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RPORATE NEWS公司新闻

本版主编 陈 炜 责 编 吴 澍 制 作 董春云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BB112023年11月1日 星期三

本报记者 张晓玉

10月30日，长城汽车举办第三季
度财报媒体沟通会。第三季度，长城
汽车实现营业收入495.32亿元，同比
增长32.63%；实现归母净利润36.35亿
元，同比增长41.94%；实现扣非归母净
利润30.58亿元，同比增长34.04%。

长城汽车总裁穆峰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公司的业绩增长得益于
全球市场布局、品牌调整以及车型细
分市场的调整。长城汽车在某些细
分市场加大布局，同时精简了部分车
型，以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这些调
整客观上使公司在第三季度实现了
整体业绩的良好增长。

展望四季度，穆峰表示：“11月
份、12月份以及明年1月份是汽车市
场的传统旺季，一个旺季可能带来全
年四成或五成的业绩。未来三个月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营收呈阶梯式增长

财报显示，长城汽车2023年前三
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195.04亿元，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9.95
亿元，实现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38.07亿元。分
季度来看，今年前三个季度长城汽车
营收分别为209.39亿元，409.33亿元
及495.32亿元，呈现阶梯式增长；净利
润分别为1.76亿元、11.87亿元、36.35
亿元，第二、第三季度环比分别增长
581.30%、206.10%。第三季度扣非归
母净利润达到30.58亿元，创长城汽车
单季度历史新高。

对于长城汽车的业绩表现，公司
首席增长官李瑞峰表示：“去年四季
度以来，长城汽车战略转型有了更清
晰的布局。我们已经明确了未来长
期主义和转型的路径，比如我们要进
行整个体系的改革、给经销商减负担
等。长城汽车的长期主义战略一直
是体系化提升的，第三季度长城汽车
迎来了销量和利润的双重增长，这一
亮眼成绩得益于长期的积累与努
力。尽管7月份、8月份是传统的销售
淡季，但长城汽车在这两个月里仍然
实现了销量环比上升，并取得了可观
的利润”。

除业绩之外，长城汽车销量也实

现了“三级跳”。相关公告显示，今年
前三季度，长城汽车销量达86.40万
辆，同比增长7.69%；海外累计销售
21.17万辆，同比增长89.45%。分季度
来看，长城汽车销量在前三季度实现
阶梯式增长，第二季度销量29.93万
辆，环比增长36.05%；第三季度销量
34.48万辆，环比增长15.22%。前三季
度，长城汽车新能源车型销量占比分
别为12.64%、21.86%、22.37%，海外销
量占比达23.63%、24.04%、25.45%。

李瑞峰表示：“在出口车辆中，燃
油车仍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在
国内竞争日益激烈的新能源领域，长
城汽车无论是在技术还是品牌方面，
都已逐步形成了领先优势。而在海
外市场，长城汽车在新能源领域尚
未完全发力。目前，长城汽车的五
大品牌燃油车在全球市场的适应性
很强。公司计划在明年完成在各个
市场的新能源布局，以便在具备上
市和推广条件的情况下，顺利推出
新产品。”

毛利率显著提升

前三季度，长城汽车15万元以上
高价值车型占比持续提升，销售占比
分别为 15.28%、21.32%及 23.53%。
单车售价从第一季度的13.20万元提
升到第二季度的13.68万元，第三季
度达到14.36万元，环比增加0.69万
元，同比增加1.20万元。综合毛利率
从第一季度的16.07%提升至第二季
度的17.41%，第三季度毛利率增至
21.66%。

对于毛利率的增长，长城汽车首
席财务官李红栓对记者表示：“这有
赖于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出口份额的
增长以及规模效应带来的降本，让公
司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海外销量
的大增也使整体盈利能力提升。”

在此次业绩说明会上，长城汽车
方面透露，公司致力成为国内高端新
能源市场的顶级“玩家”。今年四季
度和明年，公司将进一步推出哈弗新
枭龙MAX，魏牌全新全尺寸旗舰级
SUV、蓝山高阶智驾版本、新拿铁，欧
拉闪电猫暗夜版以及坦克旗下新车
等十余款全新车型，持续提升产品竞
争力并丰富产品矩阵，覆盖更加广泛
的市场。

长城汽车前三季度销量、业绩“三级跳”
欲做高端新能源市场顶级“玩家”

本报记者 谢 岚
见习记者 梁傲男

A股上市公司三季报收官，与民
生息息相关的食品饮料行业整体表
现如何？

根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
A股 124家食品饮料上市公司今年前
三季度实现营收总额 7896.83 亿元，
同比增长 8.5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合计 1622.87 亿元，同
比增长15.26%。

具体来看，有88家公司实现营收
增长，桂发祥、均瑶健康等公司营收
同比增幅均超100%。有16家公司营
收超百亿元，其中，贵州茅台营收超
千亿元。此外，有36家公司营收同比
下降。

从净利润指标来看，有82家公司
实现同比增长，其中15家企业净利润
实现翻倍增长，金枫酒业增幅最大，
为 794.89%。另外，有 19家企业前三
季度业绩亏损。

不同细分领域的企业业绩分化
较为明显。整体来看，酒企的表现
要好于其他细分领域。其中，20 家
白 酒 企 业 前 三 季 度 营 收 合 计 为
3111.62亿元，净利润合计为 1189.79
亿元，分别占食品饮料行业整体的
四成和超七成。

而前述19家业绩亏损的公司中，
有 7家公司来自酒行业，其他则属于
食品加工业和乳业。其中，中炬高新
的亏损额最大，为12.72亿元。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直接反
映了企业的经营状况，是评估企业健
康程度的重要指标。《证券日报》记者

梳理发现，124家食品饮料上市公司
前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合计为 1599.71 亿元，同比增长
68.8%。其中 107家公司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为正。

具体来看，贵州茅台、五粮液、
伊利股份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超百亿元。另外，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在 10 亿元至 99
亿元之间的公司有 20家，另有 17家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为负。

“随着食品饮料行业竞争加剧，
马太效应进一步凸显。第四季度是
传统的消费高峰期，食品饮料行业业
绩预期将更为乐观。”广东省食品安
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蓬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财信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四

季度接触型服务消费增长空间巨大，
餐饮等服务消费有望继续保持较快
增长，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有
望增长8%。

国盛证券研报表示，四季度是布
局食品饮料的较好时间点，看好 2024
年需求的持续改善，建议加大配置比
例。当前食品饮料板块整体估值逐
步向2020年历史低位下探，配置性价
比较高。

食品饮料行业三季报成绩单出炉：
16家营收超百亿元

本报记者 贺王娟

10月30日，伊利股份发布2023年
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970.9亿元，同比增长3.84%；实现归母
净利润93.8亿元，同比增长16.36%；实
现扣非净利润84.54亿元，同比增长
11.51%。从单季度来看，第三季度公
司实现营收311.09亿元，同比增长
2.71%；归母净利润30.74亿元，同比增
长59.44%；扣非净利润26.57亿元，同
比增长56.95%，营收、净利均创下历
史新高。

降本成效显著是公司前三季度
净利大幅提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公司管理费
用率及销售费用率分别较去年同期
下降11个基点、82个基点，费用管理
效能大幅提升。此外，公司前三季度
毛利润率较去年同期提升32个基点，

成本优化效果同样显著。
此外，对于第三季度公司归母净

利润大幅提升59.44%，伊利股份方面
表示，主要系销量增长、成本端下降
以及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增加所致。

具体来看，前三季度伊利股份液
奶、奶粉及奶制品、冷饮三大业务均实
现稳健增长。液奶业务仍稳居行业第
一，并呈现出逐季走强趋势。数据显
示，前三季度，伊利股份液态奶营收
654.32亿元，同比增长2.07%；第三季度
收入达230.09亿元，同比增长8.48%。

奶粉及奶制品业务方面，前三季
度伊利股份奶粉市场份额逆势增长，
领跑行业，其成人奶粉保持快速增
长，市占率提升至23.9%，稳居细分市
场第一。整体来看，其奶粉及奶制品
实现营收199.22亿元。

此外，前三季度伊利股份的冷饮业

务也保持双位数高速增长，市占份额稳
居行业第一，实现营收103.83亿元。

整体而言，对于前三季度业绩实
现稳健增长的原因，伊利股份方面表
示，公司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主动
求新求变。一是，基于关键技术突破
的创新产品一再“引爆市场”，二是，
全链数智化赋能下整体运营效率显
著提升，正在形成强劲活跃的“新质
生产力”。同时，新的竞争优势也在
助推公司经营业绩持续增长，将为行
业高质量发展开辟新的路径。

而作为亚洲乳业龙头，伊利股份
在数智化转型方面起步早、发展快、
成果显著，目前正在形成集绿色、智
慧于一身的乳业“新质生产力”。

据介绍，在中游生产环节，伊利
股份全国所有工厂均已实现了智能
化布局，通过数智化全面提升生产
力，达到生产效率倍增的效果。以伊

利现代智慧健康谷的液态奶全球智
造标杆基地为例，目前液奶基地灌装
生产线效率提升近2倍，是全球灌装
速度最快、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最高
的灌装生产线。

对于数智化带来的成效，伊利股
份表示，目前“数智化”技术的应用正
在大力提升公司运营效率、降低成
本。推动全产业链数智化转型以来，
公司端到端的产品创新周期缩短
20%，间接采购效率提升40%，采购成
本对比市场下降10%，对比行业市场
的整体采购成本一直保持5%到7%左
右的优势。

对于伊利股份前三季度超预期
的业绩表现，一位行业分析师表示，
伊利股份数智化成效显著是重要原
因之一，未来随着公司数智化体系
建设进一步成熟，对公司发展将大
有助益。

数智化效能提升降本成效显著
伊利股份前三季度净利同比增16.36%

本报记者 丁 蓉

10月31日，微芯生物披露2023
年三季报，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3.49亿元，同比增长3.85%；扣
非净利润为亏损1.96亿元。其中，第
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亿元，
同比下滑10.66%；扣非净利润为亏
损4869.91万元。

在当日下午举行的微芯生物第
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上，投资者就公
司业绩情况和经营目标密集提问，
例如，“公司在年初预计营收增长
20%，目前来看还能否实现”“对于
四季度经营目标，公司是否下调了
预期”。微芯生物董事长、总经理鲁
先平并没有正面回应，他表示：“公
司的经营数据请以公司披露的定期
报告为准。”

微芯生物主要产品为原创新药，
2023年前三季度西达本胺销售收入约
3.22亿元，同比增长4.82%，占公司营
业收入的比重为92.26%。西格列他
钠自2023年3月份开始执行医保价，前
三季度实现销售收入1768万元。

公司第三季度营业收入下滑，
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鲁先平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这是公司在
报告期内只收到海外销售分成收
益，未有里程碑收入所致。”三季报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公司海外许可
收入下降，仅为455.03万元，同比下
滑69.86%。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5月份接
受机构调研时，微芯生物就已经将
去年3月份在投资者关系活动中公
开宣称的2023年营业收入“预期增
长 50% ”的 目 标 ，下 调 为“ 预 计
20%”。而从今年前三季度的业绩
表现来看，距离这一目标相去甚远。

事实上，微芯生物的营业收入

增速自去年起就放缓。 2021年、
2022年、2023年前三季度公司营业
收入增速分别为59.74%、23.11%、
3.49%。

数据显示，微芯生物前三季度
归母净利润为1.08亿元，主要是公司
失去对成都微芯新域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的控制权后的剩余股份按公允
价值计算并确认的投资收益。而微
芯生物前三季度扣非净利润亏损
1.96亿元，创上市以来最大亏损。

此外，微芯生物原创新药的商
业化进程一直备受投资者关注。不
过，从公司实际营收规模来看，其商
业化推进和商业化能力的建构并不
容易。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有投
资者直接发问：“公司有没有反思过
销售团队存在的问题？”但微芯生物
方面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
克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创新药商业化进程受到多方
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医学价值、市场
定位、销售渠道等。如果市场接受
度低，医生、患者和支付方不愿接受
或使用新产品，会导致其商业化进
程缓慢。”

国内咨询机构Co-Found智库研
究负责人张新原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要推动创新药商业化，企业
需制定完善的市场营销策略、积极
开展合作，同时还要密切关注药品、
医保等相关法规和政策，确保产品
能够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

微芯生物此前在接受机构调研
时被问及是否有扩充销售人员计
划，公司方面表示：“公司肿瘤事业
部有近300人，代谢事业部有100多
人。目前暂没有大规模扩充销售人
员的计划，会根据药品上市情况和
销售情况开展相关工作。”

微芯生物第三季度营收同比降10.66%
投资者关注能否完成年度20%增长目标

本报记者 李立平

上海钢联发布数据显示，10月31日，
电池级碳酸锂均价报 17.20 万元/吨。
相比今年 6月 30日的 30.6万元/吨，跌
幅超40%。

锂价下跌拖累多家锂矿上市公司
业绩。例如，青海省盐湖提锂“双雄”藏
格矿业、盐湖股份 2023年前三季度业
绩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另有上市
公司表示，公司主营产品受市场环境影
响，销售价格下降，利润总额随之下降。

碳酸锂价格波动之下，市场供需情
况如何？后续走势又将如何？

锂价下跌致业绩承压
考验企业成本控制能力

锂价的波动变化直接影响到锂矿
企业的业绩表现，部分上市公司出现营
收、净利润下滑，甚至亏损的情况。

10月31日，盐湖股份发布的2023年
三季报显示，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
入157.9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约为56亿元，两项指标同比均

有所下滑。对于营收下降，盐湖股份表
示，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主要产品钾肥
及碳酸锂售价较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此外，盐湖提锂板块另外一家上市
公司藏格矿业披露的三季报显示，1月
份至 9月份，公司营业收入为 41.89亿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9.69亿元，两项指标也分别同比下降。

分析人士称，锂价下跌致使行业业
绩出现分化，该领域上市公司的成本控
制能力愈发重要，以盐湖股份、藏格矿
业为代表的盐湖提锂企业仍将具有一
定竞争优势，业绩也比较抗压。

藏格矿业董事会秘书李瑞雪向《证
券日报》记者介绍，公司旗下藏格锂业
碳酸锂 2022年平均销售成本为 31495
元/吨，2023年上半年平均销售成本为
41495 元/吨，随着 2023 年二季度卤水
品位的回升和下半年产量的提高，有望
降低全年平均销售成本。

三大因素
有望对锂价形成支撑

“目前部分外购锂辉石厂因亏损相

继减停产，碳酸锂的供给端出现一定程
度的缩减，需求端库存一直维持较低水
平。”盐湖股份有关人士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从行业长期发展趋势来看，
未来新能源汽车、储能电池等领域对碳
酸锂的需求持续增加，可支撑碳酸锂价
格回归理性。”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李名金向
记者表示：“碳酸锂价格波动，主要受供
需关系变化影响，之前高价引发的供给
增加，导致期、现市场价格持续下跌。
不过从长远来看，碳酸锂的实际需求一
直都在，碳酸锂价格维持在一个合理区
间有利于促进产业链健康发展。”

排排网财富研究部副总监刘有华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碳酸锂产能下降、
上游企业挺价意愿增强以及新能源汽车
产销的持续走高，有望对碳酸锂价格形
成支撑，带动碳酸锂价格企稳回升。

“其一，冬季将至，气温越来越低，
卤水的吸附效率会随之降低，因此盐湖
提锂产能可能进一步下降；其二，碳酸
锂价格已经跌至外采锂矿为主的锂盐
公司的成本线附近，若碳酸锂价格进一
步下跌，意味着上游企业将陷入亏损，

因此眼下上游各企业减产挺价意愿在
进一步增强；其三，碳酸锂需求主要来
自于新能源汽车，而在新品集中上市以
及降价后性价比大幅提升等因素刺激
下，接下来新能源汽车产销有望持续走
高，带动碳酸锂需求提升。”刘有华向记
者表示。

根据市场变化，多家上市公司积极
采取措施熨平行业周期。

如藏格矿业表示，公司将根据碳酸
锂生产及销售情况，适时开展碳酸锂产
品套期保值业务，来应对价格下滑所带
来的风险。“公司已向广州期货交易所
申请碳酸锂指定交割厂库，碳酸锂期货
还未开始交易。”李瑞雪向记者介绍。

金圆股份也于 10月 27日发布《关
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
告》称，公司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
提下，根据市场情况，充分利用期货市
场套期保值的避险机制，尽最大可能规
避碳酸锂产品库存、在途原料因现货市
场价格大幅波动给公司带来的风险，控
制经营风险，提高公司抵御市场波动和
平抑价格震荡的能力，实现稳健经营的
目标。

锂价下跌多家锂矿企业业绩承压
上市公司多措并举规避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