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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晓玉

8 月 13 日晚间，晨光生物披露
2023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36.69亿元，同比增
长 13.6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99 亿元，同比增长
24.23%。

清华大学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
心主任助理胡麒牧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以来，线
下商务、旅行活动大幅增加，餐饮、
健身等接触型服务业出现强劲复
苏，公司产品作为餐饮、保健、健身
食品的原材料，随着下游行业的复
苏出现了需求的持续增长。”

对于业绩的增长，晨光生物方
面表示，“2023年上半年公司主要产
品持续发力，辣椒红色素、食品级叶
黄素和香辛料提取物销量和收入同
比增长，其他潜力品种持续提升市
场份额；子公司新疆晨光业绩增长；
受以上因素影响公司整体业绩同比
增长”。

晨光生物从事业务属于天然植
物提取物细分领域，公司已有辣椒
红、辣椒精、叶黄素三大主力产品
位居世界第一或前列。公司表示，

“辣椒红、辣椒精、叶黄素三大主力
品种业务规模大、市场影响力强，
增速及盈利能力稳定，是公司业绩
稳步增长的压舱石；花椒提取物、
甜菊糖、姜黄素、葡萄籽提取物、番
茄红素、水飞蓟提取物、迷迭香提
取物等梯队产品市场空间大、增速
快、毛利率较高，业务规模快速扩
张，对公司的业绩增长起到良好的
推动作用”。

从半年报表现来看，晨光生物
辣椒红色素领先优势继续扩大，今
年上半年销售近 5900吨，同比增长
约16%。

除了主力产品持续发力外，晨
光生物梯队产品也表现良好。公告
显示，甜菊糖上半年销售近亿元，在
产品优化工艺、精细管理的基础上，
生产效率持续提升，在行业下行阶
段维持了较好的盈利水平；花椒提
取物销量增长同比增长了约 50%，

创同期历史新高。此外，动保类产
品发展势头旺盛，成为公司效益增
长的新亮点。

在保健食品业务方面，晨光生
物积极开展对外合作，持续扩大产
品销量，实现销售收入7000多万元,
同比增长超 60%；中药配方颗粒业
务取得突破性进展，两款产品成功
备案。棉籽业务稳健运营，收入、利
润保持增长。

今年上半年，晨光生物控股子
公司新疆晨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于 4月 17日调入创新层，目前
已进入上市辅导期，公司扣除发行
费用后拟募资2.92亿元用于年加工
35万吨棉籽项目、克拉玛依晨光公
司提质增效技改项目等。

除了主力产品和梯队产品的快
速发展外，公司低成本工业化生产
能力也是业绩增长的重要保障。

据了解，晨光生物是植物提取
行业中少数覆盖全产业链的企业，
具有“种植、采购、生产、研发、销售”
一体化经营优势，以及全方位的精
细化管理。公告显示，对于植物提
取物中的大单品，晨光生物主要产
品的成本低于同行5%-10%。

此外，晨光生物还从原料端入
手，前瞻性布局全球优质原材料资
源。截至目前，公司在国内已通过

“协作种植”的经营模式，在新疆、云
南等原材料优势产区建立核心产品
种植基地和生产线，有效保障优质
原料供应的稳定性。在国外，晨光
生物在印度优质辣椒、万寿菊产区
设立子公司，在赞比亚设立子公司
进行多种原材料试种，形成了 15万
吨辣椒、20多万吨万寿菊、76万吨棉
籽的加工能力。

晨光生物表示，今年上半年，公
司继续加强原料基地建设，各项工
作有序推进。印度、赞比亚万寿菊
种植基地面积快速增长；赞比亚辣
椒涨势喜人，单产显著提高。

华鑫证券分析师孙山山认为，
“公司原材料优势继续提升。随着
消费复苏，梯队产品有望快速增长，
叠加原材料优势带来成本下降，利
润弹性凸显。”

主力产品领先优势继续扩大
晨光生物上半年净利同比增超24%

本报记者 张 敏 见习记者 熊 悦

8月12日，深交所对赣锋锂业下发
关注函，就公司收购镶黄旗蒙金矿业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金矿业”）
70%股权一事涉及的多项问题，要求
公司进行说明。

这笔交易可追溯至2021年9月份，
彼时，因蒙金矿业资源储量尚存在较
大不确定性等因素，公司为避免投资
风险，由公司实控人、董事长李良彬先
以自有资金实施收购。交易完成后，
李良彬成为蒙金矿业控股股东。

彼时，李良彬承诺，交易完成后的
60个月内，将推动蒙金矿业旗本公司
加不斯铌钽矿的开发建设，如该矿取
得新的采矿权证且采矿量符合预期，
李良彬将把所持有的蒙金矿业70%股
权以其收购蒙金矿业和追加投入（如
有）的成本加合理费用（包括审计的资
金利息及其他合理费用）优先转让给
公司。

上月，李良彬将上述持有的蒙金
矿业70%股权转让至赣锋锂业。7月
28日公司公告显示，董事会同意公司
以总合同价款14.24亿元人民币收购
蒙金矿业70%股权，合同价款包括支
付蒙金矿业70%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
13.39亿元，以及向蒙金矿业提供借款
8500.07万元，专项用于偿还李良彬向
蒙金矿业提供的借款本息8500.07万
元。因李良彬为蒙金矿业控股股东，
此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

此后，赣锋锂业又于8月8日发布
公告称，蒙金矿业70%股权的工商变
更已经完成，公司持有蒙金矿业70%
股权。

对此，深交所要求赣锋锂业说明
李良彬收购蒙金矿业70%股权后加不
斯铌钽矿的开发建设情况，包括是否
取得新的采矿权证，采矿量是否符合
预期，蒙金矿业70%股权是否已满足
注入条件，本次收购是否符合李良彬

前期做出的承诺。
据公司公告披露，今年上半年，蒙

金矿业的营收为38万元，净利润为-
1761.48万元。截至2023年6月30日，
蒙金矿业的净资产为-780.49万元，资
产负债率为101.32%。

同时，深交所还要求赣锋锂业说明
选择此时收购的原因，本次收购是否有
利于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蒙金
矿业最近三年增减资及股权转让的原
因、交易价格、作价依据及合理性等。

此外，针对收购标的蒙金矿业，深
交所也提出多项问题，包括采矿权前
期评估或估值情况及与本次评估情况
的差异原因（如有），采矿权评估销售
价格、产量、折现率相关参数的确定过
程、测算依据，采矿权评估是否充分考
虑采矿权到期无法延期的风险，评估
增值率较高的原因等。

公告显示，蒙金矿业拥有位于内

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加不斯
铌钽矿，主要业务是对加不斯铌钽矿
进行开采以及通过选矿生产锂云母精
矿、钽精矿、长石粉、低档长石粉等矿
产品对外销售，目前矿山处于建设期，
尚未正式生产。

公 告 显 示 ，蒙 金 矿 业 净 资 产
为-780.49万元，评估值为19.58亿元，
其中，加不斯铌钽矿采矿权账面价值
为476.16万元，评估值为19.93亿元。
据评估计算，矿山服务年限为30年，加
不斯铌钽矿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
2020年11月6日至2023年11月6日。

《证券日报》记者就公司收购矿区
前后对矿区的评估发生何种变化、是
否着手准备采矿许可证延期等问题，
向赣锋锂业证券部相关负责人发去采
访函，对方表示“对关注函相关问题的
回复将会在后续进行公告”。

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兆全

对记者表示，赣锋锂业从实控人手中
收购股权，最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是否
存在利益输送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目前交易所的提问，也都是围
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从公司目前披
露的信息来看，可能有不完备之处。
交易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要求
公司进一步披露交易涉及的更深层次
更全面的信息。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认
为，赣锋锂业从实控人手中收矿，除
涉及关联交易的程序性问题之外，有
关信披也并未就该交易标的是否达
成此前大股东所承诺的注入条件、是
否符合大股东此前的承诺，以及相应
的交易价格、交易条件等进行充分和
必要的披露，不足以给公众投资者投
资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参考，这也是
此次交易在信披方面的一个明显
瑕疵。

斥资超14亿元从实控人手中购买负资产
赣锋锂业收到深交所关注函

本报记者 王 僖

还有半个月就要迎来新学年开学
季，《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近日文化
纸市场表现活跃，文化纸价格、铜版纸
价格探底后出现反弹。

“上月中旬公司下发的文化纸、铜
版纸各200元/吨的提价函，在本月都
得到了落实，目前公司执行的价格就
是提价后的。”8月13日，华泰股份相关
负责人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据了解，7月中旬，包括华泰股份、
太阳纸业、晨鸣纸业等在内的多家头部
文化纸企相继发出涨价函。“依照往年
规律，随着招标季节收尾，7月份进入双
胶纸需求传统淡季，价格往往会出现下
行趋势，然而今年淡季期间纸企却发出
涨价函，涨幅多在200元/吨。”卓创资讯

分析师张岩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此
轮纸厂提价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是文化
纸价格已基本触底，产业链成本倒挂现
象突出，从源头浆厂到纸厂都存在亏损
运行的情况。

多家头部纸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也表示，若纸价再不止跌，产业链的正
常运转恐将无法得到保障。

“7月份以来，铜版纸行业盈利水平
断续下挫，逐步贴近成本线。”卓创资讯
铜版纸市场高级分析师尹婷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在这一情况下，为保障自
身生产及销售稳定性，纸厂涨价积极性
有所提升。

进入8月份，随着经销商陆续跟涨，
文化纸价格取得了阶段性的稳固，并开
始出现小幅回升。同花顺iFinD数据显
示，截至8月11日，胶版纸价格已回升至
6月末水平，铜版纸价格也在探底后略

有反弹。
文化纸行业的提价，也获得了需求

端和成本端的支撑。
尹婷表示，从需求面来看，一方面，

部分原计划在今年5月份至6月份释放
的下游订单有延后表现，进入7月份才
陆续跟进，纸厂接单有所好转。另一方
面，近期社科类订单有抬头迹象，随着
开学季临近，按照传统规律，下游印刷
等需求或会有小幅跟进。

华泰股份前述负责人也表示，公司
到8月底的订单已全部排满，随着传统
文化纸旺季的到来，至少到9月底之前
下游出版行业的需求都会保持相对旺
盛的状态，纸企也会保持比较好的
信心。

从成本面来看，短期内纸浆价格或
将维持相对坚挺，这会对文化纸、铜版
纸价格带来支撑。

尹婷表示，受到次年春季教辅教材
招标工作即将开展的利好预期加持，纸
厂或仍有涨价动作。

多家纸企在采访中向记者透露，在
文化纸提价于8月份得到落实和消化
后，行业也在酝酿新的提价行动，并计
划于9月份开始执行。

“从成本端来看，进口木浆、木片
价格在2023年或继续下行，叠加汇率
变动，纸企成本有望逐步回落，从纸价
来看，国内需求复苏将驱动纸价上行，
若成本改善和纸价提升同时实现，造
纸行业盈利有望明显修复。”海通证券
表示。

多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由于印刷
类需求相对稳定，文化纸行业今年以来
波动相较包装纸等行业要小，在整体需
求复苏的背景下，文化纸行业的盈利有
望率先得到修复。

开学季临近文化纸价格触底反弹 行业走向盈利有望实现

本报记者 吴文婧

在前次定增预案遭股东大会否
决后一个月，轻纺城又启动了新一
轮定增计划。

8月 12日，轻纺城发布公告称，
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定增募
资不超 20亿元，用于柯桥浙江中国
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轻纺数字
物流港项目。其中，公司控股股东
绍兴市柯桥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下称“开发经营集团”）拟认购金
额为不低于1亿元。

往前回溯，今年4月27日，轻纺
城曾披露定增计划，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4.39亿股
股票，发行对象中也包括开发经营
集团。募投项目轻纺数字物流港总
投资达 48亿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20
亿元。该项目将建设交易市场及配
套服务区、保税物流区、物流仓储区
三大模块，形成集产业集聚、电子商
务、国际贸易、智慧物流仓储为一体
的国际化现代物流港。

但根据 7月 13日轻纺城披露的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9个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
相关的议案均未获通过。对于此次
定增遭否决的原因，轻纺城方面曾
公开回应称，投资者或认为再融资
摊薄了业绩，定增价较市场价有一
定的折扣。

而轻纺城日前最新披露的预案
显示，控股股东拟认购金额依然为
不低于 1亿元，但锁定期由 18个月
调整为 36个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采取竞价发行方式，定价基
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的 80%，且不低于发行
前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每 股 净 资 产 的
价格。

据悉，轻纺城旗下的中国轻纺
城是全球规模最大、经营品种最多
的纺织品专业市场和集散中心，近
年来，公司推进数字化战略，加速转

变轻纺城经营模式，提高市场运行
质量和效益。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
过数字化技术，可以实现物流信息
的实时共享和跟踪，提高物流效率
和准确性，降低物流成本，加快纺织
品的流通速度，提高市场竞争力。
此外，数字物流还可以促进纺织业
与物流业的深度融合，推动纺织业
向智能化、柔性化、定制化方向发
展，提高纺织业的附加值和竞争
力。”

轻纺城方面表示，传统物流仓
储设施规范化、专业化程度不够，市
场主体以“低小散”为主，设施陈旧、
规划布局单一，综合竞争力不足。
产业链上下游的快速发展和升级，
急需一体化仓储物流设施与之相
配套。

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会
专家安光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智慧物流仓储区的建
设通过引入先进的仓储自动化技术
和智能设备，能够提升仓储效率和
物流管理水平，降低成本。同时，数
字物流港有望帮助纺织行业更好地
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为企业拓展海
外市场提供便利。”

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促进
工程副主任袁帅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纺织行业，
通过数字化物流系统可以进一步探
索新的商业模式，如供应链金融、跨
境电商等，为行业的发展带来新的
机遇和竞争优势。”

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智库专
家洪勇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纺
织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全面深入
的过程，需要企业、政府和社会各方
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推动行业向智
能化、绿色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
企业应主动参与产业集群建设，合
作共赢，通过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
协同创新平台，实现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的互联互通，优化资源配置，提
高产业链的整体效益。”

轻纺城重启定增计划
拟募资20亿元投入轻纺数字物流港项目

本报记者 贺 俊 见习记者 李 静

随着交割完成，广州浪奇正式剥离
老牌日化业务。8月12日，广州浪奇发
布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
产过户完成的公告称，公司此前筹划的
与控股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轻工集团”）进行的重大
资产置换，相关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过
户已完成。

“本次交易方案为重大资产置换，
系将上市公司日化类的全部资产负债
置出，与此同时置入优质园区运营资
产；本方案实施完毕后，上市公司不再
经营日化业务，转型为食品及园区运营
双主业发展。”广州浪奇表示。

根据今年 6月份广州浪奇发布的
重大资产置换方案，公司拟以持有的南
沙浪奇 100%股权、韶关浪奇 100%股
权、辽宁浪奇 100%股权及日化所 60%
股权（资产作价7.17亿元），与轻工集团
所持有的广州新仕诚企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新仕诚”）60%股权（资产
作价 6.14亿元）进行置换，差额部分由

轻工集团以现金方式补充。
广州浪奇表示，通过本次交易，公

司将原有持续亏损、未来发展面临较大
压力的日用化工业务整体置出，同时置
入行业前景良好的文化创意园区资产
运营，将进一步完善公司资产结构，缓
解财务压力，进一步提升综合竞争力。

据了解，广州浪奇主营业务分为日
化、制糖和饮料三大板块，日化板块为
广州浪奇起家的业务，但近年来该业务
持续亏损。财报显示，2021年和 2022
年，广州浪奇的日化板块归母净利润分
别亏损1.68亿元和8756.66万元。“日化
行业的进入和退出门槛均较低，行业内
竞争激烈，整体利润率不高。”广州浪奇
表示，随着原材料价格上涨，公司日化
销售面临较大阻力，日化业务实现扭亏
为盈的周期较长。

主业不佳，也影响了广州浪奇整体
的业绩表现。财报显示，2021 年至
2022年，广州浪奇扣非净利润分别亏
损1.9亿元和0.73亿元。

“剥离老牌日化业务可以降低公司
对于该行业的风险敞口，日化业务因面

临较大的市场竞争从而经营困难，此次
剥离可以减少该业务对公司整体业绩
的拖累。”传播星球APP联合创始人由
曦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在本次交易中，轻工集团对于置入
资产做了业绩承诺：2023年-2025年，
新仕诚每年度净利润(以经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准)分别不低于 5991.03 万元、
7395.10万元、7987.3万元，即三年合计
不低于2.14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新仕诚成立于
2007年8月份，主营业务为文化创意产
业园区开发和运营。公告显示，若新仕
城达不到前述净利润额，广州浪奇有权
书面通知轻工集团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交易双方也确认，轻工集团向广州浪奇
支付的减值补偿金额与业绩补偿金额
的总额，不超过置入资产的交易总作
价。

“通过将表现不佳的日化资产剥
离，可以将亏损业务置出，而园区运营
服务商新仕城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
与现金流，有利于稳定上市公司业绩。”

广科咨询策略分析师沈萌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

此次重组安排也引发不少投资者
关注：广州浪奇剥离其驰名国内的日化
业务，新置换业务可持续经营能力如
何？深交所也在重组问询函中指出，新
仕诚 2021 年和 2022 年净利润分别为
4198.12万元、3801.06万元，请进一步
补充披露新仕诚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

对此，广州浪奇在回复交易所问询
函时表示，文化创意园区运营行业前景
良好，广州浪奇将依据园区运营的行业
特点和业务模式展开合规运营，从而增
强公司的资产质量及竞争力、提升上市
公司盈利的稳定性及持续性，符合公司
股东的利益。

对于置入资产的发展预期，轻工集
团方面表示，“实现证券化后，新仕诚公
司凭借其成熟的开发运营经验及专业
服务能力，在提升 T.I.T园区品牌影响
力、加快园区项目开拓、提高规模效益
水平、以投促引开展产业孵化等方面皆
大有可为，成为上市公司可持续盈利的
重要保障。”

广州浪奇剥离日化业务
转投文创园区运营能否改善公司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