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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向炎涛

1月26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3
年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3年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600万元
至6600万元，不仅实现扭亏为盈，而
且显著超越2019年净利润水平。

2023年，随着客流恢复，餐饮市
场消费得到明显释放，叠加各类利好
因素，餐饮市场迎来强势复苏。全聚
德方面表示，公司坚持老字号“守正
创新”工作主线，围绕年度预算目标，
线上线下多渠道抢收创效，营业收入
和利润总额同比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去年，全聚德围绕年轻人的数字
化消费需求偏好，从人、货、场三个基
本要素和维度去进一步拥抱新零售。

全聚德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
报》记者介绍，从“人”的维度方面，全
聚德通过独具特色的传承人授牌仪
式，储备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人才；
同时结合品牌IP“萌宝鸭”，打造“萌
宝星厨”及品牌焕新IP传播矩阵，采
取“线上视频+直播”、“线下巡演+教
学”的形式传播品牌文化。 从“货”
的维度方面，全聚德聚焦菜品，坚持
推出新菜单和季节菜，调整菜品结
构；加快推进“餐饮产品食品化”，旗
下多个品牌联合打造产品矩阵。从

“场所”的维度方面，全聚德基于三大

主力门店的场景再造，围绕年轻人群
打造“产品+服务+场景”新格局，同
时积极开设一系列新场景门店，升级
全新餐饮消费体验。

此外，2023年，全聚德以多元化
餐饮产业集团为战略定位，加快推进

“餐饮+食品”双轮驱动的产业布局。
据介绍，去年，全聚德已有近30

个品类的预制菜和熟食品产品走向
市场，并持续打造明星爆款单品，销
售势头良好。

刚刚过去的2024年元旦小假期，
全聚德喜迎“开门红”，旗下各餐饮门
店经营情况火爆，堂食和美团、饿了么
外卖双平台销售额均实现爆发。其
中，餐饮板块营业额较2023年同期增
长87.8%，接待人次同比增长107%。

全聚德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针
对2024年“最长春节假期”的餐饮消
费需求及年夜饭的预订热潮，全聚德
集团旗下各品牌餐饮门店已提早启
动年夜饭预订工作。目前，除夕当晚
的年夜饭预订火爆。

中国全聚德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总经理周延龙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未来，全聚德集团将围绕新
时代的消费新需求，通过人、货、场
的持续打造，用数字化赋能品牌，持
续推出高品质产品和服务，加快老
字号升级。

餐饮市场强势复苏
全聚德预计2023年扭亏为盈

本报记者 许林艳 冯雨瑶

在国内汽车品牌渗透力持续提
升、海外市场需求旺盛的背景下，2023
年，汽车整车及相关零部件上市公司
展现出较强的盈利能力。据同花顺
iFinD数据，截至1月26日记者发稿，A
股共有59家汽车整车及零部件上市公
司发布2023年业绩预告。其中，9家整
车企业中，除北汽蓝谷预计续亏、赛力
斯预计减亏外，其余7家净利润均为预
增；50家汽车零部件企业中，有45家预
计2023年业绩实现正增长。

综合来看，在目前已披露业绩预
告的59家公司中，按预计净利润同比
增幅上限看，整车企业和零部件企业
中分别有5家、22家的同比增幅超
100%，合计占比45.76%。

“展望行业发展态势，2024年虽然
价格竞争仍会存在，但随着消费者对
智能驾驶体验、续航里程、充电便利性
等有着更高要求，价值竞争也愈发重
要。”CIC灼识咨询高级咨询顾问张思
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整车企业拼抢海外出口

整车企业中，福田汽车、中国重
汽、宇通客车、中集车辆、一汽解放预
计2023年净利润同比增幅超100%。
其中，福田汽车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
1298%，目前暂列行业首位。

海外出口旺盛、新车型上市是上
述整车企业业绩向好的主因。“在新能
源汽车和智能汽车领域，我国技术层
面上已经实现了弯道超车，凭借卓越
品质，中国汽车出口量持续增长，2023
年首次取代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
出口国。”排排网财富研究部副总监刘
有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对于业绩的高增长，福田汽车工
作人员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主要受益于出口、新能源车和新
产品的增长，实现了主营业务利润的
持续增长。“2023年，公司整车产品销
量达63.1万辆，同比增长37.14%，其中
重卡、轻卡、轻客均有不同程度的增
长。轻卡方面，2023年产品销量达
45.17万辆，同比增长45.39%，超过行
业28个百分点。整车出口方面，公司

出口13.1万辆，同比增长49.1%。”
一汽解放预计2023年实现净利润

7亿元至8亿元，同比增长90.35%至
117.54%。公司称，受益于商用车市场
需求回暖，公司持续提升产品力，对外
巩固优势市场、拼抢海外出口等，提升
了整体盈利能力。

作为汽车市场的细分领域，重卡
行业在去年触底反弹，相关企业实现
了业绩高增。中国重汽预计2023年净
利润同比增长370%至420%。公司表
示，去年物流重卡需求回升，特别是燃
气重卡需求旺盛，同时叠加出口的强
劲势头，重卡行业销量同比增速明显。

零部件企业订单增长

不仅是整车企业业绩向好，身处
产业链上游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也实现
了业绩高增长。

“汽车产业是一个上下游高度联
系的产业，汽车销量的爆发使得相关
供应链企业接到更多订单，由此实现
业务扩张，收入及盈利水平提升。”张
思诺表示。

以净利润同比增长上限看，50家
汽车零部件上市公司中，有45家公司
2023年净利润实现正增长，其中，22家
净利润同比增幅超100%。威孚高科、
华培动力、通用股份、ST八菱、科华控
股、玲珑轮胎等排名居前。

“汽车零部件行业良好成绩的取
得，一方面得益于出口的增长，我国零
部件供应商在响应速度和成本管控上
具有明显优势，带动了全球竞争力的
稳固提升；另一方面，在电动化和智能
化趋势下，叠加政策扶持，汽车销量持
续增长，从而提升了汽车零部件的市
场需求。”刘有华对记者表示。

博俊科技是多家整车企业车身件

的主要供应商。公司预计2023年实现
净利润2.88亿元至3.25亿元。公司称，
报告期内订单充足，营业收入较去年
同期增长较大。香山股份预计2023年
实现净利润1.5亿元至1.7亿元，同比增
长74%至97%，公司表示，国内新能源
车产销同比维持高增长，新能源客户
订单落地速度加快，公司主要产品在
造车新势力和民族品牌中的渗透率进
一步提升。

轮胎上市公司同样产销两旺、业
绩大增。玲珑轮胎预计2023年净利润
为13.50亿元至16.10亿元，同比增长
362%至451%。公司表示，受益于国
内经济活动持续恢复以及海外市场需
求提升，叠加原材料价格和海运费回
落，公司产品销量实现较大增长。此
外，通用股份预计2023年净利润为2亿
元 至 2.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79% 至
1492%。

59家汽车产业链公司发布去年业绩预告
近半净利增超100%

本报记者 李 静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26日，
食品饮料类上市公司中已有18家公
司披露业绩预告，超九成业绩预喜。

具体来看，贵州茅台预计2023年
实现净利润约735亿元，暂居行业榜
首；汤臣倍健预计实现净利润15.93
亿元（预估数据下限），紧跟其后。

从预计净利润增幅（以下限统
计，下同）来看，桂发祥、黑芝麻、佳禾
食品、莲花健康预计2023年净利润同
比增幅超过100%，分别为179.31%、
129.20%、118.97%、159.92%。

从细分板块来看，多家零食类上
市公司预计业绩高增。其中，盐津铺
子、甘源食品、劲仔食品、三只松鼠预
计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65.84%、
86.35%、60.90%、54.97%。

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上述几家
零食企业均提到，受益于全渠道发展
战略。例如，三只松鼠表示，2023年，
公司坚定且彻底地执行“高端性价
比”总战略，基本构建“全品类、全渠
道”的全新基本盘。主要举措是围绕
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积极推进供应
链优化，实施品类结构与渠道结构双
向调整。盐津铺子称，业绩上升主要
是由于重点发展电商、零食量贩店、

CVS（便利店渠道）、校园店等，实现
了全渠道覆盖。

“零食企业的全渠道布局可有效
减短中间渠道，降本增效。”中国食品
产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朱丹蓬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

开源证券研报显示，近年来，以
抖音、快手为代表的新兴电商成长迅
速，零食企业通过新兴电商的流量红
利，带来线上收入快速增长，同时抖
音快手的内容属性和社交属性也为
零食企业打造更强品牌力。未来零
食板块景气度持续，仍处于红利期。

此外，有两家乳品企业发布了业
绩预告。其中，熊猫乳品预计2023年
实现净利润1.01亿元至1.1亿元，同比
增长89.11%至105.96%；燕塘乳业预
计净利润为1.68亿元至1.99亿元，同
比增长70.00%至100.00%。

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燕塘乳业
和熊猫乳品均提及降本增效。燕塘
乳业表示，去年公司加大力度开拓新
渠道、新市场、优化产品结构，促进销
售增长。

展望未来，在消费稳步复苏的背
景下，食品饮料行业将继续温和复
苏。东兴证券研报称，对2024年全年
食品饮料板块持乐观展望，经济复苏
将会带动食品饮料板块整体回暖。

拓渠道调品类
食品饮料上市公司年报频预喜

本报记者 肖艳青

1月26日晚间，华兰疫苗发布了关
于公司及有关责任人收到河南证监局
警示函的公告。

公告显示，华兰疫苗在2022年4月
8日至6月7日、6月16日至29日、7月5
日至11日存在募集资金开展现金管理
金额超过董事会授权额度的情况，在此
期间，公司现金管理最高额为 12.5 亿
元，超出董事会审议额度 2.5亿元且未
及时进行披露。

上述事项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三
条第一款以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河南证监局
认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吕成
玉对以上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河南证监局决
定对华兰疫苗、吕成玉采取出具警示函
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
诚信档案。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斌律师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华兰疫苗现金管理额度超过董事会
授权额度背后，是公司内部治理亟待
规范。”

华兰疫苗表示，公司在2022年8月
份的募集资金自查工作中发现现金管
理超额后，立即对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
细梳理和排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
真分析，并将相关情况及时向公司董
事、监事及相关部门人员进行了通报、
传达，组织相关部门就募集资金现金管
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专项培训，切实
纠正其理解和认识偏差问题。

2022 年 8 月 22 日，华兰疫苗召开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一届
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补充确认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补充确认了上述超

额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事项。

华兰疫苗表示，自 2022 年 7 月 12
日至此次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再出现
现金管理金额超出董事会授权额度的
情形。

香颂资本董事沈萌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募集资金是用于
支持上市公司业务发展的，而对部分募
集资金按募投项目的建设周期进行现
金管理也是合理的，有利于投资者利益
最大化，但超出董事会授权范围，一方
面表明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另一方面表明上市公司对募投项目的
建设和管理存在不足。”

使用募集资金开展现金管理超授权额度
华兰疫苗及相关责任人收警示函

本报记者 李 勇

历时近三个月，森远股份控制权变
更事项落定。

1月25日晚间，森远股份披露公告
称，公司控股股东已由郭松森变更为北
京中科信控创新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科信控”），实控人由郭
松森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往前回溯，2023年10月末，森远股
份曾发布公告称，公司原控股股东、实
控人郭松森及股东齐广田已与中科信
控签署协议，将分别向中科信控转让占
公司总股本 12%和 5%的股票。同时，
郭松森还与中科信控签署表决权放弃
协议，放弃转让后剩余股份所对应的表
决权。

因转让方有为上市公司债务提供
担保而存在股权质押的情形，为保证此

次股份转让的顺利进行，2023年 11月
末，中科信控按照协议约定及时为森远
股份提供了 1.3亿元的借款。2023年
12月4日，森远股份公告披露郭松森所
持部分股份已解除质押，这为进一步股
权转让扫清了障碍。

据森远股份 1月 25日晚间所披露
公告，此次股份转让事宜已完成过户
登记手续。转让完成后，郭松森持有
森远股份的股份比例下降至 15.41%，
拥有的表决权比例为 0，齐广田持有股
份及拥有表决权的比例下降至 4.85%，
中科信控持有股份及拥有表决权的比
例达到 17%，成为森远股份的新任控
股股东。

对于此次控股股东变动，中科信
控前期在权益变动报告中称，系看好
森远股份发展前景和投资价值，基于
自身战略规划，拟通过本次权益变动

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改善和提高上
市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能力，促进上
市公司长期、健康发展，为全体股东带
来良好回报。

在披露控制权变更公告的同时，森
远股份还发布了一份业绩预告，预计
2023年经营业绩将大幅减亏。

公开信息显示，森远股份目前主营
公路养护设备的生产制造和销售，主要
产品包括沥青路面再生设备、拌合设
备、除雪设备（应急抢险设备）及市政环
卫设备等。

经初步测算，森远股份预计 2023
年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同
比减亏 50.99%至 67.33%，预计扣非净
利润亏损1.3亿元至1.9亿元，同比减亏
27.40%至50.33%。

对于业绩变动的原因，森远股份解
释称，主要系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减

少、信用减值损失减少和资产减值损失
减少，导致公司2023年度营业利润、利
润总额、净利润和每股收益较 2022年
度均有上升。

1月26日，森远股份股票盘中一度
上涨20%，触及涨停，截至当日收盘，公
司股票上涨 11.32%。新热点财富创始
人李鹏岩认为，公司股票的大涨可能是
受股权转让完成消息的影响，控制权变
更让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有了新的
预期。

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工
程执行主任袁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控制权变更可能会带来
战略规划、组织结构和经营管理等方面
的改变，从而对公司的业绩产生影响。
此外，新控股股东的资源和实力，也可
能为上市公司未来业绩改善和长远发
展带来助力。

森远股份控股股东完成变更 预计去年大幅减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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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宣布跨界算力赛道而股价连
日波动的群兴玩具，于1月25日披露
了关于对深交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称算力租赁项目的投资是公司基于
业务实际发展需要做出的审慎决策，
项目实施具有可行性，有利于保护上
市公司及投资者利益，不存在蹭“算
力租赁”热点概念的情形。

跨界投资在A股市场并不罕见，
也是上市公司业务转型、打造新增长
曲线的路径之一。而群兴玩具此次
跨界之所以引发市场关注，主要有两
点原因。

一是算力赛道近年来大热。群
兴玩具在公告中亦表示，随着 AI 大
模型训练和推理等新兴领域的算法
日趋复杂、数据日趋庞大，催生海量
计算需求，国内智能算力市场规模将
高速增长。

二是群兴玩具本身有着“故事大
王”之称。从手游、核电军工再到新
能源汽车、区块链等，这家主营业务
为玩具生产与销售的上市公司，多年
来已经酝酿过多次跨界并购重组，瞄
准的都是当时的市场热点，但却屡战
屡败，又屡败屡战。

“狼来了”的故事讲了这么多次，
这次能成真吗？从此次公告看，群兴
玩具较为全面地回应了深交所关于
公司拟跨界算力领域的必要性、合理
性、可行性等问题。

譬如关于算力方面的人才、技术
储备情况，公司称目前尚未有专业人
才正式入职，但已组建了包括算法专
家、芯片专家、架构专家等在内的专
家顾问团队。目前公司已提前储备
多位具有入职意向的专业领域人才，
专业技术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大型公
有云架构、算法、IDC运维等，公司计
划以上重要技术团队成员在合作方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算
力服务搭建和验收交付前逐步到岗。

资金支持方面，截至2023年9月
30 日，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为 713.24
万元，银行理财产品33089.47 万元，
可支配自有资金约为33802.71万元，
公司预计可支配资金能覆盖本次算
力租赁项目前期建设投入，且项目投
产运营后所实现的收入预计能够补
充项目日常运维和业务拓展费用。

不过，一些风险依然需要关注。
譬如公司尚未正式开展业务，该项目
能否获取长期稳定的客户资源存在
不确定性，新业务存在一定的市场开
拓风险。随着行业的高速发展及智
算业务的实施，公司业务的开展可能
需要占用更多的营运资金，将导致公
司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面临一定的资
金压力。

说到底，“是骡子是马，还得牵出
来遛遛”。对于投资者来说，面对群兴
玩具这样的有多次“前科”的“故事大
王”，有必要保持警惕，谨慎参与热点
追逐，切莫怀揣侥幸心理“火中取栗”。

群兴玩具能讲好跨界算力的“故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