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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袁传玺

3月26日晚间，阿里巴巴集团发布公告称，为更好
加强与阿里电商业务协同，以及继续支持菜鸟扩大全
球物流网络投入，决定撤回菜鸟上市申请，并要约收购
菜鸟少数股东的股权和员工已归属的股权。本次收购
涉及金额达到37.5亿美元。

这一策略凸显了阿里加强其电商核心业务和物流
协同的聚焦，以及对未来物流战略投入的信心。菜鸟
是阿里巴巴核心业务的组成部分，是电商发展的重要
基础设施。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蔡崇信表示：“考虑到菜
鸟对阿里巴巴的战略重要性，以及公司在构建全球物
流网络方面看到的重大长期机遇，我们认为现在是阿
里巴巴加大投入菜鸟的合适时机。”

阿里最初于2023年5月份宣布了一项全面的资产
重组计划，其中包括菜鸟的IPO。当时阿里认为单独上
市更能体现菜鸟作为阿里重要业务的价值，但目前情
况已发生变化。

阿里巴巴集团拥有菜鸟约63.7%的完全稀释股份权
益（包括菜鸟员工持股计划下的已归属股份权益），本次
将提供高达37.5亿美元现金，用于要约收购菜鸟少数股
东的所有股权和员工已归属的股权。收购力度也展示了
阿里看好菜鸟的信心和持续投入的决心。菜鸟少数股东
和员工可以选择出售或继续持有菜鸟股权。

菜鸟员工股权收购计划将于2024年8月份执行，员
工可以自愿出售2024年8月1日及以前已归属的所有菜
鸟股份。这次收购也是对员工长期贡献的回报，有助
于进一步提振团队信心。对菜鸟的这一策略调整与阿
里的战略重点一致。自去年9月份阿里巴巴新管理团
队上任以来，迅速加强了核心业务聚焦，开展了全面的
组织治理升级。

蔡崇信表示：“组织变革使决策更加灵活和有效，对
公司业务产生了重大积极影响。组织变革的成效将反
映在阿里巴巴未来的运营和财务指标上。公司在资本
管理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包括退出非核心资产投资，
通过派发股息和股票回购提升股东价值等。未来我们
将持续提高资本效率、提升股东回报。”

公开信息显示，菜鸟成立于2013年，十年间建设了
一张全球领先的智慧物流网络。在阿里最新一季财报
中，菜鸟的季度收入同比增长了24%，保持了强劲增
长。数据显示，菜鸟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跨境电商物流企
业之一，年处理跨境电商包裹量超过15亿件。

阿里撤回菜鸟上市申请
拟要约收购少数股东等股权

本报记者 李 静

3月26日晚间，海底捞发布2023年年度业绩报告。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31日，海底捞整体收入为
414.53亿元，同比增长33.6%；实现净利润44.95亿元，同
比增长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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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消费持续复苏，利好海底捞业
绩表现。同时，海底捞在去年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如
提升服务品质、创新营销手段等，进一步促进了其品牌
效应与规模效应释放。

财报显示，2023年海底捞餐厅整体翻台率为3.8次/
天，同比增长26.7%。950家同店翻台率为3.9次/天，同比
增长约30%。“因整体消费环境复苏，消费者外出就餐次
数相对增加，海底捞餐厅翻台率显著提升。”海底捞表示。

2023年，海底捞放缓了餐厅网络扩张速度。年报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31日，海底捞大中华区共经
营1374家门店。其中，一线城市门店232家，二线城市
门店538家，三线及以下城市门店581家，港澳台地区23
家。海底捞表示，2023年首要目标是提高在营门店盈
利能力与运营效率。

由于经营活动现金净额增加，海底捞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从2022年12月31日的63.0亿元增加至2023年12
月31日的64.8亿元。此外，海底捞还持有28.5亿元的定
期存款。

2023年是“消费提振年”，火锅经济也在这一年“沸
腾”。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餐饮收入
52890亿元，同比上升20.4%，创历史新高；限额以上单
位餐饮收入13356亿元，同比上升20.9%。

促消费政策发力以及旅游市场复苏，持续推动餐
饮市场快速回升，海底捞在2023年的多个节假日期间
迎来用餐高峰。五一、端午、中秋、国庆等多个节假日
客流量同比大幅增长，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增长尤为
明显。数据显示，海底捞餐厅全年接待顾客近4亿人
次，同比增加43.7%。

“海底捞业绩表现良好，与其积极洞察消费市场，
适时推出多品牌战略有密切联系。”艾媒咨询策略分析
师张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当前，餐饮消费升级提速，企业开始聚焦消费新需
求，打造多元化用餐体验。《2023年中国餐饮消费趋势
报告》显示，饱腹和口味不再是新一代食客的全部需
求，“餐饮+体验”将能更好满足消费者。据了解，2023
年海底捞围绕顾客需求，尝试新业态、孵化新品牌、打
造新服务，从用餐场景、产品类型、服务体验等多个方
面，满足当下消费者需求。

2023年9月份，海底捞全国首家露营火锅店在上海
正式营业，除了可以品尝海底捞火锅，还可以垂钓、K
歌、团建。海底捞还于2023年10月份在西安推出首家
校园火锅，截至2024年3月26日，营业中的海底捞校园
火锅已达20家。

除新业态之外，海底捞也丰富了品牌矩阵。财报
显示，2023年海底捞孵化了嗨捞火锅、苗师兄香锅、五
谷三餐、焰请烤肉铺子、汉舍等品牌，实现火锅、快餐、
烤肉、中式正餐等多种经营业态。

此外，3月4日，海底捞发布公告称，将推行海底捞
餐厅的加盟特许经营模式，以多元经营模式进一步推
动餐厅网络的扩张步伐。“引入加盟特许经营模式将在
继续保证管理水准和顾客体验的基础上，增强营运能
力，引入更多优质资源，提升营运效率，助力海底捞品
牌扩展至更多城市，为更多顾客提供服务。”海底捞称。

海底捞2023年净利润44.95亿元
接待顾客近4亿人次

本报记者 李乔宇

3月26日晚间，中国电信披露
2023年年报。数据显示，2023年，
中国电信实现营业收入5078亿元，
同比增长6.9%；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4亿元，同比
增长10.3%。

此前，中国移动及中国联通已
相继披露2023年年报。其中，中国
移动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10093亿
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318亿元；中国联通实现营业收
入3726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82亿元。

以此计算，三大运营商2023年
共计实现营业收入18897亿元；实
现归母净利润1704亿元。

展望2024年，三大运营商相关
负责人均表示将加大分红力度，同
时资本开支将有所缩减。华泰证
券通信首席分析师王兴表示，可控
的资本开支将为三大运营商的现
金流、盈利能力提升良好的保障。
资本开支预算的下降，以及运营效
率的提升，预将能够带动相关公司
ROE（净资产收益率）水平持续
提高。

大手笔分红

2023年，三大运营商均慷慨解
囊，分红派现力度持续加码。中国
电信表示，公司董事会建议每股派
发末期股息0.090元（含税），合计
82.36亿元。加上2023年中期已派
发股息每股0.1432元（含税），2023
年全年股息为每股0.2332元（含
税），全年派发股息总额同比增长
19.0%，合计约213.39亿元。

中国移动表示，公司董事会建
议向全体股东派发截至2023年12
月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2.40
港元，连同已派发的中期股息，
2023年全年股息合计每股4.83港
元，同比增长9.5%。

中国联通亦表示，董事会建议
每10股拟派发现金股利0.524元
（含税），共计拟向公司股东派发约
16.39亿元（含税）的股利。连同已
派发的中期股息每股0.0796元，全
年股息合计每股0.132元，同比增
长21.1%，现金分红水平达到历史
新高。

三大运营商均表示，将继续提
升分红派息力度。中国移动以及
中国电信表示，从2024年起，三年
内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逐步提
升至当年股东应占利润的75%以
上；中国联通表示，2024年分红派
息比率计划不低于2023年水平。

缩减资本开支

在资本开支方面，2023年，中
国电信资本开支为988亿元。中国
电信管理层在业绩说明会上表示，
2024年公司计划资本开支960亿
元，同比下降2.9%，预计资本开支
占收比降到20%以内，其中云算力
相关投资180亿元。

中国移动预计2024年资本开
支约为1730亿元，较2023年下降
4.0%，资本开支占收比预计降至
20%以下。

中国联通表示，随着5G网络
覆盖日臻完善，公司投资重点由稳
基础的联网通信业务转向高增长
的算网数智业务，2023年资本开支
为739亿元，网络投资显现拐点。
预计2024年资本开支为650亿元。

“三大运营商在当下时点缩减
资本开支，意味着经过多年发展，
5G建设适度超前部署已基本完
成，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
术最先进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
通信运营行业资深观察人王征南
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电信
与中国联通共建共享，年内新建
5G基站超22万站，在用5G基站超
121万站，实现乡镇及以上连续覆

盖、发达行政村有效覆盖。中国移
动表示，2023年5G网络投资共计
880亿元，累计开通5G基站超194
万个。

谈及5.5G建设，王兴认为，当
前三大运营商规划的5.5G相关建
设规模并不算很大，后续5.5G的建
设情况主要取决于下游应用的变
化，建议持续关注国内是否有切合
5.5G技术能力的爆款应用场景
出现。

向“AI+”延伸拓展

“AI+”成为今年三大运营共
同提及的重点话题。中国电信表
示，公司将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方
向，创新产品和服务供给，以“网+
云+AI+应用”满足千家万户、千行
百业的数字化需求，把科技创新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打通科

技、产品、产业大循环，因地制宜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中国移动表示，公司正在主动
把握“AI+”时代潮流，全力推动

“5G+”向“AI+”延伸拓展，以全方
位、系统性、深层次融合创新，开辟
转型升级的新路径，加速推广数智
化精益生产，有力支撑数智化精准
治理，不断满足需求、引领需求、创
造需求，推动形成全新的价值增长
曲线，为公司未来增长注入新
动力。

中国联通相关负责人在业绩
说明会上表示，下一步，公司将积
极响应和落实国家“人工智能+”
行动，持续加大战略投入，打造更
多具有联通特色的数智融合产品
和解决方案，将人工智能打造成公
司高质量发展新的业务增长点，抢
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此前，三大运营商已在人工智

能领域有积极举措。中国移动已
有百亿、千亿等参数规模的“九天”
基础大模型；中国电信TeleChat大
模型以及中国联通“鸿湖图文大模
型”亦先后发布。

王征南表示，在人工智能领
域，三大运营商更专注于行业大
模型与其传统能力相结合的场景
应用，如网络、客服、反诈、工业、
政务等方向是发展重点。未来面
对AI产业的不断变化，聚焦打造
行业垂直产品是三大运营商的发
力重点。

王兴认为，三大运营商是推进
“人工智能+”行动的主力军之
一。人工智能在具体行业场景中
的落地将以数字化解决方案的方
式赋能千行百业，最终体现在运营
商云计算、5G To B或大数据等业
务的营收上，带动运营商数字化业
务的收入占比进一步提升。

三大运营商去年归母净利润合计1704亿元
将继续提升分红力度缩减资本开支

本报记者 贾 丽

今年以来，华为等主流手机
厂商陆续推出技术更为成熟的新
一代折叠屏手机，荣耀、小米等也
持续在这一领域发力。3月26日，
vivo正式发布新一代折叠屏手机
——vivo X Fold3系列手机。vivo
品牌副总裁兼品牌与产品战略总
经理贾净东表示，vivo通过与国内
供应链整合，实现了折叠屏手机
轻薄、耐用、大电池容量和低成
本。

“从今年手机厂商在折叠屏手
机领域的动作来看，铰链、屏幕等
核心环节技术的迭代发展，已经完
全支撑起国产手机厂商自主创新，
让折叠屏手机与直板机在外观和
性能上可以一较高下，这标志着折
叠屏手机技术进入到一个相对成
熟的阶段。”首都企业改革与发展
研究会理事肖旭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AI等新技术的加持及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的积极布局，将持续
推动折叠屏手机的技术升级、市场
普及和成本下降。

向轻量化等方向迭代

随 着 折 叠 屏 技 术 的 不 断 成
熟，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迎来了新
的增长点。此次，vivo推出的新款
折叠屏手机搭载自研的铠羽架构
等，在折叠屏手机领域实现再度
创新。

此前，折叠屏手机一直存在
屏幕折痕明显、耐用性不足以及
重量较重等问题。据了解，vivo
新款手机采用的铰链等技术及新
型轻质材料，提升了折叠屏手机
整体的耐用度，并使其更加轻量
化。

“目前，vivo正借助折叠屏手
机加速冲击高端市场，这为整个
折叠屏手机市场注入了新的活
力。”咨询机构纳弗斯分析师李怀

斌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
技术的进一步成熟，轻量化、超薄
化是折叠屏手机技术迭代的方
向，也是智能手机市场的重要增
长点。

与此同时，AI折叠屏手机已成
为手机市场的新宠，华为、小米、三
星等各大手机厂商纷纷加入这场
创新竞赛。从vivo此次动作来看，
AI也是其折叠屏手机发力的重要
方向。

2024年被业内称为“AI手机元
年”。达睿咨询创始人马继华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生成式
AI技术热潮席“卷”至手机圈，拉开
了折叠屏手机AI化的序幕。

尽管折叠屏手机市场前景广
阔，但目前仍面临一些挑战，如
核心零部件成本较高、消费者接
受度仍待提升等。“手机厂商在
推广折叠屏手机时，不仅要注重
技术创新，还要考虑如何降低成
本，提高产品的性价比。”李怀斌

认为。

产业链国产化提速

华为、vivo等折叠屏新机的面
世，不仅是其技术创新的体现，也
是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结果。手机
厂商和产业链上市公司紧密合作，
共同推动折叠屏手机的技术发展
及产业规模迈入新阶段。而在手
机巨头带动下，折叠屏手机产业链
的国产化也在提速。

目前，部分上市公司已经在铰
链、屏幕等折叠屏手机关键环节掌
握核心技术。在显示屏领域，京东
方、TCL科技等公司是折叠屏手机
厂商的重要供应商。在铰链制造
方面，精研科技等企业以其在微型
精密零部件制造上的积累，成为多
家手机品牌的合作伙伴。

同时，多家上市公司通过向产
业链延伸，也在逐步形成横跨多个
环节的产业布局，不断扩充产品线

阵列。例如，凯盛科技近日在投资
者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自主研发
的30微米高强度柔性玻璃（UTG），
是国内唯一覆盖“高强玻璃—极薄
薄化—高精度后加工”的全国产化
超薄柔性玻璃产业链，一次成型项
目正按计划建设，同时也在深入推
进UTG迭代技术、屏幕定向发声等
多种新技术开发。

东旭光电表示，公司在进行全
尺寸TFT-LCD玻璃基板生产的同
时，横向布局了曲面盖板玻璃、光学
膜片等核心光电显示材料产品。兴
森科技则称，公司旗下北京兴斐的
类载板主要应用于手机的主板和副
板。另外，旗下珠海兴科为手机的
存储芯片、射频芯片提供封装材料。

“折叠屏手机目前仍在上量阶
段，在产业链环节，国产供应商的
积极性已经被调动起来，零部件供
应完全跟得上，暂时不会出现行业
此前担心的核心零部件供应短缺
的现象。”李怀斌表示。

各大厂商加速抢滩折叠屏手机市场 产业链国产化正在提速中

（上接A1版）
他表示，从 2022年数据看，全

球对亚洲货物贸易的依存度保持
稳定，亚洲经济体对亚洲货物贸易
的依存度保持在 57.4%的高水平。
中国的货物贸易出口竞争力优势
明显，对其他亚太经济体的出口贸
易持续增长，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区
域价值链的韧性与调整。展望
2024年，中国、东盟国家、印度的经
济较快增长将加大亚洲区内贸易
的需求。从相关数据的挖掘当中
可以得出结论，亚洲经济一体化持
续推进。

《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
2024年度报告》显示，在经济增长方

面，亚洲经济仍将维持较高增速，
2024 年亚洲经济增速有望高于
2023年，达到4.5%左右。在物价方
面，预计2024年亚洲地区通胀压力
将进一步缓解，部分低通胀国家的
物价也将回暖；在贸易与投资方面，
亚洲有望扭转2023年的下行趋势；
在金融市场方面，亚洲主要国家资
本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以及银
行业将趋于稳定，多数亚洲经济体
股票指数或将延续反弹态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
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在
介绍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时
表示，关于亚洲经济展望主要有四
大热点议题特别值得关注，例如，

RCEP取得积极进展，RCEP升级将
更加有效应对世界经济碎片化的不
利影响；“全球南方”是全球经济增
长最大的贡献者和全球经济治理改
革和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人工智
能的迅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社
会生活、改变世界，将为亚洲发展与
合作提供新的机遇等。

迈向零碳电力时代

《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界
2024年度报告——迈向零碳电力
时代 推动亚洲绿色发展》全面梳
理了亚洲电力系统和电力市场的
发展现状，分析了迈向零碳电力时

代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该报告指
出，能源转型是促进亚洲拥抱绿色
产业革命、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
所在。

该报告称，展望未来，亚洲新
能源发电将迎来快速发展。基准
情景下，到 2030年亚洲风电、太阳
能发电装机规模达到26亿千瓦，到
204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将成为
亚洲的主体电源。预计到2060年，
亚洲电源装机规模较 2020年增长
约 3倍，基准场景和绿色加速情景
下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占电源总
装机的比重分别超过 70%和 80%。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具有技术、
成本优势和长期稳定的政策环境，

将在推进全球能源革命尤其是降
低全球风电、太阳能发电成本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这份报告发出
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在迈向零碳
电力的征程上，亚洲可以依靠丰富
的自然资源禀赋、强大的清洁生产
技术制造能力、巨量的清洁能源投
资开展多维度全方位的国际合
作。二是无论是从 0到 1的开发阶
段，还是从 1到 100的快速增长阶
段，都需要政策和市场机制相配
合，碳价格可以成为电力价格机制
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电力市场的改
革实现有机结合。”博鳌亚洲论坛
研究院副院长曹莉如是说。

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开幕
聚焦亚洲发展前景及一体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