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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贾 丽

零售连锁巨头国美零售交出“成绩
单”。3月28日，国美零售发布2023年度
业绩公告显示，公司去年实现收入6.47
亿元，下降96.29%；毛利率为26.89%，
同比上升16.46个百分点；全年归母净
利润-100.57亿元，同比收窄49.6%。

为应对当前经营困境，国美零售
方面表示，将努力稳固主营业务，发力
直播赛道，加快发展无人零售、汽车体
验馆等创新业态业务。

据了解，对于债务，国美正在试
图通过加大处置变现非核心资产的
力度、筹措资金、与债权方协商推进
债转股等方式进行化解。

3月29日，一位国美电器内部人士
对《证券日报》记者透露，由于国美零
售关联公司国美电器品牌价值仍然较
高，公司计划组建新国美电器，并大力
发展无人零售业务。

“综合来看，如今留给国美的机
会并不多，其需要抓住‘自救’的最后
关键期。”清晖智库创始人宋清辉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高额债务如何化解？

高额的债务依旧是摆在国美面
前的一大难题。根据国美零售公告，
截至2024年2月29日，其逾期计息银
行及其他借款（包括应付债券）本金
共192.6亿元。截至2023年底，国美零
售的流动负债为383亿元。

同时，受资金限制及零售网络规
模缩减影响，国美零售的运营规模大
幅下降。另外，截至2024年2月29日，
国美零售因涉及诉讼案件等被冻结
资金共1.14亿元。

“从国美零售财务状况来看，其
已经深陷泥潭，形势十分严峻。再加
上其线上、线下业务快速收缩，以及
面临消费者维权、员工讨薪、债务高
企等难解困境，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宋清辉认为。

面对财务及债务困境，国美零售
也在通过筹措资金、多方沟通协商，
以缓解压力。据了解，国美目前正
在采取措施减轻流动资金压力，包
括与银行和有关单位商讨改变贷款

条款、延长贷款期限，并与供应商磋
商将逾期应付账款转换为普通股
等。财报显示，2023年12月27日国美
零售与京东签订了协议，将通过换
股和转股的方式偿还前期的部分债
务。本次债转股完成后，京东将持
有国美零售0.27%股权，黄光裕及其
一致行动人所持股权由13.93%下降
至13.89%。

此外，国美零售还在出售多处物
业，并与投资者就出售若干投资物业
及在建物业进行磋商，以提升其流动
资金状况。

“整体来看，国美债务问题解决依
旧缓慢。在资金严重缺乏、资产快速缩
减的情况下，与债权各方就还债方案达
成一致是条艰难的路。”宋清辉称。

无人零售将是新“稻草”？

“管理层没有躺平放弃。”国美零
售在财报中表示，其正在通过开拓类
加盟、平台直播等方式寻找新的增长

点，将以低价为主导吸引加盟商和消
费者。

上述国美电器内部人士对记者
称，公司正计划发展无人零售业务。
据了解，在具体“自救”措施上，一方
面，国美零售拟对存在债务问题的国
美电器采取归集重整，同时设计并建
立一套新的管理体系，成立新国美电
器；另一方面，计划加快发展家居家
装、国美汽车体验馆、租赁业务等新
业务。

根据此前多则报道显示，国美零
售创始人黄光裕于2023年10月份曾
亲自领军搭建无人零售项目团队并
对业务做了清晰定位，即补充满足介
于电商和社区超市之间的购物需求，
打造响应时间不超过5分钟的便捷零
售生态。

在钉科技创始人丁少将看来，无
人零售市场发展前景广阔，但这一市
场竞争日趋激烈。在供应链、技术、
运营等资源和能力上有显著优势的
巨头企业，会是这一市场的主要玩

家。“国美想靠无人零售翻盘，难度很
大。”丁少将称。

“以家电这类需要导购讲解服务
的品类切入，无人零售较难被市场接
受。国美发力无人零售也是出于降
低人力成本等考量。”网经社电子商
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庄帅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随着AI等技术发展，无人零售越
来越被广泛地被应用到零售场景中，
产业规模也在逐年扩大。贝哲斯咨
询预测，到2025年全球无人便利店产
业市场的价值将达到约8.49亿美元。

宋清辉认为，随着无人零售设备
智能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年轻一
代对于自助式服务的广泛接受，未来
三年，无人零售有望仍将处于红利
期。在此背景下，若国美能够成功抓
住无人零售这棵自救“稻草”，借势而
为，或有机会走出泥潭迎来新生。但
在当前，债务难以有效化解、没有新
零售基因，均是国美在“自救”路上面
临的难点。

国美零售去年亏损超100亿元
计划组建新国美电器欲发力无人零售

本报记者 李 勇

鞍钢股份 3月 28日晚间披露的
2023年年报显示，公司去年实现营业
收入1135.02亿元，同比下降13.4%；归
母净利润亏损32.57亿元，同比由盈转
亏。

“包括鞍钢股份在内，许多钢铁企
业2023年的业绩都出现了较大幅度下
滑，主要原因在于钢铁行业持续受到弱
市行情的影响。”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
事朱克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过去一年下游需求持续不振，
钢铁价格呈现低位振荡趋势，尽管原料
端也在联动下行，但其降幅远低于销售
端，导致钢铁企业的盈利空间受到严重
挤压。”

对于2023年出现业绩亏损，鞍钢
股份在年报中表示，面对钢铁市场下
行压力，公司以营销为龙头，加强资源
向盈利能力产品倾斜，同时择机降低
采购成本，制造端系统性降本，但受供
销两端市场持续收窄影响，公司出现
经营亏损。

鞍钢股份是我国现代化特大型钢
铁联合企业，也是享有“新中国钢铁工
业的摇篮”之称的鞍钢集团的核心子企
业。公司聚焦钢铁主业，目前拥有鞍
山、营口、朝阳三个钢铁生产基地。年
报数据显示，2023年鞍钢股份生产运营
整体平稳，全年铁、钢、材产量分别完成
2545.64万吨、2662.74万吨和2460.05万
吨，全年钢材产销率101.03%。

分季度来看，自2022年第三季度

起，鞍钢股份的单季归母净利润就持续
出现亏损。2023年,除首季度亏损额度
较小外，当年第三季度鞍钢股份亏损额
超7亿元，第二季度和第四季度的亏损
额都超过了10亿元。

新热点财富创始人李鹏岩认为，
在近年产业整合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持续作用下，钢铁行业产能已经得
到较好控制，但仍然相对过剩。同时，
2023年的下游需求相对低迷，导致钢
材库存累积，供需矛盾突出，行业利润
普遍下滑。

鞍钢股份在年报中也表示，供需
失衡导致钢材价格震荡下行，原、燃
料价格虽有下降，但成本端降幅不及
钢价降幅。钢铁行业整体呈现“供大
于求、钢价下降、成本高企、利润下

滑”的运行态势，钢铁行业利润持续
压缩，钢企面临的生产经营压力进一
步加大。

展望2024年，鞍钢股份在年报中
表示：“从行业层面看，钢铁行业已进
入新一轮调整周期，预计2024年依然
延续‘供给保持高位、需求总体偏弱’
的态势，钢铁行业竞争将愈加激烈。”

“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和
政策的调整，钢铁需求可能会出现一
些变化，但整体增长可能仍然有限；另
一方面，原料价格、环保要求、国际贸
易摩擦等因素也可能对行业产生影
响，使得钢铁企业的经营环境更加复
杂多变。”朱克力表示，2024年钢铁企
业还需密切关注市场动态，灵活调整
经营策略。

供销两端市场持续收窄 鞍钢股份2023年亏损32.57亿元

本报记者 马宇薇

3月29日，北大荒披露2023年年
报。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50.44亿
元，同比增长18.37%；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约10.64亿元，同比增
长9.07%。

北大荒表示，收入增长的主要原
因是农业分公司积极采取机动地竞
价、超规模阶梯收费等增收措施实现
土地承包费总收入增加、实现农业投
入品以及农产品经营收入同比增
加。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理财收
益及农业承包业务收益同比增加。

粮食产量“二十连丰”

北大荒是我国目前规模大、现代
化水平高的种植业上市公司和重要
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是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主力
军”。2023年，北大荒持续优化农业
种植结构，粮食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生产水稻、玉米、大豆等优质农作物
120亿斤。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调整产业结
构、种植结构，促进各项改革和发展措
施落地，不断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研究员胡冰川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2023年，北大荒实
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双增长，表明公
司在主营业务方面保持了强劲的发
展势头。”

提及公司经营亮点，北大荒相关
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2023年，公司全年播种面积达1042.9
万亩，粮食总产稳中有增，实现‘二十
连丰’。与此同时，公司建设优质水
稻、鲜食玉米等七大类专属基地118万
亩，积极培育优质‘土特产’。在科技

创新方面，公司持续加大新技术和新
农具推广应用，落实侧深施肥、水田旱
平免搅浆、绿色农药替代等22项适用
性技术。”

“在后续农业业务布局方面，公
司可以从多方面入手。一是加大科
技投入，通过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和
装备，提高种植效率和产量，降低生
产成本；二是注重品质提升，加强农
产品品牌建设，提高市场竞争力；三
是推动多元化种植，根据市场需求和
地域特点，科学合理规划作物布局，
以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胡冰川进
一步表示。

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

据介绍，得益于农机购置补贴政
策，北大荒所在区域内，农机装备水
平得到逐年提升，农业生产全程机械
化率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截至
2023年末，北大荒所在区域内实现农
业机械总量达32.99万台套，农业机
械总动力达361.2万千瓦，农业综合
机械化率达99%以上。

江苏大学中国农业装备产业发
展研究院副院长张宗毅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农业装备对
于北大荒盈利增长起到了重要保障
支撑作用。从北大荒截至2023年末
的机械化水平来看，可以使公司52.1
万从业人员经营4564.4万亩耕地，劳
均耕地面积高达87亩，是全国平均水
平的近9倍。”

目前，北大荒正努力推进农业物
联网管理系统建设，通过平台搭建、网
络构建、数据实时监测采集与传输、智
能分析等措施使农业生产全过程可
控，实现了管理的精细化和智能化，提
升了农业标准化水平，全面提高公司
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管理水平。

北大荒2023年营收同比增长18.37%本报记者 孙文青

今年以来，港股创新药企接连迎
来关键财务指标的“突破”。据不完
全统计，截至3月29日，康方生物、复
宏汉霖、和黄医药、和铂医药相继发
布公告显示，2023年净利润实现扭亏
为盈。

“对于Biotech（创新药企）来说，目
前的盈利主要还是依托技术在全球的
领先性，将产品权益进行海外授权（主
要是授权给欧美国家的各类型药企），
从而获得首付款所带来的一次性的财
务影响。”一家创新药企从业者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虽然首付款是一次
性的财务影响，但反映的是中国生物
技术公司开发的产品已经受到国际认
可，体现的是产业技术水平提升。随
着企业综合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增
强，创新药企的投资价值正更清晰地

被看见。

对外授权助力业绩扭亏

和铂医药近期发布的业绩报告显
示，2023年，其母公司拥有人应占盈利
2276万美元，同比扭亏为盈，这也是公
司首次实现年度盈利。现阶段，和铂
医药尚无商业化产品，营收增长在于
与辉瑞等授权合作。

在此之前，和黄医药也公布了2023
年业绩情况，是公司近五年来首次扭
亏。2023年1月份，和黄医药将呋喹替
尼海外权益授权给武田制药，交易总额
达11.3亿美元，其中，4亿美元首付款成
为和黄医药去年业绩扭亏的关键。

康方生物2023年业绩报告显示，
公司去年总收入和净利润再创新高，
其中，净利润达19.42亿元，是公司上市
以来首次实现年度盈利。

与此同时，康方生物创新药市场
销售金额再创新高，达16.31亿元，同
比增长48%。“总体上，公司的肿瘤药
物和非肿瘤药物开发全面进入收获
期，新机制、新疗法实现高效布局。”康
方生物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目前康方生物共有3个新药上市
销售。

市场重估企业潜能

受宏观经济复苏等因素推动，近
两年，医药行业一二级市场投融资遇
冷，板块估值也处于低位。愈来愈多
的创新药企将资金、资源和时间投入
到创新能力强、“造血”能力强的管线
中来，从而形成正向的趋势与循环，企
业的投资价值也在不断被重新审视。

上述创新药企从业者表示，随着
技术创新的持续推进，国内公司也逐

渐快速壮大，从而以更深入的方式渗
透到国际市场。一次性收入的财务盈
利，对于企业的价值提升是无疑的。
对外授权后续还有里程碑付款和销售
提成，也有助于企业估值的提升。

高禾投资管理合伙人刘盛宇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创新药企的估
值预期会出现明显的分化，对于盈利
能力强、现金流回款大幅增长以及出
海能力强的来说，估值预期会明显改
善。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认为，
财务表现的改善确实在影响市场对创
新药企价值的重估。多家创新药企在
2023年实现首次年度盈利，表明这些
企业在面对市场挑战和行业压力时，
通过研发创新、优化成本控制和精准
的市场定位等策略，实现了盈利能力
的提升。投资者会更加关注这些具有
盈利能力和成长潜力的企业。

去年康方生物、和铂医药等实现扭亏为盈
创新药企能否迎来价值重估？

本报记者 徐一鸣

3月29日晚间，长虹美菱发布
2023年年报。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
入约242.48亿元，同比增长19.95%；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41亿
元，同比增长203.04%；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为7.49亿元，同比增长629.43%。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
长袁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23
年，长虹美菱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实
现同比增长，主要得益于公司市场策
略、产品创新、成本控制以及运营效
率等多方面因素共振。

报告期内，长虹美菱收入主要来
源于冰箱（柜）、空调、洗衣机、厨卫和
小家电、生物医疗等业务，合计收入
为240.22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
例为99.07%。其中，空调业务实现收
入115.66亿元，同比增长18.24%，占
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为47.70%。

长虹美菱表示，公司全年实现电
商业务、增量业务和OEM业务快速增
长，基础渠道业务规模稳步提升，资
金效率、生产效率持续提高，达到行

业先进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二季度以

后，大宗原材料价格下滑、汇率及海
运成本下降，也为长虹美菱的发展提
供了有利条件。

对于家电企业如何在市场竞争
中脱颖而出？中国民协元宇宙工委
副会长吴高斌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首先，需要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
和技术储备，能够持续推出符合市
场需求的新产品；其次，需要具备
完善的市场营销网络和品牌影响
力，能够快速将产品推向市场；第
三，要具备优秀的供应链管理和成
本控制能力，以保持产品竞争力。

面向未来，长虹美菱表示，公司
将进一步完善智慧家庭全场景布局，
以智汇家体系（物联网平台和App交
互软件组成）为依托，持续开发5G成
套家电，并致力于成为智能家居解决
方案供应商。同时，加强数字化转
型，围绕智能制造（制造数字化、质量
智能化）、5G量子合作与网络安全、
C+3客户订单制等方面继续加强信息
化、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动企业的
高质量发展。

长虹美菱2023年净利同比增超200%

本报记者 丁 蓉

受益于煤价下降，2023年火电行
业迎来盈利修复。3月29日晚间，粤电
力A披露2023年年报，公司去年实现
营 业 收 入 597.0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3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9.75亿元，同比增长132.70%。
公司本次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0.2元（含税）。

粤电力A表示：“2023年，公司各
主要电源类型上网电量均实现同比
增长，营业收入大幅提高，其中气电、
风电、光伏电量显著上升，绿色转型
初见成效。煤炭市场价格回落，煤电
业务边际收益改善。公司业绩实现
扭亏为盈。”

粤电力A作为广东省属国资控股
资产规模最大的上市公司，也是广东
省装机规模最大的电力上市公司。截
至2023年末，公司拥有可控装机容量
3448.10万千瓦。粤电力A主业以火力
发电为主，燃料成本在营业成本中占
较大比重。2023年，公司燃料成本
402.66亿元，占营业成本的79.00%，受
益于燃料价格回落，燃料成本同比下
降29.86亿元，降幅6.90%。

由于燃料成本的下行，火电行业
集体迎来业绩修复。据Wind数据统
计，截至3月29日记者发稿，共有粤电力
A、华能国际、华电国际、东方电气、上海
电力、广州发展、大唐发电等7家A股火
电板块上市公司通过年报或者年度业
绩快报披露了2023年业绩情况，上述

公司去年均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
华泰证券近日发布的研报表

示，2024年第一季度，在火电发电量
持续增长且煤价同环比下降的情况
下，火电企业盈利有望继续修复。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煤电容量电价机制之下，有关发
电机组将获得容量电费，工商业
用户分摊容量电费，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提升火电企业盈利能力稳定
性。同时也有助于鼓励火电企业进
行技术升级和设备更新，从而提高
电力系统的效率和安全性。”

近年来，电力企业纷纷积极把握
能源转型发展大势，全力推进新能源
跨越式发展。

粤电力A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
快。截至2023年底，粤电力A拥有的
气电、风电、水电、光伏、生物质等清
洁能源发电控股装机容量占比提升
至38.09%。

根据粤电力A年报数据，“十四
五”期间，公司初步计划新增新能源
装机约1400万千瓦，其中陆上风电约
160万千瓦，海上风电约280万千瓦，
光伏约960万千瓦。截至2023年末，
公司已拥有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
约494.40万千瓦，其中海上风电约
160.16万千瓦，陆上风电约119.34万
千瓦，光伏发电约214.90万千瓦。

粤电力A在年报中表示，未来公
司将继续积极通过自建和收购等多种
形式，进一步拓展新能源项目资源。

粤电力A2023年净利同比增1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