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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春节渐行渐近，白酒也将迎来传统销售
旺季。近日，《证券日报》记者在北京地区相关终端走
访了解到，高端白酒需求坚挺，在市场上依旧保持一
定热度；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中低端酒销
售略显冷清，陷入“无人问津”的窘境。

“我们店销售比较好的大多是茅台、五粮液、
汾酒这些品牌。尤其是临近春节，选择这几款的
消费者居多。”北京市东城区一家烟酒店工作人员
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近日到店买酒的客流明显
增多。“但整体来看，多数中低端白酒的销售情况
不太乐观。”

2022年，受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白酒市场出现
动销滞缓、价格倒挂等情况，渠道端难掩“焦虑”。进
入年末收尾阶段，眼下白酒市场的终端销售情况如
何？又将迎来怎样的春节行情？

高端白酒热度不减
中低端产品销售较为冷清

《证券日报》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地区多家大型商
超、烟酒店及酒水直营连锁店发现，高端酒始终保持
着一定的流通热度。

在位于朝阳区合生汇的华润万家超市，记者注
意到，白酒专区的货架上，摆放在 C 位的多是定位
中高端的产品，包括各年份的 53 度茅台酒、五粮
液、洋河、山西汾酒等，定价多在千元以上。而在货
架边缘位置，摆放的则是价位在 500元至 1000元区
间的产品。

该专区销售人员告诉《证券日报》记者，“春节
是白酒的销售旺季，近期已有不少消费者前来问
价、看货。目前还未收到有关春节的销售活动通
知，但最近两天会在超市中心位置摆架推出相关白
酒展品。”据其透露，高端白酒全年价格波动不大，
只有在类似春节、中秋这样的传统节假日，部分产
品才会有活动。

记者此后在东城区多家烟酒店了解到，高端
白酒销售仍保持一定热度。其中，对于 53 度飞天
茅台酒在春节期间的销售表现，市场“看涨”氛围
浓厚。

“现在 53度飞天茅台酒的价格为 2800元/瓶，比
较划算。不过，临近春节可能会涨一点，预计会涨
到 3100元/瓶。”某烟酒店销售人员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

而相比高端白酒相对紧俏的市场行情，记者在走
访中发现，多数中低端白酒的销售较为冷清。

“今年整体销售情况不太好。”一家烟酒店工作人
员略显无奈地向记者表示。在该店内，记者注意到，
不少定价500元以下的酒品都打出了活动价，门口处
还写有“部分酒品清仓甩卖”的字样。

此外，在西直门某商场的一家地下商超内，记者
发现，标有“买一赠一”、“买A赠B”、“满减返40元”等
活动的标签在白酒货架上随处可见。

增长是长期性趋势
白酒行业动销将逐渐修复

疫情冲击下，积压在渠道端的库存压力浮出水
面。据《2022年度酒商现状及发展报告》显示，今年
上半年约39.7%的酒商库存在5个月以上，33.6%的酒
商库存在3个月至5个月，库存周期明显拉长。同时，
从酒企半年报来看，部分二线酒企面临的库存压力进
一步加大。

面对库存压力，一些经销商和运营商开始低价
抛货、回笼资金。但有业内人士认为，渠道的库存需
要很长一段时间来消化，名酒大单品将被优先消化，
对一些中小品牌而言，库存消化并没有那么容易，其
大多面临资金压力、生存压力，不少企业可能会扛不
住压力而离场。

业界认为，当下的酒业正处于“黎明前的黑
暗”。

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书玉日前表示，最近三
年来，在疫情形势、经济走势、消费趋势叠加影响下，
在产业自身矛盾释放背景下，酒业正在经历变革与
调整。但中国酒业稳中有进的趋势没有改变，仍然
延续结构性繁荣的长周期，整体效益持续提升，具有
极强产业韧性和强大的发展活力。当前随着疫情防
控措施优化，扩大内需，消费为首，处于长周期的酒
业即将迎来新一轮战略机遇。

五粮液集团(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曾从钦
也对白酒产业作出最新判断：白酒产业结构性繁荣
正在加快演进，作为充分市场化的长周期产业，增长
是长期性趋势。

中信建投研报指出，随着信心和需求的先后修
复，预计2023年白酒行业动销将逐渐修复，呈现前低
后高走势，具有系统化运营能力优势的白酒企业将继
续收获市场份额。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受疫情影响，白酒消费受到比
较大的压制，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白酒等消
费将逐步回升，白酒的盈利能力和品牌价值将更
为凸显。”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展望 2023年酒业发
展，“开门红”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顺利，但按照大的
周期来看，明年下半年中国酒业将回复正常的增长
轨道。

实探节前北京白酒市场：

高端受捧中低端遇冷
长期增长是业内共识

本报记者 李春莲
见习记者 彭衍菘

近日，传艺科技，蜂巢能源、蔚
蓝锂芯、孚能科技等多家上市公司
接连宣布钠离子电池量产的最新
进展。其中，传艺科技日前在接受
机构调研时表示，一期 4.5GWh钠
离子电池中试线设备已经在安装
调试，根据一期 4.5GWh的销售情
况，明年下半年公司会制定新的扩
建计划，市场需求很大，需要更大
的产能来匹配需求。

从二级市场来看，钠电池板块
表现活跃，截至12月26日收盘，传
艺科技股价涨停，鹏辉能源上涨
11.47%，同兴环保上涨7.06%。

星空钠电董事长李用成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由于锂价长期
居高不下，钠离子电池以其丰富的
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备受关注，加
之钠电各个路线的技术突破，钠离
子电池已经具备初步规模化生产
的可行性。

多家企业发布最新进展

近日，多家企业密集发布钠离
子电池量产的最新进展。

12月22日，蜂巢能源透露，第
一代钠离子电池原型样件已经完
成开发，能量密度达到 110Wh/kg；
第二代钠离子电池产品正在开发
中，预计 2023年一季度完成设计
定型，能量密度为 135Wh/kg；2023
年第四季度计划完成160Wh/kg的
钠离子电池开发，预计循环寿命超
过2000次。

根据孚能科技官微12月21日
消息，公司收到江西江铃集团新能
源汽车有限公司“同意就EV3车型
开展钠离子电池前期适配性预研
工作”的通知，该应用钠离子产品
的车型将在2023年上市销售。

12月 20日，厦钨新能发布公
告称，公司掌握钠离子电池正极层
状材料量试生产技术，其中钠电正
极材料前驱体及材料开发已完成
试生产工作，产品在低温性能和倍
率性能方面提升明显。

亿纬锂能近日也发布第一代
大圆柱钠离子电池产品，该产品正
极采用层状氧化物材料，负极采用
硬碳，能量密度为 235Wh/kg，循环
次数达2500次。

其中，钠电池车型即将上市销
售的消息再次引发市场对钠离子
电池的关注。

宁德时代研究院副院长黄起
森此前表示，在乘用车应用方面，
钠离子电池普遍可以满足续航
400 公里以下的车型需求。宁德
时代通过首创的 AB 电池系统集
成技术，实现钠锂混搭，优势互
补，提高电池系统的能量密度，使
钠离子电池应用有望扩展到 500
公里续航车型。这一续航车型会
面向 65%的市场，应用前景非常
广阔。

东财新能源研究员李治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目前大部分钠离
子电池企业处于已经送样或者即
将送样给下游整车或者储能客户
的阶段，预计 2023年一季度会陆
续迎来客户的反馈。四轮车和储
能客户测试周期预计在半年左右，

两轮车企业测试周期在2个月至3
个月左右，如果进展顺利，2023年
中或 2023年下半年会有下游客户
宣布钠离子电池的装机。

钠电池进入产业化前夕

目前，在钠电池产业下游，已
有不少上市公司在积极推进小动
力场景的规模化落地应用，业内对
2023年钠电池量产持乐观态度。

同兴环保表示，公司正在开展
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及电池产品
的中试放大实验，公司钠离子电池
将来可能应用于储能和各种交通
电动化场景；作为坚定看好普鲁士

蓝技术路线的星空钠电，也在积极
推进钠电池产业化。

李用成告诉记者，下一步公司
将进一步丰富专家团队，加强技术
研发，进一步提升产品能量密度和
循环寿命，完成第二代钠离子电池
的研发和测试试验，并在 2023年
进行量产线建设，完成普鲁士蓝钠
离子电池产业化落地和电网端大
规模储能示范项目应用。

宁德时代也在投资者互动平
台上表示，公司已发布的钠电池的
电芯单体能量密度达 160Wh/kg，
正致力推进钠电池在 2023年实现
产业化。

多家分析机构认为，钠电池产

业化进展清晰，与锂电池产业互
补，随着入局企业增多，应用场景
不断扩充，钠电池正进一步加速其
产业化进程。

不过，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
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秘书长刘勇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锂离子电
池之所以得到充分的商业化和大
规模产业化，是因为聚集了规模效
应和大量的研发投入，钠电池也不
例外，在规模性未达到一定高度之
前，经济性是发挥不出来的。只有
待大规模量产后，材料成本和制造
成本进一步摊薄，能量密度和循环
寿命进一步提升，钠离子电池才具
备显著性价比优势。

多家企业接连发布量产消息
钠电池发展步入产业化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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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网络上流传的一份
《关于组织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医务人员抗病毒药物应用培训的紧
急通知》显示，按照市卫生健康委、
市医保局《关于进一步提升重症救
治服务能力的通知》（京卫医［2022]
141号）要求，要加强重症救治和新
冠患者救治的培训指导，根据患者
病情，科学合理做好吸氧治疗、小分
子药的使用，及早防止患者病情加
重。按照全市统一部署，近期将抗
病毒药物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片
（Paxlovid）统一配送至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由社区医生指导辖区内
新冠患者服用进行抗病毒治疗。

12月26日，《证券日报》记者致
电北京市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核实此事，多位社区医院相关负责
人向记者表示，目前确实已经接到
相关培训通知，但药物何时发放还

暂不清楚。

线上线下发力保供

据了解，除北京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有望为患者提供抗病毒药物
Paxlovid外，近日，也有网友通过京东
App互联网医院顺利预定Paxlovid。

12月26日，《证券日报》记者通
过京东互联网医院发热门诊咨询
医生，医生表示，药偶尔会有，但很
难抢。亦有网友表示，开完处方后
就显示无法付款。价格方面，有网
友提供的截图显示，在京东大药房
抢购到的Paxlovid售价为2980元/盒，
但目前已经降价。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Paxlovid原价是2300元/盒，
使用医保之后个人支付大概10%，
也就是230元左右，相信过不了太
久药物就会配送至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但该药品一般应用于重症，
是否属于适用症还需要医生诊断
决定。

根据包装说明，每盒Paxlovid含
5板药片，而每板含奈玛特韦片4片
和利托那韦片2片。推荐剂量为奈
玛特韦2片联用利托那韦1片，每12
小时服用一次，连续服用5天。这
也就意味着，一盒Paxlovid刚好为一
个疗程。

根据今年3月份国家医保局发
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九版）》，辉瑞新冠抗病毒
口服药物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
（Paxlovid）在抗病毒治疗药物之列，
已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新冠口服药研发加速推进

据了解，除奈玛特韦片/利托那
韦片（Paxlovid）之外，目前全球还有3
款新冠口服药获批上市，包括真实生

物的阿兹夫定、默克的Molnupiravir、
盐野义的Ensitrelvir（S-217622）。

其中，辉瑞的Paxlovid于2022年
2月份在中国获批上市；真实生物
的阿兹夫定于2022年7月份获得国
家药监局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
附条件批准上市。

12月14日，中国医药发布公告
称，与辉瑞公司签订进口分销协议，
协议期内负责辉瑞公司新冠病毒治
疗药物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Pax⁃
lovid）在中国境内的进口与经销。

12月24日，上海医药发布公告
称，全资子公司上海控股有限公司
与平安盐野义就抗新冠病毒口服
药物Ensitrelvir的进口品签订了《进
口分销协议》；同时，上海医药与平
安盐野义就更广泛的新药和仿制
药产品在更深远的合作层面签订
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此外，据不完全统计，国内20
家参与新冠口服药研发的公司中，

已有4家药企的产品进入Ⅲ期临床
阶段，君实生物的VV116和开拓药
业的普克鲁胺研发进度较快。

东高科技高级投资顾问秦亮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如果完
成Ⅲ期临床，一切都达到要求、预
期的话，还需进行药物上市注册申
请，通过后方可上市。药物上市注
册申请整个流程办理顺利的情况
下，一般需要一年左右。”

华创证券医药团队12月20日
在其创新药研究公众号上表示，新
冠口服药有四大优点：其一，自行
居家服用，社会成本低；其二，靶点
保守，不惧病毒变异；其三，常温存
储运输，快速实现全球分发；其四，
社会成本远低于抗体。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赵喜
龙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口服
药的上市，可以给整个产业链带来
利润增长，包括原料药、代工药企、
医药销售企业都将受益。”

北京多家社区医院回应配给Paxlovid新冠口服药“已接到相关培训通知”

本报记者 李 正

近日，多家上市公司跨界布局
光伏产业引发市场关注。12月25
日晚间，网络公司三五互联发布公
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三五互
联移动通讯有限公司拟与眉山市
丹棱县人民政府签署《一期新能源
5GW异质结电池项目投资合作协
议书》，投资建设“5GW超高效异质
结（HJT）电池5G智慧工厂”项目，项
目计划总投资约25亿元，资金来源
为公司自筹。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
业内人士表示，“双碳”背景下，发
展新能源成为社会共识，当前各领
域都有不少企业正试图乘着政策
和产业“东风”，寻找新的业务方向
和增长点，但是这并非是一条好走
的跨界转型之路。同时，随着上游
赛道内企业快速增加，预计一部分
集中在产业链上游的利润将进一
步向下游制造环节转移。

从二级市场来看，A股光伏设
备板块（申万）表现活跃，截至12月
26日收盘，该板块指数报10445.17

点，当日涨幅5.84%，福斯特等多只
个股涨停。

多家企业跨界布局光伏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
已有超30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拟
跨界布局光伏业务，包括汽车零部
件生产商金鸿顺、钢丝绳生产商赛
福天等。

“从长期来看，‘双碳’背景下，光
伏必将成为我国非化石能源发展的
主力军之一。而一些企业也看中了
光伏产业未来的广阔市场，纷纷投入
其中，甚至不惜剥离自身传统业务，
将业务重心集中到光伏产业。”农文
旅产业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袁帅
对《证券日报》记者如是称。

综合来看，部分选择跨界的上
市公司，其主业经营情况并不理
想，多为寻求新的出路而押注光伏
产业。

对此，财经作家、澳洲资深注
册会计师谢宗博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传统行业企
业热衷于跨界光伏，主要是看中了

光伏行业的未来前景，但是光伏产
业作为资本密集、人才密集、技术
密集的新兴行业，尽管发展前景广
阔，但也存在一定风险。

“从最近多家上市公司进军光
伏产业的公告中可以看到，其表示
要积极把握光伏产业快速发展的
良好契机，打造公司未来盈利增长
点，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但是有
契机不代表一定能带来盈利，有些
上市公司宣称的投资额远超本身
资本实力，也因此收到了监管层的
关注函。投资者会发问，这些公司
进军光伏产业，是否做好了充足的
准备，是真心进入光伏行业，还是
为了‘蹭热点’炒作股价。”谢宗博
进一步表示，对于上市公司的“跨
界投资”，广大投资者也要擦亮眼
睛，要关注其是否具备长期投资能
力、公司现有业务与管理架构能否
与光伏行业发展需要实现业务和
管理的协同。

东高科技高级投资顾问秦亮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对于一些
主营业务陷入困境的公司来说，能
否通过跨界布局光伏扭转困局，还

要看项目落实后的实际投资回馈
情况。

产业链利润有望进一步转移

光伏产业从上游至下游分为
硅料、硅片、电池片和组件等四大
主要制造环节，此前由于产能问
题，硅料和硅片两个环节出现明显
的供需错配，导致价格居高不下。
产业链利润集中于上游的硅料和
硅片环节，也限制了光伏产业整体
发展，而这一根本问题在近期得到
了明显缓解。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
分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最新一
周M6型号单晶硅片价格区间为5
元/片-5.1元/片，成交均价已降至
5.08元/片，周环比跌幅15.2%。同
时，M10、G12等型号硅片价格也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

中信建投证券认为，根据报
价，近期硅片环节盈利承压明显，
电池片价格降幅小于硅片，盈利小
幅抬升；组件环节价格降幅明显小
于电池，单瓦盈利明显提升。同

时，组件与硅料价差近期也不断拉
大，一体化盈利空间提升。后续硅
料降价后，在需求旺盛的背景下，
产业链利润有望进一步向下游制
造环节转移。

对此，中泰资本董事王东伟表
示，“光伏产业链利润进一步向下
游制造环节转移是产业链演变的
必然趋势。这两年上游硅料的利
润过于丰厚，严重压制了下游制造
环节的发展。展望2023年，硅料的
紧缺将得到根本性缓解，产业链会
回归理性，同时，光伏新基建仍会
是明年推动经济复苏的主角之
一。综合各种因素判断，2023年将
是光伏大年，预计光伏制造环节利
润有望提升10%至20%。”

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总裁祁
海珅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除上
述制造环节外，随着硅料成本下
降，非硅环节如银浆、背板等产业
都会得到很好的发展，这些制造业
环节的利润率会随着规模效益的
提升而得到提升。同时，随着硅料
硅片价格下滑，下游电站的投资利
润率也会得到明显提升。

年内超30家上市公司拟跨界投资光伏
机构预计产业链利润进一步向下游制造环节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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