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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 伟

3月 17日，长沙海关发布统计
数据，今年前2个月，湖南汽车出口
11876辆、同比增长233.7%，出口值
25亿元、同比增长200.2%。《证券日
报》记者了解到，不仅是湖南，广
东、浙江、上海等地汽车同期产销
同比均有明显增长，其中，国产新
能源汽车自主品牌凭借性价比等
优势更是出类拔萃，赢得了海内外
广泛好评。

长沙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湖南汽车出口
的最大市场。前2个月，湖南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汽车 8767
辆，占出口总量超七成。对欧洲出

口汽车 7079 辆，同比猛增 4 倍以
上，其中对东欧出口量占对欧洲出
口总量的 74.7%。细究其中，国产
自主品牌成绩突出，例如比亚迪长
沙位居湖南省前 2 个月电动载体
汽车出口第一名，主要销往印度
等国；吉利湖南则位居传统燃油
汽车出口第一名，主要销往白俄
罗斯等地。

不仅如此，还有多地也传来了
汽车出海创汇同比大增的喜讯。3
月 17日，浙江省统计局发布数据，
今年前 2个月，浙江电动汽车和锂
离子蓄电池出口分别增长 84%和
130%。3月18日，海关总署广东分
署发布数据，今年前2个月，广东电
动载人汽车出口增长 15.4 倍。同

日，广州港南沙汽车口岸发布消
息，今年前2个月，南沙汽车口岸完
成外贸出口额同比增长93%。

此外，多家国产自主品牌汽车
生产商也纷纷发布利好消息。近
日，比亚迪宣布，英国电动汽车公
司OctopusEV未来 3年内将向比亚
迪购买 5000辆电动车。北汽集团
公布数据称，今年前2个月，北汽集
团累计整车出口 2.4 万辆，同比上
涨61.34%，其中自主乘用车板块北
汽国际出口同比大涨 132.7%。上
汽集团透露，今年前 2个月海外销
量突破16万辆，同比增长31.9%，上
汽集团海外市场今年将冲刺120万
销量目标。

据报道，2022年中国汽车出口

达 340 万辆，超越德国，成为全球
第二大汽车出口国，这是中国第一
次在该数据上超过德国。进入
2023 年后，1 月份中国汽车出口
30.1 万辆，超过了日本的 25.62 万
辆，中国汽车出口量已经成为全球
第一。

长沙海关工作人员向记者表
示，“湖南汽车出口增速迅猛并非
偶然，湖南已形成新能源汽车产业
链的聚集效应，对海外出口猛增，
证明湖南自主品牌汽车在性价比
等方面得到了海外消费者认可。”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
院长曹二保教授认为：“过去很长
一段时间，由于发达国家汽车生产
商在发动机、制动器、变速箱等方

面的专利壁垒，我国汽车生产及出
口受到制约。近年来，随着新能源
汽车产业的崛起，国内众多汽车品
牌及零部件生产商在“三电一芯”
方面取得了完整知识产权，绕过传
统燃油车的专利技术壁垒，推动国
产自主品牌走向世界。按国外汽
车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首先是要
在本国国内市场取得领先优势，随
后在出口数量上达到国际前列水
平，最后在出口数量及出口金额上
雄踞世界前列，从而带动本国实现
大范围、长周期的就业、创税、创
汇，从产业发育期进入产业红利
期。当前，我国国产自主品牌汽车
已实现国内市场优势地位，出口数
量位居世界前列。”

今年前两月多地汽车出口同比大增
国产新能源品牌受到海外消费者青睐

本报记者 贺 俊
见习记者 张斐斐

电影行业复苏态势显现。据
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 3月 19日记
者发稿时，2023年度大盘票房（含
预售）突破150亿元，总出票3.13亿
张，场次2647.74万场。

“年度票房突破 150 亿元，比
2022年提前 2个月左右，今年一季
度票房预计将达到 155亿元左右，
为全年票房恢复打下坚实基础。”
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陈晋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来看，上
半年热门档期由于上映影片的数
量和质量的提升，竞争将会非常激
烈，票房潜力也非常大。”

另一方面，供给数量明显增
加。数据显示，仅定档 2 月份至 4
月份的电影就已超过百部，创三年
以来新高。

春节档贡献近八成票房

2023年度票房收入突破150亿
元，与春节档的强势复苏密不可
分。具体来看，今年以来票房收入
排名前五的电影均出自春节档，分
别为《满江红》《流浪地球 2》《熊出
没·伴我“熊芯”》《无名》和《深
海》。截至3月19日，这5部电影票
房总收入达 118.7 亿元，占年度票

房收入的79%。
即便进入 3月份，春节档电影

依然在院线上线，长尾效应明显。
东亚前海证券研报分析认为，春节
档的火爆提升了票房收入，也带动
了观影热潮。今年春节与往年相
比档期更早，因此今年票房收入也
较早地突破了 150亿元，同时春节
后观影热度持续较长。

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统计，
2023 年春节档后 30 天总票房为
59.6亿元，尽管仍然低于 2018年和
2019年同期，但已经是近三年的最
高值。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陈
晋认为，一方面，春节档影片的票
房贡献仍旧可观，另一方面，春节
档后30天缺乏有体量的新片，其票
房不佳体现了新片接力较弱。

具体来看，2月份上映的新片
中，进口片《黑豹2》及《蚁人3：量子
狂潮》未能再现漫威的市场影响
力，截至 3月 19日，票房收入仅为
1.06亿元及 2.72亿元；而从春节档
撤档至 2月 17日上映的《中国乒乓
之绝地反击》票房依然孱弱，未达1
亿元；倒是口碑俱佳的港片《毒舌
律师》收获了1.67亿元票房。

待映电影供应充足

3月份以来，新片疲弱的情况有
所改观。3月 10日，由儒意影视主

投主控、大鹏执导的《保你平安》上
映，周票房达2.33亿元，猫眼专业版
预测总票房可达7.2亿元，超出该片
上映前的市场预期，掀起了节后新
片观影的热潮。3月 17日，《雷霆：
沙赞》上映，截至3月19日18点，上
映3天收获2777万元票房。

新片方面，3月24日，备受期待
的日本动画电影《铃芽之旅》将上
映，截至 3月 19日，该片预售已破
3000万元，有望带动 3月份电影市
场进一步升温。该片导演新海诚
此前的两部作品《你的名字。》《天
气之子》在国内分别获得 5.76亿元
及 2.88亿元的好成绩。目前《铃芽
之旅》豆瓣评分 7.9分，有希望延续
新海诚指导的电影的亮眼表现。
另一部大热的日本动画电影《灌篮
高手》也定档4月20日。

4 月份的档期竞争进一步激
烈。大热电影包括了中国电影、郭
帆影业出品的《宇宙探索编辑部》，
爱奇艺影业、恒业影业出品的《忠
犬八公》。另外，阿里影业等出品、
成龙主演的《龙马精神》与华谊兄
弟出品的《爱很美味》也有不错的
观影热度。

有 11部电影扎堆定档五一档
期。例如亭东影业与阿里系合作的
两部重要影片将上映，包括王一博
主演的《长空之王》及联手淘票票影
视，由乔杉、范丞丞、马丽主演的喜

剧片《人生路不熟》。此外，《检察风
云》《惊天救援》和《倒数说爱你》等
国产片也将同档上映。而漫威影业
的《银河护卫队 3》也定档 5月 5日，
与北美市场同步上映。据悉该片是

“银护”系列的完结篇，好莱坞大片
能否在2023年中国电影市场站稳脚
跟很大程度依赖于本片票房。

东亚前海证券研报称，结合国
内供给端优质内容充足，预计 2023
年将迎来票房回暖，且制作成本和
制作周期预计将会缩短，常态化的
创作有望恢复。预测 2023年全年
电影大盘票房营收为 546亿元，收
入恢复情况达到 2019年平均票房
水平的85.18%。

行业版图生变

过去三年，影视行业陷入低迷，
头部企业同样受到波及，行业版图
悄然生变。特别是在传统的五大民
营电影公司中，有公司依然占据行
业龙头，亦有公司陷入经营困难甚
至股权纠纷。不过，一批“电影新势
力”乘势崛起，例如欢喜传媒、联瑞
影业、横店影视、儒意影视、开心麻
花影业等抓住了票房密码、屡创佳
作，行业影响力显著提升。

据悉，欢喜传媒在2023年凭借
《满江红》在圈内大放异彩，联瑞影
业则以《送你一朵小红花》《人生大

事》等作品接连收获不俗的口碑，
横店影视参与了《流浪地球 2》等众
多大片的出品发行工作，儒意影视
凭借《你好，李焕英》《独行月球》等
影片进一步巩固行业地位。

过去三年中，国产电影完成逆
袭，票房收入占年度票房的八成以
上。“观众的观影需求已经发生了
变化，更偏爱主旋律片、科幻片、悬
疑片等，郭帆、吴京、沈腾等导演演
员更具票房号召力。”一位不愿具
名的发行公司 CEO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

“对于老牌电影公司而言，在
进一步巩固原有优势的基础上，应
该大胆探索新的电影类型，参与到
更多的项目中，同时利用好上市公
司的优势进行再融资，以撬动更多
的资源。”上述发行公司CEO称，今
年电影行业复苏势头明确，接下来
的两个月内，优质内容集中定档，
也有望带来一轮新的观影潮，有库
存的片方可以考虑清明档、五一档
等重点档期，筹备项目的剧组也可
以尽快开机，全方面促使行业回到
正轨。

陈晋则表示，市场过于依赖热
门档期，大盘“冷热不均”的状况依
然存在，这需要更多的优秀的影片
在平时周末上映，重新培养观众不
只在大档期才看电影的心态，这也
是全年票房恢复到疫情前的关键。

文娱产业展开春季攻势 电影年度票房突破150亿元

本报记者 邢 萌

又有2家上市公司被锁定强制
退市。3月17日，深交所发布公告，
决定对*ST科林、*ST金洲作出终
止上市的决定。其中，*ST科林将
于3月27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次
日摘牌；*ST金洲将在3月17日后
15个交易日内摘牌。

在此之前，*ST凯乐触发面值
退市，于2月15日摘牌，为今年首家
强制退市公司。

财务类退市最常见

“此前A股面临上市公司‘退
市难’。一个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资
本市场，应当有畅通的生态循环、
完善的退市制度，使符合上市条件
的优质企业能够进入市场进行融
资和交易，不具备上市条件的公司
及时退出，从而提升资源配置效
率。”中国银河研究院策略分析师、
团队负责人杨超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

进入2022年年报披露季，越来
越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浮出水
面，记者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整
理，截至3月18日（以公告日为准），
已有50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了219
条强制退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这其中，*ST凯乐因股价连续
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1元，触及
交易类退市情形，成为今年首只“1
元退市股”；*ST科林、*ST金洲则
分别触及财务类退市标准、“1元退
市”标准已被终止上市并择日摘
牌；*ST荣华等2家公司触及“1元

退市”标准，提前锁定退市；4家公
司可能触及重大违法类退市情形；
而其余公司绝大部分则触及财务
类退市情形。

“退市制度是市场化制度，其
中财务指标是最核心的。因为证
券市场基本功能是融资，财务指标
不合格意味着公司已经丧失基本
经营能力，不再会给投资者带来投
资收益。”投服中心专家委员会委
员、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高
级顾问刘春彦律师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

从财务类退市情形来看，触
及该情形的公司大多面临2022
年年报财务会计报告可能被出
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或者否定
意见的审计报告。另外，部分公
司预计2022年度期末净资产为
负值，且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情形尚未消除，亦将面临退市
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个别公
司可能触发多个财务类退市标
准，强制退市风险较大。如某
*ST公司可能触及2022年净利润
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净
资产为负、非标审计报告等三个
退市标准。

杨超分析称，从往年情况来
看，财务类退市也是上市公司退
市的主要原因。2021年，被称为
史上最严格的退市新规落地。财
务类退市规定以2020年作为基准
会计年度，若2020年达到财务类
退市风险警示，2021年再次触及
财务类退市警示，2022年开始就
要被强制退市。未来，尤其在全

面注册制实施的背景下，财务类
退市将会常态化。

监管持续加强

今年以来，证券监管部门持续
健全退市制度规则，加强退市制度
执行力度，推动常态化退市，促进
市场优胜劣汰。

今年1月份，沪深交易所发布
《关于加强退市风险公司2022年年
度报告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强
化退市风险揭示，适度增加退市风
险揭示的披露频次；重点关注规避
退市相关事项，督促退市风险公司

董监高和负责审计的会计师事务
所履职尽责。

“针对期望通过财务造假来
达到‘保壳’目的的资本市场痼
疾，监管部分通过财务指标和审
计意见类型指标的交叉适用，降
低了企业操纵空间。”华鑫证券首
席策略分析师严凯文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

刘春彦认为，全面注册制下，
原来“壳”资源的价值会下降，原
来炒“壳”的现象会被遏制，真正
有价值的股票会被投资者认可，
有利于发挥证券市场融资等资源
配置功能。

杨超建议，全面注册制实施
的背景下，健全常态化退市机制，
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强化和引导“把选择权交给市
场”，对于创新力度不足的劣质企
业，市盈率亦将每况愈下，触及财
务退市指标时，由市场清退这些

“僵尸股”。其次，监管机构要畅
通强制退市、主动退市、并购重
组、破产重整等多元退出渠道，促
进上市公司优胜劣汰。最后，严
格实施退市制度，强化退市监管，
尤其是健全重大退市风险处置机
制，实现市场正向循环，维护资本
市场稳定。

2家A股公司即将摘牌退市
年内已有50家公司提示强制退市风险

本报记者 李亚男

3月19日晚间，扬农化工发布2022年年报，去年
公司销售规模首次突破150亿元，达158.11亿元。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94亿元，同比增长
46.82%。同日晚间，扬农化工还发布了2022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拟每10股送3股并派发现金红利13元
（含税）。

扬农化工主营业务为农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公司在产原药品种近 70 个，涵盖杀虫剂、除
草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等不同类别。

分产品来看，2022 年，公司营业收入占比排名
前三的产品分别为原药产品、贸易产品及制剂产
品。其中，原药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94.9 亿元，占总
营业收入比重约为 60%；贸易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43.67亿元，占总营业收入比重约为 27.62%；制剂产
品实现营业收入 16.96 亿元，占总营业收入比重约
为 10.73%。从毛利率来看，制剂产品毛利率最高，
为 47.06%，原药产品及贸易产品的毛利率分别为
31.53%、5.91%。

有券商分析师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农药产
品作为农作物刚性需求，具有较强的季节性。扬农
化工目前原料销售比重较大，上半年是公司销售旺
季。从原药产品细分来看，公司是目前菊酯农药行
业国内唯一的一家从基础化工原料开始，合成中间
体并生产拟除虫菊酯原药的生产企业，龙头地位稳
固。除草剂板块，公司除草甘膦、麦草畏外，近年还
投资建设硝磺草酮、噻苯隆、高效氟吡甲禾灵等除
草剂产品，多产品布局将逐步实现以量补价。杀菌
剂板块受益于产品持续布局，品类将日益完善。”

从分红方案来看，2022 年，扬农化工拟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3.0元(含税)，以未分配
利润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送红股 3 股。合计拟派
发 现 金 红 利 4.03 亿 元 (含 税)，现 金 分 红 比 例 为
22.45%。

记者查阅公告发现，扬农化工上市二十年间，十
九年都进行了现金分红，而上市以来，公司累计现
金分红16.95亿元，是累计募集资金总额的1.83倍。

截至 2022年末，扬农化工长短期借款合计 8.11
亿元，借入资金后货币资金余额 33.58亿元，其中受
限资金 (保证金)11.96 亿元，实际可自由使用资金
21.62 亿元。对于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的安排，扬
农化工表示，“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主要用于支
持子公司，尤其是辽宁优创植物保护有限公司的项
目建设，以及经营周转资金的需求。”

扬农化工2022年净利
同比增长46.82%
拟10股送3股并派现13元

本报记者 王镜茹

3 月 19 日晚，联动科技发布 2022 年年报，公司
去年实现营收 3.5亿元，同比上涨 1.92%；实现归母
净利 1.26亿元，同比下滑 1%。

据悉，联动科技是一家小而美的利基市场龙头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 70%以上来自于半导体自动
化测试系统的销售，目前以半导体分立器件测试设
备为主。同时在模拟芯片和数模混合芯片的封装
测试领域也实现了一定的销售收入，此外还有一部
分半导体激光打标设备。

近三年（2020年至 2022年），联动科技营收、净
利 润 复 合 增 长 率 均 超 过 20% ，分 别 为 20.14% 、
27.68%。

在全球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宏观经济增速放
缓、原材料价格上涨、传统消费电子需求低迷的大
背景下，公司仍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和生产能力建
设，进一步丰富产品线。

年报显示，近三年公司研发投入不断攀升。
2020年至 2022年，研发投入金额分别为 3507.02万
元、4905.16万元、6116.55万元，占营收比例分别为
17.37%、14.28%、17.47%；研发人员数量占比也从
2021年的 31.73%升至 36.03%。

事实上，自成立以来，联动科技一直坚持自主
创新，旗下多个产品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

联动科技称，受益于国内新能源行业以及汽车
电动化和智能化的强劲需求，国内功率半导体市场
规模发展迅速，具有广阔的国产替代空间。目前公
司具备 6KV/1600A 高电压大电流功率半导体的
测试能力和第三代半导体的测试能力，同时掌握大
功率器件及第三代半导体器件测试方法，产品技术
指标已达到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

在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叶银丹看来，随着
5G、新能源汽车、绿色照明、快充等新兴领域蓬勃
发展及国家政策大力扶持的驱动，联动科技相关主
营产品的市场需求仍有很大增长空间。

联动科技 2022年度也进行了大手笔分红。拟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2.5 元（含税），
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股，合计转增股本 2320万股。

联动科技称，该利润分配预案是在保证公司正
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公司的经营
发展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等因素提出的，有利于全
体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增强股东的信
心；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也能够适当增大公司股
本规模，增加流通股份数量，提升公司股票流动
性，进一步优化公司股本结构。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告诉《证券日报》记
者，“今年以来，优势企业大手笔分红是常态，说明
这些优势公司更加注重股东权益。”

联动科技去年研发投入增加
拟大手笔分红增强股东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