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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僖

进入4月份，国内大型纸业再度掀
起了涨价潮。《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
无论是白卡纸、文化纸，还是牛卡纸、
生活纸等，此轮涨价幅度都比较大，如
白卡纸涨价500元/吨，铜版纸、双胶纸
企业此前也纷纷发布不同幅度的涨价
函，生活用纸巨头的涨幅也基本在10%
以上。

3月31日，《证券日报》记者实地赶
赴山东寿光，参加国内造纸龙头企业
晨鸣纸业的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并
实地参观了解了公司的浆纸一体化产
业布局。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从2020
年第四季度开始，受全球范围内部分
木浆生产企业停产、下游市场需求恢
复等因素影响，木浆价格随着需求量
的增加而上涨，并进一步推动纸企生
产成本增加，从而带来纸张价格的持
续提升。

晨鸣纸业执行董事、总经理李峰
在接受包括《证券日报》等媒体记者和
投资者询问时表示，未来较长一段时
间，木浆的供求关系依旧会比较紧
张。不少纸企也在涨价函中表示，或
将“保持进一步上调价格的权利”。李
峰表示，对于像晨鸣纸业这样浆纸一
体化产业链布局完善的龙头企业，将
能够以更具竞争力的成本参与市场竞
争，继而获得更大的盈利空间。

木浆涨价需求回升推高纸价

4月1日起，国内各大纸企纷纷根
据此前宣告的提价函再次调整纸价，
再度引发行业关注，同时鉴于当前的
市场需求和纸厂库存，晨鸣、华泰等陆
续发布停机限产消息。

“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多少轮涨价
潮了。”一位关注行业的投资者说。纸
企一轮轮宣告提价的背后逻辑何在？
3月31日，《证券日报》记者在晨鸣纸业
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上获悉，这与去
年市场供需关系直接相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第
一季度，受疫情波及影响，全国机制纸
及纸板产量同比下降12.4%，造纸和纸
制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更
是同比下降5.5%。但是，进入去年二
季度以来，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成效逐
步巩固，企业有序开展复工复产，同时
叠加“禁废令”及“限塑令”等政策因素
影响，市场需求逐步回暖，拉动了纸浆
及机制纸价格上涨，造纸行业景气度
提升，主要指标实现由负转正，逆势增
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1
月份-12月份，全国机制纸及纸板产量
为1.27亿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产量最
高的年份。

晨鸣纸业总经理李峰表示，市场
需求端回升虽然可喜，但由于部分浆

厂停产，且在短期内无法恢复正常生
产，致使全球商品木浆供应量持续下
降，进而导致全球纸企的纸浆库存下
降明显，目前已处于历史低点。“且去
年以来由于全球货币通胀以及疫情的
不确定性，使得大宗物资价格普遍上
涨，加上供需关系本就紧张，因此推动
全球纸浆价格不断提升，传导至纸企
也是‘涨声’不断。”李峰说。

不过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由于
此前木浆价格出现了非正常超跌，因
此认为本轮浆价上涨属于价值回归，
中长期看，纸浆价格总体看好。

浆纸一体化龙头具有成本优势

得益于去年二季度以来的造纸行
业的持续高景气度，同时，晨鸣纸业多
年来坚持的浆纸一体化战略布局，使
得公司成本端优势进一步凸显，且随
着新项目达产增效，助推晨鸣纸业
2020业绩实现了同比增长。

公司年报数据显示，2020年公司
完成机制纸产量577万吨，同比增长
15.17% 、销 量 561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6.86%。实现营业收入307.37亿元，同
比增长1.1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 的 净 利 润 17.1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35%。

“在我们造纸行业有一句话叫‘得
浆者得天下’。”采访中，晨鸣纸业执行
董事、副董事长胡长青对《证券日报》
记者说，“禁废令”的正式落地以及相
关环保标准的提升，使得木浆供应缺
口进一步扩大，而晨鸣多年来一直坚
定实施浆纸一体化战略，目前在寿光、
湛江、黄冈等主要生产基地均配有化

学浆生产线，木浆总产能达430万吨，
是国内唯一一家基本实现木浆自给自
足和浆纸产能全平衡的现代化大型造
纸企业。

胡长青介绍说，所谓“全平衡”，不光
指总量平衡，晨鸣纸业的每个生产基地
也都实现平衡。

《证券日报》记者实地探访位于寿光
伦化学浆工厂时了解到，该项目于2019
年建成投产，年可生产化学硫酸盐漂白
木浆100万吨，最高产能可达120万吨，匹
配新建的寿光本部50万吨文化纸改造项
目、寿光美伦51万吨高档文化纸项目，完
全可以满足晨鸣纸业在寿光本部当地的
造纸要求。

“‘全平衡’的意义在于浆厂生产
出的湿浆可以直接输送到造纸厂造
纸，不需要将湿浆做成干浆再长途运
输，如此一来，我们每吨浆的成本就可
减少500元-600元。”胡长青说，同时，
制浆过程中产生的能源、蒸汽、电力等
副产品，也可直接应用到自己的项目
上，成本优势更为凸显。

此外，公司还特别介绍了黄冈晨
鸣项目，“项目一期60万吨化学浆项目
去年投产，公司在中部地区的成本端
优势凸显出来。”胡长青说，项目二期
计划总投资128亿元，拟建设4条年产
150万吨纸生产线、配套年产52万吨机
械浆生产线等，目前项目已立项，争取
今年下半年开工。

“接下来，晨鸣将重点建设黄冈晨
鸣二期项目，完善黄冈晨鸣浆纸一体
化布局，形成北有寿光、中有黄冈、南
有湛江的三大浆纸一体化产业基地，
主要生产基地均达到浆纸产能平衡，
全部实现湿浆造纸，大大降低生产成

本。”胡长青说。

文化纸和白卡纸景气度上行

一轮轮的纸价上涨之后，行业对
今后一段时间的预判走势又是如何？

国金证券分析师姜浩认为，成本推
动型涨价潮下，短期需求预期、细分赛道
的竞争格局优劣是决定下游涨价弹性、
成本传导强度的关键因素。而从细分纸
种来看，文化纸和白卡纸最为受益。

“短期来看，3月份教材招标和党
政印刷需求会催化文化纸景气度抬
升，中长期伴随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的
出口需求恢复，预计未来三年文化纸
供需较稳定。”姜浩表示。

晨鸣纸业总经理李峰也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文化纸的需求会越来越集
中。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9年双胶纸
的产业集中度由36.1%升至43.9%，提升
态势明显，我们认为，中长期伴随龙头产
能扩张，集中度有望继续上行。

对于白卡纸，国金证券分析认为，
受益供需格局改善及行业集中度较
高，年内白卡纸有望保持高位，且白板
替代、出口增长、以纸代塑将保障白卡
行业长期需求高景气度。

东兴证券也分析表示，作为文化
纸与白卡纸行业龙头，晨鸣纸业产能
规模领先，且公司受剥离融资租赁业
务、改善负债规模及结构后，可集中资
源推动主业发展。特别是前述黄冈晨
鸣二期项目未来投产后，晨鸣纸业的
龙头地位将进一步巩固。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预计中小企业
将在这轮博弈中出清，而龙头企业有望
扩大市场份额，业绩弹性或将超预期。

纸企再掀涨价潮
晨鸣纸业产业链一体化凸显成本优势

本报记者 李乔宇

4月5日晚间，元隆雅图披露2020
年年报。公告显示，2020年度，元隆雅
图实现营业收入19.90亿元，同比增长
26.65%；同期，公司实现归属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1.63亿元，同比增长42.03%；
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1.48亿元，同比
增长57.87%。

2020年，元隆雅图新媒体营销收
入出现大幅增长。具体来看，元隆雅
图主营业务包括礼赠品供应、促销服
务和新媒体营销，礼赠品供应业务实
现收入11.37亿元，同比增长15.06%；促
销服务业务实现收入2.27亿元，同比增
长12.09%；新媒体营销全年实现收入
5.39亿元，同比增长74.46%。

“整合营销行业十分巨大。”元隆
雅图方面在公告中指出，从事礼赠品
供应的企业上万家，自媒体广告服务
商也数量众多，市场格局分散。公司
是细分行业内唯一一家上市公司，从
销售规模上看是行业龙头企业，但目
前市场份额尚不足1%。

元隆雅图方面进一步表示，在礼
赠品业务上，过去公司主要服务于快
消行业客户，产品主要应用于市场终
端促销场景。2018年以来，公司借各
行业阳光采购的东风，进入了银行、保
险、互联网、汽车等行业，随着团队人
数的扩张和专业性不断提高，公司的
市场占有率有望持续提升；在新媒体
营销业务上，公司从媒介采购规模和
收入规模上看属于行业头部梯队，公
司新媒体广告业务近年来持续快速增
长，在美妆、快消、电商等行业中已形
成专业化和规模优势。

公告显示，除了整合营销业务，元
隆雅图积极发展创意文化产品。公司

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特许零售商和特
许生产商，冬奥会召开在即，冬奥纪念
品的市场热度将随赛事临近而逐渐升
温，此外公司签约环球影业（Universal⁃
Picture）的功夫熊猫和马达加斯加系列
IP用于礼赠品渠道，同时签约五粮液集
团，为其与故宫联名的五粮液八方来
和酒进行全国经销。

元隆雅图方面强调，“这些项目在
报告期尚未产生利润贡献，而有望在
2021年及其后产生收益。”

在元隆雅图方面看来，元隆有品、
五粮液合作、环球IP授权等有望形成公
司的第二增长曲线。“礼赠品供应业务
是公司的第一增长曲线。”元隆雅图方
面表示，多年来礼赠品沉淀了大量的
供应链资源和礼品渠道资源，在礼赠
品供应模式之外寻求资源的其他变现
方式，有望形成公司第二增长曲线。

公开资料显示，2020年，元隆雅图
确立了元隆有品和IP运营两大发展方
向，其中元隆有品是平台电商模式，整
合供应链，为友商赋能，进入国企集采
体系，以平台GMV方式提高市占率和
行业影响力，“目标是成为礼赠品行业
的京东”。

元隆雅图方面进一步表示，IP运营
从签约环球影业（UniversalPicture）的
功夫熊猫、马达加斯加系列形象着手，
一方面建立公司礼赠品业务的差异化
竞争优势，一方面培育IP运营团队，切
入正在快速增长的潮流IP授权市场。

“五粮液合作是一次难得的进入
高端白酒经销业的机遇，五粮液八方
来和的概念独特，利润空间大，未来成
功运作不仅可以提升2021年当期业
绩，更能建立公司在高端文化类白酒
销售方面的声誉，带来更多合作机
会”。元隆雅图方面指出。

元隆雅图新媒体营销收入
同比增七成
环球影业IP授权有望形成第二增长曲线

本报记者 殷高峰

光伏龙头隆基股份正式入局氢
能。

近日，隆基股份联手上海朱雀嬴
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
立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隆基氢能”)，隆基创始人李振国担
任董事长、总经理。

“对于隆基股份而言，进入氢能行
业，不仅是打通‘光伏制氢’技术的必然
选择，也是拓展光伏应用场景的积极策
略。”平安建投高级业务经理张仕元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多地出台氢能相关政策

氢能产业已成为我国能源战略布
局的重要组成。2019年，氢能被首次
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煤炭加工
利用协会统计显示，2020年，中国氢能
产量和消费量均已突破2500万吨，已
成为世界第一大制氢大国。在“十四
五”规划纲要中，氢能与储能被列为前
瞻谋划的六大未来产业之一。

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目前已有包括河北省、成都市、广州
市、上海市、六安市、青岛市等多地出
台氢能相关政策或规划。

“从某种意义上说，氢能利用才是人
类可再生能源的良性循环。”北京特亿
阳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祁海珅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氢能
作为二次能源利用和开发，其技术瓶颈
不存在什么障碍，能量转换效率基本上
在80%以上，目前主要考虑的是如何产
业化、如何降低生产成本的问题。

“近年来氢能的发展给能源产业
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也搅动着整
个传统能源行业。”张仕元表示，氢能
在2019年成为能源行业的新宠后，当
下的氢能源行业可以说“是最好的时
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在张仕元看来，“好”是说在当下
国内能源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政策、
资本、人才等资源开始向氢能行业集
聚，“有了上述资源的支持，行业内的
优秀公司可以实现快速发展，同时给
投资人带来丰厚的回报。”

“‘坏’是我国早在2010年就已经
有氢能示范用车服务于世博会，但之
后却长时间默默无闻。目前对氢能到
底有多少是‘真爱’，又有多少是‘投
机’呢？行业的从业者和蜂拥而来的
资本是否能有足够的定力，一直坚持
到‘氢能时代’的普及？”张仕元称。

在张仕元看来，氢能时代终将到
来，一方面是“氢”作为能源比化石能
源所具有的诸多优势，另一方面也在
于“氢”可以与可再生能源系统实现更
好的融合。在可再生能源为主的未
来，“氢”既可以直接消费，也可以长时
间储存，且相比电化学储能，在储存过

程中带来的污染更少。

多家企业布局氢能

氢能源按生产来源划分，可以分
为“灰氢”“蓝氢”和“绿氢”三类。目
前，我国氢气主要来自灰氢。在业内
人士看来，未来与大规模光伏发电或
风力发电配套的电解水制绿氢将成为
发展趋势。

“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分布广，光伏
发电和风电又存在一定的间歇性、电网
不友好性特征，造成弃风、弃光现象严
重。”祁海珅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分布
式制氢的投资建设和分布式光伏发电站
的有机互补结合，即可以消化弃光的电
量，又大大降低了制氢产业的成本，再结
合智能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可实现光伏
制氢的高效利用并优化电力结构调配，

“希望隆基股份入局氢能，结合光伏发电
产业优势，创新技术提高制氢能量效率、
规模化优势降低制氢成本，进而促进氢
能利用的产业化发展”。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家大战
略规划下，氢能未来需求可观。对于
隆基股份而言，对于氢能其实早就调
研多年，最有可能的是将绿氢和光伏
产业结合发展。”北京知识产权局专家
库专家董新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天眼查显示，隆基氢能注册于2021
年3月31日，注册资本3亿元。股东为西
安隆基绿能创投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朱
雀嬴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隆基股份创始人李振国担任董事长、总
经理。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气体、液体分
离及纯净设备制造；新兴能源技术研发；
节能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其中西安隆基绿能创投管理有限
公司是隆基股份100%控股的子公司。
针对设立隆基氢能一事，隆基股份总
裁李振国称，氢能是一种清洁、高效的
二次能源，在碳中和及风光平价的趋
势下，可再生能源电解制氢有望成为
最主要的制氢方式，市场前景广阔。

李振国表示，隆基早在2018年就
开始关注和布局可再生能源电解制
氢，近三年来，与国内、海外知名科研
机构、权威专家进行了深入的研发课
题合作，在电解制氢装备、光伏制氢等
领域形成了技术积累，下一步将进行
氢能产业化布局。

“对氢能行业而言，光伏巨头的进入
补上了此前国内没有大体量‘绿氢’提供
者的短板。”张仕元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氢能行业有更多的龙头公司作为参
与者，有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局面，
对行业的加速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除了隆
基股份之外，中国石化、长城汽车、宝
丰能源、阳光电源等多家企业也已经
开始布局氢能。

联手私募巨头
光伏巨头隆基股份入局氢能

本报记者 许 洁

国内造船企业迎来“小阳春”，近
日，以集装箱船为代表的主力船型实
现批量接单，显示出造船行业的强劲
复苏势头。

行业人士认为，世界经济增长逐
步恢复，航运市场基本面向好，众多因
素筑牢了造船市场向好的基础，2021
年国际造船市场订单将较为可观。受
益于行业回暖，国内造船上市公司也
有望迎来业绩改善。

中国船舶集团承接百亿元订单

4月 2日，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宣布，旗下两大船厂大连船舶重工集
团有限公司和广船国际有限公司携手
承接13艘16000TEU集装箱船订单，订
单总金额超百亿元，为中国造船企业
承接的最大单笔集装箱船订单。其
中，大船重工（中国重工全资子公司）
承接7艘，广船国际承接6艘。

受该消息影响，4月6日，相关造船
领域上市公司股价出现上涨。其中，
中国重工收盘上涨2.95%，中国船舶收
盘上涨5.19%，中国船舶是广船国际控
股股东。

事实上，集装箱船批量接单的情
况已持续一段时间，尤其今年一季度，
全球集装箱船市场迎来一波订单潮。
根据中国船舶集团经济研究中心统
计，2021年一季度，全球累计成交集装
箱船 151艘，共 1659万载重吨，以标准
箱（TEU）计，是 2020 年全年成交总量
的 1.6倍，并创下同期历史最高纪录；

以载重吨计，已占目前全球新船成交
总量的52%，成为今年造船市场复苏的
主力。扬子江等国内主要船厂也纷纷
宣布斩获集装箱船订单。

中国船舶集团经济研究中心相关
人士表示，在全球集装箱航运市场行
情大幅改善的情况下，航运公司收益
颇丰，船东资信状况持续改善，投资信
心重建，国际市场订单快速释放，此前
搁置的集装箱船新船订造计划，尤其
是超大型集装箱船订造计划纷纷重
启，带动全球集装箱船造船市场迎来
新一轮订单潮。

据了解，去年四季度以来，宏观经
济形势预期向好，出口贸易全面发力，
集装箱需求迅速从谷底转为供不应
求，集运贸易显著复苏。近期苏伊士
运河的意外搁浅事件，进一步加剧了
航运集装箱的紧张态势。集装箱需求
的强劲回升迅速拉动集装箱海运价格
暴涨，根据德路里航运咨询公司（Dre⁃
wry）数据，集装箱运价指数自 2020 年
7 月以来快速回升，目前已处于相对
高位。运价上涨带动集装箱船租金攀
升，自2020年三季度起，头部班轮企业
业绩大为改善。中远海控2020年净利
润同比增长 46.76%；全球集装箱龙头
中集集团2020年净利润同比大幅上升
246.88%。中集集团相关人士表示：

“需求端创集装箱历史新高，加上苏伊
士运河意外，今年上半年集装箱价格
仍将维持高位。”

业内预计，2021年全球集装箱海
运量将增长超 5%，集运需求有望迎来
全面复苏，而全球集装箱船船队运力
增速约为 3.4%，市场供需将维持紧平

衡状态。
中国船舶集团经济研究中心相关

人士也称，支线箱船市场前景可期，大
型及超大型箱船仍有批量订单，另外，
部分中型箱船更新需求也有望释放。
不过，市场或存在投机订单。

造船市场回暖势头明显

除了集装箱船之外，今年一季度
以来，国际造船市场呈现较为强劲的
复苏势头，在宏观经贸形势预期向好、
船东资信状况持续改善、运力更新需
求迫切等多重利好作用下，船东投资
信心持续增强，新船需求量大幅放量
增长，市场订单快速释放。

中国船舶集团经济研究中心统计
显示，一季度全球累计成交新船订单
3180 万载重吨，同比激增 157%；3 月
份，全球新船订单成交超过 1800万载
重吨，创下过去 5 年以来单月最高水
平，亦为 2008年金融危机后同期最高
水平。

订单增多带来市场供需关系改
善，新船价格止跌回涨。截至 4 月
初 ，克 拉 克 森 新 船 价 格 指 数 升 至
131.0点，较年初上涨 5.4点，并创 5年
以来新高。从典型船型价格看，超大
型原油轮（VLCC）、18 万吨好望角型
散货船、15000TEU 集装箱船的新船
价格年内涨幅分别达 6.4%、11.8%和
12.3%。

目前，克拉克森海运指数已突破
20000 美元/天，处于 2008 年金融危机
之后的较高水平。BDI、CCFI等主力船
型航运业晴雨表也处于近期较高水

平。
中国船舶集团经济研究中心相

关人士认为，多种因素叠加助推市场
迎来低迷数年后的积极增长，一是世
界经济贸易出现积极增长趋势，据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21 年
全球经济增速有望回弹至 5.5%，达到
近十年来的高位。二是航运市场增
长基础日趋稳固，从需求端看，2021
年全球海运贸易量有望回弹至 4.2%，
超越疫情前水平；从供给端看，截至
2020年年底，全球手持订单与船队运
力之比已达新世纪以来最低的 7.2%，
预 计 2021 年 运 力 增 速 将 下 滑 至
2.4% 。 三 是 主 流 船 东 强 势 回 归 订
船。从订单来源区域看，一季度，欧
洲和北美船东共计订造新船 125 艘、
1384 万 载 重 吨 ，市 场 贡 献 率 高 达
59%。

除集装箱船市场外，油船、散货
船、液化气船等其他细分市场也不同
程度地呈现复苏态势。

行业分析人士预计，随着全球宏
观经济贸易形势修复，航运基本面预
期向好，将对新造船市场带来有力支
撑，2021年国际造船市场订单将较为
可观，新船价格将处于回升通道。受
益造船市场回暖，造船企业经营业绩
有望得到进一步改善，尤其是近几年
业绩不佳的国内造船上市公司或迎来
业绩复苏机遇。不过，该人士也指出，
由于钢板、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仍具有
一定上涨空间，进而抬升造船成本，尽
管造船企业收入有望迎来增长，但想
实现大幅改善盈利空间仍需在成本控
制上下大功夫。

集装箱船批量接单 造船市场回暖
相关上市公司有望迎业绩改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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