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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敏
见习记者 熊 悦

“维维豆奶，欢乐开怀”这句耳
熟能详的广告语让人记忆深刻。但
在消费升级的浪潮下，昔日的“豆奶
大王”维维股份似乎也难掩颓势。

3月25日，维维股份发布2022年
年度报告，营收和净利润均下降。其
中，营收同比下滑7.57%至42.22亿
元；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57.33%至
9528.94万元；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
1.13亿元，同比下降48.36%。

对于净利润的下降，维维股份在
年报中表示，主要是由于无形资产摊
销增加、计提减值准备所致。2020年
至2022年，公司的营收和归母净利润
呈逐年下滑趋势。

有大型商超的销售人员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维维豆奶在所有品牌
的冲调豆奶粉中销量算不错的，但
比不上冷藏的鲜牛奶，现在大多数
消费者更喜欢喝新鲜的。”综合来
看，相比于冲泡型奶粉，顾客更青睐
鲜奶、酸奶。

仅固体冲调饮料业务
营收实现增长

维维股份是成立于1994年的老
牌豆奶制品企业，主要从事豆奶粉、植
物蛋白饮料（液态豆奶）、乳品、茶叶
等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
及粮食收购、仓储、贸易、加工业务。

2021年7月份，徐州市新盛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协议转让获
得公司控股权，徐州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由此，维维股份成为一家国有
控股企业。

分业务板块来看，2022年，固体
冲调饮料（包括豆奶粉、豆浆粉、嚼益
嚼等产品）成为公司唯一实现营收增
长的板块，其营收同比增长11.83%
至19.1亿元，为公司第一大营收来

源，占比45.23%。
其他业务板块，如动植物蛋白饮

料、茶类、粮食初加工产品等营收均
出现下滑，其中，动植物蛋白饮料营
收同比减少10.89%至4.37亿元；粮食
初加工产品营收同比减少21.9%至
16.7亿元。

尽管固体冲调饮料业务板块实
现营收增长，但其毛利率却较上年减
少3.19个百分点至38.79%。公告显
示，占固体冲调饮料产品总成本七成
以上的材料成本较2021年同比增加
10.97%。

豆奶粉产品
市场份额受挤压

作为一家老牌豆奶制品企业，维
维股份旗下拥有“维维”豆奶粉、“维
维”豆浆粉、“维维”谷物麦片、“维维”

藕粉、“维维”液态豆奶、“维维六朝
松”面粉、“天山雪”乳品、“怡清源”茶
叶等系列产品。

维维股份在公告中表示，豆奶
产品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市场前
景良好，各大消费巨头、跨界资本纷
纷入局。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有
利于将豆奶市场整体做大，释放巨
大潜力，推动整个行业空间和盈利
空间上移。

不过豆奶产品的市场也受到各
类奶制品的挤压。巨丰投顾高级投
资顾问于晓明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随着消费者对奶制品新鲜、健康、环
保、多元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高，豆
奶粉产品的市场份额受到新兴产品
如植物蛋白粉、低温奶制品和奶酪制
品等的挤压。这背后是消费者更加
注重产品的新鲜度、营养价值、成分
透明度和品质保障，也对奶制品行业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顺应当前奶制品的消费趋

势，维维股份此前还曾跨界布局新式
茶饮，其与颐和园联名，于2021年10
月份在江苏南京开出首家奶茶门店

“维维豆奶”，但成效有限。窄门餐眼
数据显示，目前“维维豆奶”在全国仅
有5家门店，较一年前门店数量有所
减少。此外，维维股份还曾涉足乳
业、白酒、房地产等领域，但均未有太
大风浪。

于晓明对记者表示，老品牌可以
抓住消费者需求的变化，通过不断创
新、优化产品和服务，保持市场竞争
力。同时，也可以通过开拓新的市场
领域，拓展产品线，提高品牌的影响
力和美誉度。此外，数字化转型也是
重要的途径，通过抖音等新的流量入
口和电商寻找突破，契合消费者需求
进行运营。

固体冲调业务表现突出难掩整体颓势
“豆奶大王”维维股份去年营收净利双降 本报记者 李雯珊

3月 24日，普路通发布了一份 10
亿元的定增公告，拟投向三个新能源
领域项目，分别是工商业储能电站项
目（3.09亿元）、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
（3.07亿元）、储能电池应用研发项目
（1.37 亿元），其余 2.45 亿元用于补充
流动性资金。

“本次发行是在公司现有新能源
板块的基础上扩大业务规模，符合公
司由专注于供应链方案设计与优化的
供应链管理服务商，延展至一体化的
新能源生态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战
略规划。”普路通董秘办相关人士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普通路的主营业务为提供智慧
供应链管理服务；根据公司 2021 年
年报，供应链管理服务主要包括 ICT
(信息通信技术)，医疗器械领域的
B2B 供应链管理业务，融资租赁，跨
境电商，市政基建，全球交付平台等
六大类别。

对于从供应链业务跨界到新能源
产业，公司董秘办相关人士表示，“在
2021年底公司已战略投资一家名为喜
百年的新能源供应链企业，所以对新
能源业务已有一定程度的切入，但因
为还处于起步阶段，发展规模并不是
很大，所以没有做过多的宣传。”

谈及未来供应链与新能源的业务
占比，上述董秘办人士表示，“原有的

一部分业务体系可能会改变，但并没
有明确的业务占比计划。”

根据普路通此前发布的业绩预告
显示，公司预计 2022年全年亏损 5500
万元至 1.1亿元，同比下降 249.85%至
399.69%。

谈及业绩出现较大亏损的原因，
普路通认为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消
费电子终端需求下降，加上市场饱和、
行业技术发展创新不足等，公司 ICT行
业客户受到了较大影响；二是公司医
疗器械行业的供应链业务受到较大影
响；三是公司战略性收缩传统供应链
管理业务。

“供应链业务与新能源业务是两
种不同的业务，并没有很大的协同。”
上述普路通人士向记者表示。

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会专
家安光勇也向记者表示，当一家公司
考虑进军新领域时，确保与原先领域
具有协同效应非常重要，这样可以较
充分地利用公司的资源和专业知识。
从公告中可以看出，普路通的新能源
投资涉及领域与其主营业务之间并没
有直接的协同效应。

他认为，需要注意的是，每个行业
和市场都有自己的规则和风险。因
此，任何企业在扩大业务范围时都应
该考虑相关的风险和市场趋势。企业
应该仔细评估自己的能力，确定有足
够的资源和专业知识来成功开拓新的
领域。

普路通拟定增募资10亿元
投向储能电站、光伏电站等项目

本报记者 王 僖

3月26日晚，新华制药披露2022年
年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5.03亿元，同比增长14.37%，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11亿
元，同比增长17.97%。公司主要经营
指标已连续9年创历史新高。公司确
定的分红预案为拟10派2元（含税）。

去年年末，解热镇痛类、止咳退烧
类药品需求猛增，布洛芬出现“一药难
求”现象，作为布洛芬原料药龙头，新
华制药彼时迅速反应，最大限度保障
布洛芬市场供应。同时，公司股价也
被热炒，出现了“过山车”式的大幅波
动。3月26日，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布洛芬市场供
需已恢复到基本平衡的状态。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内布洛芬产
能是巨大的，彼时短期的供求矛盾缓
解后，产能势必会逐步恢复正常，相关
企业股价被过度炒作之后也会出现理
性回归。”

新华制药年报数据显示，公司解热
镇痛类等原料药2022年实现收入31.7
亿元，同比增长15.72%；片剂、针剂、胶
囊剂等制剂实现收入31.94亿元，同比增
长22.29%。此外，公司还抢抓市场机
遇，医药中间体销售额同比增长21%。

新华制药表示，去年公司排除原
料供应、货物运输等多重困难，重点产
品及新产品均实现了增产，同时保持
原料药市场稳定，全年原料药境内外
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科技研发方面，公司2022年取得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等制剂新产品批
件7个，顿灵等一致性评价批件5个，碳

酸司维拉姆等原料药批件4个。新华
制药是全国首家盐酸吡格列酮胶囊，
全国第二家头孢克洛颗粒、头孢克洛
缓释片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企业。此
外，公司药物创新也取得重大突破，用
于治疗老年痴呆的国家一类新药
OAB-14申报临床；基因与细胞工程研
究中心也成功建设完成。

重点项目建设方面，公司年产10
亿支注射剂研发平台及GMP改造项目
已取得生产许可通过了GMP认证，公
司高端注射剂生产迈上新台阶。

公司在确保主导原料药市场竞争
力和掌控力的同时，也在加快培育新
动能，特别是突出鱼油、激素等特色原
料药市场开发。

年报指出，公司的鱼油原料已实
现向高纯度转型升级，并出口高端市
场，成为新的增长点。

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公司的高纯度鱼油销售正处
于上升阶段，报告期内，鱼油软胶囊销
售已突破千万元大关。

新华制药董事长贺同庆表示，随
着公司连续耕耘区域化国际市场，新
华制药将会挖掘出更多的潜力市场；
同时公司将在新品投放、强链补链、制
剂突破、新业态拓展等方面加快发力，
让新增长点加快成长，特别是加大鱼
油软胶囊、厄贝沙坦片等新产品推广。

此外，公司还将利用“互联网+大
健康”平台，加快“线上问诊+医保结
算+送药到家”业务发展，加快建立互
联网医疗新生态，加快双向跨境业务
发展，整合优质资源，将大健康板块做
强做大。同时，公司还计划立项研发
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化妆品等系
列产品，为电商发展提供产品支撑。

新华制药去年净利润同比增超17%
加速培育新增长极

本报记者 李昱辰
见习记者 丁 蓉

蔚来汽车与文灿股份的合作再升
级。3月 26日晚间，文灿股份发布公
告称，当日公司与上海蔚来汽车有限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
方拟在供应链近地化、低碳化、数字
透明化以及全球化维度进行深度合
作，实现在蔚来合肥工厂周边的供应
支持等。

根据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双方
将在车身一体化压铸结构件轻量化研
发、新材料应用等方面深入合作；在一
体化电池盒，三电部分产品和汽车底
盘等产品进行全方位的合作探讨；将
在 2025年之前实现近地化供应，共同
安排产能扩充计划等。

文灿股份是汽车铝合金铸件研发
制造企业，为国内率先在大型一体化
结构件产品领域获得客户量产项目定
点并且完成试模的企业。据悉，文灿
股份与蔚来汽车此前已建立长期合
作，是其车身结构件的核心供应商，配
套全系车型。

对于此次战略合作，文灿股份方
面表示：“通过这次协议的签署，公司
将与蔚来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机制，
有利于双方实现产业领域的资源共
享，促进后期战略合作项目实施，提升
协同发展效益。”

当下，在汽车厂商减重、增效需求
的驱动下，汽车轻量化及结构件一体
化压铸已成为行业发展趋势。蔚来汽
车是国内率先采用一体化压铸的新能

源汽车厂商，小鹏汽车、大众、沃尔沃
等汽车厂商也纷纷开启一体化压铸技
术研发和应用。

在去年蔚来汽车的合作伙伴日活
动中，蔚来汽车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李斌曾公开表示，因铸件供应不足，
ET7交付减缓。推进与汽车零部件压
铸企业的深入合作，已成为蔚来汽车
的重要战略之一。

长期跟踪文灿股份的华西证券汽
车行业首席分析师崔琰表示：“多数主
机厂不会采取特斯拉的自制模式，主
要因为自行生产所需投资较大，包括
投建厂房、购置机器、招募人员等，订
单来源的受限将导致其规模效应不如
作为第三方配套供应商的零部件企
业。文灿股份前瞻布局设备、材料等，
具有丰富的过程管理经验，产品高良
率高。”

据悉，文灿股份已与国内外多家
知名汽车整车厂商及一级零部件供应
商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包括大众、
奔驰、宝马、奥迪、雷诺等国际整车厂
商，特斯拉、蔚来汽车、理想汽车、小鹏
汽车、广汽新能源等新能源汽车厂商，
比亚迪、吉利、长城汽车、赛力斯等国
内整车厂商，以及采埃孚、博世、大陆
等全球知名一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文灿股份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
坚持研发创新和技术引领，在车身结
构件及超大型一体化结构件产品领
域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基础和产品经
验，将紧抓行业机遇，满足市场对车
身结构件和超大型一体化结构件产
品的需求。”

蔚来汽车“牵手”文灿股份
将在车身一体化压铸等方面深入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