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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雯珊

近日，大众集团旗下子公司使
用Quantumscape固态电池完成了
一项耐力测试，结果表明其可实现
50万公里的超长寿命。1月 8日，
与固态电池相关上市公司在二级
市场有不错的表现。

“固态电池作为新型储能技
术，基于安全和能量密度优势，目
前已成为动力电池重要发展方向，
吸引诸多车企、电池厂商持续加码
布局，未来有望实现技术突破和产
业化快速发展。”相关业内人士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据悉，固态电池能量密度是目

前铁锂电池的2倍，固态电池若采
用高镍三元+金属锂的材料体系，
能量密度有望超过 400Wh/kg，续
航将获得重大提升。

中邮证券表示，固态电池当前
处于起步阶段，产业化仍需一定时
间。预计2030年中国固态电池出
货量将达 251.1GWh，2030年市场
空间有望达200亿元。

中信证券新能源汽车行业分
析师袁健聪认为，固态电池突破了
锂离子电池的安全与能量密度瓶
颈，具有巨大应用潜力。

招商证券汽车行业相关分析

师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
锂电池下游应用的不断拓展，也对
锂电池发展提出了越来越高的技
术要求，汽车固态电池时代正快步
走来。目前，液态电池的能量密度
已接近理论极限，因此发展固态电
池正成为锂电池行业技术革新的
必由之路。”

自 2023 年以来，不少车企对
固态电池装车跃跃欲试。

广汽集团早前宣布，2026年将
实现全固态电池装车搭载。“广汽
集团固态电池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电芯能量密度达到 400Wh/kg
时，能够满足电池在极端环境下的
安全性与可靠性要求，计划在
2026年实现装车搭载。”广汽集团
总经理冯兴亚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上汽集团近日在投资者互动
平台表示，2024 年起半固态电池
将在公司不同车型上实现量产应
用。半固态电池产品和工艺的快
速迭代，使得电池更安全、能量密
度更高，同时还能实现动力电池成
本下降近30%。

据悉，中国一汽集团开展相关
固态电池开发的主体是一汽研发总
院新能源开发院电池开发部。根据
公开信息，其开发的全固态电池采

用硫化物固态电解质技术路线，开
发容量 10Ah，比能量 320Wh/kg、
680Wh/L，循环寿命超过 500次的
全固态电池。

东风集团的第二代固态电池
也预计于 2024 年上半年实现量

产搭载，届时整车续航里程可达
1000 公里以上。此外，比亚迪早
在 2016 年以前就开始投入固态
锂电池的研发工作，目前在国内
的相关专利数量众多，位列国内
前茅。

中信证券认为，固态电池兼具
安全和能量密度优势，在半固态电
池装车逐步取得进展后，全固态电
池也未来可期，随着固态电池产业
链降本和产业化程度提升，固态电
池各环节将充分受益。

汽车固态电池时代快步走来
龙头车企积极布局

本报记者 冯思婕

1 月 8 日，兴源环境发布公告
称，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
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由于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中艺生态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艺
生态”）存在虚增项目收入及成本
等情况，兴源环境被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并处以200万元罚款；公司
财务总监孙颖被给予警告，并处以
80万元罚款。

兴源环境曾于 2023 年 7 月 12
日收到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2023年
7月 5日，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2023年 12月 29日，公司还收到了
浙江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

业绩承诺未兑现
子公司虚增项目收入及成本

此份最新披露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显示，兴源环境全资子公司
中艺生态于 2016 年、2017 年在长
兴县美丽城镇（标段一、标段二）
PPP项目、温州洞头区本岛海洋生
态廊道整治修复工程 PPP 项目中

存在虚增项目收入及成本等情况，
导致兴源环境 2016年至 2022年年
报财务数据及相关披露存在虚假
记载。

其中，兴源环境 2016 年年报
虛 增 营 业 收 入 9063.09 万 元 、虚
增 利 润 总 额 2202.07 万 元 ；2017
年年报虛增营业收入 26807.66 万
元、虚增利润总额 3636.86 万元。
同时影响公司 2016 年至 2022 年
年报相关资产及负债科目金额，
年报资产负债金额存在虚假记
载。

2016年 2月份，兴源环境完成
了对中艺生态100%股权的收购，并
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彼时，中
艺生态原股东与公司签订了《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书》。

经过本次兴源环境对 2016年
至 2017 年度会计差错进行调整
后，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约定，中艺生态 2016 年及 2017 年
均未完成业绩承诺指标，2015 年
至 2017年的三年业绩承诺期未完
成业绩承诺指标，即吴劼等 7名中
艺生态原股东需对上市公司进行
补偿。

兴源环境表示，为切实维护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将高度重

视业绩承诺补偿的追讨工作，拟安
排专门队伍并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研判，切实推动相关工作有效开
展。

上海久诚律师事务所主任、
首席合伙人许峰认为，上市公司
想要实现对子公司内部管理和
控制并不困难，核心是上市公司
是否放任、是否重视内部控制。

“上市公司对于全资子公司具有
实质管理职责，全资子公司如果
虚增收入或利润，那么该虚增也
必然体现在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
中。上市公司面临的法律风险主
要有行政处罚风险、投资者索赔
风险等。”许峰告诉《证券日报》
记者。

为何未能及时核查到子公司
虚增收入的情况？公司在管理及
内控方面是否存在一定的缺陷和
风险？后续又将如何追讨业绩承
诺？《证券日报》记者就这些问题于
1月8日致电兴源环境董秘方强，其
表示“正在开会不便说话，请留
言”。

直至记者发稿前，兴源环境
相关负责人回复称：“公司严格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还
请查阅相关公告，以公告披露内

容为准。”

连续亏损多年
管理层人事变动频繁

近年来，兴源环境营收持续下
降，并已连续亏损多年。财务数据
显示，2020年至 2023年上半年，兴
源环境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4.51亿
元、23.42亿元、13.55亿元及6.93亿
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 5.29 亿
元、-3603.39 万 元 、-5.52 亿 元
及-2.6亿元。

在回复2022年年报问询函时，
兴源环境曾承认，与同行业上市公司
的同类型业务经营情况相比，公司

“报告期内环境综合治理及其他业
务的营业收入规模下降幅度、毛利
率下降幅度较行业平均水平偏高”。

除了经营状况低迷、连续亏损
多年外，兴源环境还面临较大的短
期债务压力以及管理层的动荡。

截至2023年上半年，兴源环境
短期借款（还款期在一年及一年以
内）达 8.56亿元，公司货币资金仅
4.31亿元。

而2016年至今，兴源环境先后
换了 5位总经理、4位财务总监及 3
位董事会秘书。

本次《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
由于兴源环境 2016年及 2017年时
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他相关人员已全部离职且超过行
政处罚时效，本次浙江证监局仅对
公司现任财务总监孙颖进行了警
告及罚款。据悉，孙颖于2020年10
月份上任。

浙江证监局认为，兴源环境财
务总监孙颖在任职期间未对案涉
事项保持充分关注，未能保证其签
署的年报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违反了《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
三款的规定，是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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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盘和林表示，短期借
款高企会给企业资金链带来很大
的压力，尤其在公司连年亏损大背
景下，容易产生违约风险。而一旦
违约，公司债权人相关各方，包括
供应商和债主都会停止对公司流
动性支持。

盘和林同时提到，许多企业越
是经营状况不佳，越想通过更换高
管来改善经营，但频繁的高管更替
可能会导致公司经营决策难以落
实，管理秩序混乱。

全资子公司虚增项目收入及成本 兴源环境被罚200万元

本报记者 张晓玉

光伏产业蓬勃发展的十余年
间，为全球低碳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但由于当前可用于光伏装机
的土地面积已大幅减少，从业者们
正将目光放眼于广阔无际的汪洋
大海。

1月 6日，针对海上光伏场景，
晶澳科技发布“湛蓝”与“耀蓝”两
大系列N型组件新产品，开启 2024
光伏市场新蓝海。

海上光伏潜力巨大

我国大陆海岸线长约 1.8万公
里，海上光伏装机规模可达百吉瓦
以上，而全球海岸线总长度超过
100万公里，拥有巨大潜力。海上
光伏发电具有发电量高、土地占用
少等特点。依托光伏行业供应链
到技术创新不断发展，使得海上光
伏的投资具备了可观的回报。

“与陆上光伏相比，海上光伏
更接近沿海地区的电力负荷中心，
这使得电能更容易并网消耗，减少
了长距离输电的损失和成本。同
时在土地方面，海上光伏通过对滩

涂和近海的开发，不仅解决了土地
有限的问题，同时也可以避免土地
开发带来的环境影响。”晶澳科技
产品技术部总监张军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而在大部分人看来，海边发展
风力发电会更优于光伏发电，晶澳
科技此时推出海上光伏有何考量？

张军表示：“从新能源的角度
来说，中国这两年无论是在风电还
是光伏发电方面都做得非常好，但
风电的应用场景跟光伏还是有差
异的，相对来说，光伏的应用场景
更广，而风电还是会受到一些地域
的影响，有些场景实际上是可以风
光互补的。总体来讲，风电与光伏
发电的发展并不冲突。”

“另外，作为一个做全产业链
的光伏企业，我们要给客户考虑产
品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满足客户
的需求，并想在客户的前面。从公
司层面，我们肯定要把产品推广在
前面，比如最新发布的漂浮式产
品，大家在这一类产品上都处于探
索阶段，我们率先发布了这个产
品，也是希望和我们的客户一起助
推海上光伏的应用，以期未来能够
产生更大的价值。”张军进一步说。

尽管漂浮式产品行业内较少，
但也有部分光伏企业已经推出多
种其他的海上光伏产品。

面对未来的市场格局，张军认
为，未来竞争最激烈的地方还是在
头部企业之间。因为在技术上来
说，海上光伏对电池、组件的材料
和技术都有更高的要求，二线或者
一些更小的厂商开发能力和技术
能力有所欠缺，所以头部企业必然
会布局这个领域。漂浮式产品是
公司未来重点产品，相信行业的头
部企业也会陆续推出此类产品的
解决方案。

尚面临技术风险和难题

目前，海上光伏已成为光伏领
域的重要组成内容，但这一全新场
景也必然面临着更多无法预测的
技术风险和难题。

张军表示，海上光伏市场未来
潜力比较大，但需要大家共同推进，
虽然现阶段投资成本较高，但它的
优势也很多，比如离发电负荷中心
较近、传输利率较短，后期公司会结
合客户端一起去推动，现阶段海上
光伏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储备和政

策储备，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
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海上光伏

还面临技术方面的诸多挑战。最
主要的一个是海洋环境恶劣，风
暴、海浪、盐雾等地理气候条件都
会对光伏组件造成严重的损坏，因
此，适用海上光伏的组件需要具备
更高的可靠性和耐候性。

“面对这些挑战，公司结合自
身在水上光伏领域深耕多年的经
验和成果，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技术
攻关，我们对 DeepBlue 4.0 Pro 产
品进行了优化和升级，成功开发了
湛蓝系列和耀蓝系列两种海上光
伏N型产品方案。”张军说道。

湛蓝系列和耀蓝系列产品针
对海上光伏场景各有差别。据介
绍，DeepBlue 4.0 Pro 湛蓝系列和
耀蓝系列分别适用于桩基式安装
和近海的漂浮式安装，两个系列组
件产品功率最高可达 635W，组件
效率最高可达22.8%。

张军解释称，湛蓝系列适用于
水深小于 10 米或离海岸 500 米以
内，地质稳定、水位变化较小的滩
涂场地，采用桩基式安装方式；耀
蓝系列适用于水深大于 10米的近
海区域，采用漂浮式安装方式。在

湛蓝的基础上，耀蓝系列更加低碳
化、轻量化及更可靠。

在海上漂浮应用场景中，海水
经常会浸润组件，这对企业研发光
伏产品提出了挑战。

对此，张军告诉记者，耀蓝系
列采用了海上光伏专用高耐候双
层镀膜玻璃，此种玻璃有良好的膜
层致密度和耐候性能，并有更强的
耐碱和耐盐雾性能。

事实上，晶澳科技在水上光伏
领域已深耕多年。早在2017年，公
司就与三峡集团合作了淮南煤炭
沉陷区150MW水上光伏项目，这也
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水上光伏项
目。同时，晶澳科技在全球范围内
建造了多个水上漂浮与近海桩基
式海上光伏项目。

张军表示，这些项目为公司的
海上光伏产品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为了满足不同区域客户的需
求，湛蓝系列与耀蓝系列包含了多
种尺寸产品版型，在 2024年，公司
将继续加大N型产能规划布局，以
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公司
将通过持续的产品技术创新为客
户不断创造价值，以优异的产品赋
能光伏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晶澳科技“海上追光”：
发布海上光伏N型组件 掘金新蓝海

本报记者 谢 岚
见习记者 梁傲男

在白酒行业处于新一轮深度调整周期的当
下，多数酒企正面临来自市场端、渠道端、消费端
的多重压力，企业发展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业界关
注的焦点。

近日，两家酒企先后宣布踏入百亿元营收“俱
乐部”，为行业带来一丝暖意。陕西西凤酒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正表示，2023年西凤酒实现营收
103.4亿元，同比增长23%；今世缘发布的数据显示，
预计公司 2023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00.5亿元左右，
同比增长约27.41%。

至此，随着两名“新兵”的加入，百亿元营收阵
营中的白酒企业已达14家。

百亿元阵营扩容

百亿元营收规模是一线酒企“分水岭”，也是名
酒时代趋势下，下一阶段行业竞争的入场券，是企
业品牌、品质、规模与消费者影响力的直接体现。

“今世缘与西凤酒先后完成百亿元营收，是其
名酒价值回归在市场销量层面的表现，意味着行业
集中度进一步提升，酒企‘寡头化’倾向不断凸显，
一定程度上是产区化、品类化与多元化消费的结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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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记者了解，在冲刺百亿元营收阵营的路途

中，今世缘贯彻差异化、高端化、全国化的“三化”
方略，西凤酒践行“高端化、全国化”发展战略。
同时，两家企业都选择自身产品体系，重点打造核
心大单品。

西凤酒重塑以“红西凤”为核心的西凤酒战略
核心产品。2023年，红西凤系列产品销售同比增长
102%，百元以上产品销售同比增长38%。今世缘则
主打国缘、今世缘两大中高端白酒品牌，2023年前
三季度，以国缘、今世缘为代表的特A+类和特A类
产品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为93.1%。

与此同时，在“后百亿元时代”，西凤酒与今世
缘打造起新的战略路径规划。

“全国化无疑是公司‘后百亿元时代’必须要挑
战和跨越的战略命题，也是企业未来成长发展的空
间所在。”今世缘酒业副总经理胡跃吾表示，2024年
是今世缘酒业开启“后百亿元”、拥抱“双百亿元”的
起步之年，公司将实施“多品牌、单聚焦、全国化”发
展战略，2025年挑战150亿元营收目标，“十五五”期
间加快迈入营收“双百亿元时代”。

张正透露，西凤酒将用五年时间，到 2028年实
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中的战略新突破；再经过五年
的接续奋斗，至2032年，建设成为产品卓越、品牌卓
著的全国一流名酒企业。

行业向品牌与品质集中

近年来，白酒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总体消费
向品牌和品质集中的趋势愈加清晰。

“结合酒企 2024 年销售目标规划或指引来
看，竞争格局有望继续向头部企业集中，白酒行
业将延续弱复苏趋势。大众消费价格带地产酒
有望延续积极趋势，高端酒相对平稳且量价策略
更加从容，次高端酒在分化中静待复苏。”国泰君
安研报显示。

《证券日报》记者根据Choice数据统计，百亿元
营收阵营中目前共有贵州茅台、五粮液、洋河股份、
山西汾酒、泸州老窖、古井贡酒、顺鑫农业 7家上市
酒企，未上市的还有郎酒、劲酒、剑南春、贵州国台、
贵州习酒 5家酒企。随着两名“新兵”的加入，百亿
元营收酒企数量已达14家。

从行业角度看，头部酒企的营收门槛正在不断
提升，“马太效应”十分明显。以2023年前三季度营
收计算，前五强酒企已将三季度的营收门槛拉升至
210亿元。

武汉京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白酒营销专家
肖竹青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全国化名酒品牌
格局已经固化，茅台、五粮液、洋河、泸州老窖、汾
酒已经形成全国化白酒格局，挑高了白酒板块业
绩，新的品牌去争夺全国市场份额会很艰难。”

2023 年，头部酒企业绩再创新高。贵州茅
台 2023 年度生产经营情况数据显示，预计公司
实现营业总收入约 1495 亿元、净利润约 735 亿
元，同比增幅皆超过 17%。五粮液高层曾在经
销商大会中透露，2023 年公司圆满完成全年营
销目标任务。

正值开年之际，各大酒企积极备战“开门红”，
不断加大消费者端投入，推出扫码红包、满赠活动、
品鉴会等各种市场策略，助力经销商去库存。

在肖竹青看来，由于渠道库存“堰塞湖”没有得
到有效消化，社会购买力不足，伴随着各类促销活
动，酒厂营销费用大增，2024年酒企的业绩表现仍
充满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跨越周期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
改变，中国白酒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充沛。
虽然行业要有居安思危的思想准备，但也不必太
过焦虑，酒企需要练好内功、提升本领。”胡跃吾
如此表示。

华创证券研报认为，白酒行业在 2024 年将逐
渐复苏。一季度大概率实现“开门红”，将成为白
酒行业拐点。从库存看，当前主流产品库存已处
于“健康”区间，预计今年春节期间主销产品经
销商库存将平稳合理，终端库存相对较低。从
需求端看，2024 年春节期间，聚饮礼赠需求将更
加旺盛。

白酒百亿元营收俱乐部
再添两名“新丁”

总体消费向品牌和品质集中的趋
势愈加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