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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春莲

7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
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称，今年以
来，海外动力煤价格持续上涨，以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口动力煤1#
（热值5500大卡，灰分20%）价格为
例，由年初的107美元/吨，上涨至7
月中旬的195美元/吨左右，上涨了
80%左右。

易煤研究院研究员杨洁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年初印尼一个
月的出口禁令导致国际市场阶段
性的供求紧张和情绪性紧张，叠加
地缘政治冲突，上半年海外煤炭价
格持续走高。

记者注意到，在海外煤价处于
高位的情况下，国内进口煤价倒挂
严重，进口煤量骤降。同时，国内煤
炭供应也偏紧，煤炭企业持续增产。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7月25日发
布的倡议书提出，严格执行中长期
合同制度和保供稳价政策，促进煤
炭市场平稳运行。保持煤价在国家
规定的合理区间，稳定市场预期，促
进煤炭市场长周期平稳运行。

海外煤价持续走高

“国际能源市场地缘博弈加
剧，在欧盟禁止从俄罗斯采购煤炭
后，部分欧洲国家转向印尼、南非
及澳大利亚等国家采购，且全球用
电需求增加推动国际煤炭需求提
升。”中宇资讯煤炭行业分析师苏
嘉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需求
处于高位的背景下，国际煤炭供应
却非常有限，受印尼国内需求旺
盛、降雨等因素影响，叠加南非煤

炭运输受铁路运力限制，加剧了国
际市场整体供不应求的局面，带动
煤炭价格居高不下。

供应紧张的同时，需求却在增
加。根据国际能源署（IEA）预计，
2022年，全球电力需求将同比增长
2.4%至26.9万亿千瓦时。2022年，
欧洲地区燃煤发电量预计将同比
增加8%至500亿千瓦时。用电需
求的大增进一步加剧了煤炭供应
的紧张。

杨洁表示，欧洲国家为了保证
国内能源稳定，不得不将煤炭作为
替代能源。但在碳中和趋势影响
下，近几年全球煤炭固定资产投资
逐年下滑，且欧洲国家的用煤需求
集中在高卡领域，导致海外煤炭价
格飞涨。

与此同时，年初以来，韩国、印
度以及日本等国抢购煤炭，进一步
加剧全球煤炭市场供给的结构性
短缺。在此背景下，海外市场煤炭
供应仍处于偏紧状态，海外煤价下
半年或仍将处于高位。

上海钢联煤焦事业部煤炭分
析师薛丁翠也告诉《证券日报》记
者，预计在国际煤炭供应国优先保
障国内供应，以及需求国重启燃煤
发电、用煤需求明显增加的背景
下，煤价或将延续高位震荡趋势。

“部分国家铁路运力不足问题
短时间内难以解决，国际市场煤炭
供应持续紧缺，预计下半年国际煤
价延续高位震荡运行态势。”苏嘉
如是说。

增产保供取得显著成效

海外煤价大涨，对国内煤炭市

场的直接影响是进口煤价倒挂、进
口煤不断减少。

7月13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6
月份煤炭进口数据显示，6月份煤
及褐煤进口1898.2万吨，当月同比
下降33.14％，环比下降7.63％，6月
份煤炭进口数量呈现较大的下滑
趋势。

苏嘉表示，国际煤价居高不
下，而国内煤价在国家稳价保供
政策支持下多在合理区间内运
行，国内外煤价倒挂严重，中国
用户更倾向于采购内贸煤，在此
背景下，我国上半年进口量同比
减少17.5%。

而从6月份开始，我国开始进
入迎峰度夏时期，用煤量大增，煤
炭企业也在持续增产以保证供应。

7 月 25
日，国家能源集
团介绍上半年重点
工作情况时表示，本集团
上半年实现煤炭产量3亿吨，同比
增长6.2%，销量3.9亿吨。自产煤
月均突破5000万吨，火电发电量约
占全国的17%。

国家能源局近日召开的持续
推进煤炭增产保供视频会议指出，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煤炭产
量21.94亿吨，同比增长11%，连续
5个月保持两位数快速增长，推动
电厂、港口存煤水平大幅提升，煤
炭增产保供取得显著成效。

中国煤炭协会也表示，要加快
释放煤炭先进产能，在确保安全生
产的前提下做到煤矿能产尽产、稳

产增产。
对此，杨洁还告诉记者，我国

上半年增产保供的力度空前，一方
面能够帮助电力企业缓解海外煤
炭价格过高、进口煤价倒挂带来的
压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障国内
能源安全。因此，即使四季度国际
煤炭价格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
也会弱于去年。

“高煤价、高需求将推动今年
全球煤炭产量增长5%，但各国增
产情况不同，中国、印度等六个主
要 煤 炭 生 产 国 的 产 量 占 比 达
85.5%，具有较强代表性。”中信期
货某分析师如是说。

多国出手抢购致海外煤价飞涨
国内煤企持续增产保供稳价

本报记者 黄 群

暑期旅游旺季来临，7月26日
上午，《证券日报》记者以邮件或电
话的形式联系了峨眉山A、长白山、
黄山旅游、天目湖四家上市旅游企
业，回复几乎一致：“旅游流量恢复
得不错！”

尤其是位于东北的长白山景
区，监测数据显示其7月23日接待
量突破3.1万人，其中，主景区单
日接待游客9634人次。7月份以
来，长白山景区已接待游客33.78
万人次，长白山旅游综合指数连
创新高。

暑 期 游 以 亲 子 游 为 主 。 携
程网监测数据显示，7月份以来
的 亲 子 机 票 订 单 量 较 6 月 份 同
期 增 长 804%，亲 子 订 单 占 比 较
往 常 平 均 水 平 提 升 了 6 个 百 分
点。暑期亲子酒店的订单量恢
复至2021年同期80%，其中，75%
以上为跨城订单，90%集中在高

星酒店。

多景区日均游客量破万人

在采访中，多家上市公司强调
“日均游客量破万人”，并将该数据
视为旅游市场随暑期回暖的最重
要指标。

主打亲子游和避暑游的峨眉
山A游客接待量在逐步恢复。峨
眉山风景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总体来看，6月21日推出的史
上最优惠政策，有利于提高景区
旅游收入。从 6月 21日到 7月 25
日 ，峨 眉 山 风 景 区 共 接 待 游 客
52.21万人次，相较于去年同期下
降8.84%；日均接待量1.49万人次，
7月份接待量最高时，单日接待超
3万多人。”

“目前来看，景区游客接待量
差不多回到了2021年同期水平。
目前景区天气清凉，暑期‘亲子避

暑狂欢季'如火如荼开展，峨眉山暑
期避暑游正旺，客源主要为川渝游
客。”该负责人如是说。

据长白山证券部工作人员介
绍，近期景区天气晴好、气候凉爽，
来自东北和华北地区的游客特别
多。“现在我们这里白天二十多度，
晚上十几度，景区昼夜温差大，避
暑游受热捧。”

据长白山风景区管委会7月25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7月23日长白
山景区接待量突破3.1万人，其中，
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9634人次，7
月份以来景区已接待游客33.78万
人次，长白山旅游综合指数连创新
高。

此外，“张家界旅游”公众号7
月21日发布消息称，7月份景区揽
客量突破28万人，连续两周每天进
园人数超过1万人。

“6月份以来景区人流量恢复
得不错，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叠
加高考结束进入暑假，旅游行情逐

渐回暖。”黄山旅游相关负责人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每年的7月份、
8月份都是黄山旅游“旺季中的旺
季”，一年行情究竟怎么样主要取
决于旺季的火热程度。

上市旅游企业业绩仍承压

虽然多家上市公司表示游客
量开始回升，但是，从上半年业绩
预告来看，多数旅游业上市公司业
绩预亏。

云南省3家旅游上市企业今年
上半年全部亏损。其中，丽江股份
预计今年上半年亏损4800万元至
5700万元，云南旅游预计上半年亏
损2400万元至3600万元，2家公司去
年同期均实现盈利。桂林旅游则预
计1月份至6月份亏损1.37亿元，去年
同期亏损额为6361.50万元。

去年同期实现盈利，今年上
半年却预亏的企业还包括峨眉山
A、黄 山 旅 游 、九 华 旅 游 和 天 目

湖 。 峨 眉 山A预 计 上 半 年 亏 损
5500万元至6000万元，黄山旅游
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亏损1.5亿元至
2.15亿元，九华旅游预计上半年亏
损3400万元至3200万元，天目湖
预计上半年亏损额为4800万元至
5800万元。

此外，长白山预计2022年上半
年净利润亏损约7167.35万元，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亏4.25%。张家界预
计1月份至6月份亏损1.05亿元至
1.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亏289.17%
至381.83%。

“目前，当务之急是尽快提振
行业信心。景区类企业要‘走下
山、走出去’，拉长产品线，还应在
数字化方面率先探索，给消费者带
来全新体验。”某景区类上市公司
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结合AR技术和景区特色，为游客提
供高科技、规模化、沉浸式的创新
型旅游消费体验是旅游企业未来
发展方向。

日均旅游人次突破万人 多地景区旅游市场随“暑热”升温

本报记者 王 鹤 见习记者 贺王娟

百货业转型“阵痛”加剧。据
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截至7月26
日，已发布2022年上半年业绩预告
的13家百货上市公司中有11家业
绩亮起“红灯”，预计业绩下滑或亏
损。

值得注意的是，多家披露业绩
预告的百货上市公司在公告中直
言：“疫情对企业经营产生了较大
的影响。”

“疫情确实是影响百货上市公
司业绩的主要原因。”彩贝壳商务
负责人孟奇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疫情不仅直接影响销售收入，
企业转战线上后，运营成本也大大
提升。”

已有11家百货上市公司
预计上半年业绩下滑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上述13
家百货上市公司中，除宁波中百业
绩预增、ST大集预计扭亏外，其余

公司均预计盈利下滑，占比超八
成，降幅为20%至200%不等。

上述百货上市公司大多在业
绩预告中表示，疫情是导致业绩下
滑的主要因素，即便是业绩表现相
对较好的宁波中百、ST大集也在公
告中称，2022年上半年公司业绩受
疫情冲击明显。不过，宁波中百因
担保案事项结案冲回相应的预计
负债等，导致上半年净利润有所增
长；ST大集方面表示，虽然公司部
分地区的百货商超业务不断受到
疫情冲击，但公司积极应对、聚焦
经营、推动业务变革提升，通过积
极拓展对外合作、降低成本等措施
实现了净利增长。

相比宁波中百、ST大集两家业
绩“预喜”的企业，在上海、北京等
地的百货企业受疫情拖累更甚。

新世界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2560万元至3840万元，与上年同
期相比，预计减少8721万元至1亿
元。新世界对此表示，2022年上
半年，上海地区疫情形势复杂严

峻，公司的各项工作也遭遇了前
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特别是 4
月份、5月份上海实体零售业的
全面停摆，由此公司的百货零售
业、酒店服务业及医药销售业受
到了较大的冲击，收入及利润均
大幅下降。

位于北京的王府井、翠微股份
上半年业绩同样下滑严重，王府井
预计净利润下滑23%至37%，翠微
股份预计净利润下滑70%至80%。

翠微股份表示，受疫情影响，
商品销售收入及租赁收入大幅下
降。

王府井在公告中表示，公司本
期业绩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系疫情
影响所致。6月份以来，疫情防控形
势持续好转，公司积极开展引流扩
销工作，经营业绩开始企稳回升。

传统百货公司
积极探索出路

逆境之下，“传统百货公司的
出路在哪儿”成为待解难题。近年

来，多家老牌百货企业积极寻求新
的利润增长点，进行转型升级。

作为百货龙头，王府井的转型
早已开始。2020年，王府井投资设
立全资子公司，用于开展免税品经
营等业务，业界认为此举意在打开
第二增长曲线。2022年5月份，王
府井又获得海南奥特莱斯旅业开
发有限公司100%股权，据悉，这是
2021年以来，公司在“海南免税岛”
布局的第4家公司，也是公司在“海
南自贸港”开展商业物业项目经营
的重要一步。

翠微股份通过收购海科融通
布局第三方支付业务，从最新财
报来看，第三方支付业务确实为
翠 微 股 份 的 业 绩 带 来 了 增 量 。
2022年上半年海科融通预计实现
归母净利润1.23亿元至1.34亿元，
同比增加70%至85%，但受百货主
业拖累，2022年上半年翠微股份
归母净利润预计同比减少70%到
80%。

也有传统百货企业积极寻求
新模式。曾是重庆时尚百货“顶

流”的远东百货大都会店在今年闭
店后，未来将从传统的百货卖场转
型为购物中心。此外，也不乏百货
企业开启线上线下融合的数字化、
体验式消费新模式。

乡村振兴建设委员会副秘书
长袁帅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百货行业无论向哪个业态转型，
首先要改变的是传统的经营理念，
要回归到产品上，变革经营模式，
单纯靠关店是断臂求生、不可长
久。转型是向死而生、蜕变成蝶的
过程，需有相应经营理念的人才来
主导，且要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
做精准营销，而不是延续传统的商
业租赁与联营模式。”

“对百货企业来说，数字化转
型很有必要。同时，企业需从根
本上改变商业模式、经营体系以
及经营结构，要把传统百货转变
为‘休闲娱乐+沉浸式体验’的消
费中心，从过去的卖商品转变为
卖生活方式。”中国商业联合会专
家委员会委员赖阳对《证券日报》
记者如是说。

百货业转型“阵痛”
超八成公司中报业绩预告亮“红灯”

本报记者 李昱丞

韶能股份正在“去宝能化”。7 月 26 日，韶能
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监事边峰因个人原因辞去
公司监事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
务。

从韶能股份披露的年报可以看出，边峰的另一
个身份是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管
理中心总经理助理兼宝能物流集团人力资源中心总
经理。因此，他也被市场视为宝能系在韶能股份的
利益代言人之一。

而在边峰辞职背后，处于流动性危机下的宝能
系所持韶能股份的股权正处于司法拍卖流程中。从
各方面因素来看，宝能系在韶能股份的被动“大撤
退”或已无可避免。

遭司法强制拍卖
宝能系败走韶能股份

宝能系对韶能股份的布局要追溯到2015年。公
开资料显示，彼时宝能系旗下前海人寿通过不断增
持举牌，取代韶关工业成为韶能股份第一大股东。
2020年 3月 2日，前海人寿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将
其持有的2.16亿股股份转让给深圳华利通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利通”），后者由宝能系旗下核心
公司钜盛华100%持股。

在宝能系入局之后，韶能股份由国资控股变更
为无实控人。财报显示，截至一季度末，韶能股份前
三大股东华利通、韶关工业、深圳日昇持股比例分别
为 19.95%、14.43%和 7.07%。不过，这样的股权结构
很快将被打破。

7月 22日，韶能股份发布公告称，根据深圳中院
裁定，公司第一大股东华利通、第三大股东深圳日昇
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其中，华利通旗
下约1.42亿股股份将于8月24日10时至8月25日10
时被强制重新拍卖，占韶能股份总股本的13.11%，占
华利通所持股份比例 65.69%，参考起拍价约 7.20亿
元，对应约5.08元/股，司法拍卖完成将导致韶能股份
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深圳日昇所持全部7637.93万
股也将被拍卖。

这不是华利通所持韶能股份的股权第一次被拍
卖。此前在 6月 16日至 6月 17日，深圳中院拍卖华
利通持有的韶能股份约 1.42亿股，深圳方富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富实业”）以13.05亿元竞得，对
应约9.22元/股，不过方富实业未交纳剩余拍卖价款，
拍卖未能成交。为此，方富实业也付出了 6000万元
保证金被没收的代价。

有分析人士认为，方富实业为宝能系找来的
“自己人”，通过以金钱换时间的方式，阻碍韶能股
份第一大股东的变更进程，而宝能系所持韶能股份
再次被强制拍卖是公司监事边峰辞职的直接原因
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边峰辞职之后，韶能股份的宝
能系高管还包括公司监事会主席罗小勇、董事田源
源、董事余晓帆等。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股权高级合伙人
律师陈元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一旦此次韶能股份的股权完成司法拍卖，华利通
持股将只占 6%左右，后续要关注韶能股份的新上
任高管是否与宝能系有关。若新上任高管与宝能
系无关，那么宝能系会一定程度上失去对韶能股
份的控制。新监事上任前，前高管依旧需要履行
其职责。”

股权变更之下
韶能股份何去何从？

宝能系败走韶能股份背后，是其面临的若干债
权纠纷。根据韶能股份公告，截至 3月 24日，华利
通作为债权担保人，以其持有的 1.41亿股韶能股份
股票作为抵押品，对信达金融租赁与观致汽车、宝
能投资集团之间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目前质押
给信达金融租赁的 1.41亿股股份已被冻结。此外，
华利通向深圳前海东方创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借
款 5亿元未清偿，借款到期日为 2022年 12月 31日，
欠付息 4300 万元，因逾期利息，机构宣布提前到
期。

事实上，华利通的遭遇只是宝能系流动性危机
的一个缩影。南玻A近日公告称，收到重庆鈊渝金融
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告知函，宝能系旗下公司中山
润田持有南玻A的 6765万股已被法院裁定变价处
置。另外，根据中炬高新公告，因债务纠纷，中山润
田被动减持所持中炬高新股份，股权比例一路从
2020年末的 24.92%一路下降至 2022年 7月 18日的
17.84%。至此，宝能系旗下3家核心上市公司股权均
面临窘境。

对于韶能股份而言，在分散且不确定性较强的
股权结构下，公司发展或面临一系列障碍。事实上，
近年来韶能股份缺乏一锤定音的话事人，发展较为
不顺利。

以去年为例，财报显示，公司 2021年营收下滑
20.03%至39.66亿元，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亏损1083.95
万元，自 2008年以来首次亏损，而 2020年同期盈利
2.01亿元。韶能股份的几大业务，包括电力、精密
（智能）制造、生态植物纤维制品以及贸易，在去年无
一例外均遭遇毛利率同比下滑，其中生态植物纤维
制品业务亏损。

在资本结构上，韶能股份也面临不小的资金压
力。Wind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韶能股份货
币资金为5.21亿元，而短期借款达9.32亿元，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58 亿元，长期负债更是高达
50.97亿元，高于一季度末净资产。2019年末至2021
年末，韶能股份现金到期债务比从 45.88%降至
16.91%。

韶能股份大股东股份遭拍卖
宝能系无奈被动“大撤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