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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梦泽

上市车企 2023年三季报已披露
完毕。同花顺 iFinD统计数据显示，沪
深两市 22家汽车整车上市公司前三
季度整体业绩表现相对平稳，15家车
企实现盈利，占比 68%；16家实现净
利润同比增长，约占73%。

比亚迪、上汽集团和长安汽车位
居净利润榜单前三名，前三季度分别
实现 213.7亿元、114.1亿元和 98.8亿
元净利润。从净利润同比增幅来看，
商用车板块实现领跑，其中，宇通客车
凭借 703%的增幅位居首位。7 家亏
损公司中，ST曙光、北汽蓝谷和赛力
斯净利润垫底，前三季度净利润分别
为-2.48 亿元、-22.9 亿元和-32.5 亿
元。

合计实现营收1.55万亿元

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前三季度，沪深两市22家汽车整车上
市公司总营收达 1.55万亿元，合计实
现净利润526.9亿元，相较于去年同期
分别上涨 20.9%和 39.5%。2023年前
三季度，平均每家车企净利润23.95亿
元，相较去年同期增加6.77亿元。

具体来看，比亚迪前三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4222.75亿元，同比增长57.8%；
净利润213.7亿元，同比增长129%，成
为前三季度净利润最高的车企。

上汽集团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233.4亿元，相比去年同期的 5274.1
亿元微跌 0.77%；归母净利润为 114.1
亿元，位居净利润榜单第二位。

长安汽车也实现营收净利双增
长。前三季度，长安汽车营业收入达
1082.1 亿元，同比增长 26.78%；归母
净 利 润 为 98.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3.22%。长安汽车表示，“整体来看，
收入增幅高于销量增幅，利润增幅高
于收入增幅，保持既有规模、又有效益
的良性发展。”

长城汽车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
前三季度，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49.95
亿元，第一、第二、第三季度净利润分
别为 1.74 亿元、11.87 亿元、36.35 亿
元，第二、第三季度分别环比上涨
581.30%、206.1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
华表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汽车产销整
体表现好于预期，市场总体呈现“淡季
不淡，旺季更旺”态势。预计随着各项
促汽车消费、稳行业增长政策持续落
地，将对四季度汽车市场形成有力支
撑，有助于汽车行业实现全年稳增长
目标。

商用车市场明显回暖

前三季度，商用车市场回暖成为

一大亮点，宇通客车、江铃汽车、安凯
客车等商用车企均实现了营收净利双
增长。其中，宇通客车凭借 7倍的净
利润增速实现领跑，福田汽车和一汽
解放紧随其后，显示出商用车市场触
底回暖的趋势。

公告显示，前三季度，宇通客车实
现净利润10.51亿元，同比增长703%；
福田汽车实现净利润7.9亿元，同比增
长 227.5%；一汽解放实现净利润 4.1
亿元，同比增长163.2%。

对于业绩的增长，一汽解放方面
表示，主要是受益于商用车市场行业
需求回暖。同时，报告期内公司持续
提升产品力，着力各细分市场均衡发
展，天然气重卡扩大销量，海外出口再
创新高，均促成了公司净利润的增长。

“一汽解放的业绩飘红比较有代

表性，体现出目前商用车头部企业的
发展近况。”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
联盟理事高云鹏认为，一方面，商用车
企业在持续强化自身核心技术能力，
同时布局智能化和电动化，加大研发
投入。另一方面，还与市场环境的总
体变化密不可分，销量增长推动企业
业绩大幅好转。

中汽协数据显示，1月份-9月份商
用车销量293.9万辆，同比增长18.3%；
出口54.9万辆，同比增长30.2%。华泰
证券研报称，今年全年，商用车行业有
望保持国内温和复苏、出口持续强劲
的势头。

展望四季度，中汽协副总工程师
许海东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综合
目前情况看，今年国内汽车产销量有
望均超过2800万辆，创历史新高。

近七成上市车企前三季度盈利
商用车板块触底回暖净利增速领跑

本报记者 刘 钊

随着三季报披露结束，汽车行业
经营情况也浮出水面。在行业竞争白
热化的背景下，前三季度，多数汽车企
业加大研发支出以增强研发实力，还
有不少头部企业选择出海，在海外市
场大展身手。

“汽车市场已进入白热化竞争态
势，在此情况下，强化研发投入是必然
之举。”盖世汽车研究院高级总监王显
斌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当前，汽车产业出海已是主流趋
势，主要在于中国整车及核心零部件
企业已在相关领域获得先发优势，东
南亚、欧洲等海外市场对于新能源汽
车政策导向明显，市场处于快速成长
阶段。中国汽车产品具备性价比优
势，海外市场毛利相对较高。”

14家公司研发费用超10亿元

记者梳理数据发现，在申万汽车行
业分类的281家A股上市公司中，有277
家公司披露了2023年前三季度的研发
费用。其中，有14家公司的研发费用超

过10亿元，比亚迪以249.38亿元的研发
费用位列榜首，上汽集团、潍柴动力紧
随其后。有215家公司的研发费用较去
年同期有所增长，占比约77.62%。

“汽车行业属于资金、技术和人才
密集型产业，产品研发重投入非常明
显，主要在于汽车核心平台研发、核心
技术投入周期长，资金需求非常高，特
别是自动驾驶技术对于传感器融合、
场景功能部署应用、数据闭环管理、车
端与云端技术建设投入非常大。”王显
斌进一步表示，“主流车企都在强化智
能化技术自研和深度布局。”

从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来
看，威帝股份以24.48%的占比领先，
精进电动、菱电电控、豪恩汽电等公司
的占比也超10%。全行业研发费用占
营业收入比重的均值为4.82%，115家
公司在均值水平以上。

兴华基金汽车行业研究员沈翔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在汽车行业竞争
日渐白热化的背景下，企业必须依靠
不断创新在电动化和智能化上有所突
破，才能从众多竞品中脱颖而出，占据
更多的市场份额。同时，只有拥有了
足够的技术储备才能更好地抓住机

遇，从而占据未来发展主导权。”

头部车企积极出海

中国在汽车销售和生产方面处于
全球领先地位，在国内汽车市场竞争
日渐白热化的背景下，不少头部汽车
企业将目光投向海外。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
总署数据，今年1月份至9月份，全国汽
车商品累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6% ，其 中 出 口 金 额 同 比 增 长
33.9%。9月份，汽车商品进出口总额
环比增长3.8%，同比增长15.7%。

艾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
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中国汽车的出口
以燃油车为主，主力车型主要为小型或
紧凑型SUV。以比亚迪、广汽集团等国
产品牌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在海外市
场受到欢迎，品牌接受度不断提升。

以广汽集团为例，广汽集团总经理
冯兴亚日前对外宣布，广汽集团将积极
布局海外市场。据悉，广汽集团旗下公
司广汽国际将于11月中旬在墨西哥举
行品牌上市活动。“此次将墨西哥正式
纳入市场版图，标志着广汽国际在美洲

又迈出了坚实一步，接下来，广汽国际
还将继续推动全球化进程，加快产品导
入速度。”广汽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比亚迪则将目光投向欧洲。10月
17日，比亚迪宣布正式进入匈牙利乘
用车市场。自2022年在巴黎车展上宣
布进入欧洲乘用车市场以来，比亚迪
已进入欧洲19个国家。截至目前，比
亚迪新能源乘用车已进入日本、德国、
澳大利亚、巴西等53个国家和地区。
比亚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此前
表示，公司已做好充分准备，满足未来
海外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

长安汽车也在海外“累结硕果”，目
前其足迹已遍布全球70余个国家。当
前，公司正深度布局泰国的“右舵生产
基地”，预计将在2024年实现投产。长
安汽车也已正式设立欧洲总部，计划全
新开发并导入一系列本土化产品。

沈翔认为，如今我国汽车产品“出
海”，不再是以中低端燃油车为主，很
多中高端新能源汽车产品在海外市场
表现良好，甚至在电动化、智能化等方
面已经超过了国外同类车型，这说明
中国汽车产品在海外市场已经有了技
术、品质等多方面优势。

车企研发与出海两手抓 加速抢占市场应对竞争

本报记者 冯雨瑶

10月31日深夜，贵州茅台发布公告
称，自11月1日起上调53%vol贵州茅台
酒（飞天、五星）出厂价，平均上调幅度
约为20%，此次调整不涉及产品的市场
指导价。贵州茅台方面透露，此次调价
是基于市场供需变化的考量。

11 月 1 日 ，贵 州 茅 台 开 盘 大 涨
9.82%，并带动白酒板块走强。截至当
日收盘，贵州茅台股价为1780.99元/股，
涨5.72%，最新市值达2.24万亿元。

据介绍，贵州茅台本次提价涉及的
产品主要是消费者所熟悉的“普茅”。
具体为，飞天53%vol 500mL贵州茅台
酒、五星53%vol 500mL贵州茅台酒，以
及飞天同系列的其他毫升规格产品，出
厂价上调幅度约为20%。

本轮提价系贵州茅台自2001年上
市以来的第8次调价。往前追溯，此前
的提价时间分别在2001年、2003年、
2006年、2008年、2010年、2012年和2018
年，调价幅度在10%-35%区间。

贵州茅台主营茅台酒及系列酒的
生产及销售，其中，公司近85%的营收
来自茅台酒。而在这之中，飞天53%
vol 500mL贵州茅台酒又扮演着“大单
品”角色，根据此次约20%的提价幅度
计算，该产品上调约200元/瓶，本次调
整后出厂价格约1169元/瓶。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贵州茅台调整
部分产品出厂价格，并未涉及市场指导
价的变动，以飞天53%vol 500mL贵州茅
台酒为例，市场指导价仍为1499元/瓶。

而对于终端零售价，11月1日，《证
券日报》记者咨询北京地区多家烟酒

店，店内工作人员普遍表示，飞天53%
vol 500mL贵州茅台酒终端零售价暂时
不会上涨。

“考虑到目前市场相对偏紧的需求
现状，零售价变动幅度不会太多，茅台
提价具体的市场后续反应，还需要进一
步观察。”酒业人士、知趣咨询总经理蔡
学飞表示。

“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
蔡学飞表示，随着国内社会消费逐步恢
复，茅台酒的市场需求依然旺盛，考虑到
目前产能有限以及四季度白酒消费旺季
和春节备货需求，贵州茅台的提价具有
一定市场基础，也符合贵州茅台掌握市
场主动权、提升企业经营效益的目的。

贵州茅台前不久发布的三季报显
示，公司前三季度营收、净利润分别为
1032.68亿元、528.76亿元，两项核心财

务指标继续保持接近20%的增长幅度。
白酒专家、武汉京魁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肖竹青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在多年未进行价格调整的情况下，贵
州茅台提高出厂价利于提振白酒行业
发展信心，同时，符合投资者期望。”

当前，白酒行业进入新一轮调整
期，在产量自2016年见顶下行后，行业
今年整体面临“量价齐跌”的窘境。有
业内人士认为，贵州茅台此次提高出厂
价后，将为其他名酒打开提价空间。

“整个酒行业身处调整期，呈现出
高库存、低价格与弱需求的特点。”蔡学
飞直言，“多数白酒企业正在解决去库
存等问题，目前行业整体上没有涨价的
市场基础，贵州茅台提价确实会拉高行
业的价格空间，但不太可能带来行业性
的涨价潮。”

茅台官宣提价后市场效应几何？
多家经销商表示终端零售价暂不上涨

本报记者 李雯珊

今年以来，N型TOPCon电池景气
度良好，三季报显示，产业链相关上
市公司盈利能力持续攀升，营收及净
利润同比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2023年，上游硅料、硅片产能
扩张到位，价格持续下行，带动产业
链成本下降，光伏发电经济性进一步
增强，行业需求持续保持高增长。随
着光伏电池环节由P型向N型技术升
级迭代，N型产品效率远优于P型，决
定了N型产品的价格高于P型，且取代
P型是必然趋势。”有产业链相关人士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据中信证券统计，2023年行业
TOPCon电池有效供给量大约122.7GW，
其中一线厂商出货92.3GW，而电池总
需求预计将达到400GW以上，TOPCon
电池供给稀缺性较强。华泰证券表
示，作为当前性价比最高的N型电池
路线，TOPCon电池属于优质且稀缺
产能，全年将保持供不应求态势，盈
利溢价有望保持。

“2023年伊始，TOPCon电池需求
呈现井喷式态势，而产业链供给短
时间内无法满足行业所有需求，导
致TOPCon产品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将
维持高景气状态。在这一趋势下，
TOPCon电池及组件超额利润有望扩
大，并且随着N、P组件功率差的拉
大，TOPCon电池溢价空间将进一步
提升。”中信证券分析师朱玥认为。

“从TOPCon电池的需求增速和
供给增速对比来看，市场出现了供
需失衡的情况，行业发展景气度持
续超预期，这对于光伏产业链公司
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因此，A股产

业链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大幅上
升，可以理解为市场需求推动所
致。”科方得投资执行总裁张晓兵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从近期发布的TOPCon电池产业

链相关公司三季报来看，盈利能力
良好。

主打太阳能电池研发、制造与
销售的钧达股份三季报显示，公司
前三季度电池产品出货19.55GW（P
型7.34GW，N型12.21GW），同比增长
182.75%；实现营业收入143.8亿元，
同比增长93.59%；归母净利润16.38
亿元，同比增长299.21%。

“公司率先实现N型TOPCon电池
大规模量产，通过持续研发创新，不断
完成TOPCon电池产品升级迭代。在
效率提升方面，目前已将TOPCon电池
量产效率从25%左右提升至25.5%以
上。预计第四季度，公司电池量产效
率可达25.8%以上。”钧达股份董秘郑
彤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捷佳伟创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
入约64亿元，同比增长50.48%；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2亿元，
同比增长48.96%。

晶澳科技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
入 599.81亿 元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21.6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67.6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5.62%。公司透露，截至2023年
末，公司N型电池产能将超过57GW。

亿晶光电则表示，公司滁州10GW
高效N型TOPCon电池项目进展顺利，
预计四季度可达满产。该公司前三季
度实现营业收入68.8亿元，同比增长
18.8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3.02亿元，同比增长528.54%。

N型TOPCon电池景气度良好
产业链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持续攀升

本报记者 贾 丽

在行业持续去库存、产能利用
率提升的背景下，半导体上市公司
前三季度业绩表现备受市场关注。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11月
1日，已有151家半导体上市公司披
露2023年三季报，合计实现营业总
收入约3523亿元，较去年同期几乎
持平；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约193亿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约54%。

“目前，大部分半导体上市公司
已建立相对完善的产业链并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虽然前三季度业绩承
压，但企业通过积极去库存及进行
现金流管理，提效降本、将资金投向
关键技术领域。在新能源、AI等行
业强劲需求的带动下，半导体行业
有望逐步回暖。”中国联合国采购促
进会副秘书长宋嘉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终端需求出现复苏迹象

在目前已披露三季报的151家
半导体上市公司中，有70家公司前
三季度营收实现同比正增长；107家
公司实现盈利，占比超七成；另有
111家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出现下
降，占比约为74%。

自去年二季度至今，半导体行
业已经历了连续六个季度的下行。
受此影响，百余家半导体上市公司
今年前三季度出现归母净利润下
滑，主要集中在SoC芯片及软件研
发、芯片设计、封装测试等领域。多
家上市公司在财报中表示，由于下
游客户持续去库存，报告期内市场
需求偏弱，从而影响业绩。

不过，横向对比业绩数据，超
60%的半导体上市公司在今年第三
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环比增长。而
这也被业内认为是半导体行业反弹
的关键信号。

“从第三季度开始，终端需求出
现缓慢复苏迹象，同时品牌端的库
存也趋于健康水平，去库存的步骤
已经基本完成，并转为按需采购模
式，这也带动半导体企业业绩呈现
恢复态势。”北京迪显信息咨询总经
理崔吉龙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相较而言，半导体设备及材料主
流上市公司业绩依旧稳健，多家公司
表示订单量充足。数据显示，今年前
三季度，超七成半导体设备和材料上
市公司实现了营收同比增长。与此
同时，新能源汽车、光伏、工控等行业
的需求提升，也带动了功率器件、刻
蚀设备等企业的订单量增长。

多家上市公司积极去库存，并做

好现金流管理，以待行业复苏。数据
显示，151家行业上市公司期末库存
余额为1590亿元，较去年同期小幅减
少。其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为正的公司有90家，占比60%。

穿越“寒冬”，半导体行业静待
“花开”。开源证券分析师认为，半
导体企业短期面临去库存及业绩压
力，长期正沿着自主化方向加速破
局。华泰证券方面亦预计，随着下
游客户去库存结束、车规级以太网
芯片及交换芯片放量，相关半导体
企业在2024年收入或将回暖。

在崔吉龙看来，半导体企业接
下来将会围绕车载生态链的微处理
器、图像识别等芯片以及先进制程
的晶圆代工方向加速布局，以获得
更好的业绩成长机会。

头部企业持续突破先进工艺

加大研发投入，成为今年半导
体上市公司的普遍动作，不少行业
巨头以真金白银大手笔投入研发。

数据显示，151半导体上市公司
在今年前三季度合计产生研发费用
40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48亿元，增
幅13.4%。前三季度研发投入占净利
润比重大于30%的有60家企业。

有125家公司研发费用同比增
长，占比超八成。其中，研发费用同
比增长超50%的上市公司有38家，8
家公司实现研发费用同比增长超
100%。无论是从研发费用规模还
是增幅来看，均超去年同期。

其中，中微公司、裕太微、思瑞
浦、拓荆科技、芯源微等多家半导
体行业巨头均在研发上加快投入，
持续突破先进工艺。2023年前三季
度，裕太微的研发费用达到1.63亿
元，同比增长72.10%，超过2022年
全年。

在2023年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上，中微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尹志尧
面对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公司持续
开发关键零部件的供应商，也非常
重视零部件的国产化工作。公告显
示，目前公司在刻蚀、薄膜设备有较
多新品布局。

“消费电子产业回暖带动半导
体行业复苏，同时国产半导体自主
可控进程已经进入‘深水区’。半导
体行业龙头企业正在瞄准高算力芯
片、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积
极加快研发，不断完善产品线和升
级业务结构，从而推进我国集成电
路产业的自主化进程，并与产业链
上下游的厂商联合在芯片、操作系
统、AI大模型等关键领域实现多点
开花。”宋嘉表示。

151家半导体上市公司超七成盈利
8家研发费用同比增超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