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冯雨瑶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4月18
日，已有28家百货零售业相关上市
公司披露了2022年年报。据梳理，
28家公司中仅有4家去年实现营收
正增长；9家公司去年实现净利润正
增长。

百货零售业去年业绩不振并不
出人意料，但梳理年报不难看到，即
便在经营环境整体欠佳的背景下，
相关上市公司业绩仍然呈现出显著
分化。而根据年报，谋求数字化转
型，已成为百货零售业的发展共识。

近七成公司净利下滑

数据显示，28家公司中，除宁波
中百、红旗连锁、新华百货、三江购
物4家上市公司去年实现营收正增
长外，其余24家公司营收均出现不
同程度下滑，其中同比降幅最高达
30%；而在净利润方面，28家公司中，
近七成公司去年净利润同比下滑，9
家则陷入亏损。

根据相关年报，门店数量少、消
费需求减弱、政策性补贴减少等，是
各家百货零售上市公司认为导致业
绩下滑的主要原因。

以中百集团为例，公司常年深
耕湖北市场，虽在当地享有品牌、渠
道、规模等优势，但去年公司仍未能
扭亏为盈，且亏损额较上一年进一
步扩大。对此，中百集团在年报中
表示，业绩下滑主要是受渠道分流、
消费需求不振等因素影响。

商业战略专家潮成林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经营不善的百货零
售公司大多存在着业态场地老化、
场景及服务体验不佳等问题，而多
数消费者更愿意选择新晋开业或已
完成升级、体验感更好的商场。”

值得关注的是，在众多百货零售
公司直面盈利难题时，也不乏一些公
司另辟蹊径，甚至逆势实现业绩增长。

比如，年报数据显示，宁波中百
去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3.62亿元，相较上年同期的0.36
亿元增长909.82%，增幅位列第一。
公司称，净利大幅增长主要因扩展
黄金批发业务，使销售收入增加。

同样，新华百货去年依靠线上
配送到家业务也提升了销售额，实

现 营 收 、净 利 润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3.12%、81.67%。

竞速数字化转型

不难注意到，“数字化转型”几
乎成了所有百货零售上市公司年报
中的关键词。

据记者梳理，各家百货零售公
司发力数字化转型的主要方式包
括：通过提升数字化服务经营管理
能力、发展多业态数字化融合运营、
以数字化为引领；加快线上线下渠
道融合，以及通过数字化工具及精
准营销，拓展私域流量池等。

以重庆百货为例，该公司近年来
数字化转型步伐不断加快。据悉，公
司已实现业务、会员、管理、服务等数
字化管理，还构建了百货云购、超市
OS和多点、电器淘、汽贸车生活等线
上运营平台，促使线上交易大幅增
加。同时，公司通过跨界整合业态资
源，横向联合向上集成供应链。

此外，一些百货零售公司正率
先试水AR技术。近日，广州友谊引
入玩美AR虚拟试妆方案，为行业数
字化转型提供了新思路。据悉，消
费者进到商场后，可以在智能设备
中自由选择AR虚拟试妆品类。

那么，除了数字化转型，百货零
售业寻求发展还有什么抓手？

“百货零售业面临的盈利难点，
一是缺乏对年轻用户的了解，部分企
业营销思路过于传统，没有好的引流
品项吸引用户到场；二是租金等固定
成本的上涨，成为盈利的最大阻碍；
三是缺乏数字化运营经验或效果不
理想，无法优化品类结构且成本难以
降低。”深圳思其晟公司CEO伍岱麒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伍岱麒认为，除了数字化转型
外，线下门店的改进也很有必要。
同时，百货零售公司可引进一些网
红品牌，借助于新营销手段吸引更
多客户到店。

潮成林表示，如今消费者前往
百货商店的需求，已从过去单纯的
物资需求，升级为体验乃至情感需
求。“因此，商场除了所售商品要具
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差异化之外，还
必须从场景体验、服务体验和社交
属性等三个维度，尽可能满足消费
者更多的消费需求。”

百货零售上市公司去年业绩两极分化
“数字化转型”成行业破局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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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奕萱 邬霁霞

在“碳中和”、清洁能源转型等因
素的共同推动下，近年来光伏行业景
气度持续提升，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高
速增长。受此影响，作为光伏发电系
统、储能系统的核心部件，逆变器市场
快速拓展，多家逆变器上市公司2022
年业绩增长强劲。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A股涉
及逆变器的企业共11家，有9家去年净
利润实现增长，其中6家增速超过
100%。

多家上市公司业绩大增

4月18日，德业股份发布2022年年
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9.5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2.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17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2.28%，扣非
后归母净利润15.35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187.84%。

德业股份董秘刘书剑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去年，在全球逆变器市
场景气度高企的背景下，公司抢占行
业风口，主打差异化竞争思路，积极推
进逆变器业务扩张，不断开拓销售渠
道，切入不同市场，逆变器业务销售持
续高增，拉动了公司整体业绩。”

据年报显示，德业股份去年逆变
器产品实现营收39.57亿元，占公司营
业收入的66.44%，较上年同期增长
230.41%。其中储能逆变器实现销售
收 入 24.18亿 元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354.19%，微型并网逆变器实现销售
收 入 8.07 亿 元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657.95%，组串式逆变器实现销售收
入7.0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0.65%。

对于德业股份三种主要逆变器产
品的发展潜力，Co-Found智库秘书长
张新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述三
种逆变器具有各自的市场定位及优势，
发展潜力都很大。“组串式逆变器主要
应用于大型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具有
功率大、效率高、可靠性强的特点；储能
式逆变器则能够实现光伏储能，并在智

能电网和微电网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具
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而微型逆变器
则应用于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其以高
效、智能的特点逐渐受到市场的关注。
德业股份作为行业内少见的实现三类
产品协同增长的逆变器企业，未来具有
较大发展空间。”

另外，还有多家逆变器厂商预计
2022年业绩大增。其中固德威预计去
年实现净利润6.52亿元，同比增长
133.35%；锦浪科技预计去年实现净
利润10.4亿元至11亿元，同比增长
119.49%至132.15%。

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上述厂家
均表示主要受益于市场需求的快速增
长。比如，锦浪科技称，去年公司所从
事的组串式并网逆变器及储能逆变器
内外销需求旺盛，因此，公司不断扩大
产能，产品的交付能力大幅提升。同
时，公司坚持全球化均衡布局，紧抓市
场热点区域，持续发布具有市场竞争
力的机型和产品，产品竞争力不断增
强，产品出货量持续增加，营收和盈利

能力快速提升。

逆变器市场持续扩容

逆变器是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中
的关键设备之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近年来，随着新能源行业的
快速发展，逆变器市场也不断发展壮
大。多位专家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预计未来几年逆变器市
场需求将持续扩容。

一位不愿具名的机构人士对记者
表示：“光伏逆变器是光伏发电行业中
技术密集度最高的产品之一，其转换
效率及可靠性将直接影响到光伏发电
系统的运行效益。随着光伏新增装机
量大规模增长，光伏逆变器的市场需
求也持续增长。另外，光伏电站的寿
命一般是25年，而逆变器使用寿命一
般在10年左右，因此光伏逆变器还具
有很大的替换需求，将为其市场贡献
更多增量。”

根据Bloomberg及中国光伏行业

协会数据，去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已
达到230GW，同比增长35.3%；我国光
伏 新 增 装 机 87.41GW，同 比 增 长
59.3%。 国 际 能 源 署（IEA）预 测 到
2030年全球光伏累计装机量有望达到
1721GW。而根据IHS Markit数据，预
计到2025年全球光伏逆变器新增及替
换整体市场规模有望达到401GW。

但面对光伏并网要求的提升以及
沙漠、戈壁、荒滩等更多复杂严苛的光
伏装机环境，对光伏逆变器的性能、质
量等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关企业
需要不断进行产品升级，在进一步降
低光伏度电成本的情况下更加适应能
源系统发展需求。

对此，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委
员会专家安光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
议：“逆变器企业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生
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此外，随着新能
源产业链的不断完善和国内市场的不
断扩大，相关企业还需要扩大产能以
提高市场占有率，从而获得更多的商
业机会和利润。”

6家逆变器公司去年净利同比增超100%
光伏、储能带动市场持续扩容

本报记者 吴奕萱 邬霁霞

随着国内一体化压铸产业化进程
加速，一体化压铸板块内多家公司2022
年业绩报喜。截至4月18日，已有拓普
集团、爱柯迪、旭升集团等公司先后公
布了去年年报，数据显示，上述公司去
年营收均实现了不同程度增长。

得益于新能源汽车行业持续高景
气，近年来一体化压铸产业发展迅速。
4月14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
境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铸造和锻压行
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
到2025年，一体化压铸成形等先进工艺
技术实现产业化应用。

一体化压铸企业业绩喜人

公开资料显示，一体化压铸技术是
通过将原本设计中需要组装的多个独
立的零件经重新设计，并使用超大型压
铸机一次压铸成型，直接获得完整的零
部件，实现原有功能的技术。该技术最
早由特斯拉于2019年提出，并于2020年
9月份应用于Model Y车型的后地板生
产上。根据特斯拉公布的信息，Model
Y的后地板采用一体压铸技术后，将原

方案的80个冲压焊接零件集成为一个
铸件，并实现40%的降本和10%的减重。

受近年一体化压铸技术产业化应
用加速发展的影响，不少相关上市公司
去年业绩实现增长。

零部件企业方面，拓普集团去年实
现营收159.93亿元，同比增长39.52%，实
现归母净利润17亿元，同比增长67.13%；
爱柯迪去年实现营收42.65亿元，同比增
长33.05%，实现归母净利润6.49亿元，同
比增长109.29%；旭升集团实现营收
44.54亿元，同比增长47.31%，实现归母
净利润7.01亿元，同比增长69.70%。

对于业绩高增长，拓普集团表示，
这受益于公司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广
阔产品线、系统研发能力及创新型商业
模式等因素的积极影响，轻量化底盘及
汽车电子产品线逐步进入收获期并贡
献业绩，公司销售收入与利润保持快速
增长。旭升集团则称，公司前期开拓的
新能源领域客户项目订单持续放量，营
收规模大幅增长。

压铸设备企业方面，伊之密去年实
现 营 业 收 入 36.8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16%。公司表示，去年家电、3C行业
较为低迷，公司压铸机业务也受到一定
的影响。但与此同时，由于汽车行业的

快速发展，公司一体化压铸领域以及
LEAP系列高端压铸机表现亮眼。下一
步，公司将加大拓展力度，推动一体压
铸这一全新应用场景的更快发展。

一体化压铸市场前景广阔

随着汽车轻量化、电动化发展，一
体化压铸技术开始受到造车新势力、传
统车企新能源部门的青睐，蔚来汽车、
小鹏汽车、大众、沃尔沃等纷纷开启一
体化压铸技术研发和应用，孕育出全新
的一体化压铸技术蓝海市场。国联证
券预计，2025年国内一体化压铸零部件
市场空间将达到348.4亿元，2021年至
2025年CAGR（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230.9%，市场空间广阔。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成
员颜景辉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一体
化压铸技术是对传统汽车制造工艺的
革新，可以让车身轻量化，节省成本，提
高效率，缩短供应链，整车的制造时间
和运输时间缩短，减少人工和机器人，
提升制造规模。同时，一体化压铸技术
对新能源汽车解决续航问题起到积极
作用。新能源汽车对减重和提效的诉
求加速结构件集成度提升，一体化压铸

是大势所趋，未来将进入快速增长的发
展阶段。”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新能源
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新能源汽车由于低碳
化、轻量化发展需要，已经成为一体化
压铸技术的主流客户，其产销量的增长
将拉动一体化压铸市场需求。因此，在
政策和市场的双轮驱动下，一体化压铸
行业的市场规模前景十分广阔。此外，
国内新能源汽车企业和压铸厂正不断
加大对一体化压铸技术的研发投入，推
动了我国一体化压铸技术的发展。”

面对新风口，压铸机厂商、汽车零
部件及材料厂商纷纷跟进，积极布局一
体化压铸技术应用。

例如，注塑机领先企业伊之密去年
正式布局一体化压铸技术，并成功推出
7000T大型压铸机，打开压铸业务未来
成长空间。合力科技拟定增募资8.05
亿元加码大型一体化模具产能规模，大
幅提升公司高品质、定制化产品的生产
能力，夯实一体化模具及铝合金部品的
生产基础。多利科技现也开始介入新
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领域，公司在相关
领域已经进行了设备采购，并具有相关
技术储备。

一体化压铸相关上市公司去年业绩集体增长
市场看好行业发展前景

本报记者 李 勇

行业高景气度下，半导体设备厂
商营收、净利润快速增长，喜报不断。

4月18日，半导体设备公司芯源
微和拓荆科技分别披露2022年年
报。其中，芯源微去年实现营业收
入13.85亿元，同比增长67.12%；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亿
元，同比增长158.77%。拓荆科技去
年实现营业收入17.06亿元，同比增
长125.0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 的 净 利 润 3.69亿 元 ，同 比 大 增
438.09%。

此外，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
18日午间，A股15家半导体设备公司
中，已有12家披露了去年年报或业
绩快报、业绩预告，12家公司去年全
部实现盈利或预计实现盈利，其中
有11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5家公
司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了100%。

景气度向好业绩快速增长

对于去年业绩大幅增长的原
因，芯源微和拓荆科技两家公司均
表示受到了行业景气度向好、销售
订单大幅增加的影响。

年报数据显示，芯源微去年新签
订单约22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其中
前道产品实现了快速放量。而拓荆
科技去年销售订单达43.62亿元，新
增订单较上年同期增加了95.36%。

此外，位于沈阳的另一家半导
体设备企业富创精密业绩预告也显
示，公司去年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
绩。据公告，经初步测算，富创精密
预计去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2.15亿元至2.58亿元，同比
增长69.97%至103.97%。

新热点财富创始人李鹏岩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
些公司都专注于自己所在的细分领
域，产品也都是芯片生产环节不可
或缺的关键设备。如今，国内晶圆

厂家的资本开支和扩产节奏保持较
高水平，对半导体设备需求仍然旺
盛；同时，行业基于产业链安全考
虑，也催生出了更大的国产设备需
求，国产设备市占率正不断提升。”

行业发展进入加速期

近年来，半导体设备厂商紧抓
行业高速发展机遇，持续在新产品、
新技术上加大研发投入，着力提升
核心能力。比如，年报显示，芯源微
去年研发支出1.52亿元，同比增长
64.47%。拓荆科技去年研发投入
3.79亿元，同比增加31.37%。

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不仅使半导
体设备厂商得以在细分领域保持领
先，也促进了新产品不断涌现、突破。

芯源微年报显示，去年公司前
道涂胶显影机实现快速放量，其中
offline、I-line、KrF机台均实现批量销
售。浸没式机台已陆续获得国内多
家知名厂商订单，超高温Barc机台也
成功实现了客户导入。去年第四季
度，公司首台浸没式高产能涂胶显
影机在国内某知名客户处完成验
收。这也标志着公司前道涂胶显影
设备已完成在晶圆加工环节28nm及
以上工艺节点全覆盖，并可持续向
更高工艺等级迭代。

“半导体设备是半导体产业发
展的重要基础，没有半导体设备的
自主可控，就无法实现半导体产业
的自主可控，也就无法保障半导体
产业链、供应链的绝对安全。”李鹏
岩告诉记者，“在政策的支持下，我
国半导体设备产业近年发展迅猛，
已取得部分关键领域的重大突破。”

“半导体产业链自主可控是长
期主线，设备及零部件国产替代迎
来加速期。”浙商证券在最近发布的
一份研报中预计，今年半导体行业
资本开支上行，设备订单有望超市
场预期，国产设备获得大规模验证
机会，国产化率有望加速提升。

半导体设备上市公司去年业绩普遍增长
“自主可控”促进行业景气度持续提升

本报记者 吴文婧

4月18日晚间，寿仙谷发布2022年年
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29亿元，同比增长8.07%，净利润2.78
亿元，同比增长38.32%，扣非净利润2.53
亿元，同比增长27.39%。在此基础上，公
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4.4元。自2017年上市以来，寿仙谷业绩
逐年稳步增长，已累计5年实施分红。

作为行业中稀缺的研发型中药企
业，寿仙谷业绩稳健发展的背后是持续
的科技研发筑起的“护城河”。年报显

示，去年寿仙谷投入研发费用4782.39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达5.36%。

寿仙谷董事会秘书刘国芳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以行业内唯一的灵芝
孢子粉去壁技术为基础，公司开发的核
心产品差异化优势显著。此外，公司灵
芝、铁皮石斛的研究开发已构建了从优
良品种选育、生态有机栽培、中药现代
炮制到药理临床研究等一整套完善的
中医药全产业链标准化体系。”

凭借引领行业的技术水平，寿仙谷
已经进入标准制定者的队伍。目前，寿
仙谷主导和参与制定已发布的中医药

标准已达50项，其中国际标准3项，包括
领衔制定了《中医药-灵芝》《中医药-
铁皮石斛》ISO国际标准。

江苏省徐州市经开区招商局局长
史周华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中药
企业的创新，除了加强对中药药材的种
植、采集、加工和质量控制等方面的研
究和开发，提高中药药材的质量和效
果，为研发提供更好的材料基础外，需
要进一步加强中药药效和药理学机制
的研究，提高对中药药效的认识和理
解，并推进中药现代化研究。”

前述寿仙谷相关负责人表示：“除

了深入研究灵芝、铁皮石斛等优良品种
选育及栽培技术研究、灵芝孢子破壁、
去壁工艺研究和开发等核心技术外，公
司在其药理研究和临床应用方面也投
入巨大，并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

在老龄化人口不断增加，居民健康
意识逐渐增强的背景下，中药保健品处
于景气阶段，市场规模不断增长。近年
来，寿仙谷加大网络营销力度，其知名
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互联网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增长至24%，互
联网销售已成为公司传统销售渠道的
重要补充。

研发筑起“护城河”寿仙谷去年净利同比增3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