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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30日晚，休闲卤味
品牌周黑鸭发布了 2021年年度业
绩报告。

财报数据显示：报告期内，集团
总收益为28.70亿元（人民币，以下
均为人民币），同比增长31.6%；净利
润为3.42亿元，同比增长126.4%。

其中，特许业务贡献收入 5.92
亿元，占比达 20.6%。直营及特许

总店数达 2781 家，其中特许门店
增至1535家，已进驻全国267个城
市。互联网O&O业务贡献收入达
9.20亿元，同比增长23.5%；新品贡
献集团收入超 5亿元，占比 18%；
供应链能力优化拉动毛利率同比
提升2.3个百分点。

年内，集团持续迎合消费趋
势，新增素菜、水产、鸡副等产品，

并且聚焦头部口味，打造“五香鸭
脖”“香辣虾球”“虎皮凤爪”等新一
代爆款大单品。

此外，集团还推出不同规格和价
位的产品，满足更多的消费需求。报
告期内，新品贡献集团收入超5亿元。

周黑鸭延续年轻时尚的品牌
定位，以新形象门店小黄店在全国
逐步落地，加速品牌焕新。营销上

加大在头部网络媒体的内容投放、
通过近店媒体推广以及门店活动
引流、积极探索品牌联名和影视合
作等方式，强化品牌在核心客群中
的“年轻化”印记，提升主品牌形象。

2022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波
及范围进一步扩大，防控形势严
峻，通胀压力持续、原材料成本仍
然承压，都是消费品零售企业将面

临的长期压力和挑战。
周黑鸭表示，在后疫情时代，

将秉持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营理
念，全面推进多元化触达的运营策
略，在加速门店拓展的同时不断完
善供应链管理能力，做好灵活精准
的成本管控，加强组织能力建设，
推动公司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CIS）

周黑鸭：2021年营收28.70亿元增31.6% 总店数达2781家

本报记者 李春莲
见习记者 马宇薇 刘 钊

又到棉花春播季。与去年相
比，今年国内棉花的种植面积明显
增加。据中国棉花协会调查显示，
2022年中国棉花意向种植面积为
4398万亩，同比增加78.9万亩，增
幅1.8%。棉花意向种植面积的提
升，一定程度上是受棉花市场价格
上涨的影响。

今年2月份以来，国内外棉价
呈上涨态势，期现货价格均创近年
来新高。目前棉价已远超纺织企
业承受能力，价格向产业链下游传
导不畅。

棉价短期或将延续高位

截至3月31日，中国棉花价格
指数(3128B)达到22899元/吨，年内
涨幅已达3.12%。现货方面，生意
社最新数据显示，3月30日皮棉国
内市场价为22939.17元/吨，与2021
年12月31日相比上涨3.30%。期货
方面，截至3月31日收盘，郑棉主力
连续期货价格达21755元/吨，年内
期货价格最高达22210元/吨，较年
内最低价20590元/吨上涨7.87%。

谈及棉价高企的原因，中国
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
所副研究员钱静斐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一是
植棉成本受土地农资价格影响大
幅上涨，新疆地方机采棉总成本
比上年增加31%；二是去年9月份
新棉上市以来，受棉纺织企业出
口旺盛、加工企业加价抢收抬高

市场预期、全球棉花减产预期增
强、大宗商品价格强势运行等多
重因素影响，国内棉花价格持续
快速上涨。”

上海钢联农产品事业部棉花
分析师刘美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高棉价一方面会造成轧花厂高价
收购的棉花加工后亏损难销；另一
方面，会给下游棉布、纺织品、服装
生产等领域的出口埋下风险。目
前棉价已远超纺织企业承受能力，
价格向产业链下游传导不畅，导致
棉花企业销售进度缓慢。

对于棉花价格的后市运行趋
势，钱静斐预测称：“从3月份以来
的走势来看，国内纺织市场走势偏
弱，‘旺季不旺’概率偏大。地缘政
治风险、国内外疫情情况、2022年
度新棉播种面积等都是影响市场
未来走势的重要变量，预计短期内
国内棉花价格仍将高位运行。”

下游企业积极应对

棉价持续高企，令下游纺织企
业压力山大。在棉价延续高位震
荡、成品库存压力加大、供需不平衡
等多重因素的夹击下，纺织市场“金
三银四红五月”行情恐不及预期。

中国棉花形势月报最新数据显
示，今年2月份，国内纺织企业因春节
假期因素开机率不高，部分企业择时
补库，商业库存略有下降。2月底，全
国棉花商业库存总量约为540.84万
吨 ，环 比 下 降 2.63%，同 比 增 长
7.16%。出疆棉发运数量也有所下
降，2月份新疆棉花专业仓储库出疆
发运量为14.73万吨，环比减少7.95万

吨，低于去年同期的20.83万吨。
刘美表示，“当前常规品种竞

价严重，部分地区纺企及织厂开
机负荷下降。同时，纺企纺纱利
润全面亏损，部分纺企配棉比例
下降，转而生产混纺类产品，导致

‘金三银四’行情未能显现。纺织
企业未来面临纺纱即期利润亏
损、订单不足等风险，可通过降负
荷、改纺、原料套保等方式来对冲
相关风险。”

为了应对原材料涨价，下游生
产企业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来确
保利润空间。以从事家用纺织品
生产和销售的上市公司孚日股份
为例，为应对主要原材料棉花价格
大幅上涨的影响，公司应对策略
是，“将公司产品在海外市场售价

于2021年第四季度平均提价3%至
5%，国内市场提价5%至8%。2022
年，公司产品仍有提价计划。”

原材料价格上涨直接体现在
部分上市公司的业绩上。新赛股
份发布的2021年业绩预告显示，报
告期内，公司净利润预亏9800万元
左右；扣非净利润预亏10000万元
左右。对此，公司表示，2021年受
籽棉收购成本大幅增加的影响，公
司产品毛利率急剧下降，皮棉成本
倒挂，致棉花业务亏损严重，影响
了当期利润。此外，公司的皮棉库
存较上年大幅增加、棉纱销售市场
低迷等因素也影响了当期利润。

也有企业积极应对，取得了理
想的业绩。冠农股份发布2021年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的棉花

初加工业务实现营收7.79亿元，同
比增长 208.58%；皮棉实现营收
29.28亿元，同比增长207.81%。

“从历年棉花价格来看，目前
棉价明显估值偏高。”刘美指出，

“新疆棉销售存在成本倒挂等问
题，但预计后续全球棉花缺口将会
因高价而缩窄。此外，新年度棉花
种植面积增加，也将补充棉花供应
量，预计全球棉花需求见顶后，棉
花价格回落的拐点将显现。”

“短期来看，内外销订单未见
起色，下游企业面临高成本下的利
润挤占困境，需要注意资金循环使
用问题，在压力下以稳为主。中长
期来看，纺织企业需要主动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在产品品质上下功夫，
打造核心竞争力。”钱静斐表示。

棉花产业链上游价格“棉”里藏针
下游企业难以入“棉”

本报记者 李春莲
见习记者 张晓玉

能源行业再传利好。近日，国
家能源局印发《2022年能源工作指
导意见》，提出大力发展风电、光
伏，推动能源创新。稳步推进结构
转型，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
比重提高到17.3%左右，风电、光伏
发电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
重达到12.2%左右。

今年以来，能源上市公司增发活
跃。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以增发
上市日为基准，截至3月31日，今年共
有83家公司实施定增，累计增发
100.08亿股，合计募资1203.12亿元。

能源企业忙定增募资

根据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按

所属行业统计，在83家已实施定增
的公司中，有6家属于煤炭、电力、
风电、光伏等能源领域上市公司。
其中，新天绿能为能源领域实施定
增募资额最大的企业。

新天绿能于1月7日披露的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显
示，本次共发行3.4亿股股票，发行价
格为13.63元/股，募资合计45.96亿
元。此次募资净额将用于投资建设
唐山LNG项目（第一阶段、第二阶
段）、唐山LNG接收站外输管线项目
（曹妃甸-宝坻段）、唐山LNG接收站
外输管线项目（宝坻-永清段）、补充
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此外，光伏企业协鑫能科、风
电企业明阳智能、火力发电企业长
源电力的定增募资额也分别达到
37.65亿元、20亿元、12亿元，分列新
天绿能之后。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能源企
业定增火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
是新能源行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部分企业希望通过定增，借助资本
之手，抓住产业发展的机会。二是
新能源赛道持续火热，许多企业嗷
嗷待哺，希望通过定增，实现外资
并购或引入战略投资者。”

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
麒牧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谈道：“首先，从年内定增项目的行
业结构来看，体现出我国经济发展
的两大特征。一个是数字化；二是
绿色化。‘双碳’目标的确立为今后
一段时期的环保工作指明方向。相
关政策的密集出台，让企业作为市
场微观主体，对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有了清晰的市场预期。随之而来的
企业研发、技改项目的逐步落地，必

然会带来巨大融资需求。而投资者
在市场需求和政策红利的双重加持
下，也更愿意将资金投向新能源领
域。可以说，出现这种局面，既是贯
彻绿色发展理念的必然结果，也是
政策红利的一种微观体现。”

清洁能源成主赛道

《证券日报》记者统计后发现，
在发电企业和能源企业的定增方
案中，多家上市公司表示，此次募
资将主要投向新能源以及清洁能
源相关业务。

其中，协鑫能科表示，本次定
增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新能源汽车
换电站建设项目、信息系统平台及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等。

云南能投则表示，本次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拟募资总额不超过

18.66亿元，将用于投资建设曲靖市
通泉风电场项目、会泽县金钟风电
场一期工程项目和红河州永宁风
电场项目。

天能重工表示，拟募资总额不
超过20.7亿元，除用于风电项目投
资建设外，还将投资建设海上风电
装备制造生产线及相关技改项目。

新天绿能表示，本次募投项目
的建设符合国家能源政策的发展
规划，募资拟用于唐山LNG项目及
外输管线项目，对提升区域内天然
气储备及输送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胡麒牧对表示：“我国要加速
推动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近期与
清洁能源相关的政策密集出台，再
次点燃了资本市场对新能源板块
的追捧热情。在市场面和政策面
的双轮驱动下，清洁能源赛道将迎
来一轮大发展。”

能源行业利好政策加码 企业忙定增布局清洁能源

本报记者 王丽新
见习记者 袁传玺

近日，作为贵州醇、枝江酒业、
贵州青酒、永乐酒业等多家地方酒
企掌舵人的朱伟在热搜上赚足了
热度，不仅涉及“枝江酒业老产品
全面提价10%”的话题，还涉嫌“未
成年人宣传白酒”事件。

“中国酒业竞争已进入品牌
化、品质化、规模化竞争时代。”中
国酒业智库专家蔡学飞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头部酒企大多有品
牌价值优势、文化优势，所以品牌
溢价较高，消费者对头部酒企的需
求进一步加大，推动头部酒企业绩
出现良性增长。与之相比，地方酒
企的发展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因此

出现白酒市场两极分化的马太效
应。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至2021年，全国规模以上白酒企
业完成酿酒总产量分别为871.2万
千升、785.95万千升、740.73万千升
和715.6万千升，呈逐年下滑趋势。

在产量下降的同时，白酒销量
下滑更加明显。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在2016年销量达到1358万千
升峰值后，白酒销量进入剧烈下降
通道，到2020年降至729.6万千升，
降幅接近50%。

白酒行业上市公司发布的2021
年财报数据显示，报告期内，拥有高
端品牌的酒企在营收和净利润方面
均实现稳健增长态势；区域品牌酒
企的业绩表现却并不乐观。

贵州茅台发布的2021年年报
数据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
收1094.64亿元，同比增长11.71%；
实现净利润为524.6亿元，同比增长
12.34%。五粮液发布的年报显示，
2021年实现营收497.21亿元，同比
增 长 17.01% ；实 现 归 母 净 利 润
173.27亿元，同比增长19.13%。

作为地方酒企的代表，枝江酒
业曾是湖北省白酒业龙头企业，但
近年来业绩直线下滑。公开数据
显示，在2012年至2019年期间，枝
江酒业净利润从1.78亿元不断下滑
直至亏损，其中2018年和2019年亏
损最严重，分别达到3707万元和
8620万元。

“贵州茅台、五粮液等头部酒
企的业绩伴随消费、审美和口味上

的升级而增长。”正一堂战略咨询
机构董事长杨光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白酒行业将向头部集中、
向产区集中、向酱酒集中。地方酒
企没有跟上消费升级的步伐，所以
发展缓慢。

近两年，资本大举布局白酒行
业。《证券日报》记者对相关信息梳
理后发现，2020年至2022年是白酒
行业并购的密集期，达到10余起。

2020年8月份，维维股份将枝
江酒业71%股份以4.615亿元出售
给江苏综艺集团。同年10月份，豫
园股份收购金徽酒38%股份。2021
年8月份，华润酒业控股有限公司
与嘉兴鼎晖樽珂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拟通过增资方式收购山东龙头
酒企景芝白酒有限公司60%股权。

2022年2月份，华润集团旗下的华
润战投拟收购其控股股东金种子
集团49%股权，成为金种子酒的第
二大股东……

“白酒毛利率高，白酒股在资
本市场表现非常活跃，这些都是资
本青睐白酒行业的原因。”蔡学飞
表示。

“地方酒企未来的机会就是打
造省级龙头企业，跟随消费升级的
步伐，打造主流化、高端化产品。”
杨光表示，部分地方酒企已经在向
省级龙头企业迈进。例如，山东省
白酒领域原本缺少省级龙头企业，
华润啤酒收购景芝酒业后，不但可
以提供资金上的支持，还可借助华
润啤酒的网络渠道优势帮助景芝
酒业加速市场布局。

白酒行业显现马太效应 资本入局或可助地方酒企突围

本报记者 李万晨曦

3 月 31 日，华嵘控股发布 2021 年年报。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 亿元，同比减少
7.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86.37
万 元 ，由 去 年 同 期 的 盈 利 994.52 万 元 转 为 亏
损。

上市近 18 年，华嵘控股亏多盈少，累计亏损
5.26亿元，公司扣非净利润已连续6年亏损，频繁重
组均告失败。

控股股东频繁变更

华嵘控股成立于1997年11月20日，于2004年
6月7日在上交所上市。上市以来，华嵘控股经历了
多次更名，从“春天股份”到“国药科技”，再到“仰帆
控股”，直至如今的“华嵘控股”，期间还多次被 ST，
徘徊在退市边缘。

因2017年度、2018年度连续两年经审计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2018年度经审计
的营业收入低于1000万元，公司股票曾于2019年4
月29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变更
为“*ST仰帆”。

2019 年，公司年报经审计的净利润指标涉
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也不触及其他
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但根据相关规定，鉴于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规模较小、盈利能力相对较
弱，自 2020 年 5 月 13 日起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ST 仰帆”变更为“ST 仰
帆”。

上市以来，公司经历了多次控股股东变更，初
期曾先后尝试卖身于青岛中金实业、湖北日报传
媒集团，但未果。直到 2009年，公司成功卖身于仰
帆投资。2016年，仰帆投资将所持股权转让给上
海戎淳，但上海戎淳的接盘之路并不顺利。2015
年，“中天系”旗下企业开始持续增持仰帆控股股
份，到 2017 年持股已接近 32%，远超持股比例为
21.59%的上海戎淳。随后，双方上演了一场股权
争夺大戏，最终“中天系”入主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于 2020年 11月 6日更名，股票简称变更为“ST
华嵘”。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 1.21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3612.64万
元。2020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0 亿元，实
现归母净利润 994.52 万元。公司业绩盈利后，股
票简称由“ST华嵘”变更为“华嵘控股”。

虽然公司 2020年归母净利润转正，但扣非净
利润依然为负值。历年年报数据显示，2016年至
2021 年，公司的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249.62 万
元、-724.81 万元、-865.35 万元、-707.33 万元、-
429.89万元、-903.38万元，已连续 6年亏损。东财
Choice 数据显示，2004 年上市以来的 18 年里，公
司累计实现净利润额为-5.26亿元。

一名市场资深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华嵘控股命途多舛，几次转型均告失败，主要原
因是大股东在经营能力和资产整合方面存在一
定问题。公司历经几次大股东易手，但可惜的
是，各个接盘方接手后均无法提振公司主业，又
无法引入优质资产。

曾因股价“抢跑”收监管函

业绩承压下，华嵘控股也在主动寻求突破。
2021年，公司公告了两次跨界重大资产重组，但都
以失败告终。

2021 年 7 月 17 日，华嵘控股发布公告称，公
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盛青松、
谭庆忠等合计 7 名股东所持有的申瑞生物 80%
股权。公司拟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次重
组若完成，华嵘控股将介入体外诊断试剂行业。

然而这次转型并不顺利。2021年 9月 4日，华
嵘控股发布公告称，因公司与交易对方就重组估
值分歧较大，核心条款无法达成一致等因素，双方
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华嵘控股在披露重组预案不久，便收到上交
所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信息披露问询函。对
此，公司一拖再拖，三次延期回复上交所问询。

2021 年 12 月 15 日，华嵘控股表示，要将芯超
生物 100%股权收入囊中。芯超生物经营范围包
括组织芯片技术及其他相关的生物医药技术、保
健品的研发；科研及临床检测试剂（除药品及危险
化学品）的研发等。

时隔不到半个月，华嵘控股又发公告称，因涉
及的交易方数量较多、各方需求差异较大，特别是
交易对方未就业绩承诺及补偿事项达成一致意
见，公司经研究决定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项。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 7月份和 12月份的 2次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之前，华嵘控股的股价均
出现异动。其中，第一次停牌日为 7月 5日，在停
牌前的 6月 18日至 6月 24日的 5个交易日，该股累
计上涨 20%，其中 6月 21日报收涨停。在 6月 3日
至 6月 7日，该股连续 3日涨停。第二次停牌日是
12月 15日，停牌前的 12月 13日和 14日，该股股价
连续报收涨停。

2021 年 12 月 20 日，华嵘控股披露公告称，公
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送的《有关内幕信息风
险事项的监管工作函》显示，相关重大资产重组公
告披露前，公司股票已连续两个交易日涨停，存在
内幕信息提前泄露的可能。

《证券日报》记者于 3 月 31 日上午致电公司
董秘，提出公司在 2021 年业绩亏损的背景下将
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后续是否还会通过外延式并
购方式进行转型等问题，但对方表示“不方便回
答”。

华嵘控股扣非净利连亏六年
跨界“有瘾”难觅归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