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纵深0202 2024年2月2日 星期五
本版主编：姜 楠 责 编：刘 慧 制 作：董春云

本报记者 王 僖

2月1日，包括晨鸣纸业、太阳纸业
等在内的国内文化纸头部纸企和白卡
纸头部纸企，发起2024年以来首次提价
行动，并计划在此基础上，于3月1日起
再进行一轮更大幅度提价。各大纸企
是否能借此调整市场格局、提升盈利，
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

多家上市纸企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达了对于行业今后发展的信心，并表示
相信在“以纸代塑”“双碳”等相关政策推
动下，头部企业仍有较大的发展机会。

多纸种宣布提价迎旺季

此次头部纸企2024年首次提价的
纸种和提价幅度相对一致：文化纸、白
卡纸的头部纸企分别要对相关产品，在
2月1日提涨100元/吨，并以此为基础，在
3月1日起再提涨200元/吨。

卓创资讯文化纸行业分析师张岩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月份适逢春
节假期，假期前市场交投清淡，但春节

后直至3月份，市场逐渐进入旺季，出版
刚需订单相继释放，需求增加预期支撑
下，纸厂也有挺价拉涨意向。”

2024年文化纸的整体价格走势，还
需要看行业的整体供需情况以及成本
端的变化。以文化纸主要纸种双胶纸
为例，卓创资讯统计，预计2024年双胶
纸产能在1680万吨左右，2024年仍有新
增产线投产。但需求方面却未见明显
增量，因此整体供大于求的格局依然阶
段性存在。

但好在文化纸的需求还是比较稳健
的。张岩表示，2024年教辅教材类出版
需求、党建类刊物出版需求仍对市场有
稳定支撑，另一方面，社会需求也存在缓
步恢复的预期，因此采购旺季时文化纸
价格仍有上行态势。预计2024年双胶纸
价格重心或将呈现“M”型走势，波动趋
势也仍将随行业淡旺季进行调整。

对于2023年一度跌至近五年历史
低位的白卡纸市场来说，此轮提价对于
盈利修复更为有利。

卓创资讯分析师孔祥芬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2023年白卡纸行业盈利

整体偏弱，但这也给纸厂拉涨价格提供
了动力。”而且通常一季度随着市场需
求回升，白卡纸价格也处于季节性上涨
阶段。“预计一季度白卡纸行业盈利将
有小幅改善。”

行业景气度有望有效修复

头部纸企的这轮提价行动也吸引
中小规模纸企跟进，从纸企在提价函中
反复强调的“产品价格长期背离产品价
值”等表述，也可看出行业迫切寻求盈
利修复、维护行业健康发展的心情。

截至1月31日，A股27家上市纸企中
有12家披露2023年业绩预告，除了3家
主要从事装饰纸等特种纸的公司预计
盈利有较大增幅外，大部分公司都不理
想，晨鸣纸业、冠豪高新、宜宾纸业、岳
阳林纸4家企业预计亏损。

事实上，围绕外部环境的变化，造纸
头部企业也在不断调整。晨鸣纸业证券
部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
正在通过剥离和压缩非主营业务、淘汰
落后产能、开拓海外市场等措施来适应

市场环境。短期看，受市场环境等因素影
响，企业盈利受到制约，但长期看，公司的
浆纸一体化布局不变，成本优势仍存。”

此外，头部纸企还在加大横向、纵
向的业务拓展。如晨鸣纸业正积极

“走出去”，拓展新客源，公司于2023年
10月份分别与大韩制纸以及瑞典塞尔
玛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拓
展海外市场；太阳纸业日前也宣布，与
印刷包装行业的头部企业当纳利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携手推动产业链升级。

晨鸣纸业公告显示，随着一系列
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下游需
求将逐步回暖，造纸行业短期的供需
矛盾将得到缓解，行业景气度有望得
到有效修复。

晨鸣纸业前述负责人认为，行业长
期向好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而“以纸
代塑”和“双碳”政策会为造纸行业可持
续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双碳’
政策背景下，大型造纸企业通过林浆纸
一体化等产业链优势实现生产过程中
的节能减排、绿色创新，会带动盈利能
力可持续增长。”

纸企今年首次提价 纷纷布局静待行业转机

本报记者 张晓玉

2月1日，减肥药概念板块开盘
走高，泓博医药升超4%，常山药业、
普利制药小幅跟涨；创新药ETF沪
港深（159622）也在开盘后强势反
弹，涨幅超2%，成分股凯莱英、药明
生物、和黄医药、华东医药、特宝生
物、药明康德等领涨。

中国企业联合会特约研究员胡
麒牧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从消息面上看，这主要是受
到欧洲制药巨头诺和诺德 2023年
业绩提振；技术面上，减肥药概念板
块最近持续下跌，短期内有超跌反
弹需求，因此部分减肥药概念股表
现亮眼。创新药行业的超跌反弹为
相关ETF的上涨提供了动力。部分
创新药企业的业绩表现强劲，为行
业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诺和诺德业绩增长

从 1 月 31 日诺和诺德发布的
2023年业绩报告来看，公司全年收
入同比增长 31%；营业利润同比增
长 37%。其中，明星产品司美格鲁
肽共取得了1458.11亿丹麦克朗（约
合212.01亿美元）的销售额，同比增
长88.78%，占总营收的62.78%。

目前，诺和诺德的司美格鲁肽
包括用于 2 型糖尿病的司美格鲁
肽注射液 Ozempic、司美格鲁肽片
剂 Rybelsus 以及用于体重管理的
司美格鲁肽注射液 Wegovy。从三
种制剂来看，用于减肥的司美格鲁
肽注射剂Wegovy 收入 313.43亿丹
麦克朗（45.57 亿美元），同比增长
407%。

近年来，司美格鲁肽等GLP-1
受体激动剂因在减肥、降糖和心血
管获益等方面的功效，全球热卖。
方正证券表示，海外GLP-1创新药
销售持续超预期，带来全球GLP-1
药物研发行情火热，各类多靶点及
口服制剂纷纷开展临床，带动多肽
产业链快速发展。

药企开足马力加快创新

减肥药市场的广阔前景也吸引

上市公司加快布局的步伐。
民生证券研报显示，国内已上

市的GLP-1受体剂中，占据市场份
额最大的是诺和诺德的司美格鲁肽
及礼来的度拉糖肽。目前国内除已
上市的GLP-1受体激动剂外，还有6
款药物进展较快处于临床 III期，包
括信达生物的 IBI362等。另外石药
集团的GX-G6，先为达生物的ecno⁃
glutide，恒瑞医药的 HR170331，中
美华东的 TTP273等药物处于临床
II期。

翰宇药业公开表示，司美格鲁
肽注射液已正式启动国内Ⅰ期临
床试验，并完成受试者入组和给
药。该临床试验的开展为评价司
美格鲁肽注射液在中国健康成年
受试者中的单中心、随机、开放、单
次空腹皮下注射给药、两制剂、平
行设计的药代动力学比对研究提
供依据。

今年 1月份，常山药业在回复
投资者问询时回复称，公司正在积
极推进艾本那肽的新药报批工作，
如有重大进展，公司将按照规定及
时进行公告披露。

泰恩康互动易平台回复称，
GLP-1类似物司美格鲁肽原料药预
计在 2024年第二季度将投入生产
并争取实现销售，初步计算满产年
产量可达40公斤以上，预计满产年
产值1亿元以上。

华东医药在投资者平台回复
称：“在肥胖或体重超重患者的治疗
领域，公司目前已上市的医药产品
有利拉鲁肽注射液和奥利司他胶
囊。公司十分重视利拉鲁肽注射液
的上市推广，目前正积极开展院内
和院外渠道的市场覆盖和销售工
作。此外，公司在减肥领域围绕
GLP-1靶点进行了差异化布局，基
于现有管线的优势，公司将继续探
索与 GLP- 1 相关靶点的创新项
目。”

添翼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
吴婉莹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根据统计数据，肥胖已成
为当前严重的全球性医疗问题，受
到已获批上市药物较少等因素影
响，安全有效的减肥药市场空间仍
广阔。”

诺和诺德司美格鲁肽销售额激增
国内药企加快布局步伐

本报记者 贾 丽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和技术迭代发
展，电子行业有望在2024年迎来“春天”。

《证 券 日 报》记 者 据 东 方 财 富
Choice数据统计，截至2月1日，共计266
家电子行业上市公司披露了2023年业
绩预告，其中153家预计实现盈利，占
比近六成。

从同比数据来看，108家公司预计
实现净利润的同比增长(参考上限数
值)；34家上市公司预计实现归母净利
润同比增长超100%，占已披露业绩预
告的13%。

根据中泰证券数据，受宏观环境
等因素影响，电子行业上市公司在
2022年整体净利润同比下滑 30%，
2023年取得上述业绩的背后是行业底
部已逐步确定、持续向好。

“2023年电子行业内外销、并购重
组市场和整体经济运行都呈现出积极
态势，展现出该行业的强大发展潜力和
韧性。AI半导体、智能设备等也将保持
较高的景气度，有望在2024年带动电子
行业持续转暖、行业估值逐步回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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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现回暖迹象

过去的一年里，电子行业在全球
范围内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随着内外环境转变及新兴技术发展，
电子行业的复苏势头也日益明显。

从266家电子行业上市公司披露
的业绩预告来看，近六成公司业绩预
计盈利。此外，实现归母净利润预增
上限超600%的有3家，分别为中科飞
测、TCL科技、华塑控股。

中科飞测发布业绩预告称，公司预
计2023年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860.66%—1278.34%。业绩增长原因为
公司持续突破核心技术，国内半导体检

测与量测设备市场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下游客户设备国产化需求规模增长
等。据了解，量测检测设备是芯片良品
率的守护者，市场需求和空间巨大。

另外，TCL科技预计2023年归母净
利润同比预增704%至857%，主要受益
于新型显示技术和产品应用迎来增长
机遇，以及公司在IT和车载等业务布局。

整体来看，受行业需求复苏影响，
电子行业相关上市公司业绩较上年出
现回暖。同时，板块业绩也呈现一定程
度的分化。预期净利润增速较快的上
市公司，大多处于集成电路设备、模拟
芯片、智能终端、高频通信材料等领域，
可见电子产业链下游消费电子、汽车电
子、AI领域的新兴需求已逐渐向上游传
导。而在半导体存储、锂电池研发、集
成电路设计、LED显示等领域的多家上
市公司则预期净利润出现大幅下滑。

“电子行业产业链较长，核心设
备、智能终端、节能电路、AI芯片等细
分行业均从2023年以来表现出需求提

振态势，带动相关上市公司业绩增
长。而部分传统消费电子市场复苏不
及预期、AMOLED显示等产能释放、锂
价回落与新能源车销量增速放缓等，
也都影响着相关上市公司业绩，部分
转型较慢企业则会面临业绩‘倒退’危
机。”看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赤坤认
为，处于所属领域的核心环节，具有独
立创新及自主可控能力是企业应对行
业波动的关键。

行业估值有望回升

根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2023
年，电子产业链环节中设备、面板、材料
板块指数均累计上涨超20%，LED、半
导体、封测、设计指数累计均超15%。

电子行业终于迎来复苏迹象，是否
意味着行业整体周期的反转真正来临？

“随着全球经济逐步恢复，消费者
信心得到提振，对电子产品的需求也
逐渐回升。多地纷纷出台的促消费政

策，也进一步推动了电子行业的发
展。在AI、5G等新技术的带动下，企业
的科技创新也为电子行业带来了新的
增长点。”宋嘉认为，在人工智能来袭、
硬件创新以及政策落地的多因素共振
下，消费电子行业有望在2024年迎来
景气度上行。

“2024年，电子行业最大的变化将
是AI无处不在，并将会给PC、手机等终
端带来新的生命力，亦将有望带动消
费电子进入新一轮产品创新周期。AI
开启算力时代、车联网发展势如破竹
等，也将令智能座舱、XR、服务器、连
接器等电子产业链环节迎来更多发展
机遇。预计2024年电子行业有望走出
底部，估值抬升。”海通证券科技行业
资深分析师李轩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芯片、互联网、云计算等领域的企
业将在2024年构建更开放的平台，以
AI等为代表的变革性技术将注入更多
新活力，共同推进中国电子行业高质
量发展。”

266家电子上市公司近六成预计盈利
行业翘首以盼估值春风

本报记者 刘 欢

截至2月1日，已有23家上市钢企
披露2023年业绩预告。从业绩预告情
况来看，过去一年上市钢企业绩呈现
两极分化：中南股份、宝钢股份等扭亏
为盈；酒钢宏兴、本钢板材等亏损。

对于钢企业绩出现两极分化的原
因，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解筱文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一方面，由于钢铁行业的竞争格局不
同，部分企业在市场份额、技术、品牌
等方面具有优势，能够更好地应对行
业波动和政策影响；另一方面，部分企
业存在管理不善、经营不善等问题，导
致盈利能力较差。”

业绩现两极分化

1月31日，酒钢宏兴发布2023年业
绩预告称，公司预计2023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9.58亿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亏损10.65亿元。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截至1
月31日，A股共有23家上市钢企披露了
2023年业绩预告，其中，13家业绩预亏。

谈及多家钢企业绩亏损的主要原
因，国内咨询机构科方得Co-Found智库
研究负责人张新原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2023年，钢铁行业持续弱市行情状
态,下游需求持续不振、钢铁价格呈低位
振荡趋势；原料价格的大幅上涨，使得钢
铁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导致利润空间
被压缩。此外，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市场
竞争激烈，企业间低价竞争现象普遍，进
一步削弱了盈利能力。”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副主任葛昕也表
示：“2023年，中国钢铁行业呈现‘两强一
弱、一高一低’的运行特征，即强供给与
强外需、弱内需，高成本与低利润。”

但面对行业困境，也有部分企业
业绩实现逆势增长。以包钢股份为
例，其预计2023年实现归母净利润4.5
亿元到5.6亿元，同比增加161.65%到
176.72%，实现扭亏为盈；预计实现扣
非净利润3.8亿元到4.9亿元，同比增加
145.35%到158.48%。

对于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包钢
股份表示，受多因素影响，2023年钢铁
行业承受着较大的经营压力。面对行
业寒冬，公司积极落实“优质精品钢+
系列稀土钢”战略，以高效益发展为目
标，优化生产组织，加大降本增效，经
营管理和创效水平明显提升。同时推
动萤石开发利用项目加速建成达产，
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行业仍在深度调整期

“2023年国内钢铁生产企业走出
了从‘亏损到盈利’的艰难进程，全年
的吨钢利润为55元/吨，依然维持在相
对低位。从钢企利润率来看，2023年
钢企的盈利能力呈现逐渐增强的态
势，全年来看钢企的成本利润率为
0.71%，销售利润率为0.68%，表明钢企
的降本增效与产品结构调整起到了明
显的成效。”葛昕认为。

在解筱文看来，截至目前，钢铁行
业高成本现象仍然存在。在亏损的情
况下，部分钢企已经通过提高生产效

率、优化产品结构、拓展市场份额等方
式走出了亏损，盈利能力有所改善。
但整体来看，钢铁行业的盈利能力仍
然较弱。

“钢铁行业仍在深度调整期，钢企
经营仍面临更多的可能性，企业需要
加强成本控制，提高产品附加值，探索
多元化市场以降低风险。同时，企业
应加强技术革新，提升自动化和智能
化水平，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并在
竞争中获得更好的发展。”全联并购公
会信用管理委员会专家委员安光勇告
诉记者。

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智库专家
洪勇也表示：“进入2024年，钢铁行业
将面临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大、绿色
低碳转型任务紧迫、提升产品质量附
加值以满足高端制造等领域的需求、
加强产业链协同合作及强化内部管理
创新等难点。面对这些挑战，企业应
积极调整战略方向，加大研发投入，加
快转型升级步伐，深化供应链协作，运
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高运营效率，
以改善并提升盈利能力。”

23家钢企去年业绩两极分化 部分企业走出窘境

本报记者 徐一鸣
见习记者 金婉霞

农历新年临近，年货与年礼消
费需求旺盛。《证券日报》记者注意
到，为抓住这波消费机会，不少老
字号选择与直播电商携手，经典品
牌与新兴渠道的结合构成了春节
消费季的一道独特风景。老香斋
蝴蝶酥、冠生园蜂蜜、光明鲜奶龙
井茶/芝麻汤圆、老盛昌汤包馄饨、
申浦酒心黑巧克力等十款来自上
海的老字号产品纷纷亮相直播间；
豫园股份旗下上海老饭店、上海德
兴馆、绿波廊等老字号餐饮品牌的
年味礼盒也在天猫、京东等多个电
商平台发售。

“老字号通常都有着深厚的历
史文化渊源，许多产品与传统节庆
密切关联，在春节来临之际选择直
播销售，既符合节庆消费市场的需
要，又是老字号商品寻求热销的良
好契机。”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系
崔丽丽教授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

新场景+新模式
老字号走入直播间

与直播电商的携手合作为老字
号带来了流量。

“2024 年年货节期间，我们在
直播渠道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光明
乳业公共事务部相关负责人对记者
称，企业已与多位头部直播达人达
成了深度合作共识。

旗下聚集了19个中华老字号、
7个上海市级以上非遗项目的豫园
股份也在积极与电商平台合作。“公
司旗下‘豫园制造’新推出了多款
年味礼盒并上线电商平台；旗下老
字号珠宝品牌老庙、亚一也通过直
播这种营销模式提升销售额、增加
品牌曝光度。”豫园股份董事会办
公室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
介绍。

与此同时，直播电商也在积极
拥抱老字号。

记者了解到，以美ONE 为例，
公司与老字号品牌馆展开合作，推

出一系列直播活动，旨在助力老字
号品牌创新发展，打造国货潮牌。
美ONE合伙人、副总经理蔚英辉表
示：“美ONE真诚希望能够和直播
电商上下游企业，以及社会各界跨
界联动，创新打造消费新场景，新模
式，新业态，携手培育新消费，共享
直播电商发展红利。”

经典款+新渠道
带来更好品牌效果

崔丽丽认为，老字号也需要在
新渠道中与年轻的消费者融合，在
不断的碰撞中发现新品研发的场
景，发掘机会。

事实上，已有不少老字号正在
这样做，并从新渠道中尝到了甜头。

光明乳业已与多个直播间达成
了深度合作。光明乳业上述负责人
表示：“公司的大白兔系列产品，通
过KOL&KOC 的互动传播，为产品
的品宣及效果产出带来不错的成
绩。”以前的消费者习惯通过搜索
产品名称购买所需要的特定商品；
但现在，通过直播平台的丰富内容
呈现，为消费者营造了更多的消费
场景。新的平台模式能够带来不一
样的消费体验，这可以打破消费者
对经典品牌的固有看法并新树立好
口碑。

豫园股份上述负责人表示，
2023 年，公司电商平台相关销售
额同比增长达 25%。“尤其是在与
支付宝、得物等平台合作的过程
中，除了联动销售之外，也借助了
电商平台在传播声量方面的优
势。”通过镜头前的展示，结合年
轻主播的专业口播和充满互动性
的带货氛围，既可以让陌生消费
者便捷、快速地了解产品信息，还
能带领消费者们直观地领略老字
号的品牌文化，拉近了消费者与
品牌的距离。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老字号
本身并不缺少品牌影响力，选择与
直播电商合作，更多地是看中了
直播电商所带来的新场景，并旨在
通过直播的方式对品牌文化进行
诠释。

老字号携手直播电商带热春节消费季
经典款搭配新渠道成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