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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7月17
日记者发稿，A股市场452家生物医药
公司中，已有112家公司披露了2022
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其中，上半年业
绩预计同比大幅上升的公司有41家，
九安医疗、开开实业、凯莱英等26家
公司预计净利润同比增幅超100%。
包括科华生物、未名医药、哈药股份、
司太立等在内的20家公司上半年业
绩预计同比大幅下滑，其中有企业预
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滑幅度将达
96.72%。

一位不愿具名的医药行业从业人
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生物医药行
业中，体外诊断、疫苗研发、中药等领域
存在大量需求，因此不少公司的上半年
业绩呈现正向增长。

九安医疗净利预增超270倍

从细分领域来看，生物医药企业
今年上半年业绩预计同比大幅增长
的公司主要集中在化学制剂、原料
药、体外诊断、医疗研发、中药等几个
板块。

7月 15日，九安医疗发布 2022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
今 年 上 半 年 净 利 润 在 151亿 元 至
155 亿 元 之 间 ，同 比 增 幅 区 间 为
27466.36%至 28196.6%。对于上半
年业绩同比大增的原因，公司称，
是因业绩期内 iHealth试剂盒获得
美国FDA、EUA授权、同时承接政府
订单及商业订单所致，因此销售收
入大幅增长。

虽然九安医疗今年上半年业绩

大幅增长，但分季度来看，今年一季
度净利润为143.12亿元，意味着二季
度净利润仅在7.88亿元至11.88亿元
之间，环比下降超90%。因此，在发
布业绩预喜公告当日，九安医疗股价
收盘大跌6.45%，报收58.48元/股。

上述不愿具名的从业人士指出，
在医疗研发领域，目前我国的CDMO
（合同研发生产服务）正处于高速发展
阶段。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至2025
年，全球CDMO市场年复合增长率将达
13.79%。相较于国外市场，我国拥有
工程师红利和成本优势，所以行业发
展趋势向好。

凯莱英作为一家医疗研发外包企
业，预计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区间为
47.91亿元至50.58亿元，同比增幅区间
为172.18%至187.37%；预计净利润区
间为16.44亿元至17.43亿元，同比增幅
在282.99%至305.97%之间。公司方
面指出，业绩期内公司进一步优化运
营体系，产能利用率和运营效率得到
有效提升，营业收入的高速增长亦带
来了规模效益的释放，助推盈利能力
大幅提高。

中药领域发展前景被看好

浦银国际研报指出，中药行业的
支持政策于2021年内加速出台，国家
对扶持中药板块发展的态度明确。
2022年3月份发布的《“十四五”中医
药发展规划》为2025年之前中药行业
的发展定下了基调。

此次发布业绩预告的生物医药
公司中，有大量中药企业。其中，开
开实业预计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2750万元至2950万元，增长幅度为
362.60%至396.25%。公司表示，业绩

期内，上海市各项防疫物资的需求大
幅上升，公司全资子公司雷西公司充
分发挥作为医药流通企业在渠道、配
送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开展防疫物资
的供应销售，致使公司整体业绩同比
大幅增长。

biotech创新药医学顾问曹博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民众保
健意识的增强，中药可以发挥作用的
领域越来越多。加上国家政策的支
持与倾斜，医药产业的未来发展一定
会很好。”

德邦证券此前发布的行业研报显
示，中短期来看，中药板块将持续受到

市场关注，低估值+业绩优的个股有望
持续向上。中药板块或成为今年医药
生物行业中走势最强的子板块，政策
利好有望快速传导至上市公司收入和
业绩层面。

多家券商看好生物医药板块

近期，多家券商发布研报指出，看
好生物医药板块业绩增长前景。

首创证券发布研报称，生物医药
行业的估值已回到历史低位，长期来
看具有较高的投资性价比。

华龙证券在研报中指出，近年

来，生物医药行业的业绩和估值出现
“双杀”，2021年行业整体涨跌幅处于
中下水准，跑输沪深300指数。2022
年上半年，表现相对较好的中药、医
疗服务板块受行业利好政策推动，景
气度已触底回升。

上述不愿具名的从业者表示，从
市场情况来看，常态化检测、疫苗、口服
新冠药物等将成为防疫过程中的主要
手段，与之相关的板块及企业业绩增
长确定性较高。另外，品牌中药产品
在用户群体内拥有较高认可度，加上
国家政策的支持与鼓励，相关公司未
来业绩增长的预期会更大。

112家生物医药公司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
26家公司净利预计翻倍

本报记者 赵彬彬

受疫情影响，今年上半年民航
业跌入低谷。截至7月16日，国航、
东航、南航、海航、山航等8家上市航
司发布的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8家
上市航司全部预亏，预亏总额超640
亿元。

其 实 ，今 年 所 有 航 司 都 面 临
疫情冲击和航油上涨的双重发展
困局。当此之时，民航业该如何
应对？国内航司会否迎来新一轮
整合？

8家上市航司全部预亏

截至7月16日，8家上市航空公司
均发布了今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全部
预亏。其中，中国国航预亏185亿元
至210亿元，南方航空预亏102亿元至
121亿元，中国东航预亏170亿元至
195亿元，*ST山航B预亏29.6亿元至
36.2亿元。从业绩预告情况来看，上
述航司今年上半年预亏金额已达或
已超过去年全年的亏损额。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上半年实现盈

利的华夏航空、春秋航空、吉祥航空今
年上半年也陷入亏损境地。公告显示，
今年上半年，华夏航空预亏8.5亿元至
10.5亿元，去年同期则盈利1165.96万
元；春秋航空预亏12亿元至13亿元，去
年同期盈利1040.73万元；吉祥航空预
亏16.2亿元至19.2亿元，去年同期盈利
1.02亿元。

7月15日，刚刚完成破产重整的
ST海航也发布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
净利润亏损119.5亿元至129.6亿元。
公司还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
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为-32.5亿元至-42.6亿元。这意味
着，ST海航再度资不抵债。

对于航空公司业绩普遍亏损的
原因，多家民航企业在公告中表示，
上半年国内疫情多点频发，客源需求
大幅下滑，旅客订座数创疫情以来新
低，运输收入跌入低谷，航空运输业
发展面临挑战。在今年全国民航年
中工作会议上，民航局局长宋志勇透
露，受疫情反复冲击影响，今年上半
年民航运输经营跌入低谷，日航班量
最低时只有2967班，仅为2019年同期
的17.8%。

令航空业雪上加霜的是，成本要
素变动进一步加重了航空公司的经营
负担。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研究员韩涛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油价上涨也是造成航空公司巨额亏
损的原因。目前航油出厂价格达9845
元/吨，是去年同期的2倍以上。”

面对当前困局，民航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民航局协调有关部门出台了
多项助企纾困政策。例如，民航局为
国航、东航、南航等三家公司各争取注
资30亿元，为首都机场集团注资20亿
元；在税费减免方面，今年上半年民航
企业增值税留抵退税达125亿元。

航空公司该如何应对当前困
局？韩涛认为，“一方面，航空公司要
趁疫情控制的窗口期，抢抓暑运旺
季，不断增加收入；另一方面，航空公
司应进一步加大成本控制，在保证航
空安全的前提下，提高运营效率，实
现较高的飞机日利用率和客座率。”

民航业迎来新一轮整合？

截至2021年底，我国共有运输航
空公司65家，其中包括39家国有控股

航空公司、26家民营或民营控股航空
公司。受疫情影响，民航业已亏损严
重，负债高企。

近期，关于民航业新一轮整合的
说法经常被提及。其中，东方证券在
研报中指出，在疫情压力下，民航业
或酿新一轮变局，行业存在整合出清
的可能。

有业内人士分析称：“网络化运
营的航空业，具有天然的规模效应
与密度经济。理论上讲，航空公司
合并，可以提升竞争力、收益水平及
盈利能力。特别是在行业低迷甚至
普遍亏损时，兼并整合往往更能提
升行业效率，也更容易获得监管部
门的许可。”

此前，中国民航业已经历两轮大
的整合。第一轮是2002年民航业大重
组，初步形成南航、国航、东航三足鼎
立的格局。第二轮是2009年至2010
年，大量民营航司和地方航司整合进
入三大航或破产，行业竞争格局不断
洗牌。

今年上半年，资不抵债的航司数量
已增至12家。随着5月底山航公告称拟
投入国航怀抱，让很多人感到，民航业

的整合脚步已越来越近。
但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多位民航

界人士表示，民航业可能会有局部整
合，但整合的规模不会太大。

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白小
勇认为，“兼并整合是解决部分航空
公司当前困局的方式，但无法解决航
空公司困局的根本问题。”

据韩涛介绍，目前国内航空业主
体分为三类：三大央企航空公司、地
方中型航空公司、其他民营中小航空
公司。其中，前两个类型的航司占市
场的90%以上。

“目前来看，中小航空公司可能
面临被兼并整合的情况，事实上已有
部分中小航司正在被整合，但上市公
司被兼并整合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韩涛如是说。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
究员吴刚梁也认为，目前民航业的市
场集中度已经比较高，三大央企航空
公司市场份额达60%以上，进行大规
模兼并重组的可能性不大。但不排
除央企航空公司与地方航空公司之
间开展一些业务整合与股权合作的
可能，即“央地合作”模式。

8家上市航司上半年预亏超640亿元 航空业或迎局部整合

本报记者 李昱丞
见习记者 张军兵

2022年7月份已经过半，仍有逾20
家上市公司多次发布延期回复年报问
询函的公告，对交易所的问询内容避
而不答。

《证券日报》记者对相关公告进行不
完全统计后发现，在7月1日至7月17日期
间，至少有26家上市公司披露关于延期
回复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公告。其
中，有八成公司已被实施ST或*ST处理，
七成公司延期时间已超2个月、且延期回
复次数不低于3次。

问询戳要点 拖延成常态

以*ST科林7月15日发布的延期
回复公告为例，公告称，公司于2022年
5月5日收到深交所的年报问询函，本
应于5月18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
并对外披露。

在年报问询函中，深交所要求公
司及会计事务所就营业收入扣除金额
情况等事项，列明其判断依据、合规性
和准确性，并说明是否符合营收扣除
相关规定。

但直到现在，*ST科林对深交所
问询函中的问题一直避而不答，还在
近日发布了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提示公告。公告称，深交所如发现
公司营收存在应扣除而未扣除的情
形，将导致公司2021年度扣除后的营
业收入低于1亿元，进而公司股票触及
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与*ST科林类似的还有*ST天成、
*ST景谷、*ST园城、*ST博信、*ST凯瑞、
*ST丰华、*ST华资等多家公司。这些
公司在延期回复年报问询函的同时，
也发布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
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但针对监管机
构要求说明公司业绩大幅增长的合理
性、营收是否具备商业实质、资金往来
明细等事项，这些公司均未能给出明
确回应，而是反复施展拖延战术。在
暂未涉及退市风险的公司中，精艺股
份、ST联建等对于上述被问询的经营、
财务等方面的问题也未能及时给出答
案。

一位从业近30年的资深会计师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不排除上述公
司故意拖延回复的情形。审计机构在
年报审计过程，对监管机构问询的问
题有大致的预测。但若按实际情况回
复，部分公司可能存在直接退市的风
险。为了规避风险，一些公司就会通
过持续拖延的方式来降低监管机构的
关注度，觉得在数月后再回复更容易
搪塞过关。”

“另外，当前中介机构的责任与风
险越来越大，上市公司年报需要审计
机构、律所等多方中介机构签字，一旦
上市公司基本面恶化，相关责任方就
交易所问询内容的回复很难达成一致
意见，这会导致上市公司回复持续拖
延。”透镜公司研究创始人况玉清向记
者表示。

治疗“拖延症”需靠严监管

随着监管机制不断完善，监管机
构对上市公司发出年报审核问询函件
逐渐成为常态。但记者发现，上市公
司延期回复年报问询函的情形时有发
生。由于当前规定并未对上市公司申
请延期回复的次数作强制要求，每年
都会有数十家公司存在逾期两三个月
才回复年报问询函的情形，甚至部分
公司每年都会延期回复交易所的年报
问询函。

对此，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
文喜告诉记者：“一个立足于可持续经
营与长远发展的上市公司，需要严格
遵守资本市场的规则，提升合规意识，
及时、准确、如实回复交易所的关切和
问询。如果上市公司持续无正当理由
拖延回复，不但会遭到交易所的谴责
与处罚，也会遭到市场的质疑，从而影
响公司的股价走向与正常运营。”

如何改善上市公司延迟回复交易
所问询函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缩
短回复等待的时间，并对不及时回复
的上市公司采取更为严格的监管措
施。”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
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
究员盘和林对记者表示。

从维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出发，
广东圣马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田勇认
为，要防止上市公司犯“拖延症”，就
要明确这类公司及其实控人和高管
负有连带责任，鼓励投资者对其进行
惩罚性追责。只有监管制度、处理力
度两方面都硬起来，织严制度之网，
改善维权规章，才能有效遏制不良现
象的出现。

年内逾20家公司
对年报问询函久拖不决
根治“拖延症”还需严监管

本报记者 赵彬彬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7
月16日，A股26家铝业上市公司中，有
14家企业发布了上半年业绩预告，其
中13家实现盈利，仅有一家亏损。与
去年同期相比，有11家实现正增长，
其中神火股份、东阳光等7家净利增
幅超过100%。

“上半年，铝价处于近年来同期
高位，铝企盈利能力较好，目前该行
业上市公司中报业绩预告符合市场
预期。”一位有色行业分析师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需求方面，尽管作为传
统用铝大户的地产行业景气度偏低，
但汽车、电力领域的用量保持增长，
成为铝需求增量的主要担当。

铝价高位运行
多家铝企业绩预增

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以
来，疫情反复叠加地缘冲突升级，导

致铝价一路震荡上行。其中，沪铝一
度冲高至24020元/吨，逼近历史新高；
伦铝连创新高，最高至3766美元/吨。
铝价高位运行，多家上市铝企发布业
绩预增公告。

7月15日，宏创控股发布业绩预
告，预计2022年1月份至6月份盈利
4470.79万元至5806.89万元，成功实
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2022年上半
年，国内外铝价上涨、汇率波动利好
出口、产品结构优化，以及强化成本
管控，是公司实现扭亏为盈的关键。

7月12日，神火股份发布上半年
业绩预增公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
润45.13亿元，同比增长208.46%。其
业绩增长的原因，除了云南神火铝业
有限公司90万吨项目达产外，电解
铝、煤炭产品售价同比大幅上涨也是
重要因素。

前述分析师介绍说，铝价整体
上行，主要是因为地缘冲突扰动，一
方面影响原铝供给，另一方面推升
欧洲能源价格，导致铝冶炼成本升

高。受LME的拉动，国内电解铝企
业利润升至高位。据测算，当时行
业吨铝平均利润已达6000元左右，
企业生产积极性较高，同时拉动了
国内铝产品的出口。

不过，在美联储激进加息后，加之
国内疫情反复，铝价开始双双回落。
其中，沪铝一度跌至18600元/吨；伦铝
跌至2420美元/吨。

尽管上半年铝价呈现先扬后抑
走势，但铝企整体盈利情况不错。上
海钢联分析师方艺静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2022年1月份至6月份，电
解铝加权成本均价为16764元/吨，与
当月上海钢联铝锭1月份至6月份现
货均价21406元/吨对比，全行业平均
盈利约4600元/吨，较去年同期盈利
水平增加548元/吨。”

地产低迷
汽车电力成需求增量“担当”

从我国电解铝终端消费市场来

看，建筑地产、交通运输及电力电子
是最主要的三大领域，合计占比超过
六成。此外，在耐用消费品、包装和
机械设备领域也有应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月
份至5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52134亿元，同比下降4.0%。商品房
销售面积5073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3.6%。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
积83152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0%。
房屋新开工面积51628万平方米，下
降30.6%。房屋竣工面积23362万平
方米，下降15.3%。Mysteel统计数据
显示，今年1月份至5月份铝型材产量
合计223.32万吨，同比减少5万吨。

“尽管建筑地产行业用铝占比从
2016年的32%下降至2021年的29%，
但交通运输、电力电子、包装等领域
的铝需求正多点开花。”方艺静认为，
尤其受益于新能源汽车和车身轻量
化趋势显著，交通运输用铝持续上
升，成为铝需求增长的主导力量。在
稳增长的背景下，新能源基建也有望

发力，光伏、电网的建设或推动电子
电力行业用铝有较大提升。

据中汽协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汽车行业已走出
4月份的最低谷，上半年汽车产销量
分别完成1211.7万辆和1205.7万辆。
其中，6月份产销量表现更是好于历
史同期，当月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249.9万辆和250.2万辆，环比分别增
长 29.7% 和 34.4%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8.2%和23.8%。特别是新能源汽车
渗透率持续提升，将带动铝产品需求
快速增长。

首创证券认为，2022年我国新能
源汽车用铝量将达到108万吨，较去
年同期增长38万吨。

光伏行业对铝的需求主要为边
框和支架两部分，光伏边框用铝量约
1.3万吨/GWh，光伏装机支架用铝量
约0.7万吨/GWh。方艺静认为，在稳
增长背景下，新能源基建将发力，预
计2022年光伏行业用铝量324万吨，
同比增长50万吨。

11家上市铝企上半年业绩预增
汽车和电力成铝需求两大增量“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