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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梁傲男

Wind数据显示，截至 4月 24日，
A股与H股的 29家上市乳企中，共有
21家公布了 2023年“成绩单”。总体
来看，21 家公司去年合计实现营收
2094.96 亿元，与 2022 年同期相比增
长 3.77%；合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4.33 亿元，同比下降
28.40%。

从财报来看，2023 年，大部分乳
企面临着经营压力和外部环境带来的
多重挑战。

5家实现营收净利双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全
国 牛 奶 产 量 4197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6.7%。但凯度消费者指数显示，国内
乳制品消费表现平平，2023年国内常
温乳品销售额同比降低 0.4%，低温乳
品销售额同比降低6.1%。

整体来看，上述21家乳企去年营
收总额超过2000亿元，但净利润总额
却在百亿元以下，上游原奶生产企业
的亏损成为拖累乳企净利润表现的主
要因素。多家原奶生产企业在年报中
提到，2023年面临“乳制品消费增速
慢”“奶价下行”“饲料成本高位运行”
等挑战。

从营收来看，上述21家乳企中有
14 家实现营收同比增长，其中，有 4
家公司营收增幅超过 10%；均瑶健康
增幅最大，为 65.71%。从净利润来
看，21家乳企中，净利润下滑的企业
达 14 家，多为原奶生产企业及奶粉
企业。

记者注意到，共有 5家乳企去年
实现营收、净利双增长。其中，燕塘乳
业、骑士乳业、阳光乳业3家区域乳企
业绩亮眼。

从资产负债率水平来看，上述 21
家乳企中有 4家资产负债率超 60%，
分别是优然牧业、健合集团、麦趣尔、
现 代 牧 业 ，其 资 产 负 债 率 分 别 为
71.65%、68.59%、66.81%、62.28%。

可以看出，增收不增利成为多数
乳企2023年的真实表现，奶粉企业仍
处于调整阶段，而多数原奶生产企业
仍未走出亏损的漩涡。

虽然上市乳企在 2023 年的整体
业绩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但在股东回
报方面，大部分乳企都有所行动。据

《证券日报》记者统计显示，21家乳企
中有 16家在发布年报的同时披露分
红预案，占比达 76.19%。其中，中国
飞鹤的分红比例维持在70%。

奶粉板块业绩承压

尼尔森 IQ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
婴幼儿配方奶粉全渠道销售额同比下
降了13.9%，其中线下渠道下滑17.5%。

“我们婴幼儿奶粉经销商的日子
过得颇为艰难，进店消费者数量一直
下降。”一位乳制品经销商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记者查阅多家上市乳企 2023 年

年 报 发 现 ，奶 粉 板 块 业 绩 普 遍 承
压。其中，中国飞鹤婴配粉业务、澳
优乳业羊奶粉及牛奶粉业务、蒙牛乳
业奶粉业务、健合集团的婴幼儿营
养与护理用品业务收入均有不同程
度的下滑。

对此，多数乳企表示，这主要是因
为新国标转型期间行业竞争加剧。

而从母婴零售渠道来看，爱婴室
的第一大业务是奶粉产品，2023年，
占公司总营收比重达 57%的奶粉业
务，营收同比减少12.23%。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2月份，新国
标正式实施，对婴配粉生产研发能力、
配方科学性等提出了更严格的标准。

在业内人士看来，伴随着新国标
的实施，母婴行业的调整也在加速，市
场集中度正在进一步提高，对于行业
头部企业而言，将迎来新的机会。

“婴配粉市场格局变化明显，市场
集中度进一步提升，落后产能正被逐
步淘汰，新的供求关系和销售渠道正
在形成。”中国农垦乳业联盟专家组长
宋亮对记者如此表示。

虽然奶粉企业去年业绩承压，但
奶粉企业的毛利率在整个乳业板块中
位居前列，中国飞鹤、健合集团、澳优
乳业三家公司位列销售毛利率前三。

另据记者观察，在存量竞争的市
场环境下，乳企纷纷主动调整战略，将
目光转向成人以及中老年奶粉市场，
深入挖掘全家营养赛道。同时，以稳
定市场价格、控制市场库存及发货等
方式规范市场秩序。

浦银国际分析师表示，在加强对
渠道与终端的管理后，多数乳企渠道
库存水平已大幅改善、品牌势能稳中
向好。

多家原奶企业亏损

相比奶粉企业，上游原奶生产企
业的日子更加艰难。受饲料成本增
加、原奶价格低位运行等因素影响，大
部分原奶企业仍处于亏损状态。

统计显示，在优然牧业、澳亚集
团、原生态牧业、中国圣牧、现代牧业
5家原奶生产企业中，除现代牧业、中
国圣牧保持盈利外，其他 3家公司均
出现亏损，其中，优然牧业亏损超过
10亿元，成为目前原奶生产企业中亏
损最多的公司，而原生态牧业成为净
利润下滑幅度最大的公司。

对于公司的业绩表现，优然牧业
表示，2023年，乳制品消费略显疲软，
奶牛养殖行业面临奶价下行、饲料成
本高位运行等严峻挑战。

澳亚集团在财报中表示，2023年
是奶牛养殖业十几年来最具挑战性的
一年。国内原料奶连续第四年增长超
过6%。受消费环境影响，去年乳制品
消费增速是十几年来最慢的一年，消
费者对价格更为敏感，乳制品制造商
之间价格竞争激烈。

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
家李胜利表示，国内原奶行业亏损面
已经超过 60%。因原奶保质期短，不
少牧场和保持收奶的乳企还会选择将
其喷粉，即将液体生鲜乳经过灭菌、喷
雾干燥等处理成奶粉的状态，延长保

质期。
而据记者了解，当前，原奶企业积

极求变，在放缓新牧场建设速度的同
时，还调整牛群结构，以求技术创新实
现突围。

现代牧业总裁孙玉刚对记者表
示，随着目前国内牛群数量持续下
降，以及新牧场建设的放缓，预计
2024年国内原奶供给端增速也会放
缓，核心是需求端增速不振。但区别
于以往，本轮原奶周期上行时，投建
牧场的大多为大型乳业集团或有实
力的养殖企业，其抗风险的能力较
强，因此行业产能调整速度并没有想
象中的快。

宋亮也对记者表示，2024 年行
业仍面临严峻考验，牧场要减少后
备牛的饲养比例、以更快的速度淘
汰不盈利的奶牛，行业才有望加速
迎来转机。

有乳企管理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尽管乳企走得并不轻松，但我国
乳业仍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一是
企业正不断调整产品结构以满足市场
需求；二是不断加强科技创新，建设创
新型乳业；三是注重以多元化发展谋
突围。

对于行业前景，蒙牛集团副董事
长卢敏放认为，虽然短期内国内乳制
品行业增长面临压力，但乳企仍需努
力给消费者带来更多价值。随着国内
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高，低糖低脂、零
添加、配方优化、营养强化等细分赛道
将成为乳企创新升级和竞争的新方
向。同时，渠道的多元化也将为乳企
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21家上市乳企去年净利总额合计不足85亿元
瞄准细分赛道谋突围 本报记者 马宇薇

4月24日，东宝生物披露2023年
年报。去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75
亿元，同比增长3.30%；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0亿元，同
比增长9.55%。

东宝生物表示，公司持续专注以
“天然胶原”为核心发展主线，构建了
协同发展、相互促进的健康产业格
局，在胶原行业形成了完善的产品布
局优势。

不断强化技术创新

2023年，东宝生物全力推动胶原
系列高附加值延伸品的开发，以产品
创新、品质提升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去年，东宝生物营业收入、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毛利率、净资产收益率、
人均效益等主要经营指标提升，经
营数据“飘红”，连续三年实现业绩
增长。

在经营向好的同时，东宝生物
不断强化技术创新，系统布局“天然
胶原”研发体系，加快高附加值胶原
项目开发与合作，推动成果转化，在
低脂奶油技术开发、羊绒制品、护发
等领域均开展应用研究，并取得较
好效果。

“东宝生物在2023年实现了稳健
的业绩增长，显示出公司在市场中的
稳定拓展能力，市场认可度和行业地
位逐步提升，整体运营效率和经济效
益不断提高。”艾媒咨询CEO张毅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业务结构方面，公司在To B端业务
和To C端业务领域均衡发展，有利
于公司稳固并进一步提升市场份
额。未来公司应持续加大创新研发，
加快产品更新迭代，更好地满足市场
需求。”

目前，东宝生物正逐步发展成为
以“医、健、食、美食”为主要业务领域
的大健康产业细分领域综合性企业
集团，同时大力开拓出口业务，2023
年出口业务收入4073.31万元，同比
增长67.54%。此外，公司加速提升
综合生产能力和产业链一体化延伸
能力，力争在To B端业务和To C端
业务领域占据更多市场份额。

“东宝生物将积极拓展医疗、医
药、医美产品及营养健康食品等行业
资源，开辟多维营销渠道，充分利用
公司上市平台、规模及品牌优势，持
续推进在‘医、健、食、美’领域的全面
布局，实现上下游产业链融合发展。

与此同时，公司将继续强化技术创
新，加快推进产品开发与成果转化，
进一步助推公司大健康战略的布局
落地，逐步实现长效规模效益。”东宝
生物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

全面推进大健康战略落地

东宝生物主营业务分为To B端
业务和To C端业务。在To B端业务
方面，主要包括明胶、代血浆明胶、空
心胶囊、胶原蛋白等，主要应用领域
包括药用辅料、医用胶原、保健品、
营养健康食品、美妆等；在To C端产
品方面，拥有以天然胶原蛋白肽为
基础成份的多品类营养健康品、美
妆产品，能够满足不断发展的健康
市场需求。

2023年，东宝生物聚焦主营业
务、全面推进大健康战略落地，以“延
伸产业链，打通供应链，强化创新链，
提升价值链，构建生态链”为目标，扎
实推进明胶、胶原蛋白、空心胶囊等
系列主营业务的深度发展。

据介绍，东宝生物紧抓市场机
遇，2023年完成首单可转债业务的发
行工作，融资4.55亿元，用于实施“新
型空心胶囊智能产业化扩产项目”。
控股股东国恩股份基于对东宝生物
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和未来发展前
景的高度认可，全额参与优先配售，
全力支持企业发展。

此外，控股子公司益青生物“新
型空心胶囊智能产业化项目”已于
2024年3月份顺利投产。

“上述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增强
空心胶囊业务的供应保障能力，提升
市场地位，形成更好的产业链协同效
应。”上述东宝生物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司将积极发挥上市公司资本运作
平台优势，依托胶原产业，纵向延伸
产业链，强化在下游空心胶囊领域的
布局，培育销售渠道，切入私域流量
端口，形成一体化经营，为公司在大
健康领域的长足发展打下坚实基
础。同时将集中优势资源，加快推进
超低内毒素明胶的产业化、全力推进
药典二部明胶（代血浆明胶）/超低内
毒素明胶在医疗（药）等高附加值领
域的深度应用，争取打造新的业绩增
长点。”

东宝生物表示，公司将以控股股
东国恩股份“一体两翼”发展战略为
核心指导，强化健康板块融合、加快
推进核心业务的多区域布局，实现协
同合作、融合赋能，推动业务布局新
突破，持续深化推进大健康产业跨越
式、高质量发展。

积极打造大健康产业新高地
东宝生物去年实现营收9.75亿元

本报记者 马宇薇

4 月 24 日，蒙草生态披露 2023
年年度报告。去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18.94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4亿元，同比增长58.68%。

蒙草生态表示，2023年，公司围
绕未来发展规划和年度经营目标，坚
持科技创新引领企业发展的模式，加
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强生态修复业务
的市场拓展和风险控制，加快草种、
草业、草原碳汇业务拓展。加强内部
控制管理，降本增效、实现了健康有
序的发展。

作为一家生态修复企业，科技创
新是蒙草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
素。2023年，蒙草生态研发投入1.77
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9.36%，近
三年公司累计研发投入已达 5.55亿
元。

蒙草生态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邓
一新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去年，
公司以‘提高优质饲草国产替代率，
创新乡土草生态修复中国模式’为目
标，坚持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同
时围绕内蒙古自治区三北工程三大
战役的开启，加快新业务布局。”

多年来，蒙草生态高度重视并投
入大量资金用于提高生态修复智能
化装备水平，通过自研、改造、引进等
多种方式，已形成涵盖踏勘、动力、耕
整、播种、养护、数字化监管等环节的
全流程智能化作业体系。

“蒙草生态科研以应用为导向，
针对我国优质饲草短缺，对外依存度
高，生态修复无种可用的问题，着力
解决草种培育、良种扩繁与高效利
用。公司将积极参与重大科技专项
研究，创新研发平台实体化运营，不
断推动种业科研应用转化和生态修
复技术的创新发展，实现绿色生态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邓一新表示。

依托科技创新优势，蒙草生态在
生态修复、种业、草产业等主要业务
领域持续发力，积极布局，多项技术
创新已投入应用。

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常务副会
长兼秘书长杨文斌表示：“蒙草生态
依托乡土种源保障及生态大数据导
航，通过创新研发机械、装备、技术，
集成荒漠化治理技术体系、示范与推
广等，为草原、荒漠、矿山、废弃地治
理、沿黄流域生态保护、海绵城市及
绿地建植，给出了因地制宜的生态解
决方案。在实践过程中，蒙草生态通
过以自主研发为主，以联合开发、引
进引用为辅等多种方式，研发新机
械、新装备、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已有1000多台机械设备服务于草原
生态修复和防沙治沙工程中，在应用
机械装备修复草原、防沙治沙等方面
起到了引领作用。”

面对生态修复行业历史性发展
机遇，蒙草生态从乡土种源保障、智
能装备全流程应用、创新产品和荒漠
化治理集成技术推广等多方面入手，
助力三北工程三大战役精准实施。

蒙草生态已建成“保育繁推一体
化”运营体系，能够保障大规模生态
修复用种的需求。公司建立了国家
林草种质资源库内蒙古分库、国家重
要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库。去年，蒙草
生态已新建成3000平方米智能立体
种子库，已储存超2500吨种子，其中
治沙用种20余种、近1800吨，超市场
流通半数以上。

蒙草生态表示，公司将全力推动
科技创新赋能草业发展。依托草创中
心汇聚国内外草业尖端人才，整合行
业优势资源，开展优质草品种培育、草
种产业化制约技术攻关，致力于提高
优质饲草国产化率，创新乡土草生态
修复中国模式，通过技术攻关，把更多
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到防沙治沙等领
域，打造草产业第二增长曲线。

科技创新持续赋能
蒙草生态去年扣非净利同比增长超58%

本报记者 李立平

近日，嘉泽新能发布年报称，2023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03亿元，同比
增长30.53%；实现净利润8.03亿元，同
比增长37.90%。

嘉泽新能董事长陈波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业绩实现
较好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在公
司发展战略规划的指引下，成功实现业
务模式转型升级。2023年，公司五大
业务板块之间相互协同、相互促进，已
形成一个成熟完整的业务形态，大大促
进了公司各项业务的快速发展。2023
年，公司风电装机容量增加，风电项目
发电量、部分地区平均电价均高于上年
同期，以及“新能源电站开发—建设—
运营—出售”板块的增长促进了公司业
绩增长。

根据嘉泽新能公布的信息，公司自
“十四五”开始，在新能源发电单一业务
板块的基础上向目前的新业务模式进
行战略转型，至 2023 年，公司已形成

“新能源电站开发—建设—运营—出
售”、新能源电站运维管理服务、屋顶分
布式光伏、新能源产业基金、新能源装

备制造产业园区建设五大业务板块协
同发展的业务形态。

根据年报，2023年，嘉泽新能在黑
龙江、广西、内蒙古共取得风电项目核
准1270MW，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公司全年完成发电量
51.0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5.75%；公
司新能源发电业务实现收入 22.84 亿
元，同比增长30.44%。

在“新能源电站开发—建设—运营
—出售”业务板块，嘉泽新能2023年顺
利完成谭庄子 50MW风电项目和顺博
100MW光伏项目的出售工作，实现投
资收益7062.70万元。

在新能源电站运维管理服务方面，
截至 2023年底，嘉泽新能运维管理服
务的电站规模已达2.86GW。公司通过
提供“全生命周期、全业务范围、全供应
链条”的资产管理综合解决方案，为客
户提升新能源发电资产的运营效率、降
低运营成本，增加发电收入。去年，公
司管理的 7个电场被中电联评选为优
胜风电场。

同时，截至 2023 年底，嘉泽新能
分布式屋顶光伏项目累计并网已达
74 个 ，容 量 143MW，实 现 业 务 收 入

3617.19万元；由公司风能开发产业基
金投资的 60MW分散式风电项目顺利
完成了资本退出，收回投资 1760.91
万元；由公司与中国中车合作，在黑
龙江鸡西市投资建设的鸡东县新能
源装备制造园区，公司与金风科技合
作，在广西柳州市投资建设的柳州市
北部生态新区零碳新能源智慧装备
产业园，都已相继投产运营。由此，
2023 年，嘉泽新能屋顶分布式光伏、
新能源产业基金、新能源装备制造产
业园区建设等业务板块也取得快速
发展。

陈波表示，公司新能源电站和屋
顶分布式光伏项目的持续开发和规模
快速增长，为公司电站出售业务的持
续开展奠定了基础，也为电站运维业
务带来了持续增量；而公司新能源产
业基金业务使嘉泽新能既可以通过开
发基金储备项目资源、扩大资产规模，
也可以将新能源电站出售给产业基
金，还可以为基金持有的电站提供运
维管理服务；同时，公司新能源装备制
造产业园区建设业务，不但增强了公
司的项目开发和获取优势，而且通过
形成新能源产业链上下游联动，降低

了投资成本，提升了项目收益，也带动
了新能源电站运维管理服务不断向深
度和广度拓展。目前，公司五大业务
板块之间相互协同发展，已成为公司
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北方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晓
凤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
的逐步提升，也将加大对用电的需
求。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算力
的支撑，而算力的发展需要大量电力
的支持。我国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汽车
等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对嘉泽新能
形成利好。

此外，嘉泽新能2021年、2022年分
别现金分红2.43亿元和1.95亿元，2023
年拟现金分红 2.68亿元。公司自上市
以来每年现金分红回报投资者，累计现
金分红已超10亿元。

陈波表示，公司之所以能构建五大
业务板块协同发展的新业务运营模式，
是源于公司多年耕耘、对行业发展的深
刻理解。2024年，嘉泽新能将进一步
把握行业发展机遇，做强公司，并增进
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认同感，以优异的
业绩回报投资者。

五大业务板块相互协同
嘉泽新能2023年营收净利双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