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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 洁 见习记者 李 静

3月29日，呷哺呷哺集团发布2022
财年年报，公司亏损同比扩大。数据显
示，呷哺呷哺集团在2022年实现营业收
入 47.25亿元，同比下降 23.14%；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亏损为3.53亿元，亏损同
比扩大20.41%。

对于业绩的变动，呷哺呷哺集团表
示，2022年许多地区的餐厅受疫情影
响，堂食被暂时禁止或餐厅的营业时间
被限制而无法充分营业，但这些餐厅仍
然要支付若干固定经营开支，如租金开
支及员工成本等，由此导致亏损。

值得一提的是，自创立以来，呷哺
呷哺集团的餐厅主要集中在北方地
区，在最新的财报中，公司承认这样的

“营运布局失衡”，接下来将集中开发
华东、华南等市场。

两大品牌收入均下滑

财报显示，2022年呷哺呷哺集团
旗下两大品牌——呷哺呷哺餐厅、湊
湊均出现业绩亏损现象。2022年，呷
哺呷哺餐厅收入同比下跌 35.66%至
22.53 亿元、湊湊餐厅收入同比下跌
4.2%至22.59亿元。

此外，呷哺呷哺集团旗下品牌在
翻台率方面也均呈下滑趋势。其中，
呷哺呷哺餐厅的翻台率由 2021年的
2.3倍下降至 2022年的 2.0倍，湊湊的
翻台率则由 2021 年的 2.5 倍下降至
2022年的1.9倍。

呷哺呷哺集团方面称，疫情背景
下，顾客到店受到较大影响，因此翻台
率较2021年降低。与此同时，公司充
分利用外送渠道，进行生鲜食材、熟食
产品等外送售卖，也借助社交新媒体
的传播及电商平台建立线上平台以恢
复部分业务，从而将部分受影响业务

的亏损降至最低。
“餐厅翻台率与餐厅的消费总人

次直接相关，翻台率低意味着堂食客
人数量下滑。”中国食品产业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朱丹蓬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

继续实行扩张策略

截至 2022年底，呷哺呷哺集团各
品牌门店总数达到 1026家，其中，拥
有801家呷哺呷哺餐厅，224家湊湊火
锅餐厅，1家趁烧欢乐烧肉餐厅。

对于 2023年的运营策略，呷哺呷
哺集团表示，将继续实行扩张策略，并
将侧重于租金溢价及利用大数据评估
新址，以提升新开餐厅经营效益。

据了解，2023年呷哺呷哺集团全

年计划新开门店 230家以上。其中，
呷哺呷哺品牌新开 120家，湊湊火锅
新开超 70 家，趁烧欢乐烧肉新开 20
家。此外，公司港澳台及海外事业部
将实行多品牌战略布局，计划今年新
开餐厅超20家。

除了拓店外，加大数字营销布局
也是呷哺呷哺集团 2023年重点深耕
的业务。据了解，呷哺呷哺集团今年
将重点发力会员系统，计划二季度推
出 188元的“年付费会员卡”。届时，
呷哺集团将从正常经营的单一营收演
变成“正常经营+付费会员”的双重收
入模式。

“呷哺呷哺集团目前的会员达
3000万，今年预计突破 4000万，假设
以 20%活跃会员数来算，付费会员的
收入或将高达1.5亿元，这部分的收入

将成为集团新业绩增长点。”呷哺呷哺
集团方面表示。

记者了解到，呷哺呷哺集团今年
还将布局不同的消费场景。以呷哺呷
哺品牌为例，近期将推出适用于露营、
郊游、办公室等场景的“火锅鲜食+下
午茶”等外卖产品。与此同时，还将与
抖音、快手等平台合作，通过官方号直
播、达人直播、短视频带货等方式进行
多样化营销。

“创新与营销能力的强弱决定了
品牌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北京国际
商贸中心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赖阳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传统餐饮企业
如果在数字化、营销、渠道、场景等方
面不断转型升级，则能在激烈的外部
环境中脱颖而出，加速进入新消费头
部阵地。

呷哺呷哺集团去年亏损同比扩大20.41%
今年计划新开门店230家以上

本报记者 王镜茹

3月29日，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集集团”）发
布年报。2022年，中集集团实现营业收
入1415.37亿元，同比下降13.54%；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持有者
的净利润32.19亿元，同比下降51.70%。

公司主营业务中，能源/化工及液态
食品装备业务、海洋工程业务营收提升，
核心业务集装箱制造营收有所下降。

据公开资料显示，中集集团是全球
最大的集装箱生产商，业务涵盖集装箱、
道路运输车辆、能源、化工、液态食品装
备等，核心业务是集装箱制造。主要股
东为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招商局集团
等，公司无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中集集团称，2022年公司面临的困
难和挑战明显增多。一方面，2021年同

期全球经济复苏加速，全球海运需求大
幅增长，运价也随之高涨，公司集装箱制
造业务量价齐升，拉高同期业绩基数；而
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对集装箱的
需求回落，导致公司集装箱制造业务业
绩下滑。另一方面，公司终止收购马士
基集装箱工业股权需支付和解费用，该
和解费用将记入本期非经常性损益。

据悉，2022年全球集装箱海运贸易
量较2021年回落600万TEU，同比降低
3.2%。

多家研究机构表示，在经历过去两
年的上涨后，集装箱运价似已见顶。在
全球经济下行、出口疲弱、运力过剩等
不利因素影响下，预计2023年至2024年
集装箱业务将持续震荡走低。

国盛证券研报显示，中国出口集装箱
运价指数目前较2022年底下行23%，上海
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较去年年底下行

23%。汇丰全球研究也在报告中指出，随
着现货运价持续下跌，集装箱航运运价将
在2023年年中触底，利润将下降80%。

此外，2022年中集集团终止收购丹
麦A.P.穆勒-马士基集团旗下集装箱工
业（下称“MCI”）股权，并为此支付高昂
和解费，引发资本市场热议。

中集集团在公告中表示，双方均积极
推动项目落地。但是由于经营者集中审
查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导致《股权购买协
议》中所约定的交易先决条件不能达成。

根据《股权购买协议》，中集集团要
为此付出8500万美元（约6.15亿元人民
币）的高昂和解费。

中集集团相关人员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关于并购风险审查的解释以
公告为准。”中集集团证券事务代表何
林滢曾在采访中向媒体表示，“公司流
程合规，该审议的都经过正常审议。”

有专业人士指出，尽管对于中集
集团，超6亿元的和解费并非“不可承
受之痛”，但仍给国内企业跨国并购敲
响警钟。

对此，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
人士对记者表示：“跨国并购存在较大
不确定性，近年高通收购恩智浦、英伟
达收购Arm等并购交易都以失败告
终。企业还是要提高关键技术研发能
力，将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此前，中集集团曾表示，希望通过
收购，掌握海运冷机的核心技术，提升
其在冷链装备领域的核心能力。据悉，
中集集团的冷藏箱产量虽处全球第一，
但海运冷机等核心装备仍需向外采
购。而MCI的冷机居行业领先地位，尤
其是在节能性、气体控制系统、冷媒灵
活性、远程信息处理等方面具有独特优
势，正好弥补中集集团在此项的弱势。

中集集团2022年净利同比下降逾50%
集装箱制造业务业绩下滑

本报记者 李如是

3月29日晚间，沃森生物发布2022
年年度报告，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
50.86亿元，同比增长46.89%；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9亿元，同
比增长70.35%。

沃森生物表示，公司克服新冠疫情给
常规疫苗接种带来的困难和影响，持续加
强营销管理，充分发挥产品品牌和产品质
量优势，适时调整销售策略和侧重点，集
中精力聚焦13价肺炎结合疫苗和双价
HPV疫苗等重磅产品的推广和销售。

2022年，沃森生物自主生产疫苗产
品销售收入合计达50.35亿元，同比增
长46.86%，驱动公司经营业绩的持续健
康增长。

国产创新疫苗
或迎上市小高潮

具体来看，沃森生物13价肺炎结合
疫苗在2022年获得批签发772.11万剂，
较上年同期增长55.96%；双价HPV疫苗

自2022年5月份获得首批产品《生物制
品批签发证明》，至2022年末共获得批
签发498.05万剂。

海南博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邓之东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自
主研发的创新二类苗普遍具有更强的
定价权。随着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及
公众健康意识的普遍提升，13价肺炎结
合疫苗、HPV等国产二类苗的市场渗透
率也有望进一步提升。”

沃森生物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公司生产的13价肺炎结
合疫苗已占据50%以上的国内市场份
额，并且有望进一步提高。”

该负责人进一步表示：“公司双价
HPV疫苗采用的是毕赤酵母表达系统，
与默沙东公司的酿酒酵母一样同属于
真核表达系统，采用真核表达系统的疫
苗产品工艺流程较为成熟，在质量控
制、产能放大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兴业证券研报显示，随着国产HPV
疫苗、13价肺炎疫苗等相继问世，以及
众多国产疫苗企业在研管线的陆续成
熟，在未来几年内，国产创新疫苗或将

迎来上市的小高潮。
在国产创新疫苗中，九价HPV疫苗

的研发进程受到普遍关注。2022年10月
份，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关于《人乳
头瘤病毒疫苗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征
求意见稿)》等文件进一步体现了对国产
HPV疫苗产品加快临床研究和上市的支
持。沃森生物表示：“公司双价HPV疫苗
已经获批上市，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我
们预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公司九价
HPV疫苗的临床研究和上市进度。”

公司产品
累计出口至18个国家

年报显示，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沃森生物产品已累计出口至18个国家，
覆盖东南亚、南亚、中亚、非洲、美洲等
区域市场。

2022年沃森生物13价肺炎结合疫
苗在摩洛哥获得上市许可并收到摩洛
哥卫生部的采购订单，报告期内实现了
该疫苗的首次海外销售；同时，公司也
正在摩洛哥开展该疫苗的本地化生产

技术转移工作。此外，公司收到埃及客
户关于A群C群流脑多糖疫苗的采购订
单，该疫苗已连续5年稳定供应埃及，用
于扩大免疫规划(EPI)。

沃森生物与印尼合作的新型冠状
病毒mRNA疫苗分包装车间已于2022
年5月份获得印尼药监局的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GMP)认证，于2022年9月份
获得印尼(PIC/S成员国)药监局批准紧
急使用授权(EUA)，可同时用于2针基础
免疫和序贯加强免疫，是全球首个通过
清真认证的新冠mRNA疫苗。

在国际资质认证方面，沃森生物正
在推动双价HPV疫苗和ACYW135群脑
膜炎球菌多糖疫苗的世界卫生组织预
认证(WHO-PQ)工作，双价HPV疫苗的
WHO-PQ申请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受理。

沃森生物董事长李云春表示：“公
司将健康议题作为战略性议题纳入董
事会监督管理范畴，通过加大海外发展
中国家/地区市场布局力度、提升项目
运营地公共卫生能力、落实公平定价政
策等系列实践，持续推动疫苗产品惠及
更多人群。”

两大重磅疫苗产品持续放量
沃森生物2022年净利同比增长70.35%

本报记者 袁传玺

3月29日，泡泡玛特发布了2022
年财报。财报显示，2022年泡泡玛特
实现营收46.2亿元（人民币，下同），
同比增长2.8%；调整后净利润5.7亿
元，同比下滑42.7%；累计注册会员
达到2600万人。

过去一年，泡泡玛特IP持续发
力，经典IP和新IP保持强势增长态
势；在国内市场稳步发展的同时，泡
泡玛特加速了全球化步伐，海外市场
收入同比增长147.1%。

艾媒咨询创始人兼CEO张毅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
去一年，泡泡玛特在国内市场增速有
所放缓，海外市场表现较为抢眼。“公
司应该兼顾存量市场需求，进一步加
大产品创新。”

在当日下午举行的业绩说明会
上，泡泡玛特首席运营官司德表示，
公司2023年的整体业绩情况比较乐
观，预计收入将有30%-40%的增长。

SKULLPANDA
贡献营收8.5亿元

2022年泡泡玛特IP表现依旧强劲，
新IP强势增长。其中，SKULLPANDA
实现营收8.5亿元，同比增长43.1%；
MOLLY2022年实现营收8亿元，同比
增长13.8%；头部IP DIMOO实现营
收5.8亿元，同样保持旺盛生命力。
此外，泡泡玛特PDC团队推出的IP小
甜豆、HIRONO小野分别实现收入1.5
亿元、1.4亿元，其中HIRONO小野同
比增长169.4%，“小小的使坏”系列
全年收入超过7000万元。

2022年泡泡玛特高端品牌MEGA
系列实现营收4.7亿元，除MOLLY之
外，DIMOO、SKULLPANDA、LABUBU
均推出了MEGA系列，MEGA系列进
入系列化开发的全新阶段。同时，在
1000%、400%两种品类基础上，推出
了100% SPACE MOLLY周年系列。

从收入渠道来看，2022年泡泡玛
特中国内地线下渠道收入20.7亿元，
线上渠道收入18.3亿元，批发及其他
渠道收入2.64亿元。

一位快消行业分析师对记者表
示，过去一年受疫情影响，线下门店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客流量限制，同时
大众消费意愿降低，导致泡泡玛特产
品销售情况不及预期。不过，公司在
高端市场获得突破，从大众认知的

“盲盒公司”转变至“潮玩公司”，扩展

了商业空间。
数据显示，2022年，泡泡玛特

线下门店、机器人商店及线上物流
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以零售
店为例，2022年泡泡玛特线下零售
店闭店一周至三个月的店铺数量
达到232家。同时，泡泡玛特放缓
了线下门店及机器人商店的开店
节奏。2022年在中国内地新开49
家线下门店，从2021年末的288家
增至329家。

海外市场加速扩张
多元化生态发力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泡泡玛
特加速推进了港澳台地区及海外业
务DTC（Direct To Customer）战略。
其中，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门店
数增至43家，机器人商店增至120
台，跨境电商平台站点数增至 13
个。在持续扩张亚洲区域市场的同
时，2022年泡泡玛特在英国、新西
兰、美国、澳大利亚均开设了当地首
家线下门店。

除了渠道拓张以外，2022年泡
泡玛特也多次参与海外大型展会如
DesignerCon、MCM动漫展等，并举办
IP主题展，持续在海外推广中国潮
玩文化。

泡泡玛特国际总裁文德一表
示，预计到2023年底，泡泡玛特境外
门店的数量有望达到80家至90家，
机器人商店数量有望达到200家。
70%的门店将开在东亚和东南亚，
30%在欧美澳地区。此外，还将通
过在海外主办潮流艺术展、开展全
球授权业务等，提高泡泡玛特在全
球的知名度。

中金公司研报认为，泡泡玛特海
外业务拓展不断深化，多元业务创新
持续推进。全球化拓展方面，预计
2023年公司海外拓店节奏或将加快；
多元业务创新方面，乐园项目预计年
内开业，并通过招商、门票、餐饮、体
验付费等多元途径创收；自研手游项
目亦有望迎来积极进展；多元渠道布
局方面，公司1月份通过与抖音的流
量曝光活动合作，官方账号粉丝数增
至近2700万人，有望助力公司线上渠
道成长。

业绩说明会上，泡泡玛特董事长
兼CEO王宁表示，泡泡玛特将持续布
局创新业务，包括乐园、内容、IP授
权、游戏等。其中，泡泡玛特乐园以
及游戏有望在今年亮相。

泡泡玛特2022年实现营收46.2亿元
SKULLPANDA贡献8.5亿元

本报记者 殷高峰

3月29日晚间，陕西黑猫披露
2022年年报，数据显示，公司去年实
现 营 业 收 入 23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2.78%；实现净利润2.78亿元，同比
下降81.8%。

对于去年净利润的大幅下滑，陕
西黑猫表示，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焦
炭市场价格呈现先涨后跌趋势，公司
主要产品焦炭价格同比涨幅不及原
材料精煤价格涨幅。进入下半年，焦
炭价格出现倒挂现象，导致利润同比
下降。

年报显示，陕西黑猫的焦炭业务
营收占其去年营收的73.61%。

“焦炭市场价格行情走势对公司
的影响比较大。”万联证券投资顾问
屈放表示，2022年上半年，焦炭市场
行情波动较大，春节后虽然焦炭连续
提涨，但其上游精煤的价格涨幅更
大，“从陕西黑猫的经营数据看，焦炭
销售收入占其主营收入的比例超七
成，而焦炭在公司全部成本支出中则
占据85%的比例。因此，上游原材料
价格的波动对于公司营收和利润产
生较大影响。”

“去年下半年，焦炭价格一直处
于小幅震荡的波动周期，并未出现大
起大落。但煤炭的价格却持续上涨，
这给焦炭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屈放分析称。

去年第三季度，陕西黑猫出现了
1.96亿元的亏损。事实上，尽管去年
上半年陕西黑猫实现了4.36亿元的
净利润 ，但同比仍有 55.19%的下
降。对此，陕西黑猫此前在半年报中
称，原料煤价格整体高位波动，焦炭
的价格虽也小幅攀升，但远不及原料
煤价格的增长幅度。受此影响，公司

原材料成本不断攀升，利润同比降幅
较大，主产品焦炭的毛利率同比下
降。

“除了上游原材料价格的影响之
外，对于焦炭企业来说，下游钢厂环
节为了降库存，也挤压了焦炭价格。”
屈放表示，在上下游的共同挤压下，
过去一年焦炭企业压力颇大。

陕西黑猫在今年1月底接受机构
调研时表示，从2023年1月份情况看，
焦炭价格目前无明显的变化，依然处
于低位，预计二季度会逐步好转。

陕西黑猫表示，未来煤炭整体弱
势运行，各煤种根据稀缺程度会出现
不同程度的降价。短期内，大宗原材
料价格持平或略有下降，公司焦炭的
生产成本有望随之下降。

“从整体上看，焦炭的毛利润并
不高，而且具有周期性和环保压力。
展望未来，对于陕西黑猫来说，如果
想有更好的业绩支撑，必须要有高毛
利高成长的第二增长级。”济懋资产
合伙人丁炳中博士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屈放也表示，对于未来发展，陕
西黑猫应注意控制上游原材料价格
对生产的影响，同时在主营业务的基
础上展开多种经营，逐渐降低主营业
务对公司效益的过大影响，实现利润
多元化。

陕西黑猫在接受机构调研时
表示，公司根据焦炭市场情况调整
产能。内蒙古黑猫焦炉采用先进
的顶装焦炉，所产的干熄焦属于一
级焦，具备质量优势，2023年伴随
着3号焦炉投产后，公司焦炭产量
和质量会有一定提升。如果焦炭
毛利率持平或略有盈余，由于化工
产品的毛利率较高，公司经营业绩
是可观的。

原材料成本攀升主产品利润下降
陕西黑猫去年净利润同比下降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