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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谢 岚 见习记者 丁 蓉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
6月19日收盘，已有39家A股上市公
司预告上半年业绩。其中，30家上市
公司预计归母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
占比达76.92%。

多位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的业内人士表示，预告2023年上半年
实现业绩增长的上市公司涵盖了多
个行业，汇集了行业龙头和细分领域
领军企业，体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在率先预告2023年上半年业绩
的上市公司中，不乏一些企业成绩亮
眼。其中，悦心健康、容大感光、天键
股份、亨迪药业、曼恩斯特、双元科技
等公司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均
超50%。

悦心健康公布的业绩预告显示，
预计公司在2023年上半年实现归母
净利润约1.55亿元至1.75亿元，同比
增长1900%至2133%。对于业绩增
长的原因，悦心健康方面表示，一是
主营业务瓷砖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
增长约15%，投资性房地产租赁业务
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0%；二是公
司于去年终止了负离子健康材料业
务以及剥离不良资产；三是预计报告
期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
额为1.56亿元至1.65亿元。

6月19日，容大感光披露的半年
度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2023年上
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4096.18万元至
4716.82万 元 ，同 比 增 长 98.00%至
128.00%。容大感光方面表示：“业
绩增长主要源于公司销售毛利率上
升和公司股权激励费用下降。”据悉，
容大感光主营产品包括PCB光刻胶、
显示用光刻胶、半导体用光刻胶和特
种油墨，公司在电子感光化学品领域
的具有领先地位。

亨迪药业的业绩增幅也颇为可
观。根据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
2023年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1亿元
至 1.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3.82% 至
138.98%。亨迪药业业绩增长的主
要原因是主产品布洛芬原料药、右旋
布洛芬原料药产品市场需求增加，布
洛芬相关制剂产品市场需求增加，以
及美元升值导致汇率变动对公司业
绩带来的正向影响。

根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上述
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实现增长的
30家上市公司，涉及12个申万一级行
业，其中医药生物、机械设备、电子、
通信等四个行业的公司数量居前，分
别达到5家、4家、3家、3家。

一些公司基于技术、产品的创
新，拓展业务维度，实现业绩的快速
增长。

消费电子龙头立讯精密将业务
维度向汽车等行业延伸拓展，把握新
发展机遇。公司预计上半年实现归
母净利润41.62亿元至45.41亿元，同
比增长10%至20%。

老牌医药企业恩华药业通过在
产品方面推陈出新，贡献业绩新增长
点。公司预计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
润4.92亿元至5.81亿元，同比增长
10%至30%。恩华药业在投资者互
动平台上表示：“公司未来的增长点
主要体现在，一是近几年上市产品收
入持续放量，二是在研产品的陆续获
批上市。”

透镜咨询创始人况玉清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已
经披露的上市公司半年报业绩预告
来看，一些公司因为去年同期基数
低，实现业绩修复；一些公司保持创
新动能，实现业绩增量。整体来说展
示了相关上市公司的发展韧劲，释放
出积极的信号。”

39家上市公司率先预告上半年业绩
超七成净利润同比增长

本报记者 赵彬彬

6 月 19 日，永泰能源披露 2023
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公司预计上半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10.1亿元至 11.1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31.11%
至44.10%。

永泰能源相关人士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报告期内煤炭业务产
销量同比增加，以及电力业务动力煤
采购成本同比下降是业绩预增的主
要因素。同时，作为公司向新能源转
型的主要方向，钒电池储能项目正在
按计划全力推进。”

生产经营持续向好

永泰能源主营煤炭业务和电力
业务，目前形成了以煤电互补为基础
的综合能源供应格局。 2023年上
半年，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向好，储能
转型有序落地，业绩保持良好增长。

今年第一季度，焦煤价格整体维
持高位运行，进入 4月份后，受大量
进口煤和下游钢铁市场需求持续低
迷影响，焦煤价格开始逐步下行。

海通期货黑色分析师魏亚茹表
示，前期双焦价格跌幅较大，对于焦
煤来说，即使是资源较为紧缺的山西
优质主焦煤也由3月份的2450元/吨
下跌至 1570 元/吨，跌幅达 880 元/
吨，供应较为宽松的配煤跌幅更是达
到 1000 元/吨以上；焦炭连跌十轮
后，累计降价已达850元/吨。

即便如此，永泰能源煤炭业务仍
保持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公司表示，
尽管焦煤市场价格从高点快速回落，
但公司所属优质焦煤产品仍有较高
利润空间。公司通过子公司山西康
伟集团所属山西省古交市 2座各 60
万吨/年优质焦煤煤矿全面复产、精
细化管理等措施有效抵消煤炭市场
价格波动对利润的影响，公司煤炭业
务效益保持较好水平。

“近期随着成材成交的好转，下
游钢厂开工高位持稳甚至出现回升，
对焦煤焦炭需求增加，因此焦煤焦炭
价格开始反弹。”兰格钢铁研究中心
主任王国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华泰期货研报显示，上周焦煤主
力合约 2309震荡运行，上周五收盘
于 1400.5 元/吨，环比上涨 111.5 元/
吨，涨幅为8.65%。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电力业务已

实现扭亏为盈。公司方面称，“受益
于动力煤价格下跌，并通过长协煤签
约全覆盖、提高长协煤兑现率等措
施，公司电力业务效益持续改善并于
5月份实现扭亏，进一步提升公司整
体经营业绩。”

全力推进储能项目建设

在做优做强煤电主业的同时，永
泰能源正全力布局储能转型。

2022年，公司布局储能行业，确
立了聚焦全钒液流电池、构建储能全
产业链的转型目标，有序推进“钒矿
资源整合、开采冶炼、电解液制备、电
堆及关键材料生产、系统集成全钒液
流电池全产业链”布局。

具体来看，永泰能源与海德股份
共同投资10亿元设立北京德泰储能
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储能产业发
展平台，合力进军储能行业。永泰能
源通过德泰储能以 1.92亿元收购优
质钒矿资源敦煌市汇宏矿业开发有
限公司65%股权，获取了上游优质钒
矿资源以及提升高纯钒冶炼技术。
此外，通过德泰储能在公司所属张家
港沙洲电力开展储能辅助调频项目
建设，在应用领域拓展并形成示范效
应。

永泰能源表示，“截至 2022 年
底，公司储能转型布局发展规划的第
一步已得到有效落实，全钒液流电池
全产业链发展架构与布局已经基本
形成。”

2023 年，永泰能源正在按计划
全力推进储能项目建设。公司所属
敦煌市汇宏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一期
3000吨/年高纯五氧化二钒选冶生产
线和张家港德泰储能装备有限公司
一期 300MW/年新一代大容量全钒
液流电池及相关产品生产线将于 6
月底举行开工建设仪式。其中，
1MW试验产线将于近期建成交付使
用，产学研教学基地及储能研究院计
划6月底同时开展挂牌工作。

对于储能领域的远期发展规划，
永泰能源提出，力争 2025年储能产
业形成规模；2027年-2030年进入储
能行业第一方阵，实现全钒液流电池
市场占有率30%以上目标，成为储能
行业全产业链发展领先企业，储能板
块规模与现有煤炭及电力板块规模
相当，从而形成“传统能源+新型储
能”双轮驱动发展的新格局。

煤电业务持续向好储能转型有序落地
永泰能源预计上半年净利同比增超31%

本报记者 王镜茹

近期医疗赛道不断升温，吸引越来
越多龙头企业跨界进入。

6 月 17 日 ，家 电 巨 头 美 的 在
CHCC2023上发布了智慧医院LIFE2.0
解决方案；6月18日，锂电企业亿纬锂能
宣布成立医疗电池事业部；此外，比亚
迪也于近期申请注册了多个医疗器械
商标。

业内认为，医疗行业作为一个庞大
而稳定的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
潜力，各行业巨头通过进军医疗赛道，
实现业务多元化战略，可减少对单一产
业的依赖，并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亿纬锂能瞄准健康场景

据亿纬锂能官微消息，6月18日公
司正式成立医疗电池事业部，将建立医
疗电池标准。

目前，亿纬锂能已根据不同需求开
发出7大医疗电池解决方案，涉及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呼吸机、血糖仪、胶

囊内窥镜、脑起搏器、可充电神经刺激
器等多种应用场景，基本形成医疗电池
全面解决方案。

锂离子电池在医学方面主要应用
于助听器、心脏起搏器和其他一些非生
命维持器件等。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医疗行业对更小、更便携的医疗器
械需求较大，而锂离子电池具有能量
高、体积小、重量轻等优势，在医疗设备
领域应用潜力大。

早在去年8月份，亿纬锂能就携智
慧医疗电源全面解决方案亮相世界大
健康博览会。在展会现场，亿纬锂能展
示了锂二氧化锰电池、氟化碳电池、软
包电池、圆柱三元电池、方形磷酸铁锂
电池等产品，可为医疗场景应用、绿色
能源场景应用行业客户提供解决方案。

对此，添翼数字经济智库高级专家
吴婉莹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受今年
年初碳酸锂价格波动影响，锂电产业链
变得更为理性，不少企业正通过拓展多
元产业，提高风险防御能力。在此背景
下，亿纬锂能布局医疗电池，不仅可通
过医疗产品的严苛标准倒逼提升技术

研发能力，也可进一步增强企业的抗风
险能力。”

多家企业跨界布局

事实上，新能源产业链企业延伸布
局医疗赛道的不在少数。

天眼查显示，近期比亚迪申请注册
了“远灯医疗”“月呀·医美”商标，国际
分类均为医疗器械。此外，去年6月份
比亚迪还发布了一份关于超声骨刀的
新专利。比亚迪电子官网显示，医疗健
康已成为其四大业务领域之一，与汽车
智能系统并列。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医疗领域需要多种
技术和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而行业龙
头如比亚迪等，通常拥有多个领域的技
术储备和研发能力，这使得它们能够将
自身在其他领域的技术和经验应用到
医疗领域，提出创新性解决方案。”

此外，医疗领域也成为家电巨头看
好的新赛道。在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
览会上，美的、海尔等家电企业纷纷亮

相。其中，美的控股的万东医疗展出了
全球首创的无液氦超导磁共振产品；海
尔生物则推出了数字医院、智慧实验
室、智慧公卫、智慧血液、智慧生物培养
等5大数字场景下的40多种产品。

对于跨界进军医疗行业，美的相关
负责人表示，随着近几年医疗赛道需求
不断增加，美的将通过自身实力，根据
行业特定需求做更多场景化定制，推动
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会专
家安光勇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巨头
企业通常具有较强的品牌影响力和公
众信誉，这为它们在医疗领域的布局
提供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消费者更愿
意选择知名品牌的医疗产品和服务，
从而增加了巨头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
力。但需注意的是，医疗行业是一个
高度专业化的领域，成功进入并取得
成绩并不容易。企业在布局医疗赛道
时需充分考虑行业特点和需求，确保
产品质量和安全性，并与医疗专业人
士和监管机构合作，以确保业务的可
持续发展。”

医疗赛道升温吸引多家企业跨界布局
亿纬锂能成立医疗电池事业部

本报记者 曹卫新

延期回复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情
况，在A股市场上并不少见。《证券日
报》记者综合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及
上市公司公告获悉，截至6月19日晚8
时，今年以来共有267家上市公司申请
延期回复年报问询函。其中，25家公
司发布再次延期回复问询函的公告。
甚至有公司多次申请延期回复年报问
询函后，至今仍未披露相关回复，延期
已超过一个月。

“通常情况下，问询函关注到的
事项，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细节、可持
续发展能力等皆有影响。在收到问
询函后，上市公司应该组织人员积极
回复，让投资者能够更客观地了解公
司的状况。”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
智斌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有公司5次延期回复

距离年报披露季结束已有50天时
间，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2022年年报
的事后审核仍在进行中。沪深北交易
所公开信息显示，截至6月19日晚8时，
三大交易所共向439家上市公司发出
年报问询函，就净利润、毛利率、现金
流、商誉、应收账款等重点财务指标进
行问询。

《证券日报》记者以“延期回复”为
关键词搜索上市公司公告发现，在439
家收到年报问询函的公司中，申请延
期回复的家数占比达60.8%。

具体来看，部分公司多次申请延
期。以ST红太阳为例，公司于2023年5
月24日收到深交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下发的2022年年报问询函，要求公司
就年报相关事项于5月31日前做出书
面说明并对外披露。

5月30日晚，临近监管层要求回
复问询函的时间，公司发布延期回
复年报问询函的公告称，公司无法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报问询函》的
回复工作，申请延期回复《年报问询
函》，争取于2023年6月7日前完成回
复工作。

但此后在6月6日、6月13日，公司
又先后两次发布再次延期回复年报
问询函的公告，申请延期回复年报问
询函。

据记者梳理，目前上市公司最高
延期次数为5次。2023年4月12日，ST
澄星收到了上交所下发的《关于江苏
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
报告及公司股票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
示事项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在
接连申请5次延期回复后，6月7日，ST
澄星终于就监管机构下发的年报问询
函内容做出了回复。自该公司收到年
报问询函起至最终披露问询函回复公
告，历时57天。

上市公司为何不能就年报问询函
做出及时回复，反而一拖再拖，背后究
竟有何难言之隐？

“前期没有回复是因为年报问询
函里需要中介机构核查的内容比较
多，除了需要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外，
还要求律师发表意见。本着负责任和
谨慎的态度，中介机构在原有审计等
工作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核查，工
作更细致一些，所以耽搁了些时间。”

ST红太阳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有不愿具名的上市公司证券部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依据此前的问询函
要求，我们准备了一些内容，在提交监
管审核的过程中，监管部门会就相关
内容做出进一步的审核，财务数据方
面还需要进一步细化一下，耗费的时
间就会多一些。”

专家呼吁公司及时回复

在专业人士看来，上市公司不及
时回复交易所年报问询函，所引发的
后果是比较严重的。

广科管理咨询首席策略师沈萌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年报是上
市公司向投资者进行年度总结的重
要工具，也是投资者了解上市公司
最重要的窗口，因此年报质量至关
重要，同时也是监管机构关注的要
点。如果是因为问题复杂，无法在
短时间内做好准备，可以申请延期，
但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延期
就变成一种拖延战术，会削弱上市
公司的可信度。”

“拖延回复监管问询，是公司管理
层不作为的一种表现，除非相关高管
能够证明其自身已勤勉履职、没有过
错，否则公司管理层成员亦可能被处
以纪律处分。如果拖延回复涉及了

‘不正当披露’，导致投资者受到损失，
最终引发的后果也是比较严重的。”王
智斌告诉记者。

从过往案例来看，有上市公司因
长时间拖延回复问询函受到了监管处
罚。2022年3月份至7月份，科创板某
公司收到了包括年报问询函等在内的
多个问询，针对上述问询，公司多次未
按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回复，经多次延
期及监管督促才予以回复，影响投资
者知情权。最终监管部门对公司时任
董事长、实控人、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等
予以监管警示。

“交易所留给上市公司的回复周
期也是这么多年监管经验总结下来的
一个时间，上市公司拿到问询函后，都
会加班加点组织回复，多数都可以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问询函回复。”有不愿
具名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年内439家上市公司收年报问询函
逾六成回复“难产”

曹卫新

在年内439家收到年报问询函的
公司中，超六成公司选择了延期回
复，部分公司甚至多次“爽约”，一拖
再拖。笔者认为，这样的行为非常
不妥。

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
告、中期报告、一季报、三季报。这其
中唯有年报必须经过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其准备的时间最充分，信披内
容最详细、可信度也最高。全面注册
制以信息披露为核心，投资者对于公
开信息的依赖程度更高。受制于年

报披露格式等因素，部分上市公司在
年报披露中未能就整个年度的经营
情况做出全方位披露。年报季结束
后，三大交易所向上市公司陆续发送
年报问询函，对年报中细节不明的重
大事项予以问询、关注，这其中不仅
涉及上市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异常变
化、“非标”审计意见、公允价值明细
等问题，还对资金占用、巨额商誉减
值等“财务大洗澡”问题提出多方面
质疑。

对于投资者来说，要想对投资做
出理性分析和判断，需要依靠这些信
息。作为多层次监管体系不可或缺的

一环，监管机构向上市公司下发年报
问询函，不仅能够督促上市公司规范
地进行信息披露、提高市场透明度，还
能够帮助中小投资者全面客观地了解
上市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更好做出投
资判断。

当然，有的年报问询函涉及的内
容确实事关重大且复杂，涉及的不确
定性因素较多，上市公司需要更多的
时间来回复，这也无可厚非。不过，越
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将“延期回复”当成
一种常规的操作手段，不仅拖延回复
年报问询函，对监管下发的关注函、重
组问询函、监管问询函等也采取“拖

延”战术，这不得不让人质疑：究竟是
有“苦衷”还是“摆烂”？

信息披露制度是资本市场健康发
展的制度基石，容不得半点儿马虎。
面对监管机构刨根问底式的问询监
管，上市公司不应该对问询函回复工
作遮遮掩掩，更不能反复延期回复问
询函，养成“拖延”的习惯。试问，如果
一家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无法做到及
时、公平，如何能让投资者相信其在用
心经营业务、努力提高上市公司质
量？上市公司应当从快从速就问询函
内容做出回复，解决投资者和管理层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延期回复问询函莫要习惯成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