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RPORATE INSIGHT公司纵深

本版主编 陈 炜 责 编 吕 东 制 作 曹秉琛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BB22 2023年4月1日 星期六

本报记者 舒娅疆

在去年锂行业高景气度背景下，龙
头企业迎来业绩“大丰收”。3月30日晚
间天齐锂业披露2022年年报，公司去年
实现营业收入404.49亿元，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1.25亿元，同比增
幅分别达427.82%和1060.47%。公司拟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0元
（含税），共计现金分红49.22亿元。

3月31日，天齐锂业召开网上业绩说
明会，围绕锂价周期、产能扩张、锂矿收
购、未来战略规划等问题展开交流。对于
近期颇受关注的锂价波动话题，天齐锂业
副董事长蒋安琪向《证券日报》等媒体表
示，作为一家长期耕耘锂行业的企业，天
齐锂业已经历过几轮价格周期，对于行业
和公司的发展前景有信心。

作为锂行业龙头，天齐锂业的锂精
矿已实现100%自给自足，在全球范围同
时布局优质锂矿山、盐湖卤水矿两种原
材料资源，而“继续夯实上游锂资源布

局”仍然是公司当前的重要发展战略之
一。今年1月份，公司还披露了拟以1.36
亿澳元收购澳大利亚上市公司ESS股
份，从而布局Pioneer Dome锂矿项目的
投资计划。

“需求端方面，‘双碳’目标的实施等
因素支持着新能源行业的发展，长期来看
需求向好，我们对新能源行业发展有信
心。供给端方面，从长周期的角度来看，
天齐锂业持有着行业最稳定的供给。尽
管行业在变化，但我们会继续夯实自身优
势，不断提升产能和研发能力、建设人才
队伍，相信公司面对类似的波动周期可以
平稳度过。”蒋安琪表示。

2023年以来锂价出现显著回调，在
此背景下，锂矿收购会否迎来更有利的
时点？天齐锂业会否进一步增强锂资
源布局？

“如果行业内公司确实有原材料需
求，时机到了，任何时候都是（收购的）好
时点。”天齐锂业总裁夏浚诚表示，全球
各个国家目前的锂资源禀赋不一，但都

有相对合理的估值，如果企业有资源需
求，一定会在综合考虑环保、ESG等多个
因素的前提下作出合理考虑和判断。

蒋安琪表示：“天齐锂业以稳健、前
瞻的风格去判断行业各种并购机会，对
于潜在的并购机会，我们除了关注标的
资产本身的价值和给公司带来的协同
效应以外，标的资产所在国的环保标
准、投资营商环境等因素也在考量范围
内，天齐锂业会在动态变化中以灵活的
态度关注投资机会。”

2022年，受主要锂产品量价齐升、
投资收益增长等因素影响，公司营业收
入、归母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具体来
看，锂矿业务、锂化合物及衍生品业务
在报告期内分别贡献营业收入154.39亿
元、250.09亿元。分地区看，公司2022年
实现的国内、国外营业收入分别为
338.92亿元、65.57亿元。

天齐锂业财务总监邹军在业绩说
明会上介绍，从近三年的主营产品产销
量来看，公司的锂精矿每年都在快速增

长，锂化工产品在过去三年持续满产满
销，公司盈利能力在近几年取得较大飞
跃，2022年毛利率达到85.1%，实现行业
领先。

值得一提的是，3月31日天齐锂业还
披露了未来五年(2023-2027年)战略规
划。公司董秘张文宇介绍，为实现总体目
标，公司部署六大战略规划，除了继续夯
实上游锂资源布局以外，还将稳步落实基
础锂盐产能扩张计划，力争到2027年达到
30万吨左右碳酸锂当量的锂化工产品产
能，进一步发挥产业链协同效应。

“现在，我们对锂行业上游产业的
评价认知除了储量、品位以外，也更加
重视当地营商环境、环保治理和ESG方
面内容；中游不再是狭义定义为碳酸
锂、氢氧化锂的锂产品，其含义伴随着
产品可能进入期货市场和行业发展有
所变化；我们对锂行业下游的认知也不
再特指电池，而是涵盖了从汽车、船、飞
机到储能等多个领域。”天齐锂业董事
长蒋卫平表示。

天齐锂业2022年净利润同比增超10倍
公司称将以稳健前瞻的风格判断行业内并购机会

本报记者 张晓玉

3月31日，长城汽车发布2022年年
报。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1373.4亿
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66亿元，同比增长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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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长城汽车净利润同比增幅
较大，主要是受益于车型盈利能力增加
以及汇率收益增加。针对日趋激烈的
市场环境，长城汽车需要进一步提升智
能化科技水平，提高产品的多样性和实
用性，增加用户体验和黏性，以争取更
大的市场占有率。”

从销量表现来看，长城汽车全年销
量106.17万辆，智能化车型渗透率达到
86.17%，20万元以上车型销量占比增至
15.27%，单车平均售价达到12.94万元，
同比增长21.47%。

“2022年成绩的取得主要有赖于公
司对品牌的打造。”长城汽车董秘李红
栓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多条
腿走路，有高毛利车型，同时也有基于
公司品牌打造的战略车型。从2023年
整体策略角度来讲，我们会做好优势车
型的优势发挥，然后基于全面的新能源
转型，去打造新能源车企的新优势，支
撑公司160万台销售目标中新能源汽车
40%渗透率的实现。”

近年来，在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
下，各车企纷纷加大研发投入，而长城
汽车的高研发投入也成为2022年财报
中的一大亮点。公告显示，去年长城汽
车 研 发 投 入 121.8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4.34%，占营业总收入的比例达8.87%。

长城汽车表示，公司在研发上坚持
“精准投入”，注重有效研发。基于“柠檬、
坦克、咖啡智能”三大技术品牌，打造了汽
车研发、设计、生产以及汽车生活的全产

业链价值创新技术体系。与此同时，加速
混动、纯电动、氢能等新能源领域的技术
布局，着力在低功率大算力芯片、碳化硅
等第三代半导体关键核心技术，人工智能
等产业技术领域重点发力。

公告显示，2022年，长城汽车专利
公开量、授权量再创新高。专利公开量
达6042份，同比增长62.86%；专利授权
量达4652份，同比增长42.87%。

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表示，长
城汽车坚定不移地贯彻到2025年累计
研发投入达到1000亿元的目标，在新
能源领域持续深耕。2023年面对愈发
激烈的竞争环境，长城汽车已做好全
面准备，将携十余款全新新能源车型
走向市场。

此外，长城汽车全面加速“生态出
海”，海外销量创历史新高。年报显示，
2022年，长城汽车海外销售17.22万辆，
同比增长23.09%，创历史新高。对于海

外市场增长的原因，长城汽车表示，主
要是由于2022年海外供给不足以及中
国车企出口竞争力的大幅增强。

新能源汽车方面，2022年，长城汽
车魏牌摩卡PHEV（Coffee01）、欧拉好
猫、哈弗H6新能源（HEV/PHEV）、坦克
300、长城炮等车型，在欧洲、南美、东
盟、中东等地区上市。

公告显示，报告期内，长城汽车海外
市场已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销
售渠道超过700家，并在俄罗斯、泰国、巴
西建立了3个全工艺整车生产基地。

对于未来海外市场规划，李红栓对
记者表示，“从全球化角度来讲，长城汽
车对整体战略目标和全球化品牌推广
以及全球化销售非常重视，目前我们在
欧盟、巴西以及东盟都在做品牌的深耕
以及销量的布局，从资源投入上来讲，
长城汽车2023整体的海外销售目标是
25万辆，会比去年有一定增长。”

长城汽车2022年研发投入122亿元同比增34%
打造全产业链价值创新技术体系

本报记者 李昱丞
见习记者 丁 蓉

3月31日，TCL科技披露2022
年年报。数据显示，公司去年实现
营 业 收 入 1665.53亿 ，同 比 增 长
1.77%；实现归母净利润2.61亿元，
同比下滑97.40%。

作为周期性行业，面板价格在
2022年经历低谷。TCL科技半导
体显示业务经营业绩短期承压。
报告期内，公司半导体显示销售面
积427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8.25%；
营 业 收 入 657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25.5%。

TCL科技董事长李东生在年
报致辞中表示：“半导体显示行业
自2021年年中开始下行，已较长
时间在历史底部徘徊，头部企业
愈加关注供需均衡和产业盈利修
复，行业整合和优胜劣汰加速，产
业格局更趋健康合理。近期，经
济和需求企稳预期增强，行业有
望随之回暖。”

在当日TCL科技召开的网上
业绩说明会上，公司高级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廖骞在回答《证券日
报》记者提问时，介绍了公司下一
代显示技术布局：“公司持续加大
研发投入，与产业链合作伙伴围绕
印刷OLED、Miniled、Microled、硅基
OLED微显示等新型显示技术共建
产业生态。”

作为全球大尺寸面板龙头，
TCL科技旗下TCL华星在LCD大尺
寸领域具有规模领先优势。从市
场份额上看，TCL华星55吋和75吋
产品份额全球第一，65吋产品份额
全球第二。2022年，在大尺寸业务
领域，TCL华星以高端产品策略巩
固电视面板龙头地位，并发展交互
白板、数字标牌、拼接屏等商用显
示业务。

TCL科技加快了从大尺寸显
示龙头向全尺寸显示领先企业的
转型升级。2022年，公司定位于

IT产品的氧化物半导体显示生产
线 t9提 前 在 广 州 投 产 ，武 汉G6
LTPS扩产项目有序推进，中小尺
寸业务巩固优势，有望驱动新一
轮增长。

与此同时，TCL科技积极布局
新型显示技术与材料。年报数据
显示，2022年公司PCT专利累计申
请数1.47万件，覆盖量子点材料、
背光、面板等14个领域，形成周密
的专利布局，建立下一代显示技术
的领先优势。

在经历了2022年的低谷后，电
视面板各尺寸已经启动全面上
涨。根据集邦咨询披露的2023年3
月下旬面板调研数据，32吋、43吋、
55吋、65吋面板均价较3月上旬实
现不同程度上涨。

李东生此前向《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从面板企业的发展规律
来说，本身周期性比较强。这一轮
价格企稳回升，行业将回归健康经
营状态。个人认为回升的趋势会
持续。 ”

德邦证券TMT行业负责人兼
电子行业首席分析师陈海进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中国大厂是LCD面板产能
的主力，掌握了LCD面板市场话
语权，其他国家和地区对行业整
体的产能影响已经比较小。品牌
客户销量预期较为乐观，在回补
库存、去年低基数的背景下，预计
2023年销量增长较大，大尺寸面
板价格有望在第二季度迎来反
弹。”

浙商证券研报表示，伴随着
LCD面板价格的上涨预期，面板厂
商的稼动率同样有望迎来回升，量
价齐升下，面板企业的盈利弹性有
望得到凸显。

TCL科技已形成围绕半导体
显示与新能源光伏产业的布局，未
来有望受益于半导体显示产业的
持续复苏以及新能源光伏产业的
高景气发展。

TCL科技去年实现营收1666亿元
需求企稳半导体显示行业有望回暖

本报记者 李豪悦

3月30日晚，美图公司发布
2022年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
实现总收入20.85亿元，同比增长
25.2%。经调整后归属于母公司权
益持有人的净利润1.11亿元，同比
增长29.9%。

美图创始人兼CEO吴欣鸿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专访时，对
2022年 业 绩 表 示 肯 定 ，并 提 到
AIGC行业的竞争难题。“2022年美
图几大支柱业务的贡献值持续上
升，公司顺利完成目标，对未来的
发展充满希望。面对当前市场
AIGC的爆发，涉及图像大模型和
底层框架的竞争，还包括超大数据
的训练。除此之外，针对行业的垂
直训练也是非常大的竞争难点。
未来，企业之间会迎来算力和工程
上的比拼。”

VIP订阅量增加

从收入构成来看，2022年美图
在线广告业务收入为5.96亿元。
IMS（达人内容营销解决方案）及
其他业务收入为1.49亿元；互联网
增值服务同比增长1.4%至9560万
元。SaaS及相关业务收入同比增
长1093.2%达4.63亿元，呈现快速
且稳定的增长态势。

在AIGC加持下，美图公司VIP
订阅业务增长势头强劲，实现收入
7.82亿元，同比增长57.4%，创历史
新高。

此外，截至2022年12月份，美
图公司旗下应用拥有超过560万
VIP会员。美图公司月活跃用户数
呈现上扬趋势。截至2022年12月
份，美图公司月活跃用户达2.43
亿，同比增长5.3%。其中，美图秀
秀月活跃用户数达1.30亿，同比增
长13%。

VIP订阅量和月活用户数量的
增加，与美图在C端和B端的全方
位布局紧密相关。2022年，美图公
司持续推出Wink、Chic、美图秀秀

电脑版、美图设计室、美图云修、美
图证件照等影像产品，全方位满足
用户在生活和工作场景下的变美
需求。

吴欣鸿告诉记者，这些新上线
的产品，目前用户反馈是超出预期
的。现在公司在C端和B端逐渐融
合，团队信心很充足。随着C端业
务的不断完善，未来将会看重B端
用户的续订率等方面。

AIGC领域取得多项突破

随着AIGC等人工智能技术的
爆发，持续增加科研投入成为科技
公司的“必选项”。财报显示，2022
年，美图公司研发投入达5.86亿
元，同比增长7.5%。

AIGC技术也在全方位的深入
美图的各项业务。例如，依托领先
的影像能力和AIGC创新能力，美
图公司通过SaaS及相关业务，持续
助力实体经济数字化升级；AIGC
覆盖了VIP订阅服务包含的产品。

事实上，早在2010年美图影像
研究院（MT Lab）成立，美图公司
就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了持续的
探索布局。2022年，美图在AIGC
领域连续取得多项突破，包括“AI
绘画”推动美图秀秀斩获多国应用
市场总榜冠军，“百变AI头像”功能
刷屏除夕夜，“AI简笔画”日均生成
图片超100万张，“AI动漫”进一步
提升动漫视频创作生产力等。

谈及对AIGC的布局，吴欣鸿
认为，AIGC可以大幅提升影像产
品的能力，并且未来极大地降低整
个内容制作门槛，提升效果和缩短
时间。“我们觉得未来AIGC会在
To B方面大放异彩，因为这个领
域会有更大的确定性，对AIGC降
本提效的需求也更加刚性。”

吴欣鸿举例称，美图秀秀的桌
面版、美图设计室、美图云修都可
以很好地结合AIGC。“我们现在做

‘美图设计室 2.0’，应用到AI设
计，将会赶超现有设计类产品，具
有巨大机会。”

美图去年净利润同比增近30%
AIGC在B端将大有可为

本报记者 王 僖

3月 31日，潍柴动力发布 2022年
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751.58 亿元，同比下降 20.46%；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05
亿元，同比下降 48.33%。公司分红预
案为拟10派1.58元（含税）。

过去一年多，商用车行业一直处于
周期底部，在交出一份基本符合预期的
成绩单后，作为行业龙头，潍柴动力进一
步明确了接下来的发展预期：预计商用
车行业有望逐步走出低谷，呈现回升态
势，预计重卡销量将大幅提升。

在 3月 31日上午举行的业绩发布
会上，潍柴动力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今年重卡业务方面，潍
柴会给投资者一个比较好的回报，这
一点不容怀疑。”

稳固行业优势地位

受多重因素影响，中国重卡行业
去年以来一直徘徊在行业周期底部。
数据显示，2022年度，中国重卡行业销
量为67.19万辆，同比下滑51.8%。

“在行业下行等多重压力下，公司
仍稳固了在行业的优势地位。”业绩发
布会上，潍柴动力相关负责人对《证券
日报》等媒体表示，根本原因是公司积
极拓展细分市场、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在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务上不断实
现突破，彰显了强大韧性。

2022 年 1 月份、11 月份潍柴动力
先后发布全球首款本体热效率突破
51%、52%的商业化柴油机，连续刷新
世界纪录。在产品优势的带动下，公
司报告期内销售各类发动机 57.3 万
台，重卡发动机市场份额升至 32.2%。
公司重卡整车的市场份额也稳中有
升，2022年公司控股子公司陕重汽全
年累计销售重型卡车8万辆，市场占有

率提升至11.9%。
此外，报告期内，潍柴动力抢抓国际

市场机遇，出口表现亮眼。其中，公司全
年发动机出口5.5万台，同比增长56%；变
速箱出口2.5万台，同比增长54%；同时重
卡整车方面，海外市场销售同比增长79%
至3.4万辆，创历史最好成绩。

谈及今年重卡行业的出口表现，潍
柴动力表示，出口方面，在中东、非洲、南
美等地区，中国重卡的占有率都在迅速
提升。“重卡出口是我国整个装备制造业
竞争力提升的非常重要的表现。”

加快新能源商业化落地

近年来，潍柴动力在新业态、新能
源、新科技方面开辟了多元化能源转
型的新路径。

对于如何看待重型车的电动化转
型，潍柴动力认为，城市商用车的电动
化是一个必然趋势，所以潍柴做了非

常完整的布局，以支持新能源商用车
的业务转型。

据了解，潍柴动力聚焦燃料电池、
纯电动、混合动力三大核心业务，正加
快产品布局和核心技术突破，配套潍
柴新能源自主研发的纯电动力总成也
已批量投运轻卡市场。

在加快氢能路线技术攻关和商业
化 落 地 方 面 ，公 司 开 发 了 15kW 至
260kW全系列燃料电池产品平台，推
动全国首个港口氢燃料电池重卡示范
运营项目在青岛港启动，全国首座高
速公路加氢站在淄博投入运营；配套
潍柴动力产品的49吨燃料电池重卡行
驶里程超过24万公里。

公司认为，随着国家“双碳”战略
政策落地持续深化，新能源行业继续
保持较快增长，也将为公司新能源业
务板块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对潍柴
来讲，新能源业务和传统业务是互补
的，我们会持续加大措施做好业务，不

会在替代过程中丧失商机。”潍柴动力
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此外，公司农业装备、智慧物流等业务
板块在报告期内实现收入稳步增长，有效抵
抗了重卡行业下滑带来的影响，体现出公司
较强的经营韧性。其中，潍柴雷沃2022年
实现营业收入171.6亿元，全年农业装备产
品总销量大幅增长，规模位居国内行业第一
位；公司海外控股子公司凯傲实现高额订单
量，收入同比增长8.2%至111.4亿欧元。

“2023年，公司将以黄金动力总成
助力重卡整车向全球领先迈进，高端
农机、智慧农业新生态赋能助力农业
装备腾飞。发挥高端液压动力总成优
势，积极拓宽高端市场，加速智慧物
流，迈向中国第一梯队，以多元技术路
线助力引领新能源发展变革。”潍柴动
力表示，受益于行业逐步恢复以及新
业务高速发展，公司 2023年预计目标
为实现销售收入约 1927亿元，比 2022
年整体增长约10%。

潍柴动力2022年营收超1751亿元
预计今年销售收入整体增长约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