来华润啤酒还
会继续探索品类的多元化发展，在
制定“十四五”战略时，公司开始
探讨并聚焦和优选有限多元化的
产业和品类适当的进入，这些品类
包括白酒、低酒精度的预调酒和果
味酒。

在侯孝海看来，有限多元化可
以让啤酒实现更多盈利，建立更强
大的网络和培养更多的人才。

“选择有限多元化布局，还会对
雪花啤酒目前的渠道网络产生重要
的支持和聚合能力。一两个或三个
有限多元化的品类对啤酒终端的管
理和服务、对客户盈利模式的增加
和经营品类的选择都有较大的支持
和协同作用。”

决战高端第一年 华润啤酒净利增六成
首席执行官侯孝海称“3+3+3”战略目标或提前完成

本报记者 刘 欢

日前，祁连山发布了2020年年
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78.12亿元，
同比增长12.70%；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4.37亿元，同比增长
16.44%；经营现金流量净额为22.78
亿元，同比增长12.86%。公司拟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6.8
元（含税），共计5.28亿元，分红占年
度净利润的比率达36.73%。

对于业绩的增长，祁连山董事
长脱利成在回答《证券日报》记者提
问时表示：“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量
增加、售价上涨。同时，公司提升内
部管理水平，成本费用同比略有下
降。”

受西北基建带动
产品量价齐升

祁连山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水泥
生产企业，公司产品在公路、铁路、机

场等重点高端工程市场占主导地
位。2020年，公司在甘肃市场占有率
达46%，在青海市场占有率达26%。

年报显示，2020年，祁连山共销
售水泥（含商品熟料）2378.97万吨，
同比增长4.96%；产销商砼160.33 万
方，同比增长5.62%，其中，水泥实现
营收70.04亿元，同比增长16.40%。

浙江晓德律师事务所创始人、
主任陈文明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祁连山市场主要集中在
西北地区，受疫情影响较小；另一方
面西北地区雨水、高温天气影响小，
下游行业迅速复工复产，发展基建
对水泥需求旺盛，需求导致价格攀
升，从而使祁连山业绩表现靓丽。”

以甘肃为例，数据显示，2020
年，甘肃省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
投资增速均为7.8%，高于全国增速
4.9个百分点和0.8个百分点。2020
年，甘肃省水泥需求增速为5.5%，高
于全国增速3.9个百分点。

基建需求旺盛带动水泥价格上

升。据甘肃省发改委消息，2020年，
甘肃省水泥价格为 368元/吨 ，与
2019年价格相比，上涨7.29%。

水泥业务的稳步增长离不开祁
连山构建的线上销售模式。2020
年，公司依托祁连山水泥商城统一
销售产品，98%以上水泥产品通过
线上销售。

祁连山还在 2020年推进“水
泥+”发展战略，积极延伸产业链，大
力发展商品混凝土和骨料业务。截
至目前，公司拥有9个商品混凝土生
产基地和3个骨料生产基地。2020
年，商品混凝土和骨料的产量分别
为166.33万吨和169.96万吨，较上年
同期增长6.09万吨和139.86万吨，实
现营收6.27亿元和3003.58万元，同
比分别增长7.51%和185.53%。

重点发展水泥主业
西藏生产线即将投产

近年来，祁连山通过新建、并购等

方式在甘、青、藏区域进行战略布局。
脱利成在业绩说明会上介绍，

公司控股的西藏中材祁连山水泥有
限公司，其生产线规模为年产水泥
熟料120万吨，目前项目建设工程已
接近尾声，预计将于近期投产。此
外，公司参股拉萨城投祁连山水泥
有限公司，其生产规模为年产水泥
熟料120万吨，该生产线已于2020年
9月份投产，目前处于试生产阶段。

截至目前，祁连山形成了17大
水泥生产基地，在役19条干法水泥
熟料生产线。

谈及2021年的经营规划，脱利
成告诉《证券日报》记者：“2021年，
公司计划生产水泥2300万吨，熟料
1843万吨，商品混凝土140万方，骨
料230万吨；销售水泥2379万吨，销
售商品混凝土140万方，销售骨料
160万吨，实现营业收入77亿元。”

“未来公司将继续发展水泥主
业，延伸水泥上下游产业链，不断做
强、做大、做精水泥主业，进一步提

升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脱利成进
一步表示。

需求带动水泥价格再次上涨。
3月13日起，安徽、江苏等地一些主
要厂家陆续通知上调低标水泥价格
10元/吨-20元/吨，四川、甘肃、内蒙
古等地水泥企业也上调水泥价格20
元/吨-30元/吨。

“根据公司所在区域市场需求
结合产能情况，以及周边市场对公
司的影响判断，预计2021年公司产
品价格同比基本持平。一季度产品
销量、价格同比均有所增加，预计销
量增幅在29%左右。”脱利成表示。

多家机构也表示看好西北水泥
市场及祁连山2021年业绩表现，并
对其维持“买入”评级。太平洋证券
研报认为，“2021年地产投资仍有韧
性，而基建项目建设周期较长，部分
2020年新开工的重点工程将支撑未
来2年-3年区域需求，同时当前价格
基数仍维持高位，公司有产能增量，
2021年业绩望稳定增长。”

基建带动西北水泥价格上行 祁连山去年实现净利14.37亿元

本报记者 殷高峰

3月22日晚间，经历了4个多月多次延期回复的
ST金花，终于对上交所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事
项的问询函进行了回复。

公告显示，邢博越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已
达22.33%，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但其仍称不会主动
谋求公司控制权，邢博越方及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花投资”）均认为，ST金花实
控人仍为吴一坚。对于这一回复，上交所立刻对公
司下发了监管工作函。

法律界人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监管部门在公司回复后就下发监管函，意味着
监管部门对公司的回复可能并不满意。

多次延期终于回复

此次问询函事件可以回溯到2020年11月份。
2020年11月3日，ST金花发布公告称，2020年9

月28日至2020年11月2日，公司股东邢博越及其一
致行动人通过二级市场集合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3726504股。增持后，邢博越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72229201股，占公司股份比例
19.35%，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但是，公司在公告中声称，这并未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告发出后当天，上交所向公
司下发问询函。

2020年11月10日公司首次延期回复问询函，
公司表示，问询函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尚需进一步
核实和完善。而在当日晚间，公司又公告收到了
股东邢博越增持通知，2020年11月3日至2020年11
月10日，邢博越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二级市场集
合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3758184股，占公司总股
本1.00%。

值得注意的是，ST金花一再延期回复问询函
期间，邢博越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断增持，截至2021
年3月17日，邢博越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达到
22.33%，而金花投资持股占比19.14%。

金花投资在回复函公告中表示，2019年以来，
我公司资金流动性紧张，发生了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的情况，同时以上市公司股票4345万股质押融资已
经逾期。为化解债务危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吴一坚与西部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控人邢雅江
协商，向其借款归还占用的上市公司资金，同时协
调邢雅江之子邢博越以竞拍方式取得金花投资被
质押的4345万股股票。根据协商，在2020年6月份
换届选举时，由邢雅江方推荐4名董事（包括2名独
立董事及由1名董事出任上市公司董事长、法定代
表人）、1名监事、1名财务副总监，但以金花投资的
名义进行提名。

金花投资称，鉴于邢博越之父邢雅江与公司实
际控制人、董事长吴一坚的协商安排及邢博越信息
披露中做出的承诺，其无意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
无意引发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纷争。上市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成员由公司与邢雅江协商一致后，以我
公司决定并由公司名义向股东大会提名，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均根据金花股份章程审议通过
后作出决议。基于以上原因，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仍为我公司及吴一坚。

公司实际控制人存疑？

尽管ST金花对问询函进行了回复，但在3月22
日晚间，上交所立即对公司发出了监管函。要求公
司及相关股东方应当自查是否存在信息披露违规
情况；要求邢博越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后续减持公司
股份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及相关方
确保公司提名及选任的合规性，当选董事应当勤勉
尽责；要求公司核实是否存在关联方直接或间接非
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未履行程序、对外担保
等行为。上交所要求公司收到监管函后立即对外
披露。

“从目前的情况看，监管部门对公司的回复应
该是不满意的。”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窦
方旭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就意味
着，公司对于问询函问询的问题或许存在回复不完
整、不清楚等问题，公司回复的相关问题仍需要进
一步核实。

“根据最新的监管规则，上市公司应当根据股
权结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任免，以及其
他内部治理情况，客观、审慎地认定控制权归属。”
北京市天元（西安）律师事务所栗镜朝律师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ST金花的第一
大股东为邢博越，持股比例为22.33%，而金花投资
作为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为19.14%，“根据回复
公告，董事会7个席位中，邢博越推荐4名，虽然金花
投资一再强调该4名董事仅由刑博越推荐，最终由
其提名并提交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但我个人认为无
法得出董事均全部由金花投资提名，并且金花股份
可以决定全部董事成员任免的结论。至于当时为
何不由邢博越直接提名，原因不得而知，可能是因
为董事、监事的提名权对股东持股比例有一定要
求，邢博越当时不满足提名董事或监事的条件。”

“另外，金花投资持有ST金花的19.14%股份，
已全部被质押及轮候冻结，后续存在被强制平仓或
司法拍卖的风险，有可能导致金花投资的持股比例
进一步减少。”栗镜朝称。

在栗镜朝看来，仅依据类似于原实际控制人未
主动放弃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和安排、第一大股
东没有实际控制上市公司的意图等主观理由，而不
考虑ST金花的客观现状，该公司的回复很难使监
管机构和投资者满意。

“在发布回复公告的当日，上交所又对ST金花
发出监管函，要求ST金花继续核实邢博越和金花
投资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协议安排或者
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其他安排，确保董事的提名和
选任合规。”栗镜朝认为，上交所对ST金花关于实
际控制人的认定仍然存疑。

ST金花多次延期后回复问询
上交所随即下发监管函

本报记者 王丽新

“房地产市场进入了顶点阶段，
转入了相对稳定期，持续一段时间
后整体规模会逐渐降低。预计2021
年市场与去年是基本持平的，但市
场内部结构会发生很大变化，比如
向头部企业集中。”3月23日下午，在
2020年业绩会上，绿城中国董事会
主席张亚东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如果今年 17万亿元市场总额不
变，绿城中国市场份额会加大，相信
未来行业会良币驱逐劣币，有品牌
和品质的企业市占率会更高。

根据财报显示，2020年，绿城中
国（以下简称绿城）实现合约销售约
2892 亿元，同比增长约 43%，完成
2500 亿元目标的 116%；实现收入
657.83亿元，同比增长 6.8%；股东应
占利润37.96亿元，同比增长53.1%；
每股基本盈利 1.05 元，同比增长
90.9%；拟每股分红 0.35元，同比增
长16.7%。

在对2020年业绩感到满意的同
时，张亚东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
今年3100亿元合同销售目标是相对
比较保守的，绿城有更好完成任务的
家底儿。“我们不希望指标仅仅是规
模增长，希望规模增长带来结构性优

化，让绿城以后走得更好更远。”
张亚东指出，2021年是绿城的

关键一年，此前的绿城处在康复期，
2019年－2021年这三年是健身期，
未来三年则是起跑期。到 2025年，
绿城房地产开发主战场合同额目标
是 4500 亿元，轻资产代建板块为
1500亿元，“绿城＋”探索第二曲线
的新兴业务为400亿元，总体向6400
亿元目标迈进。

多渠道新增货值达3288亿元

2020年，绿城坚守“区域聚焦，
城市深耕”策略，坚守价值投资，积
极扩充浙江战略大本营及环渤海等
核心城市群多幅优质土储，于 41座
城市新增项目 85 个，总建筑面积
2041万平方米，可售货值3288亿元，
同比提升60%。

据绿城方面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2020年公司通过收并购等非
公开市场渠道拿地占比达 40%，一、
二线城市新增货值占比 72%，长三
角区域新增货值占比 61%。新增货
值中近 15%实现当年销售转化，同
比提升11个百分点。

“绿城确实加大了投资力度，年
度拿地金额从 2019 年的第 10 位升

至 2020 年的第 8 位，远超中南、金
科、阳光城等同等规模房企。”同策
研究院资深分析师肖云祥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绿城在投资方式上
采取招拍挂和收并购、城市更新为
主的多元化拓展方式，较短时间内
获得大量性价比较高的土地储备。

肖云祥进一步称，绿城主要集
中在一、二线及强三、四线城市进行
布局，以此降低投资风险。绿城坚
持城市深耕策略，以浙江为大本营，
向全国重点区域和市场进行布局，
并在核心城市进行深耕，有助于未
来销售规模目标的实现。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绿城土
地储备总建筑面积 5079万平方米，
总可售货值 8065亿元，其中权益建
筑面积约 2924万平方米，平均楼面
价 6562元/平方米，一、二线土储货
值占比达73%。

“绿城在土地策略上，投拓平衡
全年多渠道、高频率积极拿地，加快
周转效率，优化供货节奏。”贝壳研
究院高级分析师潘浩向《证券日报》
记者如是表示。

对于 22城集中出让土地政策，
绿城执行董事、行政总裁郭佳峰表
示，在资金安排和投资节奏方面有一
定阶段性影响，除了这22个城市，绿

城也会考虑布局其他城市，拓宽收并
购等多元化土地投拓渠道同时，加上
公司融资成本较低，因此影响不大。

未来两三年降为“绿档”

据贝壳研究院统计，依照“三道
红线”融资新规，绿城剔除预收款后
的资产负债率为 71%，较上年同期
下降约8个百分点但仍超出阈值；净
负债率为 63.8%，较上年同期微增
0.6个百分点且维持在合理水平；非
受限现金短债比为2.52，较上年同期
大幅提升约 1.68至达标。此外，总
借贷加权平均利息成本 4.9%，较
2019年下降40个基点。

潘浩表示，绿城2020年“三道红
线”一线超出阈值，位列“黄档”房企
行列，较2019年改善明显，尤其新战
投新湖中宝的加入，优化了财务结
构，使其成功实现降档。

“‘三道红线’政策与绿城发展
理念一致。”绿城执行董事及执行总
裁耿忠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绿城正通过多种手段优化债务结
构，主动控制负债规模之外，提升内
源性现金流的回流能力，合理铺排
投资计划，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在
保证品质前提下提升运营效率，再

着手有效控制成本支出。
“去年年底针对金融机构也出

了‘两道红线’（分档设定房地产贷
款占比上限以及个人住房贷款占比
上限），‘五道红线’之下，行业资源
会向头部房企倾斜，得益于绿城的
稳健财务盘面和大股东中交集团的
信用背书，绿城与各大银行都有总
对总的合作关系，到去年底没有使
用的授信额度是 1250多亿元，在债
券市场上获批没有发行的额度有
560多亿元，足以保证各项资金顺利
到位。”耿忠强表示，绿城一直寻求
在满足有品质发展和保证各项偿债
指标合理两者之间的平衡，在这方
面一直有一个财务模型，总体目标
是未来2年－3年进入“绿档”。

“总体而言，绿城已在三个层面
取得战略性突破。”潘浩表示，其一，
成功分拆旗下绿城管理于港交所成
功上市，成为“中国代建第一股”，借
助资本力量加快轻资产板块的规模
增长和利润提升。其二，成功引入
战略投资者新湖中宝，进一步优化
混合所有制企业模式，优势互补，增
强企业实力。其三，以七大新兴业
务赋能主业，搭建第二增长曲线。
从而真正做到风险预控保发展，助
力实现绿城“2025战略规划”。

绿城中国储备货值超8065亿元
“健身起跑”迈向5年6400亿元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