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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昱丞 见习记者 丁 蓉

8月17日，宝新能源披露2023年半年报，公司上
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9.97亿元，同比增长32.63%；实现
归母净利润3.14亿元，同比增长3359.40%。

对于上半年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宝新能源表
示：“一是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公司发电量、上网
电量同比增加；二是受煤炭价格回落影响，公司电力
主业营业成本下降。”

宝新能源主营业务为火力发电，燃煤是主要成
本。目前宝新能源煤炭原料由市场煤和长协煤构
成。煤价下降带来成本改善，促进宝新能源毛利率
提升。根据半年报，宝新能源今年上半年毛利率为
9.09%，比上年同期增加6.12个百分点。

对于接下来的煤价走势，上海钢联煤焦事业
部煤炭分析师张雯雯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从供应端来看，受保供政策及进口煤
补充影响，当前煤炭供应维持高位水平。从需求
端来看，即将进入迎峰度夏尾声，目前终端库存
依旧处于同比偏高水平，短期仍将以消库为主。
高库存格局仍将继续压制煤价，下半年整体煤价
重心预计仍会有所下移，火电燃料成本压力或将
继续降低。”

国金证券石油化工首席分析师许隽逸在研报中
表示，动力煤价格将持续下行至底部震荡，长协煤保
障力度持续加强，火电企业盈利改善仍在持续。随
着电力市场化的持续深入，火电企业调峰和容量支
持作用将兑现。

在火电业务复苏的背景下，多家电力企业放眼
长远，纷纷加速绿电转型。例如，宝新能源以做大做
强新能源电力核心主业为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发
电，推进产业低碳化和清洁化，提高清洁可再生能源
比例。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电力企业通过加大对清洁能源的投入和
开发，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加强节能减排工作，
逐步转型，可以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提高盈
利能力。”

发电量增加叠加营业成本下降
宝新能源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近34倍

本报记者 吴奕萱

8月17日晚间，公牛集团发布了2023年半年度报
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5.92亿元，同比
增长11.0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22亿元，同比增长20.83%。

公牛集团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今年上半年，公司牢牢把握消费升级、新能源、国际
化的时代趋势，积极拓展电连接、智能电工照明、新
能源三大业务，在产品创新和升级、推动营销变革等
方面均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业绩增长稳定。”

在转换器业务领域，公牛集团今年上半年继续从渠
道延展和满足细分用电场景的用户需求两个方向进行创
新，推动产品升级，进一步夯实了行业地位。上半年公司
电连接业务实现收入36.77亿元，同比增长4.66%。

在智能电工照明业务领域，公牛集团着力于构
建以无主灯为核心的智能生态，包括墙壁开关插座，
LED照明，浴霸，断路器以及智能门锁、智能晾衣机、
智能窗帘机等电工照明产品，满足消费者对于全屋
智能家居的消费升级需求。

据公牛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公司大多智
能生态系列产品紧抓智能、超薄等行业趋势，加速高
端化产品布局，以强设计感、高价值感的产品进一步
提升品牌力和竞争力，取得了市场一定的认可度。”
2023年上半年，公司智能电工照明业务实现收入
37.71亿元，同比增长15.54%。

另外，公牛集团今年上半年实现新能源业务收
入1.31亿元，同比增长195.21%。公司相关负责人坦
言：“今年公司新能源业务开展顺利，主要得益于行
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以及公司自身在用电技术、渠道
建设、品牌优势方面的积累。”

据悉，公牛集团专门组建了新能源事业部，对研
发、生产、国内外营销等资源进行进行了有效整合，
丰富了面向更广泛客户群体和使用场景的产品矩
阵，加快了核心技术能力的构建。尤其是在新能源
汽车充电枪、充电桩业务方面成果显著。

据公牛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公司在交流
充电方面推出了枪桩两用创新解决方案，还针对市
场畅销车型，推出专属化新品；在直流充电方面，公
司顺利上市了60KW、120KW直流桩2.0版本，并不断
优化产品线，更广泛地适配各类车型。

该负责人还表示：“另外，公司通过与三方运营
平台联通合作，赋能客户，满足不同类型场站的运
营需求。同时，公司加快了供应链核心零部件与
大功率群充产品的自研自制进程，为业务的持续、
高质量发展进行前置布局，上半年公司的充电枪、
桩产品销售在线上渠道第三方品牌中保持了领先
地位。”

公牛集团表示，下半年公司将持续专注于电连
接、智能电工照明、新能源三大主营业务，紧密围绕
既定的战略方向，采取稳中求进的经营策略，实现业
绩的稳健增长和经营能力的持续提升。

对于公牛集团上述经营策略，深度科技研究院
院长张孝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公牛集团是国内
民用电工领域龙头之一，公司从最初的‘插座’这一
细分领域开始逐步拓展，并形成了三大主营业务板
块。“公司目前的三大业务板块具有一定的协同性，
同时也‘踩中’了环保、新能源、大数据等多个风口，
另外，公司基本面健康，随着智慧城市、工业建设等
领域的快速发展，未来公司业务发展有望持续向
上。”张孝荣表示。

公牛集团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8.22亿元
三大主营业务发展稳健

本报记者 刘 钊
见习记者 李 静

距离收到问询函已超3个月，8
月16日晚间，*ST皇台终于发布公
告，就深交所向公司发送的2022年
年报问询函进行回复。与此同时，
*ST皇台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
也获得深交所同意，公司股票将于
8月18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
示，证券简称由“*ST皇台”变更为

“皇台酒业”。
《证券日报》记者就未来公司

治理、可持续经营等情况致电*ST
皇台，但截至8月17日发稿，公司并
未予以回复。

近三万字
回复交易所问询

作为西北地区最大的白酒、葡
萄酒制造企业之一，*ST皇台主要
从事白酒、葡萄酒、酒精、糖制品的
生产和销售。

往 前 回 溯 ，深 交 所 此 前 对
*ST皇台2022年年报进行事后审
查时发现，公司的财务报告中有
多项数据存疑。因此，深交所于
今年5月8日向公司发送问询函，
就*ST皇台2022年季节性收入分
布与往年差异较大、直销（含团
购）模式毛利率大幅增长、经销
模式是否存在虚增收入、存货跌
价准备转回或转销金额较高等
问题进行问询。

深交所要求公司说明是否存
在通过跨期确认收入、少计费用或
跨期调节存货跌价准备、收入应当
扣除而未扣除等方式规避股票终
止上市的情形。并要求公司于5月
22日前做出说明。然而，对此次问
询函的回复却延期到了8月16日才
得以披露。记者注意到，公司

此番披露的回复函长达42页、

近3万字，对各项问题一一进行了
说明。

具体来看，就问询函中提及的
*ST皇台2022年季节性收入分布与
往年差异较大的问题，*ST皇台回
复称，由于公司的经销模式为经销
和直销（含团购）模式，且经销商规
模呈逐年上升趋势，公司的销售模
式也从直销逐步向经销+直销转
变。2022年，公司在保证大本营市
场经销商稳定的基础上，积极开拓
省外经销商规模，公司销售模式逐
步转变为以经销模式为主，因此
2022年各季度的营业收入相对较
为均衡。

此外，针对*ST皇台经销模式
相关收入确认是否合理合规、是
否存在虚增收入的情形等问题，
*ST皇台解释称，经销模式下可以
利用经销商的网络渠道、关系和
资金等优势资源扩大市场份额，
因此，公司2022年着重围绕经销
渠道发力，倚重经销商进行渠道
开拓。在近年公司建立和巩固的
市场基础上，公司通过大力开拓
和完善销售渠道、精准产品定位、
优化产品结构以及不断提升产品
品质等措施，使得公司产品进一
步得到消费者认可，市场占有率
进一步提升，上述因素促进了公
司报告期内经销模式营业收入的
大幅增长。

再次“摘星脱帽”
后续发展待观察

除了回复深交所问询函，8月
16日晚间，*ST皇台同步发布的公
告显示，公司股票交易将于8月17
日（星期四）停牌一天，并于8月18
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撤销退
市风险警示后，股票交易日涨跌幅
限制由“5%”变更为“10%”。

*ST皇台称，撤销退市风险警

示后，公司经营状况暂时不会发
生重大变化，仍可能面对宏观经
济、行业竞争、产品市场等变化风
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资料显示，*ST皇台曾是西北
地区有名的白酒企业，甚至一度
与贵州茅台齐名，号称“南有茅
台、北有皇台”。白酒行业分析
师、知趣咨询总经理蔡学飞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ST皇台作为
酒类上市公司，曾经也是区域名
酒，在西北市场拥有一定的市场
基础。但是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
说，目前的皇台品牌知名度较低，
销售体量有限，是标准的地方中
小型酒企。”

值得关注的是，这并不是*ST皇
台首次“摘星脱帽”成功。自2000年
登陆深交所后，*ST皇台先后于2004

年、2009年、2015年、2018年、2022年
5次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ST皇台最近一次“披星戴帽”
始于去年4月份。2022年4月27日，
*ST皇台发布2021年年度报告显
示，公司营业收入为9108.81万元，
同 比 下 滑 10.42% ；净 利 润 亏 损
1355.48万元，同比下滑140.48%。
随后公司发布股票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的公告，股票简称由此变为

“*ST皇台”。
2022年，*ST皇台业绩扭亏为

盈。据其披露的2022年年度报告
显示，公司当年实现营业收入1.36
亿元，同比增长49.77%；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35.61
万元，同比实现扭亏。*ST皇台发
布公告称，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

第9.3.11条任一情形，亦不存在股
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
形，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
条件。

“暂时的‘摘星脱帽’无法改变
企业的经营困局，*ST皇台还应该
回到品质层面，做好市场的推广与
消费者教育，捋顺渠道关系，成为

‘小而美’的酒企，从而为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蔡学飞称。

“*ST皇台已经错过了白酒行
业的黄金发展期，未来需要面对
强势酒企向西北市场渗透、异军
突起的酱香酒不断抢占浓香酒市
场份额以及当地强势酒企这三重
压力，*ST皇台恢复元气仍任重道
远。”武汉京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肖竹青在接受《证券日报》采访
时称。

延期3个月回复问询函释疑年报数据
*ST皇台第五次“摘星脱帽”后路在何方

本报记者 李雯珊

8月17日，《证券日报》记者从
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获悉，其监测
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中国市
场（不含进出口）乘用车前装标配
5G智能座舱交付63.18万辆（含选
装），同比增长370.09%。

“伴随着新能源车渗透率的
持续提升，智能化成为产品的主
要竞争点。其中智能座舱和自动
驾驶是智能化核心双主线，产品
迭代和智能化升级趋势在2023年
有望进一步提速，预计5G智能座
舱渗透率将进一步提升，并成为
整车的主流标配。”国盛证券通信
行业分析师宋嘉吉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

根据毕马威《2023年智能座舱白
皮书》，预计到2026年中国智能座舱
市场规模将达到2127亿元，2022年至
2026年的年复合增长率约17%，渗透
率有望从59%提升至82%。

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相关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新能源车型
5G搭载交付量占比（搭载5G新车交
付总量）接近90%，相比而言，燃油
车仍以4G为主。在搭载率数据方
面，整体市场5G智能座舱前装标配
搭载率为6.80%，而新能源车型5G
智能座舱前装标配搭载率则已达
18.95%。

“5G智能座舱以及背后提供支
持的5G车载通讯芯片/模组市场也
迎来了新的市场格局重构周期，将
打破过去3G/4G市场由高通、华为

等少数几家占据主力的旧格局。”
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相关人士向
记者表示。

资料显示，智能座舱核心产业
链主要包括上游的芯片、高精地
图、控制器、显示面板等软硬件，中
游主要包括车载信息娱乐系统、流
媒体后视镜、车联网模块等关键零
部件，下游主要为整车应用。

据 高 工 智 能 汽 车 研 究 院 预
计，2023年中国市场乘用车前装
标配5G智能座舱交付将超过150
万辆（含选装），预计到2025年将
实现500万辆/年搭载规模。在此
背景下，多家上市公司抢跑千亿
元市场。

此前，广汽集团研究院宣布
5G V-Box量产开发项目将率先搭

载应用中兴通讯车规级5G模组，
首款搭载车型预计2024年量产。

“广汽基于星灵架构打造了全新
的智能座舱、智能驾驶、5G互联、
生态服务等场景化功能体验，起
点高，扩展性强。”广汽研究院副
院长梁伟强曾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

中兴通讯则表示，中兴通讯车
规级5G R16模组ZM9300系列是基
于全栈自研芯片平台打造的5G国
产模组产品。可为汽车行业客户
提供安全可靠的车载网联解决方
案，可广泛应用于车载网联及其他
联网产品上。

在车载5G智能模组有一定市
场份额的供应商美格智能此前公
开表示，公司与国内主流车企、海

外部分车企、新势力厂商和核心
TIER1 厂 商 均 有 产 品 和 技 术 对
接，公司应用于智能座舱领域的
4G/5G智能模组产品得到市场广
泛认可。

“公司的高阶HDI（高密度互
连）产品可用于汽车域控制器包括
座舱域控制器、车身域控制器、底
盘域控制器等，还包括感知层面的
摄像头及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
等，目前下游客户为国内外tier1零
部件商及整车厂。”景旺电子董秘
办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

德赛西威在半年报中表示，公
司第三代智能座舱域控制器已在
理想汽车、奇瑞等众多客户的车型
上配套量产，第四代智能座舱域控
制器已获得多个项目订单。

上半年5G智能座舱交付量同比增长近4倍
多家上市公司抢跑千亿元赛道

本报记者 李春莲
见习记者 彭衍菘

国家发展改革委8月17日发布
消息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
合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
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国资委等部
门印发《关于促进退役风电、光伏
设备循环利用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指导意见》）。这也是我国首
份系统部署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
环利用工作的政策文件。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林海
明表示，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
成熟，光伏设备的回收和再利用成
为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建
立完善的回收体系，可以实现资源
的循环利用，促进光伏行业的可持
续发展。

完善设备回收体系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快
速发展，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设备
大量应用，装机规模稳居全球第

一。随着产业加快升级和设备更
新换代，新能源设备面临批量退
役问题。

2021年底，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五部委发布的《智能光伏产业创新
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提
出，要“推动废旧光伏组件回收利
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应用，加快资
源综合利用”。

退役新能源设备属于新型固体
废弃物，退役风电设备体积大、材料
复杂，退役光伏设备具有较高资源
价值。在此背景下，《指导意见》提
出，完善设备回收体系。支持光伏
设备制造企业建立分布式光伏回收
体系。鼓励第三方专业回收、“一站
式”服务模式。引导风电机组拆除
后进行就地、就近、集中拆解。

据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当前，我国部分发电企业、设备
生产企业、回收利用企业已积极探
索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技
术和应用场景，积累了一定经验。
但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工
作尚处于起步阶段，退役设备处置

责任不明确，专业化回收利用企业
较少、商业模式不成熟，存在简单
焚烧和填埋废弃风机叶片、光伏组
件等现象。

林海明也表示，在再生资源的
回收、利用循环体系中，需要大量
专业性强的企业参与，从而避免二
次污染、二次浪费以及安全性等问
题发生。

TCL中环社会责任报告显示，
促进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
能够加快实现产业发展过程中的
运营碳中和，助力构建以新能源为
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为社会注入
绿色能源。

远达环保“双回收”业务布局
即为配套废弃风机叶片及光伏组
件的回收业务。去年，该公司光伏
组件、风机叶片回收项目通过立项
审批。公司表示，将争取锁定光伏
组件、风机叶片回收市场，适时开
展收储工作。

《指导意见》同时还鼓励生产
制造企业、发电企业、运营企业、回
收企业、利用企业建立长效合作机

制，畅通回收利用渠道，加强上下
游产业衔接协同。

市场空间正在打开

“光伏设备的寿命大概在20年
到25年，尽管大规模报废潮还没有
到来，但小批量、区域性的可能会
发生。需要在政策的引导鼓励下，
为庞大的市场空间提前做好准
备。”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总裁祁
海珅向记者介绍。

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预测，到
2025年，全国累计退役光伏组件将
达到9GW左右，当年度退役组件超
2.7GW；从2030年起，光伏组件退役
量将迅速增加，当年度退役光伏组
件将达到15GW，并于2034年首次
达到顶峰。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
光伏回收中心副秘书长吴翠姑曾
表示，到2040年，光伏组件累计废
弃量将达到253GW，约2000万吨，
产值规模1500亿元。

由此，一个千亿元级废旧光伏
组件回收蓝海市场正在加速形

成。与此同时，隆基绿能、正泰新
能、晶澳科技、天合光能、晶科能源
等光伏上市公司也正积极参与到
分布式光伏回收体系的建设中来。

隆基绿能表示，公司正以保山
基地建设为契机，通过使用可再生
电力、回收技改、部署数字化能源
管理系统等多种手段，持续推进光
伏组件回收产业发展，为绿色低碳
事业持续赋能。

新元科技表示，公司自主研
发的多晶硅提纯循环利用技术，
针对单晶硅切片过程中产生的大
量废料，采用低碳、节能、环保的
工艺技术和设备，将硅废料提纯
至光伏级多晶硅，促进硅材料资
源循环利用，推动光伏产业结构
调整和转型升级；同时为“双碳”
目标作贡献。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到2025年，集中式风电场、光伏发
电站退役设备处理责任机制基本
建立，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
用相关标准规范进一步完善，资源
循环利用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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