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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红

继不久前联合揽下40.3亿元产业园建设项目大单
后，仕净科技再传捷报。

4月 9日晚间，仕净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与中冶
天工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上海电子工程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宁国市永祥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组成联合体单位，参与了安徽省宁国国家级经济开
发区高质量发展基础设施及绿色硅生产基地、配套基
础设施EPCF项目的投标。公司近日收到招标人以及
招标代理机构发来的《中标通知书》显示，已联合中标
上述项目，中标金额为20.45亿元。

仕净科技表示：“本次中标，体现了公司在大型产
业综合配套项目的竞争力，项目的顺利实施将对公司
的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同时有利于公司进一
步积累大型项目经验。”

福建华策品牌定位咨询创始人詹军豪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中标，不仅证明了仕净
科技在环保领域的实力和专业性，还进一步扩大了公
司的业务范围和市场影响力。有望为公司带来更多的
业务机会和合作伙伴，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公司在环保
领域的市场地位。”

根据公告，本次中标项目位于宁国经开区河沥园
区，项目总占地面积约540亩，总建筑面积约31万平方
米。本次招标为范围内勘察、施工图设计、施工及设备
采购安装等。联合体成员单位按照约定的工作量划
分，仕净科技主要负责废气处理、废水处理、纯水处理、
特气化学品等机电配套一体化设备安装。

詹军豪认为，仕净科技与多家公司联合投标是优
势互补、战略协同的充分体现。随着上述项目的推进
和实施，仕净科技的技术实力和管理能力也将得到进
一步提升，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记者了解到，仕净科技是工业污染治理整体解决
方案提供商，公司自主研发LCR脱硝、污染协同处理等
一系列核心污染处理工艺，在光伏和重工业行业污染
处理上均具备技术领先。

艾文智略首席投资官曹辙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当前，我国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大环保投
入，加快绿色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仕净科技所处的
环保行业发展前景广阔，市场空间巨大。公司凭借在
技术研发和创新方面的优势，有望在未来市场竞争中
脱颖而出，实现持续稳健发展。”

仕净科技联合中标逾20亿元项目
将对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本报记者 桂小笋

4月9日，桂发祥发布2023年年报。公司去年实现
营收 5.04 亿元，同比增长 113.2%；实现归母净利润
6103.5万元，同比增长 187.54%，为近 4年公司同期最
好水平。

桂发祥方面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23年以来，
公司精准把握消费及旅游市场复苏机遇，全面优化渠
道布局、产品结构以及品牌推广策略，成功实现全年业
绩大幅增长。

2023年，基于对消费市场的整体洞察，桂发祥灵活
调整产品经营策略，针对休闲市场及渠道特性，将产品
按照礼品和休闲双向发展思路优化调整。

“一方面，结合消费新需求，对支柱产品麻花进行
差异化设计，充分发挥特产礼品的毛利贡献力；另一方
面，重点发力休闲麻花和糕点，与电商业务匹配定制休
闲新品等，满足不同市场、渠道需求，由此增强产品休
闲属性和功能。与此同时，针对糕点类产品，公司还以
节假日等主题为引领，推动客流增长，同时丰富礼盒类
产品的品类供应，由此提升消费频次。”桂发祥方面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受益全品类快速放量，公司盈利
能力进一步增强，麻花、糕点、方便食品、OEM（代工）四
大支柱业务均实现增长。

年报显示，2023年公司麻花产品实现营收 3.25亿
元，同比增长 151.83%；糕点及方便食品实现营收
6058.42 万元，同比增长 58.55%；OEM 产品实现营收
2843.53万元，同比增长 131.61%；外采食品实现营收
8464.86万元，同比增长57.77%。

从渠道发展上看，桂发祥在 2023年发力全渠道销
售，也为业绩的增长打下了基础。

公司相关人士告诉《证券日报》记者，线下门店策
略方面，公司坚持“直营店+老字号品牌集合店”策略做
强直营渠道。具体而言，直营店采取灵活化管理政策，
提高门店效率。重点打造“老字号品牌集合店”，建设
沉浸式消费体验中心，打造经营新亮点。2023年，公司
直营店实现营业收入 3.66亿元，同比增长 110.73%；店
面营业利润6152.05万元，同比大增362.41%。

此外，在经销商渠道方面，公司以北京及其周边、
上海及其周边两个重点区域进行布局，销售品牌特色
休闲食品，持续扩宽销售覆盖面。

对于线上渠道，桂发祥确立了电商渠道主打“休
闲”产品的思路，开发出更多休闲类麻花、新式休闲糕
点产品专供线上，利用线上渠道传播面广、营销手段多
样的特点，打开全国市场。除了传统的电商平台之外，
在新兴电商平台，桂发祥也多有拓展。2023年，公司在
天猫、京东（POP店铺）、天猫超市、有赞商城、快手、国
网电商等第三方平台开设自营店铺，实现营业收入
1997.29万元，同比增长80.81%。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旅游出行复苏强劲，而针对
旅游市场机遇，桂发祥还加大线上、线下多渠道建设和
多维度品牌营销宣传。“一方面，加大对旅游商圈经销
网点的扶持和开发布点，密集覆盖旅游热点区域，完
成古文化街门店、意风街门店的改造提升；另一方面，
参加消博会、进博会、全国技能大会、粤港澳大湾区老
字号博览会等全国性、老字号及消费品相关主题大型
展会。除此之外，公司还布局重要交通枢纽，恢复天
津、河北高速服务区销售网点，进驻动车组餐车等，抓
住流动人口市场。综合作用之下，2023年公司为投资
者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公司方面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

全面优化渠道布局及产品结构
桂发祥去年营收净利双增

本报记者 张 敏 李亚男

一向被认为是“旱涝保收”的
CXO（医药研发外包服务）赛道，
景气度发生变化。截至4月9日，
药明康德、药明生物（港股上市公
司）、康龙化成、凯莱英、泰格医
药、金斯瑞生物科技（港股上市公
司）、昭衍新药、九洲药业等头部
CXO企业发布 2023年业绩报告。
从公布的数据来看，多家CXO公
司的营业收入增速相比以往出现
下滑，且存在较为明显的分化。

未来，CXO 赛道的新一轮增
长点来自哪里？行业内企业又该
如何布局以应对周期性调整？

头豹研究院分析师谭志坚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CXO公司
的业绩根基在于医药研发生产的
持续投入。自 2023年开始，行业
投融资大环境降温，药企纷纷收
缩研发管线，导致CXO企业整体
订单数量下滑明显。面对挑战，
企业更应该积极寻找新的技术需
求点，及时适应行业的阵痛、洗牌
状态，提高自身的应变灵活性并
积极调整产能分布。

加码国际市场

从头部 CXO 企业公布的成
绩单来看，大部分企业的营业收
入增速放缓至个位数。例如，九
洲药业 4月 9日发布的 2023年年
报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5.23
亿元，同比增长 1.44%；药明康德
公布的 2023年年报显示，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403.41亿元，同比增
长2.5%。

太平洋证券医药行业首席分
析师周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CXO 赛道部分企
业出现了产能利用率下降的情况，
这迫使行业的国内资本支出相比
前几年更为谨慎，多重因素叠
加，相关企业的产能扩张维持谨
慎水平。”

目前来看，“出海”已成为CXO
企业拓展自身业务规模、谋求新
增长的较优选项。

数据显示，2023年，药明康德
境外收入约 329.69 亿元，占总营
业收入的比重超过 80%，同比增
长2.81%；康龙化成来自北美客户
的 收 入 约 7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39%，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64.14%，来自欧洲客户（含英国）
的收入为 18.44 亿元，同比增长
24.35%，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15.99%；泰格医药实现境外收入
约 31.5亿元，占总营业收入的比
重为 42.65%；药明生物北美市场
和欧洲市场实现收入约 132.1 亿
元，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超 70%；
昭衍新药境外收入实现约 5.79亿
元，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约为
24%，同比增长51.2%。

“不过，CXO企业‘出海’也面
临着一些挑战，如知识产权保护、
数据安全、地方政策法规、文化差
异等，均需企业在‘出海’前有更
全面的应对措施。在与国外CXO
企业竞争时，中国CXO企业除了
在技术上应充分放大自身优势
外，还应做好面对各项挑战的准
备。”谭志坚表示。

新一轮增长点在哪里

展望2024年，药明生物、康龙
化成、凯莱英等多家CXO头部企
业给出了收入指引。

其中，药明生物在业绩说明
会上称，预计 2024年公司将实现
5%至 10%的收入增长；康龙化成
给出的业绩指引为，2024年业绩
会持续增长，预计实现收入端
10%以上的增长；凯莱英则表示，
推动公司整体盈利能力的再平
衡，缓解公司利润率下行压力。

对于行业是否回暖，每家企
业的“体感温度”并不相同。

有CXO企业人士告诉《证券
日报》记者，对于行业何时整体
恢复，仍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预计行业整体需求将在今年逐
步恢复。

凯莱英在回复投资者提问
时表示，公司感受到行业仍处
于调整期，海外 Biotech（生物科

技）融资初步回暖，但长期恢复
情况尚需观察，订单的恢复也
需要时间；从国内融资情况来
看，部分热点领域有所增长，但
仍未全面走出低迷时期。跨国
大制药公司不受投融资周期性
影响，除个别管线调整，整体需
求持续增长。

作为医药行业的“卖水人”，
CXO行业的景气度与创新药赛道
融资、企业研发投入等密切相
关。尽管当前CXO赛道整体业绩
增速不如以往，但局部细分领域
依然蕴含着较多机会，这要求企
业快速跟进甚至是提前预判行业
趋势变化。

在上述 CXO企业人士看来，
CXO赛道新一轮的增长点在于多

肽药物领域，多肽药物已并不局
限于代谢方面。随着目前多肽药
物新靶点开发、新适应症拓展及
剂型优化，多肽药物市场出现新
增量，药企对多肽 CDMO 服务需
求有望提升。

有不愿具名的行业投资人士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除了多
肽板块外，小核酸、ADC药物研发
等其他新技术板块也将释放出更
大发展空间。

“未来随着我国创新药支付
端的快速崛起，将有越来越多的
外资药企选择中国作为重要的新
药首发地之一。这些企业对中国
市场的看重，也将为我国临床阶
段的CXO企业提供前所未有的巨
大发展机遇。”周豫表示。

多家CXO公司去年营收增速放缓
行业回暖仍在路上

本报记者 李 勇

4月 9日晚间，恒力石化披露
2023年年度报告。公司去年实现
营业收入 2347.91亿元，同比增长
5.61%；归母净利润 69.05亿元，同
比增长 197.83%；扣非归母净利润
59.97亿元，同比增长 473.7%。同
日，恒力石化还公布了 2023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拟向全体股东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0.55元（含税），合计
派发现金红利 38.72亿元（含税），
现金分红比例为56.07%。

持续巩固成本优势

2023 年 的 石 化 行 业 乍 暖 还
寒。在下游需求相对不足以及上
游原料端成本仍然高企的严峻形
势下，恒力石化经营业绩缘何显著
改善并大幅领跑？公司相关负责
人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成本优势是其中的关键。”

恒力石化在年报中表示，公司

打造行业标杆并做到产业极致，持
续构筑行业核心竞争力的“成本护
城河”优势，实施基于内部降本增
效的持续成本改善与内生式增长。

恒力石化前述负责人向记者
表示，公司所拥有的超大型装置规
模、一体化协同布局以及上下游产
能聚集所构筑的综合优势，正是公
司“成本护城河”的主要支撑。

从产能布局看，恒力石化将
2000 万吨炼化、500 万吨煤化工、
150万吨乙烯和 1200万吨 PTA（精
对苯二甲酸）这四大产能集群布置
于同一个产业园区，各类油、煤、化
大型装置通过管廊实现上下游贯
通。同时，公司自备有国内最大的
煤制氢装置和高功率电厂，拥有 2
个 30万吨级原油码头、600万吨原
油罐区以及其他各类齐备的公用
工程设施，显著降低了运行成本。

“公司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
略，提升运营效率，降低成本。同
时，还不断强链补链，加大在化工
新材料等领域的布局，使得 2023

年业绩同比大幅增长。”国内咨询
机构科方得智库研究负责人张新
原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新热点财富创始人李鹏岩认
为，随着炼化供需基本面的改善，
恒力石化芳烃、油品等主导炼化
产品价差扩大，盈利能力进一步
修复。同时，受益于煤炭价格中
枢的下行，公司所独有的“油煤
化”深度耦合竞争优势和完善的
公共配套设施竞争优势凸显，也
进一步增厚了业绩。此外，公司
的上下游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
也可以在内部消化中间化工品的
景气波动，有效抵御了外部不确
定性因素的影响。

“随着原油及煤炭价格的企稳
回落，未来，公司成本端将进一步
改善，‘油煤化’一体化的综合成本
优势更加凸显。”李鹏岩认为，伴随
着国内终端消费的逐步复苏以及
在建新材料项目的如期达产，恒力
石化的盈利能力有望在 2024年进

一步加快修复。

新材料项目陆续投产

作为行业内率先打通上下游
全产业链条的民营石化企业，恒力
石化近年来持续完善产业布局，依
托上游大化工平台，深度锚定高技
术壁垒、高附加值的高成长赛道，
补链强链，切入以先进制造和新能
源、新消费、新材料等终端需求为
代表的化工新材料领域。

恒力石化年报显示，2024年仍
将是公司新材料项目投产的大
年。其中，160万吨/年高性能树脂
项目、16亿平方米锂电隔膜项目、
80万吨/年功能性薄膜项目均预计
于今年陆续投产。届时，公司在高
端精细化工品、光学膜、电子膜、锂
电隔膜、电池电解液、复合集流体
基膜、光伏背板基膜等领域的新材
料产能也将进一步提升。

“随着恒力石化各重点在建项
目的陆续投产，公司的下游化工新

材料产业链将得到进一步完善，有
望与公司现有产业形成优势互补。”
李鹏岩认为，新材料项目的陆续投
产，不仅将为恒力石化带来可观的
业绩增量，也有助于平抑业绩波动，
提升公司的整体抗风险水平。

此外，按公司披露的 2023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测算，本次分红完
成后，公司自 2016 年重组上市以
来 的 累 计 现 金 分 红 额 将 高 达
223.71亿元，占同期公司累计归母
净利润的41.08%。

“随着一系列重点项目的投产，
本轮项目建设与资本投资的高峰期
也将结束。”恒力石化前述负责人
向记者表示，后续公司的经营重心
将更加突出精细化成本管控下的

“优化运营、降低负债和强化分
红”，持续打造高利润、高分红、低负
债的“成长+回报”型上市企业。公
司将持续完善“长期、稳定、可持续”
的股东价值回报机制，让广大股东
分享公司的发展成果和成长红利，
增强广大投资者的获得感。

“油煤化”一体化优势凸显 恒力石化去年净利同比增近2倍

本报记者 舒娅疆

4月9日下午，天齐锂业召开
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围绕产能扩
张项目进展、锂价波动趋势及应对
措施、产业链布局、竞争优势和研
发创新情况等热点话题与投资者
展开深入交流。

据天齐锂业财务总监邹军介
绍，公司2023年的锂精矿产量达
152.23万吨，创下历史新高，其产
销量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同
时，公司的锂化工产品产销量亦保
持稳定态势。尽管锂价面临周期
波动，但从中长期来看，锂行业基
本面持续向好，公司对未来发展

“有信心”。

去年实现营收405亿元

年报显示，天齐锂业在2023年

实现营业收入405亿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97亿元。

天齐锂业总裁夏浚诚在业绩
说明会上介绍，天齐锂业秉持着“夯
实上游、做强中游、渗透下游”的理
念持续推进产能扩张和业务布局，
2023年以来，公司在四川雅江措拉
锂辉石矿采选工程的相关工作、四川
遂宁安居工厂、澳大利亚奎纳纳工
厂一期项目方面均取得了新进展。

研发方面，天齐锂业在2023年
完成了下一代硫系固态电解质关键
原材料硫化锂产品公斤级示范线搭
建和调试，实现电池级硫化锂产品
的稳定制备并完成多批次的客户打
样工作，目前硫化锂产品已实现小
批量对外销售。在锂渣资源化综合
回收利用方面，公司完成了从实验
室规模到中试规模（60t/干基）工艺
包输出及专利布局工作，中试项目
的完成，标志着公司在大宗固废资

源化领域开拓了以“减量化、再利
用、资源化”为原则的发展路径。

针对投资者关心的公司如何
在行业竞争中保持成长性和核心
竞争力的问题，天齐锂业董事长蒋
卫平表示，公司在资源、产品质量、
成本、循环经济方面所拥有的核心
优势，为公司的长期成长和提升投
资者信心带来了积极影响。

“我们在资源方面具备品位优
势、储量优势。公司在矿石提锂行
业深耕逾30年，产品具备成本优势
和质量优势。此外，天齐锂业积极
推进锂渣大规模商业化再利用，打
造了公司在循环经济方面的独特
优势。”蒋卫平表示。

提升市场波动适应能力

2023年以来，锂价出现的显著
波动给锂行业各相关公司带来普

遍影响，天齐锂业如何应对锂价波
动带来的风险，成为投资者关注的
热点话题。

对此，公司副董事长蒋安琪表
示，天齐锂业已实现锂资源100%
自给自足，并且得益于垂直一体化
的经营模式，可以实现较低的锂产
品加工成本，虽然公司毛利率随着
锂价的变化有所波动，但仍然保持
行业领先水平。公司通过对工艺、
设备、技术的不断革新，有效降低
单位成本、保持良好毛利水平。未
来，公司将继续依托上游资源优
势，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稳步提升
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内在价值、增
强竞争能力，同时还将推进降本增
效，沉着冷静应对市场变化。

据天齐锂业董秘张文宇介绍，
2023年，公司根据市场环境将泰利森
化学级锂精矿产品定价方式更新为：
按月参考全球四家主流报价机构

（Fastmarkets、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S＆P Global Platts和亚
洲金属网）平均报价且享有一定股
东折扣，调整后的产品定价方式更
贴近市场现货价格，从而提高了公
司对市场波动的适应能力，增强了
市场竞争力，并进一步优化了公司
的经营策略。

从行业趋势来看，卓创资讯碳
酸锂分析师韩敏华向《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2024年，国内碳酸锂供应能
力足以满足需求增量，碳酸锂基本
面整体宽松，但需注意因生产亏损
或其他突发事件导致的区域性减产
所造成短期的供应紧俏现象。

蒋安琪认为，“随着全球各国
对锂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行业新
技术的发展不断加强锂的应用，包
括应用领域、产品等多个方面都在
不断发展中。从需求来看，我们对
新能源行业的长期发展有信心。”

天齐锂业2023年锂精矿产量创历史新高
公司称对未来发展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