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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公司新闻

本报记者 张 敏 见习记者 刘 钊

10月17日晚间，山西焦煤发布的2022
年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411.79亿元，同比增长38.68%；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2.96亿元，同比
增长161.37%。其中第三季度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134.66亿元，同比增长28.67%；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03亿元，
同比增长111.58%。

对于业绩增长原因，山西焦煤相关负
责人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受煤炭市场需
求旺盛、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2022年前三
季度公司的煤炭产品盈利同比大幅增加。”

去年以来，焦煤消费量持续快速增
长，生产总体稳定，煤炭市场供需两旺，焦
煤价格处于较高水平。“从煤炭行业利润
总额看，2022年1月份至8月份行业利润总
额为7090亿元，同比增长115.5%。”国信证
券分析师樊金璐表示，“从趋势看，利润增
幅逐步收窄，8月份利润接近去年同期水
平。对于焦煤公司来说，长协煤比例较
高、价格稳定，且焦煤企业去年四季度才
开始提高长协煤价，因此，今年第三季度
焦煤板块业绩增幅相对高一些。”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
伯强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山西焦煤受益
于市场行情，2022年前三季度业绩实现了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双增长。当前公司应

当紧抓市场机遇期，积极响应双碳目标，谋
划向新能源转型，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山西正大力推进国企改革，鼓
励有条件的企业集团将资产注入上市公
司，并对省属国有企业资产证券化率提出
明确要求。作为山西省重要的省属煤炭企
业，山西焦煤集团通过专业化重组，将优质
的煤炭资产整合注入上市公司，提升国有
资产证券化率。

继2020年12月份山西焦煤收购腾晖
煤业51%股权、水峪煤业100%股权之后，
10月17日晚间，山西焦煤再次发布修订
后的《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报告
书显示，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方式购买公司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
持有的分立后存续的华晋焦煤51%股权、
购买李金玉、高建平合计持有的明珠煤
业49%股权。同时，公司拟募集配套资金
总额不超过44亿元。

山西焦煤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本次
重组，有利于推动煤炭资源整合，打造焦煤
板块龙头上市公司，减少上市公司与控股
股东之间同业竞争，降低彼此间关联交易，
有助于上市公司规范运营，保护上市公司
及其中小股东权益，有助于释放先进产能，
提升上市公司在焦煤板块的产业集中度、
市场话语权、行业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

煤炭市场需求旺盛
山西焦煤前三季度归母净利同比增长161.37%

本报记者 肖艳青

10月17日晚间，神火股份发布2022
年三季报称，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
入321.34亿元，同比增长29.33%；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8.55亿元，
同比增长154.6%；基本每股收益2.62元，
同比增长154.12%。

其中，第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4.88亿元，同比增长12.48%；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19亿元，同比增
长57.61%。

对于前三季度业绩大幅变动的原
因，神火股份表示：“报告期内，受公司子
公司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电解铝产量
增加及煤炭、电解铝产品售价同比大幅
上涨影响，公司盈利能力大幅增强。”

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胡麒
牧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前三季度
煤炭、电解铝产品的价格波动较大，但整体
来看相对于去年同期的价格而言仍处于高
位，因此从行业运行角度来看，公司主营产
品的价格支持公司业绩上涨；另外从公司
内部运行情况来看，旗下云南神火铝业的
电解铝产量增加，在需求旺盛的市场环境
中也对公司营收和利润形成有力支撑。”

神火股份主营业务为铝产品、煤炭的
生产、加工和销售及发供电。铝价走势直接
影响公司利润。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
拥有电解铝产能170万吨/年（新疆煤电80
万吨/年，云南神火90万吨/年）。

“据SMM数据显示，2022年前三季度，
铝锭现货市场的平均价为20325.71元/吨，
较去年前三季度的均价18522.69元/吨上
涨约9.73%。”中原期货高级研究员刘培洋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22年随着运行

产能的逐步恢复和释放，电解铝产量也出
现大幅增长，例如，云南神火2022年上半
年，铝产品产量和销量分别为77.3万吨和
76.9万吨，同比增长5%和3.5%。

此外，神火股份电解铝产能均处于
用电成本较低地区，盈利能力较强。神
火股份在投资者关系活动中表示：“公司
新疆区域能源优势明显，用煤成本低，四
台机组基本通过两条分别为12公里和26
公里的皮带廊道运输，保证公司较低的
用电价格。云南公司用电分为丰水期，
平水期和枯水期。一季度在枯水期时
段，用电成本是全年的最高水平，大概
0.45元/度至0.46元/度；5月份和11月份为
平水期，6月份到10月份为丰水期，三季
度的用电价格比一季度低0.12元/度左
右，云南公司成本也在下降。”

煤炭业务是神火股份另一核心业
务，公司拥有煤炭采掘相关的完整生产
及配套体系，是我国无烟煤主要生产企
业之一。刘培洋表示：“今年前三季度，
煤炭价格高于去年同期水平也对企业利
润增长起到明显推动作用。”

据Choice金融终端数据显示，神火股
份总部所在地河南永城无烟煤指数今年
前三季度在1850点至2310点之间震荡运
行，而2021年前三季度则是从1100点攀升
至1650点。

值得关注的是，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高景气周期，新能源电池箔市场需求大，
神火股份积极布局新能源电池箔项目。
公司三季报显示，其控股子公司神隆宝鼎
新材料有限公司的IATF16949汽车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进入试样和批量供货阶段，二
期新能源动力电池材料项目预计2023年
下半年逐步投入运营。

主营产品量价齐升
神火股份前三季度归母净利同比增长154.6%

本报记者 李 正

10月17日，电池化学品生产商
振华新材披露了2022年前三季度业
绩预喜公告。

作为近两年的热门行业，今年
以来电池化学品行业上市公司的经
营情况普遍较为理想。截至10月17
日，已有12家行业内公司披露了
2022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悉数预
增。

多位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的分析人士表示，长期来看，电池化
学品赛道具备布局价值。

下游需求旺盛
支撑盈利大幅增长

振华新材三季报预告显示，预
计2022年1月份至9月份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8亿元至10.2
亿元，同比增长276.16%至291.51%。

公司方面表示，受益于报告期
内新能源行业快速发展，客户需求
旺盛，公司在手订单充足，三元正极
材料业务收入大幅增长，叠加公司
采购策略得当以及西部地区生产资
源优势等共同作用，带来盈利能力
提高。

与振华新材公告内容类似，电
池化学品生产商新宙邦也在上周末
披露的前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中表
示，报告期内新能源汽车行业保持
较好发展态势，公司电池化学品销
量以及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

对此，东高科技高级投资顾问
秦亮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行
业整体景气度较高，作为其重要组
件的锂电池产业规模高速增长，叠
加储能市场的发展需求快速扩张，
在较大程度上增加了对上游正极材
料的产品需求。此外，一些相关化
学品如锂电正极前驱体材料生产企
业也同样享受到市场红利。

秦亮介绍，在“双碳”目标下，
整个新能源产业链的需求前景持
续向好，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销双双突破70万辆大关。而从上
游原材料供应端来看，近期Pilabra、
Mt Marion等澳洲锂矿供应商下调
了产量指引，叠加国内盐湖受冬季
减产等因素影响，预计第四季度三
元正极材料的原材料碳酸锂供应
仍将维持偏紧状态，支撑正极材料
价格高位运行，进而对相关电池化
学品生产商全年业绩增长形成有
力支撑。

海通证券方面认为，2025年中
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将达到30吉瓦
以上。以截至2021年底新型储能装
机规模累计5.7吉瓦左右计算，未来
几年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至少还有5
倍至6倍的增长空间。

淳石集团合伙人杨如意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以来，由于
电池化学品上游的锂资源新增产能
投产周期较长（约5年），而下游需求
扩张过快，使得以锂资源为主要原
材料的锂电正极材料供需一直处于
失衡状态，推动产品价格持续上涨，

快速增厚了产业内相关企业的经营
业绩。

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上市公司业绩亮眼

记者在梳理数据时发现，上述
12家上市公司中，包括振华新材、
长远锂科等在内9家上市公司的主
营业务都是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业务，其中6家预计报告期内实现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上限均超过
100%。

秦亮表示，锂离子电池正极材
料是其电化学性能的决定性因素，
对电池的能量密度及安全性能起主
导作用，目前市场上的新能源汽车
动力电池，仍以三元锂和磷酸铁锂
作为主要正极材料。预计到2025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将达到
2000万辆，中国销量占比超40%。

“随着国内外新能源汽车浪潮
进一步兴起，市场整体需求将进一

步扩大，包括电池化学品行业在内
的产业链上下游也将收到更多的市
场增长红利。”秦亮说。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今年以来
多家电池化学品行业上市公司经营
业绩增长幅度亮眼，但是板块股价
走势却较为低迷。

数据显示，截至10月17日收盘，
A股市场电池化学品（申万）板块指
数 报 22729.66 点 ，年 内 累 计 下 跌
26.81%。

对此，杨如意表示，综合来看，A
股市场电池化学品板块经历了长期
调整，估值已经逐步回落，而板块内
上市公司年内经营业绩增长较为强
劲，具备长期布局价值。

秦亮认为，目前电池化学品板
块指数的市盈率约为20倍左右，作
为成长行业和新兴产业，这个市盈
率水平具备很强的吸引力。结合最
近多家上市公司发布的2022年三季
报预告可以看到，整个行业仍保持
高增长，成长性凸显。

12家电池化学品上市公司三季报预喜
锂电正极材料板块业绩表现抢眼

本报记者 吕 东

尽管距上市银行正式披露三季
报尚有近一周时间，但多份银行三季
报业绩快报已亮相。

截至记者发稿，已披露业绩快报
的成都银行、常熟银行、苏农银行、杭
州银行 4家上市银行业绩表现抢眼，
前三季度均实现了盈利较快增长、资
产质量稳定改善的良好局面。

业绩快报显示，上述 4 家银行
营收普涨。常熟银行今年前三季度
实现营业收入 66.82亿元，同比增长
18.62%，增幅最高。在净利润方面，
4 家银行均较去年同期出现较快增
长，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幅均超 20%，
分 别 为 31.82%、31.59%、25.24%和
20.62%。

在盈利大幅增长的同时，上述 4
家银行资产质量进一步向好，截至 9
月末的不良贷款率均较年初出现不
同程度下降，且不良贷款率均控制在
1%以内。其中，杭州银行截至三季
度末的不良贷款率在已披露业绩快
报的银行中最低，仅为0.77%；成都银
行不良贷款率下降最快，截至三季度
末的不良贷款率为 0.81%，较年初下
降0.17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各家上市银行信贷投
放力度持续加大，资产规模实现较快
增长。截至9月末，杭州银行、常熟银
行、苏农银行的总贷款较年初分别增
长 15.14%、15.05%和 12.02%（成都银
行未披露），而4家银行截至9月末的
总资产较年初的增长幅度全部达到
了两位数。

“银行资产主要以贷款为主，其
资产增速保持在较高水平，说明对实
体经济支持力度在加大，通过提升信
贷投放，切实满足实体经济资金需
求，在此背景下，银行资产增速将保
持较高水平。”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
员梁斯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盈利表现是具有行业性的，
率先披露快报的 4家银行业绩优良，
意味着上市银行三季度整体业绩仍
会保持稳定增长。但考虑到体量、业
务结构差异，行业内部盈利情况可能
会分化，预计区域性银行利润增速仍
有望领跑。

4家银行均表示，业绩快报所披
露的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
算数据，相关主要指标可能与三季报
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但预计差异

幅度不会超过10%。
根据沪深交易所发布的信息，首

份上市银行三季报将于 10 月 23 日
（预披露日期）披露，从 10月 23日至
月底，42家上市银行三季报将在一周
时间内集中亮相。

梁斯认为，今年上市银行三季
报整体将较为乐观，盈利有望维持
较好表现。特别是三季度以来，企
业经营预期持续转暖，资金需求稳
步扩大。9 月份新增社融为 3.53 万
亿元，再次超出市场预期。今年第
三季度，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呈现持
续回暖态势，特别是 9月份中长期贷
款多增 5329 亿元，为今年以来最
高。信贷需求的持续回暖带动了银
行资产的稳步扩张，这将有助于稳
定银行的盈利。

4家上市银行披露业绩快报
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幅均超20%

本报记者 吴晓璐
见习记者 毛艺融

10月17日晚间，两家科创板公司
宏微科技、华特气体发布了三季报，
两家公司营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66.18%、41.01%，归母净利润分别同
比增长31.53%、80.59%。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
10月17日记者发稿，科创板共有49家
公司披露三季度业绩信息，其中5家公
司正式披露三季报，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均实现增长；44家公司披露三季报
业绩预告，34家业绩预喜。综合来看，
39家科创板公司三季报报喜，占比接
近八成。39家报喜的公司大部分集中
在电子设备、电子、医药生物行业，分
别为11家、11家和7家。

新能源产业链需求火热
助推公司业绩增长

受益于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

电力设备行业业绩高歌猛进。如长
远 锂 科 前 三 季 度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26.95亿元，同比增长179.87%，实现
净 利 润 11.1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28.66%，业绩翻倍。此外，万润新
能、高测股份等8家电力设备行业企
业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幅最
高超过100%。

其中，万润新能预计前三季度净
利润同比增长304.44%至337.23%。
对此，万润新能称，主要系下游新能
源汽车市场需求旺盛以及公司产销
规模的扩大，带动公司营业收入大幅
增长，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以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随着销量
和营业收入的上升而提升。

今年以来，我国动力电池产销
量、装车量和新能源车产销率保持
高速增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
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至9月份,我国
动 力 电 池 累 计 装 车 量 同 比 增 长
110.5%，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分别

增长1.2倍和1.1倍，市场占有率达到
23.5%。

东吴证券研报认为，第四季度新
能源汽车进入旺季，各家车企新车型
密集推出，且新车型定价策略更积
极，预计2023年销量仍可高增。

电子行业细分赛道龙头
有望保持高景气

电子行业方面也是亮点颇多，宏
微科技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为6.15
亿元，同比增长66.18%；归母净利润
6125万元，同比增长31.53%。此外，
海光信息等5家公司预计前三季度净
利润最高增幅超过100%。其中，海
光信息预计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6.1
亿 元 至 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92% 至
465%。公司称，主要因海光系列芯
片生产稳定，出货量稳步增长，很好
地满足不同客户的产品需求；市场需
求旺盛，销售情况良好；前期在手订
单得到顺利执行。

中信证券预计，电子行业2022
年三季报业绩表现持续分化，与此
同时，受益智能汽车、光伏等细分下
游需求支撑，半导体设备及零部件、
IGBT等细分赛道仍将保持高景气
状态。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长田
利辉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新能源、半导体产业是朝阳行
业，符合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具
体来说，这两个行业的产品不断迭
代，需要国产替代，具有巨大的市场
需求。在供给层次上，我国新能源
和半导体企业能够不断提升组织效
率和竞争力，总体上呈现高质量发
展态势。

对于三季报投资主线，添翼数字
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吴婉莹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结合三
季报的表现，未来成长股或将实现超
预期收益，可关注2023年估值性价比
合理的新能源赛道、半导体、信创、数
字经济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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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昱丞 见习记者 丁 蓉

受新冠疫情因素扰动，今年服饰销售
面临挑战，不过国产运动服饰头部企业比
音勒芬、安踏、特步等均交出优秀成绩单。
10月17日晚，高尔夫服饰细分赛道龙头比
音勒芬披露了三季报，公司前三季度实现
营收22.25亿元，同比增长13.02%；归母净
利润5.73亿元，同比增长24.93%。

对此，华安证券轻工纺服行业首席
分析师马远方表示：“在持续的品牌力和
产品力提升下，未来国内品牌将具有更
高成长性、增长韧性和整体发展空间。”

今年年初，比音勒芬宣布对高尔夫
品类单独开店，将高尔夫系列细分为时
尚高尔夫和专业高尔夫两大系列。公司
方面表示：“此举将进一步提升高端人群
对于时尚运动的消费体验。”

除了高尔夫品类之外，比音勒芬旗
下“威尼斯”品牌，主攻度假旅游服饰市
场。此外，公司紧抓国潮机遇，继续与故
宫宫廷文化 IP跨界联名，推出故宫宫廷
文化联名系列服饰。

国金证券研报指出，今年比音勒芬
计划共新增150家至180家门店，其中包
括30家至40家高尔夫专营店，公司作为
高端运动休闲龙头，业绩韧性与成长性

优势突出。
近年来我国服装行业加速优胜劣

汰，优质资源进一步向头部品牌靠拢，马
太效应凸显。从全球格局来看，国产服
饰企业迎来发展机遇，正在加速崛起，市
场竞争力正不断增强。

比音勒芬董事长谢秉政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大国品牌要有持续不
断的创造力和国际运营管理能力，能在
本领域与国际品牌一较高下。”他主张

“练好内功”，加大品牌自主创新能力，
这样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脱
颖而出。

马远方分析认为：“2012年以来中国
国内运动鞋服品牌龙头市占率提升明
显，且在 2018年以来国潮崛起趋势催化
下呈现加速提升态势，据 Euromonitor数
据显示，2021年TOP10中国运动服装、运
动鞋品牌国内品牌市占率分别达到
41%、25%，随着国内功能性鞋服品牌技
术持续提升，未来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对于今年第四季度的服装市场，多
家机构表示看好。东方证券研报指出：

“近期随着全国范围降温，冬装销售开始
进入旺季，线上‘双11’大促也将开启，考
虑到去年同期的销售基数不高，行业今
年四季度的经营值得期待。”

立足高尔夫服饰赛道
比音勒芬前三季度营收净利同比双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