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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雯珊

近日，NE时代根据新能源乘用
车终端数据统计，2023年新能源乘
用车动力电池装机量326.3GWh（吉
瓦 时 ，下 同），同 比 增 长 41.3%；
PACK（组合成电池组）装机量近
725万套，同比增长38.53%。

多位业内人士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从2023年全年以及今
年年初的情况来看，国内动力电池
装机量持续提升。同时，动力电池
产业在技术、成本、性能等方面仍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少企业正在
实行降本增效策略。”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
盟近日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累计产量
为778.1GWh，同比增长42.5%；我国

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387.7GWh，同
比增长31.6%。其中三元电池累计
装车量126.2GWh，占总装车量的
32.6%，同比增长14.3%；磷酸铁锂
电池累计装车量261GWh，占总装车
量的67.3%，同比增长42.1%。

华西证券电力设备与新能源
行业研究员杨睿认为，行业经历需
求快速增加、供给大幅扩张，再到
供需自平衡下格局优化的过程，培
育出一批在成本、性能上具备优势
的动力电池供应商，全球竞争优势
持续夯实。

“从长远看，动力电池装机量
的发展趋势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二是技术
进步，电池成本将逐步降低；三是
多家公司实行降本增效策略，优化
供应链管理手段，有效推动市场需

求。”奥优国际董事长张玥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公开资料显示，2023年，国内
动力电池企业装机量头部企业分
别为宁德时代、弗迪电池、中航创
新、亿纬锂能、国轩高科、欣旺达、
蜂巢能源、孚能科技、正力新能。

具体来看，2023年，宁德时代
的 电 池 装 机 量 为 140379.92MWh
（毫瓦时，下同），同比增加36.6%，
市场份额为43%；弗迪电池的电池
装机量为96923.2MWh，同比增加
55.4%，市场份额为29.7%；中航创
新的电池装机量为25062.2MWh，
同 比 增 加 72.6% ，市 场 份 额 为
7.7% ；亿 纬 锂 能 电 池 装 机 量 为
12735.32MWh，同比增加199.4%，
市场份额为3.9%；国轩高科的电池
装机量为11819.07MWh，同比增加

8.9%，市场份额为3.6%。
“头部企业将在2024年继续进

行降本增效，通过叠加产线资源，实
现效益最大化。这对二三线电池企
业来说，无疑又是一个冲击，预计会
对供应格局产生一定的新影响。”招
商证券相关分析师向记者表示。

中邮证券分析师王磊认为，国
内动力电池装机格局进一步集中，
龙头市占率将进一步提升。

宁德时代近日在深交所互动
易上表示，公司作为全球领先的独
立第三方电池供应商，能够提供全
市场最有性能竞争力、最有成本潜
力、更多元化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有能力为重要的车企客户提供其
主要的电池供应。

日前，比亚迪旗下弗迪电池也
在内部通知，敦促团队继续降本：

2023年，采购团队通过层层筛选，去
劣存优，充分招标竞价等手段，实现
利益最大化。当前，采购降本空间依
旧巨大。2024年，将继续加强非生
产性物料的管理和控制，降本增效。

“公司研发的46系列大圆柱电
池在经济性、安全性和回收利用
价值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有利于
更好地实现公司的降本增效。特
斯拉、宝马、梅赛德斯奔驰、通用
等车企纷纷宣布采用大圆柱电
芯，从目前技术发展趋势看，大圆
柱电芯有望成为未来技术主流。
46系列电芯体积变大，需要的电
池单体数量下降，焊接配件相应
减少，提高电池成组效率；在性能
方面，降低电池内阻，减小充放电
过程中的损耗，提升放电效率。”
亿纬锂能透露。

动力电池装机量持续提升 头部企业降本增效抢市场

本报记者 王镜茹

近日，家电零部件上市公司陆续披露2023年业绩
预告。星帅尔、秀强股份、汉宇集团等多家公司均预计
去年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

其中，秀强股份预计2023年实现归母净利润1.90亿
元至2.30亿元，同比增长3%至25%。秀强股份表示，公
司去年对主营产品销售结构进行持续的战略调整和优
化，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销售比重，实现了主营业务的
稳健增长。

2023年家电市场产量增长较为稳定，对上游家电
零部件产业需求形成正向反馈。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多个重要家电品种
产量实现同比提升。其中彩电、空调、冰箱、洗衣机全
年累计产量分别为19339.6万台、24487万台、9632.3万
台，10458.3万台；空调、冰箱、洗衣机累计产量分别同比
增长13.5%、14.5%、19.3%。四个大类中，仅彩电累计产
量同比下降1.3%。

随着家电行业稳步向上，涌现出一批具备自主研
发能力、产品质量稳定的配件生产商，通过不断实现核
心技术突破，并与国外配件厂商共同参与竞争，从而占
据一定市场份额。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近年来我国家电零部件国产化进程提速，优质配
件厂商不断打破高技术壁垒，抢占毛利较为丰厚、此前
由国际厂商主导的中高端市场，迎来发展良机。”

在对家电业务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多家家电零
部件板块上市公司也转型布局汽车零部件、光伏组件
等业务，力图构建起第二增长曲线。

东方电热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2023年归母净
利润同比增长95.53%至131.99%。公司表示，业绩实现
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新能源板块持续发力。其中，
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务在手订单饱满且陆续进入交货确
认周期，该业务板块的销售收入快速增长且毛利率相
对较好，从而带动了公司全年业绩持续增长。

东方电热最新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显
示，公司业绩预告的扣非净利润中值为3.75亿元，其中，
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务贡献3亿元至3.2亿元，新能源汽车
元器件业务贡献0.25亿元至0.35亿元，家用电器元器件
业务贡献0.5亿元至0.6亿元。

星帅尔也表示，公司国内外业务发展势头良好，订
单充足，特别是以光伏组件业务为切入点，深化开拓的
新能源领域，为公司经营业绩的持续攀升带来强大动
力。家电业务将在维持现有增长水平的基础上，将其
提供的稳定现金流更多地用于开拓新能源板块业务。

业内多看好家电零部件板块长期发展潜力。民生
证券研报称，转型与多元化将成为行业主线，家电及上
游企业多具备如精密机械加工能力、良好资金流、强品
牌力、强上下游协同力及较强科技基因等特质，在走向
智能化、多元化的方向上具备先天优势。

钉科技创始人丁少将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2023年，部分家电零部件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和合作等
方式，向新能源产业链及人形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展
望2024年，传统家电与新能源领域多业务协同仍是零
部件企业发展方向，多元化经营将成为家电零部件企
业实现营收规模稳定增长的关键因素。”

转型与多元化成主线
家电零部件企业年报频预喜

本报记者 曹卫新

1月24日，凤凰股份发布2023年第四季度房地产经
营简报称，公司当季商品房合同销售面积8627.15平方
米，同比增长5.74%；商品房合同销售金额2.98亿元，同
比增长194.55%。公司“南京紫金和旭府项目”首次开
盘，签约面积4303.21平方米，金额2.34亿元。

从环比情况来看，2023年第四季度凤凰股份商品
房合同销售金额环比第三季度增长382%，第四季度公
司新盘销售贡献率较高。

凤凰股份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南
京紫金和旭府项目是公司的新盘，从目前的销售情况
来看，在南京市新开楼盘里，数据相对是比较好的。至
于开盘时间在去年第四季度，这是根据项目的实际规
划来确定的，不是特意选择在年终进行冲刺。”

凤凰股份商品房年终销售“翘尾”，这在行业内并
非个别现象。

《证券日报》记者综合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梳理发
现，截至1月24日，包括凤凰股份在内，共有7家房地产
公司公布了2023年第四季度经营数据，多家公司第四
季度销售数据实现环比增长。

以黑牡丹为例，公司披露的2023年单季度经营数
据显示，2023年第三季度，公司实现签约面积1.54万平
方米，签约金额1.05亿元。2023年第四季度，公司实现
签约面积4.68万平方米，签约金额3.15亿元。

“目前我们的房地产项目主要集中在常州本地，
2023年第四季度正好有项目完工，因此签约面积相对
多一些。”该公司证券部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

诸葛数据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王小嫱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年底开发商冲刺业绩，营销
活动以及在售优质楼盘较多，带动了市场的成交规模
上升。不过从2023年全年来看，商品房市场再创新低，
市场表现不及2022年，虽然政策端出现较大改善，购房
者购房成本较低，但新房市场面临房企信用风险及项
目交付风险，购房者对于购买期房较为谨慎。”

此外，记者梳理上市房企第四季度经营简报发现，
2023年房企拿地积极性普遍不高，多家公司在公告中
称，2023年无新增房地产储备。多家上市房企在采访
中向记者透露，对于2024年拿地仍将“谨慎”。

“后续房地产投资信心的回升依赖于市场端的改
善。预计2024年商品房销售市场仍维持在当前的成交
规模徘徊，销售面积预计11万亿平方米，销售面积降幅
收窄至3.8%，销售金额与2023年持平。”王小嫱表示。

多家房企发布四季度经营数据
商品房销售普遍“翘尾”

本报记者 李如是 张晓玉

2023年，国内旅游市场呈现强
势复苏态势，上市旅企纷纷交出亮
眼成绩单。

整体来看，多家公司在业绩预
告中提到，游客数量的增长是公司
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世界旅游论
坛（WTFL）中国区战略顾问周鸣岐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2023年
旅游市场整体表现来看，其中既有
恢复性因素也有消费者补偿性情
绪，旅游产品呈现多样化，平价类型
与高端化定制服务并存。”

1月24日，丽江股份发布的业
绩预告显示，预计公司2023年实
现净利润2.15亿元至2.4亿元，同
比增长5735.1%至6413.6%。游客
接待量明显回升，公司三条索道

共计接待游客612.10万人次，同比
增长215.67%。

《证券日报》记者以投资者身份
致电丽江股份，公司工作人员对记
者表示：“2023年实现较好的业绩，
主要是游客数量的增加。同时，公
司也在加大市场营销力度，加强营
销管理，提升服务能力与品质。”

同日，三峡旅游也公告称，预
计2023年实现净利润1.3亿元至
1.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898.64% 至
3821.30%。公司游客接待规模创
历史新高，旅游核心产品（两坝一
峡、长江夜游）游客接待量216.75万
人，较2022年同期增长367.08%，较
2019年同期增长75.17%。

在此之前，已有多家上市旅企
发布了2023年业绩预告，多家公司
净利润涨幅明显。例如，长白山预

计2023年净利润同比增长336.99%
至354.42%，天目湖预计2023年业
绩同比增加589.42%至663.29%。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
游部数据中心）发布数据，预测
2023年全年国内旅游人次达到
54.07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达到
5.2万亿元，分别恢复至2019年的
90%和91%。2023年，我国旅游环
境不断改善，旅游市场高开高走，
复苏态势不断。

随着寒假、春节旅游旺季来
临，旅游市场也被寄予厚望。美
团、大众点评等在线平台数据显
示，截至1月21日，除夕至大年初八
的旅游消费（含酒店民宿、景点门
票、交通等）提前预订量较去年同
期增长约7倍，显示出消费者对于
春节旅游的高度热情和积极态度。

接下来，如何进一步激发消费
者出游与消费意愿，成为文旅企业
共同面对的课题。

清华大学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
心副主任胡麒牧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一方面，要提供更加个性化
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不同类型的
消费者，企业既要走差异化路线，还
要兼顾规模经济；另一方面，降本挖
潜依然非常重要，要向管理要效益，
向供应链要效益，把实实在在的优
惠给到消费者，提高产品服务性价
比，来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多家文旅企业开始布局多元
化发展路线。例如，西藏旅游拟通
过收购北海新绎游船有限公司，增
加海洋旅游运输服务业务，丰富旅
游业务产品体系。中青旅表示，公
司旗下现有的乌镇和古北水镇景

区在建设、运营过程中打造了文旅
融合业态，如乌镇围绕“文化小镇”
发展定位，培育了乌镇戏剧节IP，
古北水镇挖掘长城文化，均受到市
场广泛认可。

国信证券研报显示，旅游企业
还致力于景区资源深挖及交通环
境改善项目。九华旅游交通转换
中心春节前后运营；黄山旅游东黄
山二次开发或有望打开中长线成
长空间；峨眉山A关注金顶新索道
建设与景区内外交通改善；三特索
道关注存量盈利项目挖潜及亏损
项目处置节奏。

胡麒牧表示：“尽管共享经济、
社交媒体等新模式可以帮助相关
运营方降低成本，快速掌握消费者
需求，但企业还是应秉持初心，以
品质和个性化取胜。”

游客数量大增 多家上市旅企预计去年业绩亮眼

本报记者 刘 欢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
1月24日，共有19家电力上市公司
发布2023年业绩预告。其中，仅3
家公司预计去年归母净利润下
滑，其余16家公司均预喜。

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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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电力上市公司2023年业
绩预增，主要有内外两方面原
因。从内部来看，企业不断深化
内部改革，优化经营管理，提升发
电效率，有效控制成本；从外部来
看，电力市场需求稳步增长，特别
是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市场
的快速扩张，为电力上市公司提
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国
家政策持续扶持，也为相关公司
业绩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具体来看，在16家业绩预喜
的电力上市公司中，穗恒运A、浙
能电力、上海电力、申能股份预计
2023年归母净利润均同比增长
200%以上；此外，大连热电、长青
集团、深南电A、广西能源预计归
母净利润均较去年同期增长100%
以上。

多家公司在公告中表示，燃
煤价格同比下降、电价电量同比
上升是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我的钢铁网数据显示，秦皇
岛Q5500报价由2023年初的1200
元/吨跌至12月初的935元/吨，累
计跌幅超过20%。截至2024年1

月19日，秦皇岛Q5500报价降至
900元/吨。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3
年，全社会用电量92241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6.7%，其中规模以上
工业发电量为89091亿千瓦时。
随着全社会用电量持续攀升，发
挥兜底保障作用的煤炭消耗增
长。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数
据，2023年全国煤炭消费量预计
达到48亿吨，同比增长1.5%。

从电价来看，国盛证券研报
表示，目前大部分地区2024年中
长期电力交易结果已出，整体结
果好于此前市场预期，尤其是长
三角区域电量电价叠加容量电价
后整体电价保持稳定，成本端较
2023年仍有望持续改善。

此外，新能源装机量持续提
升也是部分电力上市公司业绩预
增的主要因素。

甘肃能源在业绩预告中表
示，受在建风电光伏项目陆续投
产发电，以及原有已发电项目结
算电价有所上涨，公司预计2023
年盈利5.05亿元至5.35亿元，同比
增长67.30%至77.24%；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盈利5亿元
至 5.3亿元，同比增长 69.01%至
79.16%。

据了解，2023年，甘肃能源玉
门市麻黄滩第一风电场C区200兆
瓦项目、瓜州干河口200兆瓦光伏
项目、永昌河清滩300兆瓦光伏发
电项目、高台县盐池滩100MW风
电场项目均已全部并网投产。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新增电力装机约3.3亿千
瓦，总装机达到29亿千瓦、同比增
长12.9%，全国电力供应总体稳
定。可再生能源成为保障电力供
应新力量，总装机年内连续突破
13亿千瓦、14亿千瓦大关，达到
14.5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比
重 超 过 50%，历 史 性 超 过 火 电
装机。

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
院院长梁海明向《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
容量显著增长的原因包括国家
政策引导、技术进步和成本下
降。在能源结构优化、经济增长
和就业创造、能源安全提升以及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等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

朱克力表示，展望2024年，新

能源发电装机量将继续保持快速
增长态势。随着技术进步和成本
降低，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项
目的经济性将进一步提升，市场
竞争力也将不断增强。相关上市
公司可凭借自身技术、资金、品牌
等优势，积极参与新能源发电项
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分享市场
增长的红利。不断提升自身核心
竞争力，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燃料成本下降用电需求攀升
16家电力上市公司2023年业绩预喜

本报记者 李雯珊

1月23日晚间，深交所再次向
深中华A下发关注函，要求公司说
明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近
期股价涨幅是否与公司基本面
匹配。

针对上述情况，《证券日报》记
者于1月24日致电深中华A，公司
董秘办相关人士表示：“我们关注
到公司股价的异动情况，也根据

监管的要求相继发出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公告，目前我们正在抓紧
落实回复深交所下发的第二份关
注函，具体情况请留意公司发出
的相关公告。”

数据显示，1月9日至24日，深
中华A股价涨幅较大，多次触及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12个交易日
累计涨幅达175.17%。

同时，深交所在1月23日晚间
下发的关注函中要求深中华A结合

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市盈率、股
价变动幅度等，就公司近期股价大
幅波动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并核
查公司是否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
点或者与市场热点不当关联的情
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

在此之前的1月17日，针对深
中华A股价异动，深交所就已经下
发了一份关注函。在该份关注函

中，深交所要求深中华A全面核实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以及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
变化。

对此，1月20日，深中华A发布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
回复的公告》，公司在回复中表
示 ，公 司 基 本 面 未 发 生 重 大 变
化。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珠宝
黄金业务、自行车及新能锂电池
材料业务。据悉，深中华A的自行

车及新能锂电池材料业务包括生
产、装配、采购、销售自行车及电
动自行车，采购、销售、委托加工
锂电池材料等。

数据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
深中华A实现营业收入 3.485亿
元，其中珠宝黄金业务收入3.43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98.55%；
自行车、锂电池材料及其他业务
收入503.72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
仅为1.45%。

12个交易日累计涨超175% 深中华A再收深交所关注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