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RPORATE INSIGHT公司纵深

本版主编 于 南 责 编 吕 东 制 作 闫 亮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BB22 2023年5月13日 星期六

本报记者 王镜茹

5月 12日晚，顺丰控股发布公
告称，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丰
网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网
控股”）于当日与深圳极兔供应链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极兔”）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丰网控股
将以11.83亿元将深圳市丰网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网信
息”）100%股权全资出售给极兔。

易观流通行业分析师魏建辉
认为，此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预期导向，将促进行业格局持
续优化。“目前电商市场聚焦于高
质量发展，快递与电商市场发展
息息相关，对快递企业物流时效

和服务质量要求也随之增加，促
使快递企业从价格战竞争逐步转
向服务质量之争，行业回归良性
竞争，将加有利于快递物流行业
间的兼并重组，极兔收购顺丰控
股旗下的丰网信息符合国家对物
流产业的政策预期。”

资料显示，丰网信息持有丰网
速运 100%的股权，丰网速运为加
盟模式的经济型快递业务运营主
体。天眼查数据显示，丰网速运成
立于2020年，定位为高性价比的电
商经济型快递服务，采用加盟式网
络运营，旨在通过更灵活的运营体
系控制成本，与顺丰控股的直营网
络构成网络协同，形成优势互补。

目前，丰网速运网络覆盖全

国 27个省（市、自治区），2022年实
现收入超 32 亿元，主要服务于电
商客户。但鉴于加盟模式的经济
型快递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丰网
信息目前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且
持续亏损。

顺丰控股称，交易完成后，公
司可以更聚焦国内中高端快递、国
际快递、全球供应链服务、数字化
供应链服务等核心业务发展。同
时，将持续打造电商类快递产品，
主打的“电商标快”产品稳健增长，
满足客户在中高端经济型快递市
场的多元化需求。此外，还可以消
除丰网信息亏损对上市公司的负
面影响。

自2021年下半年开始，顺丰控

股就已开始主动调优产品结构，减
少低毛利产品件量。2022年，公司
经济快递业务营收255.5亿元，同比
增速仅为0.5%，远低于公司总营收
增速29.11%，与供应链及国际业务
增速124.1%相比，更是差距显著。

极兔方面则表示，极兔始终聚
焦电商快递领域，不断优化电商快
递服务体验。本次收购丰网信息将
有助于巩固极兔在电商快递领域的
优势，提升极兔综合服务能力。

自2020年进入中国市场后，极
兔先是借势拼多多的电商流量抢夺
快递物流市场，后又在2021年底完
成了对百世集团中国快递业务的收
购，成功打通淘系商流。2022年 6
月份，极兔创始人李杰宣布，极兔全

网日均票量已超4000万单，成功跻
身国内快递企业第一梯队。

魏建辉认为，极兔速递已在东
南亚等国外市场占据领先优势，但
由于进入国内市场时间短，发展步
伐较快，更多以并购收购来扩大市
场规模，其网络的广度和深度仍待
持续夯实，此次收购顺丰控股丰网
信息对弥补快递网络实力颇有益
处。与此同时，顺丰控股在国内中
高端快递市场已建立领导地位，但
在中低端电商件市场，历经多年尝
试，多种模式并行，由于受制于企
业的自身基因和能力边界，始终未
取得明显成效。此次出售丰网信
息，有助于企业聚集核心资源，发
力自身优势领域，增强竞争力。

与极兔达成交易
顺丰控股拟以11.83亿元出售旗下加盟品牌

本报记者 李 正

作为玻璃产品的重要原料，
纯碱期货和现货价格近日双双持
续下滑的走势受到了市场广泛关
注。生意社数据显示，5月 12日，
纯碱现货参考价报 2570元/吨，5
月 1 日以来累计下滑 3.02%。拉
长时间线来看，纯碱现货价格自3
月 13日创下 2780元/吨年内高点
以来，已累计回调7.55%。

《证券日报》记者以投资者身
份致电纯碱供应商苏盐井神，该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公司
纯碱出货价格正随市场价同步下
调，“自年初以来，公司的纯碱产
品下游需求量持续下降。”

卓创资讯纯碱分析师陈秋
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3 月份以来纯碱现货价
格走弱，表面是受到期货价格更
长周期、更大幅度下滑的心理预
期带动，究其根本在于供给预期
明显增大以及需求基本面减弱
等因素，“纯碱价格短期内并未
看到企稳迹象，后续还需关注 6
月份某头部企业的新增产能投
产进度以及行业整体的检修规
模，如果多重因素叠加造成了边
际利好的出现，可能会促使市场
情绪回暖。”

多因素叠加致碱价承压

相对于现货价格，纯碱期货
价格回落幅度更大。Choice数据
显示，截至5月12日收盘，纯碱主
力合约报 1874 元/吨，当日跌幅
3.75% ，5 月 份 以 来 累 计 下 滑

10.51%，而自 3月 1日以来，纯碱
主力合约已累计下滑36.02%。

对于纯碱价格的持续走低，
陈秋莎表示，根本原因在于供需
基本面。今年以来，纯碱价格始
终维持在相对高位，企业端开工
率大多维持在九成以上，供应量
充足，同时，进口方面海外纯碱供
应也有所增加，3月份我国纯碱进
口量达到 4.9万吨，4月份和 5月
份也有一定的进口。需求方面，
今年虽然光伏端用量尚可，但是
平板玻璃等终端需求释放较弱，
纯碱下游行情相对低迷，对纯碱
价格的支撑有限。

“此外，某头部企业预计 6月
份开始投产的 500万吨纯碱新增
产能，随着开工时间临近，大部
分下游用户都在采取降低原料库
存天数的策略，中间商也在主动
去库存，使得整个行业库存开始
由中下游向上游进行转移。从目
前数据来看，从 3月底至今，整个
重质纯碱生产企业的库存增加了
28万吨。”陈秋莎进一步表示，库
存增加也使得企业采取了降价措
施，导致纯碱价格一跌再跌，目
前仍未出现企稳迹象。

东高科技高级投资顾问雷友
据补充表示，上述500万吨纯碱产
能如果全部投产，我国纯碱产能
将增加 15%，行业竞争格局将明
显加剧。此外，受美联储利率政
策目标要将CPI控制在 2%影响，
今年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下行概率
较大，叠加上述原因，使得纯碱市
场心理预期偏空，也导致了纯碱
期货价格降幅远大于现货的情况
出现。

雷友据认为，纯碱价格弱势
可能会持续到8月底，进入第三季
度，随着地产、光伏装机开工旺季
来临，这种态势才会有所转变，

“建议关注7月份公布的第二季度
经济数据。此外，夏季停机检修
的例行程序，也有可能会打破供
需结构，但是供需失衡最关键的
因素还是需求端不足，若国内碱
企停产而进口没有减弱，也很难
改变当前过剩现状。”

或影响碱企二季度业绩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家A
股纯碱生产商对此轮价格下滑及
未来走势仍较为悲观。

中盐化工相关负责人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近期公司纯碱
产品的出货情况比较正常，但是
出货价格随市场价格有所下滑，
预计对企业第二季度的盈利会
产生影响，“影响程度无法预估，
未 来 纯 碱 市 场 预 期 仍 难 言 乐
观。”

上述苏盐井神负责人也表达
了同样看法：“近期公司纯碱出货
价格有所下调，销量也有所下滑，
这对公司第二季度的营业利润会
有一定影响，预期什么时候能够
企稳回升，现在还不好说。”

雷友据表示，当前地产竣工
周期对纯碱下游浮法玻璃的需
求有一定的支撑。数据显示，
2018 年至 2021 年地产销售面积
均超过了 17 亿平方米，随着竣

工周期到来以及“保交楼”工作
持续推进，2023年竣工端对玻璃
及其上游的纯碱需求仍有支撑，

“同时，考虑到去年纯碱价格走
高的主要原因是光伏需求释放，
2023 年一季度光伏装机量环比
有所回落，叠加头部企业扩大产
能落地，纯碱年内有可能进入到
景气度下滑阶段。未来预期不
确定性仍在，需密切关注扩产项
目落地以及纯碱厂停机检修动
向等情况。”

陈秋莎对此表示赞同：“除了
上述因素外，还需要关注下纯碱
生产的成本端，能否对价格形成
支撑，后期浮法玻璃和光伏玻璃
终端需求的释放情况尚需要进一
步观察。”

供需失衡纯碱期现价双双走低 碱企二季度业绩难言乐观

本报记者 徐一鸣
见习记者 孙文青

作为半导体行业“风向标”，晶
圆大厂的一举一动都向外界传递
着行业最新信号。5月 11日，中芯
国际和华虹半导体同时发布的
2023年一季报显示：半导体行业下
半年能否迎来复苏还不甚明朗。

具体来看，华虹半导体2023年
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6.31亿美元，
同比增长6.09%，环比持平；归属母
公司净利润1.52亿美元，同比增长
47.88%，环比下降 4.3%。中芯国
际 则 在 一 季 度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02.09 亿元，实现净利润 15.91 亿
元，同比均出现下降。值得一提的
是，中芯国际预计二季度营收将有
所回升。

在 5月 12日的中芯国际一季
度业绩会上，中芯国际联合首席
执行官赵海军表示：“一季度产业
整体尚处于底部，工业和汽车领
域相对稳健，手机和消费电子产
业链库存依然高企，市场对已有
的旧产品，尤其是量大价低的产
品需求进一步下降。”同样，华虹
半导体也持续感受到一季度市场
的疲软。

多位下游芯片企业表示，受
消费端需求和国际形势影响，行

业目前未见明显好转迹象，销售
层面承受较大压力。而一家科技
咨询机构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芯片设计厂商的需求目前
确实处于较为低迷的状态，但这
一状态是芯片行业供需周期的正
常体现。此外，主要因国际方面
对于设备的限制，全球市场短期
内或将不断探底。”

市场低迷尚未改善
销售略好于预期

由于消费应用需求大大下降，
下游芯片设计行业在过去一年普
遍处于“去库存”状态，这一情况于
今年一季度也未见明显改善。也
正因为此，在2023年年度前瞻指引
中，中芯国际和华虹半导体均给出
了较为保守的业绩指引。而在两
家公司披露一季报前，市场低预期
还曾一度引发市场波动。

不过，中芯国际管理层在评论
经营情况时称，今年一季度，公司
销售收入略好于指引，毛利率也处
于指引的上部。

赵海军在业绩说明会上介绍，
目前下游细分市场里，手机消费类
产业链中，部分客户推出新产品需
要向中芯国际紧急下单；其次，公
司明显看到全球中低端WiFi、互连

需求旺盛，供不应求；另外，在建筑
领域，LED灯的驱动电路、节能电
路，建筑外表面装饰灯等需求正在
逐渐回升，且需求量很大。

今年一季度中芯国际销售晶圆
数量（约当 8 英寸晶圆的片数）
125.17万片，产能利用率为68.1%。
值得一提的是，中芯国际月产能已
从去年一季度的64.91万片提升至
今年一季度的73.23万片。

中芯国际预计其产能利用率
将在二季度回升，并且进入持续性
回升趋势。赵海军对此解释称，一
方面，中芯国际正在全力做新产
品，新产品没有库存，因此一旦验
证进入整机供应链后，客户需要增
加到 3个月至 5个月的库存，达到
平衡的状态，中芯国际就可以多
做；另一方面，部分客户的投标份
额较去年增长，因此新产品和旧产
品在中芯国际的下单量会增多。

同样在产能方面，华虹半导
体一季报显示，公司季度末 8英寸
等值晶圆产能达到 32.4 万片，总
体产能利用率为 103.5%，保持高
位运行。

全年指引不变
扩产将有节奏推进

截至目前，两大晶圆大厂对于

2023年预期与年初基本一致，也正
努力从萎缩下行的市场中挖掘“确
定性”。

中芯国际预计，今年二季度产
能利用率和出货量都高于一季度，
销售收入预计环比增长 5%到 7%，
平均晶圆单价受产品组合变动影
响环比下降；毛利率预计在19%到
21%之间。

“我们主要的依据是，比起3个
月以前，全球市场虽然还处于底
部，但近期中芯国际在不同领域察
觉到了中国客户信心的回升。此
外，去年率先进入去库存阶段的高
压驱动摄像头、芯片和专用存储器
领域出现向好的变化。第三，公司
积极创新终端整机，寻求市场突
破，推进新产品和首发新性能的实
现，带来了公司急单的快速增长。”
赵海军表示。

目前，中芯国际 40nm和 28nm
节点已经恢复满载状态。但赵海
军也表示，短期内，受限于产能、平
台的配套等长短脚问题，新产品实
现快速收入增长还需时间。

展望 2023 全年，中芯国际表
示，目前对于全年的指引维持不
变，即销售收入同比降幅为低十位
数，毛利率在20%左右。面对市场
的快速变化，公司将继续遵循以市
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策略，

加强与终端市场的对话，全力配合
新产品的推出，做好产线长短脚调
整配套，迎接下一轮的增长周期。

晶圆大厂既有的扩产计划仍
然不变。据中芯国际披露，目前，
中芯深圳已进入量产，中芯京城预
计下半年进入量产，中芯东方预计
年底通线，中芯西青还在建设中。

华虹半导体总裁兼执行董事
唐均军则表示，2023年，华虹半导
体的无锡 12英寸生产线将逐步释
放月产能至 9.5万片，并将适时启
动新产线的建设，为公司特色工艺
的中长期发展提供产能支持，以更
好满足市场对公司先进“特色 IC+
Power Discrete”工艺的需求。

灼识咨询合伙人赵晓马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外部政策端的
限制加码确实会带来一定程度的
短期阵痛，但是这也倒逼我国半
导体厂商加速国产化进程，实现
自主可控的产品设计与制造，在
各个被‘卡脖子’的细分领域有望
开启新一轮国产替代周期，驱动
我国半导体行业增长。从中长期
来看，产业周期自然会随着供需
两端调整探底继而改善，但随着
车规级、工业级半导体中的智能
汽车芯片、特种芯片等新赛道提
供新的增量，半导体板块会步入
新一轮上涨周期。”

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齐发一季报
两大晶圆大厂均对今年市场持谨慎态度

本报记者 李昱丞 见习记者 丁 蓉

“公司坚持国际化、高端化和多品牌矩阵的发展战
略，努力打造成为全球奢侈品品牌集团。”在5月12日举
行的业绩说明会上，比音勒芬董事长谢秉政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

在此次业绩会上，投资者还围绕市场竞争环境、公
司开店节奏等进行了提问。

作为高端运动休闲服饰龙头企业，比音勒芬归母净
利润已经连续十年增长。

2022年，服装企业业绩整体承压。东方财富Choice
数据显示，A股服装板块 44家上市公司 2022年归母净
利润整体同比下滑 38.76%。不过，比音勒芬业绩去年
却取得逆势增长。

比音勒芬 2022 年年报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85 亿元，同比增长 6.06%；实现归母净利润 7.28 亿
元，同比增长16.50%。

今年第一季度，公司继续强劲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10.79亿元，同比增长 33.13%；实现归母净利润 3.01亿
元，同比增长41.36%。

对于未来市场的景气度，谢秉政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提问时表示：“公司对未来市场充满信心。”

国盛证券分析师杨莹在研报中表示：“2023年，在
消费环境改善、公司渠道外延、内生效率优化多重因素
的带动下，比音勒芬业绩有望快速增长。”

此次业绩说明会上，谢秉政回答投资者关于市场竞
争环境的提问时表示：“随着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众多
国际知名服饰品牌纷纷布局中国市场，比音勒芬开始正
式与国际知名服饰品牌同台竞技，公司将代表中国高端
服饰品牌在世界争夺话语权。公司也将全力以赴，力争
从中国高端服饰细分行业的开辟者到领跑者。”

对于公司的开店节奏，公司董秘陈阳回答投资者提
问时表示：“公司 2022年开店数量及质量都很优秀，会
按照公司战略安排好开店部署，坚持走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的路线。”

在比音勒芬2023年一季报披露的前十大流通股股
东中，多家知名机构现身，包括国泰大健康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全国社保基金103组合、广发稳健增长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全国社保基金115组合以及全国社保基金118组合。

透镜咨询创始人况玉清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社保基金、险资等风格稳健的长期投资机构，
建仓往往基于长远考虑，更为关注标的公司的持续成长
能力、现金分红稳定回报等。”

净利润实现连续十年增长
比音勒芬：坚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曹 琦

5月11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发布数
据显示，本周硅片价格大幅下跌。M10单晶硅片
（182mm/150μm）价格区间在5元/片至5.4元/片，成交均
价降至5.25元/片，周环比降幅为16.4%；G12单晶硅片
（210mm/150μm）价格区间在7元/片至7.6元/片，周环比
降幅为9%。

硅业分会表示，硅片价格大幅下跌主要由于两方面
原因，其一是本周价格降幅横跨两周，因此跌幅略显夸
张，但实则经历了两轮阶段性调价；其二是传导原材料
降价空间，并持续向下游释放利润。

硅片龙头再次下调价格

5月11日，TCL中环全面下调了硅片产品价格。
其中P型218.2、210、182三种尺寸硅片每片价格为

6.91元、6.4元、5元，较5月5日分别下调15.83%、15.79%、
14.38%。N型130μm的210、182两种尺寸硅片每片价格为
6.52元、5.09元，较5月5日分别下调15.76%、14.45%。
110μm210、182两种尺寸硅片价格每片分别为6.26元、4.89
元，较5月5日分别下调15.75%、14.36%。

硅业分会认为，随着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硅片企
业减少安全库存至合理水平，由于预期三季度硅片产能
释放量将显著增加，因此部分企业选择提前降价清库
存。进入二季度以来，4月份至5月份进口石英砂不再成
为限制单晶硅产出的瓶颈，因此专业化企业挺价意愿开
始减弱，释放部分利润给下游。

日前，主流电池片报价降至1.03元/W，环比下降
2.3%，组件中标价降至1.6元/W至1.65元/W。“对于下游
电站来说，如果光伏组件下降到1.5元/W左右，是非常有
利于电站的投资建设的，能够有效刺激投资热情，硅料
价格的下降对整个产业链来说是有利的。”金辰股份常
务副总裁祁海珅向记者表示。

下游装机需求旺盛

开源证券研报显示，2023年一季度国内外光伏需求
旺盛，展望全年，在产业链价格回落拉动光伏经济性持
续提升下，欧洲、国内分布式等市场在组件降价刺激下
有望保持快速增长，国内地面电站、东南亚、中东非等对
价格较为敏感市场被抑制的需求也有望释放，2023年全
球光伏新增装机有望保持快速增长，预计2023年全球光
伏新增装机或达350GW。

受益于旺盛的下游装机需求，一季度组件厂商出货
量大增。以晶科能源为例，该公司关负责人表示，“一季
度公司总出货约14.5GW，组件出货量约13GW，其中N型
组件出货量约6GW。”

据晶科能源透露，预计2023年年底，公司单晶硅片、高
效电池和组件的产能将分别达到75GW、75GW和90GW。

晶科能源表示，当前公司全年订单较饱和已超过目
标的60%，尽管随着上游硅料价格下降，组件市场价格
也有所下降，但公司N型高端产品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
态，溢价较为坚挺，未来随着N型产品出货量提升，公司
二季度盈利水平扩张趋势明显。

硅片价格回落
光伏产业链话语权有望向下游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