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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敏

近日，医药行业反腐引发市场关注，医药指数以
及部分上市公司股价一度出现波动。在笔者看来，
需客观看待此次反腐对医药行业的影响。

与国家推行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国家医保“腾笼
换鸟”一脉相承，医药行业反腐其本质是推动行业发
展的公平性、合理性。

“带金销售”是医药行业的一大顽疾，也是反腐
的重点领域。在以营销为驱动的时代，通过“带金销
售”，企业可以获得交易机会和竞争优势，这也导致
一些“神药”“低质高价仿制药”的存在，占用大量医
保基金。

如今，国家正在多措并举规范临床合理用药、
挤出不合理的药品价格水分。例如，今年1月份，
国家卫健委发布《第二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
药品目录的通知》，30个药品纳入其中，旨在加强
合理用药管理。此外，我国持续推进药品集中采
购并已经进入常态化，仿制药的价格水分进一步
挤出。

与此同时，国家也在加速“腾笼换鸟”，引导行业
向创新驱动发展。例如，国家药监局持续深化药品
医疗器械的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创新的政策红
利不断释放。

近年来，累计批准了创新药品130个、创新医疗
器械217个，仅今年上半年就有24个创新药、28个创新
医疗器械获批上市。此外，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节奏
加快，截至目前，已经有341个新药以适宜的价格纳
入医保目录。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笔者认为，当下，多部门联手以雷霆之势进行

反腐，其旨在持续推进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改革，
挤掉药企不合理的销售费用、改变“带金销售”模
式；引导医院规范、合理用药；长期来看，此举有助
于净化医药行业发展生态，也促使临床使用真正
有价值、有创新性的产品脱颖而出，利好产业创新
发展。

资本市场是行业发展的助推器，对行业发展有
着引领作用的上市药企，需清醒地认识到行业发展
的逻辑已变，在合规发展的背景之下，更要向市场交
出高质量创新成绩单：其一，加快收入结构调整，布
局高科技含量、高门槛的药物；其二，持续投入研发，
开发具有临床使用价值的产品；其三，加快创新人才
的储备与引入。如此，才能经得起政策以及市场环
境变化带来的考验。

反腐净化医药行业生态
药企加快高质量创新发展

记者观察

本报记者 向炎涛

8月4日晚间，中国核建发布公
告称，公司子公司中国核工业华兴
建设有限公司近期签署福建宁德
核电厂5、6号机组核岛土建工程合
同。

资料显示，宁德核电项目是福
建省首个开工及投产的核电站，于
2008 年 2 月 18 日正式开工建设。
项目一期四台机组已于 2016 年 7
月 21 日全面建成。项目二期 5、6
号机组采用中广核“华龙一号”技
术，单台机组年发电量达近 100亿
度，预计投资约415亿元。

据报道，7月31日，经国务院常

务会议审议，福建宁德核电项目 5、
6号机组、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厂
扩建一期工程项目 1、2号机组、徐
大堡核电项目 1、2号机组等 6台机
组获得国家核准。这是 2023年核
电审批首次开闸。

在今年 5 月举行的 2022 年度
业绩说明会上，中国核建方面表
示，《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0）》提
出，“十四五”期间及中长期，核能
在我国清洁能源低碳系统中的定
位将更加明确，核电建设有望按照
每年 6 台至 8 台持续稳步推进。
2022年核准总计10个核电机组，预
计 2023年也将稳步推进。公司贯
彻“工期更短、造价更低、质量更

优”核电建设目标，巩固并持续提
升核电建造领域的绝对优势。

2021年以来，我国核电行业利
好消息不断。2021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积极有序发展核电；“十四五”规划
中明确提出积极有序的发展沿海
三代核电建设；2022年发布的《“十
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中再次
提到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并提
出开展三代核电技术优化研究、小
堆、高温气冷堆等技术研究，推动
核电国际合作等多项助力核电发
展纲要。

“这两年核电建设的快速发
展，与能源保供和低碳发展都有关

系，核电是清洁能源，成本不会比
可再生能源高，具有诸多优点，这
两年国家对核电建设的审批力度
加大。”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
究院院长林伯强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

据记者了解，福建宁德核电项
目5、6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
号”，设备国产化比例将超过 90%，
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为 1210MW。
目前，该项目正在稳妥有序推进开
工前各项准备工作。

林伯强告诉记者，中国核电产
业的发展水平从制造业到技术都
已是国际一流水平，比如三代核电

技术“华龙一号”处于世界领先水
平，目前全球在建的核电项目也基
本都在中国。预计未来我国还会
进一步扩充核电产能，核电行业景
气度有望持续。但从投资周期、安
全性等方面考虑，核电在我国清洁
能源中占比仍会比较小。

国信证券研报分析表示，目前
2023年核电审批 6台，按照单台核
电机组投资约 180 亿元至 200 亿
元、设备价值占比 50%计算，2022
年新核准 10台机组带来核电市场
增量约 1080 亿元至 1200 亿元，设
备市场增量约 540 亿元至 600 亿
元。预期国内核电设备公司将深
度受益。

中国核建签署宁德核电项目合同 核电行业景气度预期向好

本报记者 李昱丞
见习记者 丁 蓉

“公司收购常熟新特化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特化工’）100%
股权，旨在扩充公司新能源材料产
品品类，打破原来主营产品较为单
一的局面，从而形成协同效应，提升
公司核心竞争力。”天际股份证券部
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8月4日，天际股份发布公告
称，公司拟出资4.6亿元收购常熟
市誉翔贸易有限公司 100%的股
权，进而间接收购新特化工100%
的股权。

此次收购引起业界广泛关注。
多名业内人士表示：“新能源产业未
来前景广阔，新的产品板块有望打

造成为公司业绩新增长点。”

打破产品单一现状

新特化工与天际股份同属化
工企业。根据天际股份公告，新特
化工目前拥有三个主要系列产品：
次磷酸钠、双膦酸和四羟甲基系
列。2023年上半年，这三个系列产
品的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
92%。

次磷酸钠在阻燃剂领域广泛运
用，随着国家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
展，市场对于次磷酸钠的需求将越来
越大。双膦酸在废旧动力电池回收
中可以分离镍钴，应用前景十分广
泛，国内需求近几年一直处于供不应
求的状态。2023年上半年新特化工

双膦酸销售额比2022年全年增长了
3.6倍，未来随着新能源电池回收高
峰期的到来，需求将更大。“以上这两
个产品都可以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产
业。”天际股份上述负责人表示。

新特化工业务与天际股份现有
新能源业务的协同效应还体现在，
天际股份正在探索利用新特化工的
技术、装备等布局五氯化磷等产品，
五氯化磷正是制约六氟磷酸锂生产
的重要上游原材料之一。

在行业低谷期布局

天际股份目前主要产品为六氟
磷酸锂，是锂离子电池电解液中目前
应用最广泛的锂盐，公司与多氟多、
天赐材料等为行业头部企业。今年

上半年，六氟磷酸锂产业整体经历行
业低谷，天际股份逆势加码布局。

“当很多企业涌入六氟磷酸锂
赛道时候，天际股份始终保持和不
断提升自身规模优势、成本优势、
技术优势。我们判断，新能源产业
符合国家政策，行业将继续向好发
展，六氟磷酸锂产业目前只是调整
期，因此公司在行业最低潮的时候
出手，该扩建的扩建，该并购的并
购。”天际股份上述负责人表示。
天际股份现有产能约1.8万吨，公
司正扩建新产能，预计2025年将达
到3.7万吨，2026年将增加至5.2万
吨。

长远来看，新能源材料产业前
景广阔。“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
产销同比分别增长42.4%和44.1%，

单车电池量在增长，新能源汽车的
续航里程技术水平也在提高。由
于下游市场高速增长，上游新能源
材料市场仍然广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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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行业洗牌，六氟磷酸锂产
业未来有望向头部企业集中。IPG
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向头
部企业集中，是产业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必然，也将是六氟磷酸锂产业
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在行业低谷
期，企业规模和效率的提升，将大幅
增强抗风险能力。企业以垂直产业
链整合与技术创新，将有利于提升
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天际股份拟4.6亿元间接收购新特化工

本报记者 桂小笋

同花顺 iFinD数据显示，截至
8月 4日记者发稿，两市已有逾百
家公司发布2023年半年报，9家公
司上半年归母净利润越过 10亿元
门槛，其中，贵州茅台、宁德时代、
华能国际、药明康德等公司净利润
同比实现正增长。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
多位人士认为，从目前披露的半
年报业绩来看，作为实体经济中
的优秀企业代表，上市公司想成
为资本市场中的业绩“长青树”，
仍需扎根所处领域，并建立技术
壁垒。

数据显示，目前披露上半年业
绩的上市公司中，净利润同比增幅
较高的企业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
例如，受益消费复苏，文旅酒店企
业的业绩同比增幅较好。

金陵饭店半年报显示，2023
年上半年，国内经济运行整体回升
向好，酒旅消费市场呈持续复苏态
势。公司抢抓商旅市场回暖、酒店
行业复苏、消费需求反弹的机遇，
以增强创新驱动力为核心抓手，不
断提升酒店主业精细化管理水平，
促进协同业务融合共生发展，实现
经营质效和品牌影响“双提升”的

良好局面。九华旅游半年报也显
示，2023年上半年，公司牢牢把握
高质量发展要求，紧密围绕打造区
域旅游综合体，建设国内一流旅游
产业集团的核心目标，聚焦主责主
业，凝心聚力共谋发展，较上年同
期实现扭亏为盈。

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上市公司多
数是细分行业的龙头，这些公司
的业绩表现，一定程度上呈现了
所处行业的景气度，也可以视为
经济的“晴雨表”。“在目前已经
发布半年报的上市公司中，一些
高景气度行业和龙头企业交出了
满意的答卷，这是在我国经济上
半年逐步恢复的大背景下取得
的。”

“从宏观层面来看，今年上半
年，各级政府出台了多项扩内需、
保增长、促消费的相关政策，在信
心复苏的过程中，上市公司也将因
而受益。”王鹏说。

除了消费复苏，还有一些业绩
表现亮眼的公司，主要受益于新能
源、锂电池等行业的高景气度。不
过，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如何将自
己锻造成业绩“长青树”，将是公司
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

“在当前的企业战略规划中，

一家企业要获得竞争优势，一般
从两方面入手，即规模化和差异
化。”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
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
席 主 任 、研 究 员 盘 和 林 在 接 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规

模化是利用规模效应占据行业头
部地位，一旦成为龙头，就能通
过主导行业标准和技术方向的方
式，来巩固自己的竞争力；差异
化即可以是品牌，也可以是经营
模式、资源、技术。大多数业绩

好的公司兼具规模化和差异化两
大优势。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想
要在资本市场业绩长青，既要占
据行业龙头地位，也要通过连续
创新来保持行业地位，引领行业
发展。

逾百家公司披露半年报
高景气度行业业绩表现亮眼

本报记者 许林艳

8月4日晚间，安迪苏发布公告
称，拟在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泉惠
石化工业园区投资建设15万吨/年
固体蛋氨酸项目，预计投资金额约
49亿元人民币。安迪苏表示，这一
项目通过在国内建设固体蛋氨酸
产线，提升产品竞争力，以进一步
巩固市场领先地位。

同日，安迪苏也公布了2023年
半年报。数据显示，公司上半年业
绩下滑幅度较大，其中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340.03万
元，同比下降96.16%。

大手笔投资蛋氨酸项目

公告显示，安迪苏计划投资的

这一固体蛋氨酸项目资金来源为
公司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项目
建设期约为26个月，预计项目投产
首年为2027年。根据初步商业计
划测算，本项目投资回收期约为9
年（含建设期）。

据了解，蛋氨酸是家禽生产第
一限制性氨基酸，可以按照动物对
氨基酸的生理需求均衡饲料配给，
进而减少饲料成本。

2022年全球蛋氨酸市场需求
已超过160万吨。基于过往数据显
示，市场的正常增长意味着每两年
将会有约15万吨的新增需求。

安迪苏目前已有两个蛋氨
酸生产平台，分别位于欧洲和中
国南京。2009年，安迪苏在中国
南京建设液体蛋氨酸工厂；2018
年1月份，决定在南京（毗邻现有

南京工厂）建立南京工厂二期项
目，该项目已于2022年三季度投
产，南京生产平台液态蛋氨酸总
产能已达到35万吨。但南京生
产平台尚无固体蛋氨酸生产产
能，固体蛋氨酸的生产主要在欧
洲。

“固体蛋氨酸是一种重要的
氨基酸添加剂，在畜牧业和饲料
业中被广泛应用。”巨丰投顾高级
投资顾问于晓明对《证券日报》记
者说道，“目前全球畜牧业规模不
断扩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因
此市场对蛋氨酸的需求也在不断
增加。此外，我国近年来对畜牧
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也在一
定程度上对蛋氨酸市场的发展起
到了积极作用。”

这一大规模投资的新建产能

能否被市场消化是投资者关注的
重点之一。于晓明表示，这主要取
决于市场竞争情况和供需平衡。
目前市场上确实存在一定的固体
蛋氨酸产能过剩情况，从而导致市
场竞争激烈。

上半年业绩大幅下滑

8月4日晚间，安迪苏公布了
2023年半年度业绩报告。今年上
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3.28亿
元，同比下滑12.05%；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3340.03万
元，同比下滑96.16%。从细分业务
来看，公司功能性产品营收达41.63
亿元，为公司营收第一大来源，毛
利率为11%，较上年减少了17个百
分点；特种产品营收达17.49亿元，

毛利率为40%，较上年减少了8个百
分点。

安迪苏表示，业绩下滑主要由
于功能性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安
迪苏主营产品主要分为功能性产
品和特种产品，其中功能性产品主
要包括蛋氨酸和维生素。

此次安迪苏对固体蛋氨酸近
49亿元的投资，是否有助于公司下
半年的业绩改善？IPG中国首席经
济学家柏文喜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这一大手笔投资可能会对公
司盈利情况产生积极影响，但并不
一定能够立即改变公司的财务状
况。新项目的投资往往需要一定
的时间来实现回报，特别是在市场
竞争的行业中。此外，也需要综合
考虑市场形势、项目运营情况以及
公司的战略规划等因素。

安迪苏上半年净利同比锐减96.16% 拟豪掷49亿元投建新项目

本报记者 刘 钊

近期，浮法玻璃期货价格持续上涨。截至 8月
4 日收盘，玻璃主力期货价格报收 1850 元/吨，较 5
月 31 日 的 年 内 最 低 值 1394 元/吨 已 累 计 上 涨
32.71%。

某玻璃行业龙头上市公司相关业务负责人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浮法玻璃的期货价格上涨，是
市场投机者对未来产品价格的评估，与现货价格相
比关联性并不是很大。近期浮法玻璃均价确实出
现了小幅度的反弹迹象，但对于公司的利润影响也
十分有限，公司 7月份和 8月份浮法玻璃产销基本
维持平衡。”

针对近期浮法玻璃出现的价格上涨，隆众资讯
玻璃分析师董彦卿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玻璃期货价格上行叠加多重因素，更多的是刚
需带动价格攀升。8月份至10月份为传统旺季，下游
进行常规补库，且订单量有所放大，例如河南保交楼
项目开启，刚需量增多；前期虽有小幅囤货，但囤货
量并不充足，因此需进行新的货物补充；订单量衡量
产销的持续性，目前部分大型生产企业排单已至 7
天。”

秀强股份相关负责人表示，“浮法玻璃是公司采
购的原材料，目前采购环节没有出现明显的成本上
涨。如果浮法玻璃价格持续上涨，会提高公司的采
购成本，进而对短期利润产生影响，近期浮法玻璃的
价格波动更多的是市场信心的表现，我们预测不会
出现大幅度上涨。”

受上半年玻璃销售价格低迷等因素影响，玻璃
行业上市公司业绩表现普遍不佳。例如三峡新材预
计2023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亏损1800万元左右；耀
皮玻璃预计2023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亏损1亿元左
右，而去年同期为盈利2559.59万元。

数据显示，7月份浮法玻璃以煤炭为燃料的生产
利润从 390元/吨回升至 402元/吨。在利润驱动下，
玻璃产量持续上行，浮法玻璃日度产量从 16.6万吨
回升到 16.72万吨，玻璃产线开工条数从 242回升到
245条。

“近期浮法玻璃期货价格的上涨，说明市场看好
未来的发展前景，但目前下游市场的需求尚未传导
到玻璃加工行业。”山东淄博一家玻璃加工企业负责
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

据董彦卿预测，截至8月3日浮法玻璃平均利润
为 423元/吨，虽所有下滑，但玻璃利润空间富余；反
观下游加工厂利润薄且存在资金压力，价格制约更
多源于下游。

浮法玻璃期货价格持续上涨
生产厂家“谨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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