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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桂小笋

根据沪深两市农业上市公司
发布的上半年业绩预告和前6个
月销售数据，期内肉鸡养殖和生
猪养殖业绩差异凸显，例如，受益
肉鸡价格上升等因素，肉鸡养殖
企业上半年业绩大多表现不俗；
而持续磨底的生猪价格，则让生
猪养殖产业链显著承压。

卓创资讯肉禽市场高级分析
师冯筱程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上半年肉鸡价格高于预期，以白
羽鸡为例，上半年国内白羽肉鸡
均价4.69元/斤，较去年同期上涨
12.20%。而布瑞克农产品集购网
高级分析师沈园冰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生猪
行业去产能节奏偏缓慢，导致生
猪价格仍在底部震荡。

肉鸡行业景气度提升

肉鸡价格的上行，对肉鸡养殖
利润的促进作用已经显现。同花
顺数据显示，目前发布上半年业绩
预告的9家肉鸡养殖上市公司中，
仙坛股份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幅
度 最 高 ，同 比 增 长 1099.7% 至
1123.46%。公司就此表示，报告期
内随着经济逐步回暖，终端消费需
求提升，白羽肉鸡行业景气度同比
上升。公司鸡肉产品销售价格同
比上涨，利润也随之增加。

除仙坛股份外，益生股份、圣
农发展等公司预告的净利润同比
增幅也较大。益生股份表示，随着
白羽肉鸡行业景气度提升，公司父
母代肉种鸡雏鸡和商品代肉鸡雏
鸡的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涨，净利
润大幅增加；圣农发展则表示，
2023年上半年公司业绩同比扭亏
为 盈 ，并 实 现 净 利 润 不 低 于
515.00%的高比例增长，这主要得

益于养殖与食品两板块全面发展。
卓创资讯数据统计显示，6月

30日国内白羽肉鸡均价4.21元/
斤，较年初上涨10.50%。

冯筱程表示，上半年国内白
羽肉鸡价格整体呈先涨后降走
势，鸡苗价格涨至高位，肉鸡养殖
成本持续偏高，且肉鸡养殖成活
率低于往年同期水平，致供需格
局较为紧张。在养殖成本和成活
率的综合作用下，上半年肉鸡价
格高于预期。

生猪产能去化偏缓慢

相对于肉鸡价格，中金公司
最新研报显示，今年上半年以
来，我国生猪价格走势持续低
迷，截至目前，养殖利润已连续7
个月亏损。

在此背景下，生猪养殖公司
的业绩状况，以及未来如何降本
增效成了投资者关注的热点。此
前，沪深两市的生猪养殖相关上
市公司已发布了前6个月的销售
数据情况，从这些销售数据中可
以看出，生猪价格的持续下跌，让
企业承受着较大的压力。

沈园冰表示，2023年上半年
养殖主体对猪价仍具有较高预
期，大量三元母猪、高胎龄母猪等
繁育效率低的母猪在2021年8月
份至11月份和整个2022年得到持
续置换，母猪种源优化，繁育效率
大幅提升。近年行业规模企业占
比快速提升，各大养殖集团扩张
产能后，不愿意主动压减规模，目
前持续亏损较长时间也不愿意主
动压减产能，因此，整个行业产能
仍然偏高。

沈园冰认为，2023年下半年
生猪产能去化虽然在持续，但去
化节奏仍将偏缓慢，猪价可能持
续底部震荡。

肉鸡、生猪养殖景气度“冰火两重天”
生猪养殖利润连续7个月亏损

本报记者 李 正

近日，多家水泥板块上市公司陆
续披露了中报预告，从整体情况来看，
上半年水泥赛道业绩并不乐观。东方
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记者发稿，
水泥板块（按申万行业分类）已披露上
半年业绩预告的6家上市公司中，有4
家报告期内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

《证券日报》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
电头部水泥生产商安徽海螺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其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受
天气等多重因素影响，水泥产品出货有
所减少，虽然同为淡季，但也只达到
2022年同期的80%至90%，“今年以来，
公司水泥产品价格整体有所下滑，对于
竞争并不激烈的区域，价格还算不错，
但在一些竞争比较激烈的区域，公司的
水泥产品价格也只能随行就市。”

卓创资讯水泥分析师侯林林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
以来，受房地产下行、新开工项目较少
等因素影响，水泥产业的整体需求基
础比较薄弱，导致水泥产业呈现出“旺
季不旺，淡季更淡”的状态，“下半年来
看，据历史数据统计，水泥价格在历年
9月份至11月份大概率上涨，今年估计
也不例外，但是预计反弹空间较小，主
要还是看需求释放情况。”

上半年水泥需求释放不足

具体来看，上述已披露中报预告的6
家水泥板块上市公司中，4家预计上半年
净利同比减少幅度在0%至100%，2家预
计同比增长幅度为100%至200%。

而关于预计净利同比下滑，多家
公司表示，系水泥产品需求释放不足
所致。

天山股份7月13日发布的中报预
告显示，预计报告期亏损1亿元至1.5亿
元 ，净 利 润 同 比 减 少 97.13% 至
95.69%。公司在业绩预告中提及，报
告期市场需求偏弱，导致公司主要产
品水泥熟料和商品混凝土的销量和价
格同比有不同程度下降。

福建水泥也表示，受市场需求持
续偏弱影响，水泥价格不断走低，报告
期 内 公 司 水 泥 平 均 售 价 同 比 下 降
7.86%，销量较上年同期减少7.4%，导
致本期经营业绩出现亏损。

事实上，受需求释放力度不足影
响，今年以来水泥价格持续处于历史
同期低位水平。生意社数据显示，7月
13日P.O号水泥参考价报337元/吨，同
比下滑12.01%。2023年以来，水泥价
格整体呈现先扬后抑走势，在1月份小
幅下滑后，受基建项目密集开工等因
素带动，于2月12日开始持续走高，直
至3月中旬涨到423元/吨后横盘，并于4
月17日开始持续回落至今。今年以来
累计下滑13.81%，目前处于2017年12
月份以来最低。

侯林林表示，基建工程项目开工情
况整体较差是导致水泥需求减少的一个
重要因素。虽然部分重点工程项目也在
开工，但是水泥订单主要集中在一些大
企业，一些原来专供社会搅拌站的水泥

企业，其市场份额也出现了明显减少，导
致总体上需求较低。特别是进入淡季以
后，需求基础差叠加天气影响，工程项目
施工进度减慢，水泥需求进一步减少，水
泥企业的销售压力也在加大，企业为了
维持自己原有的份额或者提升销量，只
有选择降价。

错峰生产难阻价格下滑

值得关注的是，面对需求释放不
足、水泥产品价格下行，众多水泥企业
也在积极响应错峰生产计划，但收效
并不明显，甚至无法阻止水泥价格的
步步走低。

据悉，水泥产品的生产主要分为
熟料生产和水泥生产，熟料是水泥的
上游产品，水泥企业需要先烧制出熟
料，再通过磨机将熟料磨成水泥。在
水泥生产过程中，磨机可以随时开停，
但如果企业停窑，即停止熟料生产，再
次开窑将大幅增加生产成本。《证券日

报》记者从海螺水泥、宁夏建材等多家
公司了解到，公司年内都在根据规定
严格执行错峰生产计划。

为何错峰生产仍无法阻止水泥价
格下滑？侯林林表示，往常在需求低
迷的状态下，水泥企业错峰停窑力度
都会非常大，但是今年错峰生产起到
的效果并不理想，“只有在需求释放充
足或者即将进入旺季的时候，水泥产
业进行错峰生产才会对整体市场价格
形成托底和支撑上行的作用，而如果
在需求不足时进行错峰生产，只会在
一定时间内起到缓解水泥企业熟料库
存压力的作用，并不会使供需关系发
生本质上的扭转。”

未来水泥价格将呈现怎样的趋
势？东高科技高级投资顾问罗啼明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
前所了解到辽宁、上海、江苏、浙江、湖
北、重庆和贵州等地区价格有下调，如
果地产行业投资难以提振，水泥供需
关系短期依旧无法打破。

水泥板块上半年业绩显疲态
业界预判市场供需关系短期难以扭转

本报记者 张 敏
见习记者 熊 悦 实习生 王芊祎

截至7月13日收盘，新世界、合肥
百货、欧亚集团等12家零售百货上市
公司披露了2023年上半年业绩预告，
其中有9家公司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增长、扭亏或减亏。

多数公司业绩改善

在上述12家公司中，新世界、欧亚
集团迎来业绩拐点，预计上半年实现
扭亏；而合肥百货、中兴商业等则预计
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幅较大。

新 世 界 于 7月 13日 发 布 了 2023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预计报告
期内归母净利润为3000万元至4600
万元，上年同期则为亏损3201.96万
元。公司对此表示，2023年上半年，
消费复苏，上海实体零售业客流回
升，公司的百货零售业、酒店服务业

经营情况有较大提升，医药销售业
稳中有升。

同日，合肥百货也发布了2023年
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期内归母净利
润同比增长118.29%至182.44%，达到
2.28亿元至2.95亿元。此外，欧亚集
团、汇嘉时代、王府井、重庆百货等多
家零售百货公司均预计上半年业绩预
增或扭亏。

中兴商业在沈阳市核心商圈经营
多业态零售商业，辐射周边鞍山、抚
顺、本溪、铁岭、辽阳等主要城市。由
于消费市场预期好转、客流逐渐回升
等，今年上半年，中兴商业预计实现归
母净利润同比增长87.63%至146.01%，
达4500万元至5900万元。

中兴商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
日报》记者：“市场已有所恢复，但还需
要抢占各种机遇，促进销售、增加利
润。”今年下半年，公司将通过多种营
销手段扩销增效，如开展“扫货节”和
各类品牌促销活动，以及对部分反季

商品进行折扣促销等。

传统业态积极寻求增长点

梳理公告可见，就业绩预增或扭
亏，多家公司均将其归功于消费复苏、
客流回暖、销售增长、营销力度加大等
原因。

在众多因素中值得一提的是，零
售百货这一传统业态正在通过创新营
销手段、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推动文旅
融合等寻找增长点。

例如合肥百货在公告中提及，报
告期内，公司旗下各业态、门店紧抓消
费复苏回暖机遇，在强化经营管理方
面发力，包括店面重新定位、调改升
级；强化供应链建设；强化品牌更新力
度，加大高端品牌和重点品牌引进；开
展特色主题营销活动；通过加强会员
管理等拓展客流。也正因为此，上半
年合肥百货实现了“到店客流明显回
升，扩销增效取得较好效果，主业经营

业绩同比实现较大增长”。
资料显示，合肥百货旗下零售业

包括百货、家电、超市连锁、电子商务
等细分业态。其中百货、家电、超市三
大业态共有241家实体经营门店，位于
安徽省多个城市的核心商圈、次商圈。

重庆百货也在公告中介绍，公司
探索打造本地生活生态，加快场店调
改升级，推动商文旅融合，开展重百购
物节、家电节、亲友内购会、时尚潮购
等特色消费活动，打造线下体验、线上
融合、企业团购、小店加盟、社区集市、
员工分佣“六大卖场”，形成重百大楼

“时光塔”、世纪新都“生活美学院”等
多元化消费新场景，实现零售主营业
绩稳定增长。

艾媒咨询CEO张毅告诉《证券日报》
记者，今年上半年，零售百货上市公司净
利润增幅明显主要受上年同期低基数影
响，目前确认零售百货业已进入增长周
期还为时尚早。应该看到，零售百货企
业今年仍面临市场竞争压力。

传统业态积极求变谋增长
多家零售百货上市公司上半年业绩改善

本报记者 王镜茹 冯雨瑶

A股上市公司2023年半年度业绩
预告正在有序披露，汽车零部件产业

“多点开花”，整体成绩亮眼。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记者

发稿，A股共33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披露了
2023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其中，2家预
亏，1家预减，其余30家则预计扭亏、续
盈、略增、预增，预喜公司合计占已披露
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的90.91%。

订单增长、海外需求旺盛是大部
分汽车零部件企业业绩增长的主因。
展望下半年，多家零部件企业披露“在
手订单饱满”。

上半年业绩整体向好

具体来看，已发布上半年业绩预

告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中共30家预喜，
按预计净利润同比增幅上限排名，暂
列第一的为苏常柴A，期内预计净利
润最高增幅达1127.73%；其次为均胜
电子，预计净利润最高增幅552.38%。
而预计净利润增幅上限超100%的共
有15家。

经梳理，业绩预喜的企业中，有16
家在业绩变化原因中提及了订单、海
外出口这两个“关键词”。

飞龙股份是一家生产、销售传统
发动机冷却部件、新能源冷却部件及
模块等产品的零部件企业。公司在业
绩预告中表示，上半年订单充足，出口
收入占比提高，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
增长较大。公司预计上半年盈利1.3亿
元 至 1.5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40.43%至
523.57%。

凌云股份发布业绩预告显示，预

计今年上半年净利润为2.95亿元至
3.25亿元，同比增107%至128%。公司
称，受益于全球新能源汽车景气度提
升，热成型产品、新能源电池壳等产
品在行业中继续保持优势，客户需求
旺盛，高附加值订单比例提升。此
外，新能源电池壳产品的国内外重点
项目相继进入量产阶段，进一步释放
新动能。

订单依然饱满

“中国汽车市场的增长势头强劲，
国内汽车销量持续增长，带动汽车零
部件需求增加。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
在技术创新和产品质量上取得了显著
进步，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吸引了更
多海内外客户合作。”中国数实融合50
人论坛智库专家洪勇向《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
7月10日晚，金固股份披露了关于

收到比亚迪定点通知书的公告，公司
将作为比亚迪的零部件供应商，为其
新能源车型海鸥开发车轮产品。同一
日，亚太股份也发布公告称，收到国内
某大型汽车集团定点通知，公司将为
其开发和生产集团下属高端品牌新能
源SUV车型的电子驻车执行机构总成
（EPB总成）产品。

祥鑫科技7月4日晚披露公司获得
客户的项目定点意向书公告，预计项
目总额为131亿元至134亿元，下游客
户涵盖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储能和
光伏逆变器、通信服务器等行业。

7月10日，轮胎企业森麒麟在互动
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时称，根据与客
户沟通的情况，预计下半年出口订单
依然饱满。

30家汽车零部件企业上半年业绩预喜 出口需求旺盛是主因

本报记者 龚梦泽

进入7月份，车市上半年的竞
逐落下帷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
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1324.8万辆和
1323.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3%
和9.8%。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了 16
家以乘用车业务为主的 A 股和
港股上市车企有关公告，数据显
示，2023 年上半年，这 16 家上市
车企中有 10 家销量实现同比增
长，占比 62.5%。其中，比亚迪上
半年销量达到 125.56 万辆，已达
到 2022 年 全 年 销 量（186.85 万
辆）的近七成，但或受 2023年 300
万辆年度销量目标高企的影响，
仍未实现过半的销量目标完成
率。销量增幅方面，增幅最大的
是理想汽车，同比增长 130%，上
半年销量冲高至 13.91 万辆。而
上汽集团、东风集团、赛力斯等 6
家车企销量下滑，跌幅最大者高
达 39.93%。

从具体产销数据来看，传统
自主品牌在新能源车市场的表现
是推动国内车市销量增长的主要
原因。以一骑绝尘的比亚迪为
例，6月份比亚迪新车销量为 25.2
万辆，历史上首次月销突破 25万
辆大关。

与此同时，广汽集团也在新
能源转型中大步前进。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广汽集团累计销
售汽车 116.3万辆，完成全年销量
目标的43.6%。其中，广汽集团新
能源乘用车销量 23.63万辆，同比
增长 108.51%。广汽埃安上半年
累 计 产 销 21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109%，已连续4个月销量超过4万
辆。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
自主品牌在新能源市场和出口市
场获得明显增量，头部传统车企
转型升级表现优异，比亚迪汽车、
吉利汽车、长安汽车、奇瑞汽车等
传统车企品牌份额提升明显。

记者进一步查阅各家车企产
销数据发现，截至 7月 13日，上述
16家上市车企中，上汽集团、比亚

迪、广汽集团和长安汽车等 11家
公布过全年销量目标，而这 11家
上市车企年度销量完成率均未过
半，平均完成率仅为 35.05%。其
中，完成率最高的理想汽车为
46.37%，广汽集团、吉利汽车、比
亚迪完成率超过40%，而“蔚零小”
3家新势力车企分别完成年度销
量 目 标 的 22.27% 、22.25% 和
20.72%，较大地落后于全年销量
进度。

“目前终局并没有到来。今
年好不代表明年好，今年差不代
表明年差，所以我觉得没关系。”
有造车新势力董事长乐观表示。

谈及对下半年车市的走势判
断，崔东树表示，去年 6月 1日开
始实施车购税减半政策，政策启
动期叠加去年 3 月份至 6 月份的
购买延迟因素，导致去年7月份的
超高基数，不利于今年7月份车市
同比增速的表现。他预计，7月份
开始，车市将进入平缓促销增长
期，但对全年 850 万辆的预期不
变。

“上半年持续增强的大幅促
销扰乱了车市正常的价格走势，
终端价格需要一段时间修复，加
上二季度超强的促销力度对下半
年购车群体的消费透支效应，三
季度以价换量的效果有可能减
弱。”崔东树认为，经历上半年的
价格战之后，预计车企将对市场
预期、产品结构及上市节奏进行
优化调整，未来一两个月市场或
将进入蓄力期。

“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
依然复杂，一些结构性问题依然
突出，消费需求依然不足，行业运
行面临较大压力，企业经营有诸
多挑战。”中汽协副总工程师许海
东认为，需要保持政策的稳定与
可预期，帮助汽车行业平稳运行。

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麦
肯锡中国区汽车咨询业务负责人
管鸣宇也表达了类似看法。虽然
消费信心在恢复，但消费者目前
仍处于观望状态。随着调整幅度
加大，车市下半年会趋于企稳，
2023年车市大盘将维持和近两年
差不多的态势。

11家上市车企无一达成全年50%销量目标
多家新势力车企销量完成率不足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