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肖 伟

连日来，湖南衡阳、南县、新邵、攸
县、祁阳、临湘等多地报告菜籽丰收，使
用机收方式还可减少收割损耗。《证券
日报》记者走访湖南岳阳时看到，油菜
结实饱满，田间管理精细化，农机补贴
亦发放到位，农民收获积极性较高且在
准备水稻种植。

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发
布的《2023年5月中国农产品供需形势分
析》，夏收油菜大部分发育期正常或偏早
3天至15天，长势总体略好于上年同期，
贵州、云南、四川南部油菜籽近期将陆续
收获上市。预计今年度菜籽油产量为

696万吨、花生油产量为340万吨，比上一
年度分别增加43万吨、7万吨，消费量
3661万吨，比上年度增加29万吨，这主要
是受经济形势预期向好的提振。

期货市场对此亦有提前反应，东
方财富Choice显示，郑州商品交易所挂
牌交易的菜籽主力合约现已运行在
5500元/吨下方，与现货市场菜籽价格
相比，每吨有1100元左右贴水，表明市
场供求双方均认定未来菜籽供应格局
较为宽松。同时，菜油、豆油等期货品
种的主力合约价格自今年3月初见顶后
持续回落，其中菜油主力合约价格回落
幅度接近2000元/吨，豆油主力合约价
格回落幅度约为1100元/吨。

多家油料加工下游企业向《证券日
报》记者确认了油料丰收、油价回落的
利好消息，并对这将改善采购成本，进
而助力业绩表示谨慎乐观。

道道全主营食用油深加工，该公司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去年，原料价格大
幅波动且整体处于高位，公司虽上调产品
单价，但仍未能覆盖高价原料对利润的挤
压，进而主营业务出现较大亏损。进入今
年后，随着原料供需关系趋宽松和价格回
落，公司一季度业绩已得到改善，结合消
费需求、生产加工等情况，原料价格的下
跌将使公司进一步获益。”

劲仔食品主打休闲风味零食，采购
中包含有食用油等大宗物资。该公司

董秘丰文姬向记者表示，“小鱼干原料
成本基本稳定，辅料中的大宗物资有所
回落，特别是食用油价格回落速度较
快，对我们的采购成本管控有一定支
持。结合今年消费旺季来临的利好因
素，对公司业绩均有一定助力。”

绝味鸭脖、金健米业、盐津铺子等
业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同时认定油价回
落将是中长期趋势。部分企业还表示，
由于采取安全库存和批量采购模式，前
期高成本食用油库存还需一段时间消
化，随着高价食用油库存出清和低价食
用油采购陆续到位，成本将出现逐月摊
低走势，届时油价回落对成本的改善将
会反映在财务报表中。

菜籽丰收在望食用油产量预增
下游油料加工、食品生产企业或迎成本改善

本报记者 王 僖

5月12日，华泰股份召开2022年度
股东大会。记者了解到，作为国内新
闻纸行业龙头企业，为应对近年来电
子传媒发展带来的冲击，华泰股份不
仅通过“转调创”实现了造纸业产业结
构的优化，还持续培育壮大了化工产
业，使公司实现了“两条腿”协同向前
的战略布局。

股东大会现场，华泰股份董事长
李晓亮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通过
这些年的转型调整，我们形成了贴近
于市场的全新布局，下一步在市场推
广和研发上，华泰股份还有很多方面
需要继续完善。”李晓亮还表示，随着
公司进一步拓展拉长化工产业链条，
化工业务也将在公司整体发展中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发力浆纸一体化补齐短板

李晓亮还介绍，为应对电子传媒
发展对新闻纸行业的冲击，华泰股份
早在2015年开始就对自身的原料结构
和产品结构进行了转型和调整，并相
继成功开发出高档文化纸、环保型传
媒纸、瓦楞纸、食品包装纸等新产品，
使得公司的产品布局更加合理，进而
推动公司盈利能力明显提升。

华泰股份副总经理魏立军补充
道，“曾经的华泰股份的确是以新闻纸
作为主打产品，彼时全国新闻纸的年
产能最高峰时接近600万吨，如今这个
总数已经下降到不到100万吨。”华泰
股份新闻纸的产能也从高峰时的300
多万吨，下降至现在的30余万吨。

“这个过程中，投资者或许会认为
公司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但实际上，
通过公司近年来不遗余力地‘转调创’，
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
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也实现了更加贴合
市场需求的转型与发展。”李晓亮说。
从业绩表现上来看，2022年度公司营业
收入为151.7亿元，实现历史新高。

放眼整个造纸行业，华泰股份认

为，虽然这两年在高成本、低需求的夹
击下，造纸行业处于周期性筑底阶段，
但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中
国纸业也已进入全面产业结构调整时
期，并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升，逐步进
入成熟阶段。对于行业发展前景，公
司认为造纸行业在稳定发展基础上仍
有上升空间。

华泰股份将持续加快调整与转
型。“一方面，我们会不断巩固公司在
新闻纸、高档胶印书刊纸方面的优势，
另一方面，公司也会继续推进造纸产
业转型升级和技术改造，通过原料结
构和产品结构调整，面向市场开发新
产品，向附加值高、市场销路好的高档
文化纸、食品包装纸方向发展，提高市
场竞争力。”李晓亮说。

在今年造纸行业持续承压运行的
背景下，华泰股份还将通过发行可转
债募集资金建设年产70万吨的化学木
浆项目。这一举动被业内认为既是华
泰股份推进浆纸一体化进程的重要一
步，也是补齐与国内其他头部造纸企

业差距的重要一环。
对此，华泰股份表示，本项目的实

施是公司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的需要，
也是践行“十四五”发展战略、构建长
期可持续增长能力的必要建设。华泰
股份独立董事戚永宜认为，该项目的
实施不仅可以降低原材料波动对公司
的影响，在“双碳”背景下，制浆造纸生
产中的生物质能源利用，也更符合“碳
中和”的发展趋势。

化工业务转型锚定新材料

化工作为华泰股份的另一支柱产
业，在其近年来的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却也往往被投资者忽视。

“华泰股份算是全国化工产业链
条拉得最长的企业之一。”股东大会现
场，魏立军介绍公司的化工业务时自
豪地说。公司所在地黄河三角洲地区
有着丰富的盐矿资源，近年来公司在
盐化工基础上，向下游延伸产业链条，
延伸生产出烧碱、液氯、双氧水、环氧

丙烷、氯乙酸、苯胺等产品，在氯碱化
工行业公司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

据了解，近年来华泰股份围绕原
盐开采、产品深加工等价值链两端，重
点推进实施了年产25万吨离子膜烧碱
搬迁改造项目，年产10万吨苯胺项目、
华泰清河年产5万吨丁苯胶乳项目、10
万吨氯乙酸一期项目、32万吨甲烷氯
化物一期项目等一批产业延伸项目，
上述项目的顺利投产，进一步拓展拉
长了公司的化工产业链条。

“今年，公司将继续推进化工产品
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拉长盐化工、精细
化工产业链，并全面加快上游资源开
发和下游新产品生产进程。”李晓亮对
记者表示。其中，公司将重点加快推
进10万吨氯乙酸二期项目建设，进一
步提升化工业务的盈利能力。

魏立军介绍，未来公司的化工业
务将面向新材料方向进一步进行转型
升级，譬如在高端环氧树脂、氟硅新材
料等方向，结合风电行业、海洋经济等
领域实现新的拓展。

直击华泰股份股东大会：

华泰股份坚定推进浆纸一体化 化工业务将向新材料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张 敏 见习记者 熊 悦

受益于光伏行业高景气度，光伏
产业链各环节的诸多上市公司去年
及今年一季度业绩高增。但与优异
业绩形成对比的是，部分光伏股股价
近期陷入了低迷。

行业估值相对低估

硅料龙头大全能源股价曾自4月
27日起连续四个交易日收跌，并于5
月9日创下历史新低，当日收报38.67
元/股，较2021年8月份创出的高点
86.83元/股跌去了55.5%。截至5月
12日收盘，大全能源涨0.59%，报收
于39元/股，市值较年初（1月3日）蒸
发近200亿元。

另外两家硅料大厂，通威股份的
股价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总体呈下滑
趋势；特变电工的股价较去年7月份的
30.72元/股高点也有所回落。截至发
稿，大全能源、通威股份、特变电工的动
态市盈率分别为4.7倍、5.9倍、5.1倍，低
于沪深300指数的动态市盈率12.3倍。
此外，港股多晶硅龙头新特能源也遭
遇了股价下跌，就在4月25日其发布一
季度盈利预喜之际，公司股价当日下
跌13.1%，报收于18.9港元/股。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翁梓驰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在光伏上市公司一
季度业绩延续增长的背景下，目前行
业估值水平整体处于相对低估区间。

光伏是去年A股业绩表现最为
亮眼的板块之一。同花顺数据显示，
445家光伏概念股，近七成去年实现
营收同比增长，五成以上实现归母净
利润同比增长，营收、净利润翻倍的
公司不在少数。

今年一季度，诸多光伏产业链公
司的业绩依旧延续了增长态势。翁
梓驰表示，“今年一季度光伏市场开
局亮眼，行业需求爆发叠加产业链价
格下降，推动各个环节企业利润改
善，光伏企业业绩表现良好。”

去年12月份，高企的硅料、硅片价
格进入下降通道，伴随相关企业产能
释放，供需出现反转。根据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5月10日公布
的数据，本周（5月8日起）硅料、硅片价
格均大幅下跌。其中，复投料价格、单
晶致密料价格、单晶菜花料价格的周
环比降幅均超10%。M10单晶硅片
（182mm/150μm）价格、G12单晶硅片
价格周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面临产能过剩？

就大全能源而言，今年一季度，
公司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增长均较以
往失速 ，营收同比下滑 40.26%至
48.56亿元，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
32.49%至29.11亿元。而去年全年，
大全能源营收、归母净利润均实现了
三位数增长。

具体来看，今年一季度，大全能
源多晶硅产量同比增长7.86%，但销
售量同比下滑近35个百分点，销售价
格同比下降8.45%至190.42元/公斤。
虽然相对销售价格，大全能源多晶硅
单位成本同比降幅更大（28.93%)，但
未能抵消销量下滑的影响。

对此，大全能源表示，上下游产
业链价格博弈导致销量下降，因此营
业收入减少，净利润下滑。“今年1月
份，受光伏产业链季节性波动和上下
游价格博弈的影响，产业链总体需求
暂时放缓。今年3月份起，随着包括
公司在内的多晶硅制造企业的扩张
产能逐步释放，高纯多晶硅料平均销
售价格逐渐回落。”

在去年业绩高基数的背景下，通
威股份今年第一季度的营收和归母
净利润增速降至两位数。去年一季
度，公司的营收增幅达132.49%，归
母净利润同比增长513.01%。

兴储世纪总裁助理刘继茂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近年来各行资本涌
入光伏，从硅料到硅片、电池片、组件等
环节都存在产能过剩预期。硅料是大
化工生产，一旦开工就不能随便停产，
因此硅料库存会不断增加。预计今年
硅料行业将迎来洗牌，价格会长时间
在成本线附近，利润微薄甚至亏损，直
到60%的以上厂家被淘汰出局。”

刘继茂进一步表示，光伏行业虽
然在持续增长，但竞争较为激烈，前
期利好已出尽，后期从硅料到组件，
各环节利润空间将迎来调整，回归到
正常状态。上游头部企业，短期内利
润将会持续下降，等到行业重新洗牌
完成后，才有可能上升。

不过，对于产能过剩，有行业人
士对记者表示，“光伏板块的股价波
动，与市场对产能过剩的担忧关系不
大，产能过剩总体上是企业自身的顾
虑，难以造成大面积的股价震荡。”

翁梓驰则认为，此次光伏板块估
值回调受多重因素影响。“这表明市场
对于光伏行业维持高景气存有疑虑。
部分资金担忧硅料价格下行主要由下
游需求减弱所致，行业景气度或难持
续高涨；其次从今年基金一季度持仓
来看，对于光伏赛道配比明显下滑。”

行业高景气延续

目前，光伏装机需求总体旺盛，
产业链加速产能扩张仍然是主旋
律。中原证券研报分析，“光伏板块
目前估值回归到近年来的低点，而今
年国内外装机需求增速并不悲观。”

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今年一季
度，我国新增光伏装机33.656GW，同
比增长154.8%。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预计，今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量将达
到280至330GW，我国光伏新增装机
量将达到95GW至120GW。

大全能源在一季报中表示，“太
阳能光伏的整体需求将在未来几个
季度内稳步增长，硅料端的供应增量
将被下游扩张的产能快速消化。”因
此，公司将继续保持满负荷生产，预
计今年全年产量19.3万吨至19.8万
吨。公司将持续加大销售力度，计划
在第二季度将发货量增加至5.9万吨
至6.1万吨，第二季度末将库存水平
下降至5000吨左右。

东高科技首席行业研究员秦亮
对记者表示，光伏行业景气度大概率
延续，光伏行业基本面依旧强劲。“目
前来看，包括光伏、锂电池、新能源车
在内的整个新能源板块下跌趋势在
逐步缓和，甚至有趋稳的迹象。”

光伏股“冰”与“火”：

行业高景气 多数公司业绩高增长
奈何股价陷入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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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莲

最近，大全能源有点儿烦。可谓成
也价格，败也价格，去年受益于硅料价
格大涨，大全能源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今年一季度却因为硅料价格下跌，营
收和净利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

近期，大全能源股价创下历史新
低，市值较最高点已下跌超50%。投资
者对此也颇有微词。

去年，光伏产业链扩张可谓凶猛，大
全能源更是其中的勇者，动辄斥资百亿元
大手笔投资布局硅料业务。仅2022年12
月20日，大全能源就与内蒙古包头市人
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约定公
司拟投资332.5亿元，在包头市投资建设
30万吨/年高纯工业硅项目、20万吨/年有
机硅项目、20万吨/年高纯多晶硅项目和
2.1万吨/年半导体多晶硅项目。

实际上，过去几年，如大全能源一
样大举扩张的企业不在少数。只有潮
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硅料供应紧
缺，企业不断扩张，量价齐升的市场，相
关企业迎来业绩高光时刻。

在光伏行业高景气发展状态下，企
业扩张产能本无可厚非，有不少新玩家
和跨界者更是慕名“追光”，布局光伏产
业链多个环节，希望能以此分得一杯羹。

不过，产业链每个环节扩产速度不
同，有快有慢。供应和需求也总是在追求
平衡的过程中出现偏差。从去年年底开
始，随着硅料、硅片等企业不断扩产，硅
料、硅片供过于求的趋势逐渐显现，产能
过剩导致价格不断下跌，这对于正在释放
产能的企业来说确实是比较大的考验。

行业如火如荼时，企业也必然会高
歌猛进，但需要考虑自身的优势和短
板，一旦节奏出现偏差，对于任何一家
企业来说可能都是不可承受之重。在
产业链大起大落之间，行业洗牌也是必
然，竞争力不足的企业必然会被淘汰。

笔者认为，光伏行业发展前景毋庸
置疑，但随着光伏产业链开始进入调整
期，行业分化不断加剧，也在进一步考验
企业的应对能力。尤其对于“追光”者来
说，首先要在技术创新上下功夫，不断提
高产品的竞争力，不仅仅是扩张产能靠量
占据市场，而是以质取胜；其次是不断进
行上下游布局。经过过去几年行业的大
起大落，不少头部企业都在通过光伏产业
一体化布局来缓解某环节涨价带来的影
响，并因此成为行业的引领者。

踊跃“追光”也要直面挑战

本报记者 曹卫新

备受市场关注的奥联电子“打假
门”事件有了新进展。近日，深交所官
网披露称，经查明，奥联电子在《回复公
告》及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公开发
布的胥明军履历相关信息存在不真实、
不准确情形。期间，奥联电子股票交易
存在异常波动情形，市场影响恶劣。鉴
于上述相关违规事实及情节，深交所决
定对奥联电子，公司董事长陈光水，时
任总经理傅宗朝，代理总经理蒋飚，董
事会秘书薛娟华，奥联电子钙钛矿业务
合作方胥明军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5名当事人被公开谴责

2022年12月份，奥联电子对外披露
称拟设立孙公司，与胥明军合作开展钙
钛矿太阳能电池及其制备装备的制造
销售业务。公司在调研会议、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以及《回复公告》中多次
提及的胥明军履历。不过，其显示的相
关履历内容与华能清能院及杭州众能

发布的胥明军履历不一致。该事件经
监管调查后，被认为奥联电子未能对拟
披露的信息进行有效审核，导致公司存
在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的情形。

作为奥联电子对外投资交易合作
方，胥明军因未能如实向奥联电子提供
有关信息，深交所认定胥明军对公司上
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此外，公司
4名高管在其任职期间因未能恪尽职
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也被认定对公
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处分决定显示，在纪律处分过程
中，上述5名当事人均向深交所提交
了书面申辩，不过相关申辩理由均未
被采纳。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智斌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上市公司是信披义务人，上市公司高
管应当对上市公司公告所涉事项的真
实性、完整性履行审查义务，如果相关
高管未能勤勉履职导致上市公司公告
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者误导性
陈述的，相关高管理应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胡亚兰律师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依据证券法
规定，上市公司的董监高应当保证上市
公司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所披露的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市公司的董
监高在信披过程中负有严格的审查核
实义务，否则应当对信披的失实承担行
政责任乃至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
甚至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相关公告避谈胥明军

在奥联电子跨界布局钙钛矿业务
的相关公告中，胥明军一直被作为“关
键人物”介绍，称其在钙钛矿技术产业
化所需要的材料配方、工艺研发、装备
研制等领域具备核心竞争能力。

“打假门”事件发生后，公司一改往日
作风，不仅对钙钛矿业务的介绍着墨较
少，公告中也不再提及胥明军相关信息。

针对投资者一直关心的钙钛矿业
务进展情况，奥联电子仅在2022年年报
中透露，“目前奥联光能各项工作正常
进行中。”此外，5月12日在公司业绩说

明会上，公司回复钙钛矿业务进展情况
称，“钙钛矿是公司在深耕主业的基础
上实施的新能源战略转型业务，截至目
前，奥联光能钙钛矿业务正在有序开展
中，已完成实验线建设并投入使用。公
司通过与武汉理工大学的科技成果转
化合作，已取得三项钙钛矿相关发明专
利，预计今年不会形成大规模销售，不
会对公司业绩构成重大影响。”公告中
只字未提胥明军相关信息。

数据显示，去年奥联电子实现营业
收入4.03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977.16万元，分别同比下滑
10.72%、42.58%。尽管今年一季度公
司 实 现 营 收 1.0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26%，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仅为79.37万元，同比下降61.46%。

广科管理咨询首席策略师沈萌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
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资本市场改革中，
监管层对上市公司涉及信息披露的监
管力度在不断加强。监管层对上市公
司违规行为果断地进行处分也切实维
护了市场公平秩序。”

钙钛矿“关键人物”履历失实获监管确认
奥联电子：钙钛矿业务仍在有序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