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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谢 岚 见习记者 梁傲男

Wind数据显示，截至 4月 25日记者发稿，A
股与 H 股的 9 家啤酒上市公司中，除*ST 西发
外，其余 8家公司的 2023年业绩均已揭晓。上
述 8家公司去年合计实现营收 1574.88亿元，同
比增长8.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
计 181.61亿元，同比增长 9.59%。其中，有 6家
啤酒企业去年实现营收、净利润双增长。

整体来看，当前啤酒市场呈现寡头化格局，
各企业错位竞争，差异化优势显著，高端化成绩
亮眼。

仅一家亏损

据中国酒业协会数据，2023年全国啤酒行
业实现总产量 3789万千升，同比增长 0.8%，实
现销售收入 1863亿元，同比增长 8.6%；实现利
润总额 260亿元，同比增长 15.1%，利润增幅继
续跑赢产量和销售收入增幅。

从 2023年啤酒企业财报来看，国内五大头
部啤酒品牌贡献了绝对力量。华润啤酒、青岛
啤酒、重庆啤酒、燕京啤酒、珠江啤酒去年营收
分别为 389.32 亿元、339.37 亿元、148.15 亿元、
142.13 亿 元 和 53.78 亿 元 ，同 比 涨 幅 分 别 为
10.4%、5.49%、7.66%、5.53%和9.13%。上述5家
企业合计实现营收1072.74亿元，净利润总额为
120.26亿元。

在8家已披露年报的啤酒企业中，仅兰州黄
河 2023年陷入亏损，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2.41亿元，同比下滑 9.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4672.07万元，同比下滑59.76%。

作为一家区域性品牌啤酒生产企业，兰州
黄河主要从事“黄河”“青海湖”双品牌系列啤
酒和“黄河”系列麦芽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啤
酒和麦芽的产销占到公司主营业务的 90%
以上。

兰州黄河表示，2023年，公司麦芽产品成本
高企，市场竞争力不强，议价能力较弱，再加上
公司啤酒主业自用量减少，无法有效拉动麦芽
销售，造成报告期内公司麦芽产销量和销售收
入同比均有所下降。

“由于兰州黄河规模偏小且销量有限，其在
实现盈利的道路上困难重重，目前尚未观察到
企业业绩有改善的趋势。”啤酒行业专家方刚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外，百威亚太因去年四季度在中国、韩国
等重要市场销量下滑，2023年，公司净利润8.52
亿美元（约61.34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6.68%。

纷纷发力高端化

2023年，青岛啤酒、重庆啤酒、燕京啤酒、百
威亚太等多家企业的啤酒业务销量均只有“个
位数”的小幅上涨。在增量市场难以开拓之时，
如何在存量市场寻求新增长，已成为啤酒企业
持续关注的课题。

在此背景下，2023年，啤酒企业不遗余力地
推进高端化产品建设，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多家
企业高档、中高档啤酒营收占比已达六成以上。

从高端啤酒销量来看，2023年，华润啤酒次
高档及以上啤酒销量同比上升18.9%，青岛啤酒
中高端以上产品销量同比增长10.5%，重庆啤酒
高档产品营收同比提升5.18%，燕京啤酒中高档
产品营收同比提升 13.32%，珠江啤酒高档啤酒
产品销量同比增长 15.96%。此外，百威亚太高
端及超高端产品收入均达到双位数增长。

高端啤酒有着更高毛利的属性，带动啤酒
企业业绩不断提升，预计将持续抬升各厂商的
盈利水平。某啤酒企业管理层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过去一年，尽管行业出现了消费总量收
缩和消费分化等趋势，部分消费者变得更加理
性，转而追求性价比，但行业高端化趋势并未被
市场变化打断。

百威亚太首席执行官兼董事会联席主席杨
克在业绩会上表示，中国啤酒市场中低端销量
有所下滑，但高端和超高端啤酒市场增长依然
非常好。2024年，百威亚太将延续高端化战略，
继续追求高质量增长。

华润啤酒董事会主席侯孝海也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2023年，公司次高档及以上产品
的占比已达到 22%。”据了解，在华润啤酒的高
端市场规划中，已将雪花纯生、喜力和 superX蓝
瓶定为前三个销量目标破百万吨的品牌。

白酒行业分析师、知趣咨询总经理蔡学飞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啤酒产业正在从价格
导向的工业淡啤向着以风格、口感为特色的精
酿、原浆、白啤、黑啤等多元化方向发展，而且随
着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者对高品质啤酒
的需求不断走强，带动了整个啤酒行业高端化
的发展。

方刚对记者表示，目前啤酒五大巨头在高
端化方面的战略和行动比较一致，但不同企业
的高端化进程和速度不太一样，头部企业高端
化速度更快。而在市场层面存在高端化和性价
比之间的矛盾，对企业来说是一个考验。

方正证券研报显示，我国啤酒结构升级空
间仍充足，同时啤酒行业龙头已达成“高端化高
质量发展+盈利诉求”的共识，在“产品+渠道+区
域”端持续推动啤酒行业升级的举措下，我国啤
酒行业高端化已具备韧性。

“啤酒高端化是消费升级与企业发展的共
同结果，但中国高端啤酒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
国产啤酒品牌价值感有待提升，面临消费者教
育、品类创新、品质推广及购买习惯等多重挑
战，同时面临着外国啤酒巨头的竞争，市场仍需
长期培育。”蔡学飞表示。

啤酒业上市公司年报盘点：
6家营收净利双增长
高端化脚步不停

本报记者 李 婷

同花顺 iFinD数据显示，截至 4
月25日，A股锂电池板块32家企业
中，已有 22家披露了 2023年业绩，
其中 12家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9家企业实现归母净利润同
比增长。

整体来看，22家企业去年营收
合计 6151.8亿元，其中，宁德时代、
亿纬锂能、国轩高科三家头部企业
的营业收入合计 4858.1亿元，占比
达78.97%。从年报数据来看，锂电
池板块市场集中度高，头部企业维
持较高研发投入，保证市场竞争
力，盈利能力领跑行业。

竞争格局高度集中

数据显示，已披露年报的 22
家锂电池企业去年归母净利润
合计 531.17 亿元，而宁德时代单
家 公 司 的 盈 利 就 达 到 441.2
亿元。

从净利润增幅方面来看，头
部企业依然遥遥领先，国轩高科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201.28%，宁
德时代增幅为 43.58%，亿纬锂能
增幅为 15.42%。

工信部披露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锂电池产业保持增长态
势，据测算，全国锂电池总产量超
过 940GWh，同比增长 25%，行业总
产值超过1.4万亿元。

另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
创新联盟数据，2023年，我国动力
和其他电池合计产量为778.1GWh，
同比增长42.5%，其中动力电池累
计销量为616.3GWh，占比84.5%。
2023年，52家动力电池企业实现装
车配套，较2022年同期减少5家，前
3家、前5家、前10家动力电池企业

动力电池装车量分别为305.5GWh、
338.6GWh和375.3GWh，占总装车
量的比重分别为78.8%、87.4%和
96.8%。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在国内
的使用量持续遥遥领先，分别占比
41.11%和27.21%。

科方德智库研究负责人张新
原对《证券日报》表示，2023年，锂
电池行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来
自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持续增长、
储能市场的快速发展、技术进步
和成本降低等多个方面，这些因
素共同推动了锂电池行业的高速
增长，使得行业整体呈现高度集
中的竞争格局，宁德时代、亿纬锂
能、国轩高科三家头部企业的营
业收入占据了大头，预计 2024 年
竞争将更加激烈，行业将面临更
大 挑 战 ，但 同 时 也 将 有 更 多 的
机会。

黄河科技学院客座教授张翔
也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锂电池
行业整体保持了高度集中的竞争
态势，而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动力
电池头部企业主要受益于全球新
能源汽车行业销量持续增长，同时
亦受益于每辆车平均电池容量的
增加。

在业内看来，锂电池行业集中
度将持续提高，规模效益不明显、
技术水平低的企业将被淘汰整合，
中国电池企业的竞争力将进一步
加强。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在各家企业产能释放以及供
需变化的背景下，2023年，锂电池
降价成为主流趋势。GGII（高工锂
电）预计，2024年锂电池产业链主
要环节产品价格将在去年基础上
再有5%至15%的降价幅度，锂电池

成本将在现有基础上再下降 0.03
元/Wh至0.06元/Wh。

在此背景下，锂电池企业持续
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据《证券日
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上述 22家锂
电池企业中，有18家企业的研发投
入占比超过 4%，其中，派能科技为
11.68%，珠海冠宇为 10.05%，国轩
高科为 8.76%。从金额上看，宁德
时代以 183.6 亿元的研发投入居
首，亿纬锂能以 23.7亿元的研发投
入紧随其后。

张新原表示，各锂电池企业

为了应对行业挑战，将研发资金
投入到提高电池能量密度、降低
成本、提高安全性等方面。在产
能大量释放的背景下，企业需要
不断创新和改进技术，以提高产
品质量和降低成本，适应市场需
求。同时，企业还需要加强供应
链管理，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
效率，以应对市场竞争和产能过
剩的问题。

总体来看，锂电池行业在未
来几年的竞争趋势将会非常激
烈，但同时也将会有更多的机会

和挑战。
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张翔表

示，电池材料将进一步创新，性价
比更高的材料将获得市场。电池
结构将持续优化，如弹匣电池等，
甚至出现一体化电池，使得成本大
幅度降低，能量密度提高。此外，
更高能量密度的固态电池也呼之
欲出。

有业内人士表示，未来出口将
成为国内锂电池企业发展的一个
亮点，在成本领先优势下，中国电
池行业具备全球竞争力。

22家A股锂电池公司去年营收合计超6151亿元

本报记者 王 僖

综合 2023 年年报和 2024 年一
季报数据来看，轮胎产业链相关上
市公司呈现出了强势复苏、持续向
好的发展态势。

4 月 25 日 ，玲 珑 轮 胎 交 出 了
2023 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376.88%、
2024 年 一 季 度 净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106.32%的亮眼答卷。公司表示：

“去年以来，随着全球汽车产业链复
苏叠加出行活动恢复，轮胎需求回
暖，轮胎企业产销两旺，行业景气度
不断提升。”

下游需求持续复苏

2023年，随着经济运行整体向
好，国内外需求稳步复苏，轮胎行业
面临较好的发展机遇。在此背景
下，轮胎行业上市公司大多在去年

取得了较好的业绩表现。
截至4月25日，A股8家轮胎行

业上市公司中，已有 5 家披露 2023
年年报，相关公司去年在营收、净利
润等关键经营数据上均有大幅度的
增长。其中，玲珑轮胎以营业收入
201.65 亿元和净利润 13.91 亿元暂
列榜首。

综合来看，轮胎行业之所以能
够实现较好业绩，一方面是在下游
需求复苏的背景下，无论是内销还
是出口，都较2022年有强势恢复，特
别是去年国内轮胎出口的火爆程度
远超预期，使得中国轮胎在海外市
场占有率不断提升。另一方面，
2023年天然橡胶、合成橡胶、炭黑等
原材料价格均较 2022年有所下降。
原材料价格的相对低位，使得轮胎
企业成本端压力有所缓解。

轮胎模具龙头豪迈科技披露公
告称，去年实现净利润 16.12亿元，

同比增长 34.33%，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 16.05 亿元，同比增长 1.89
倍。豪迈科技方面表示，2023年公
司轮胎模具业务营收快速增长，截
至目前该业务订单饱满。

不过，进入2024年，天然橡胶和
炭黑等轮胎主要原材料价格呈现持
续上涨态势，轮胎企业成本压力攀
升，3月份和 4月份，轮胎行业掀起
一轮涨价潮。

卓创资讯轮胎行业分析师郭娟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一季
度轮胎行业整体仍延续高景气，展
望二季度，轮胎市场进入传统淡季，
原料价格虽呈高位回落趋势，但整
体仍处较高水平，轮胎成本及盈利
表现或承受一定压力。”

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在行业保持高景气度的同时，

整个轮胎产业链向绿色、低碳、可持
续化发展升级的脚步也在提速。

根据玲珑轮胎年报，公司于
2023年推出可持续材料占比超80%
的环保概念胎，为国内首家推出该
比例可持续环保概念胎的企业。该
产品使用了各种植物油和树脂的可
再生资源以及再生钢、回收炭黑等
可回收材料，噪音性能和滚阻性能
均达到最高等级A等级。

前不久，赛轮集团在第十九届
中国橡胶年会上也发布了两款高比
例可持续材料轮胎，即可持续材料
占比达到 75%的轿车轮胎和可持续
材料占比达到 80%的卡车轮胎。同
时，赛轮集团还正式发布其可持续
发展目标：轮胎产品中的可持续材
料含量在 2030 年提高到 40%，在
2050年提高到100%。

橡胶助剂龙头企业阳谷华泰 4
月 16日启动了全新项目，将使用农

作物秸秆、玉米芯及造纸工业废弃
物等提取的木质素，打造新型生物
基橡胶助剂产业，即用生物基材料
替 代 石 油 基 材 料 用 于 橡 胶 助 剂
领域。

阳谷华泰董秘王超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双碳”目
标下，对轮胎行业的整体绿色化升
级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除了在材料上下功夫，轮胎产业
链也在大力追求提升绿电比例。大业
股份今年3月份公告称，公司申报的
合计200兆瓦的风电项目正式获批，
该项目建成后，一年可合计发电超5
亿度，大幅提升公司的绿电比例。

大业股份董秘牛海平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项目建成投用后，
不仅将极大降低公司的生产成本，
更重要的是将助力公司加速打造大
业‘零碳’园区，引领行业绿色低碳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需求回暖成本下降
轮胎企业去年业绩整体向好

本报记者 邬霁霞

上市公司2023年年报披露接近
尾声，截至记者发稿，A股主营宠物
业务的上市公司中，除源飞宠物、依
依股份外，其余 5 家均已披露 2023
年业绩。受海外市场波动影响，各
公司之间业绩分化较明显。

业绩呈现两极分化

4 月 24 日，佩蒂股份发布 2023
年年报，公司去年实现营收 14.11亿
元，同比下降18.51%；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09.11 万元。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受到海外市
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的影响，公司
2023年前三季度，每单个季度同比
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特别是一季
度海外ODM（贴牌）业务收入处于历
史低位。从全年总体走势看，每个
季度的指标都在持续改善，第三季

度公司开始恢复到盈利状态。”
此外，天元宠物2023年营收虽

然实现同比增长，但盈利也出现下
滑。年报显示，公司去年实现营业
收入20.37亿元，同比增长7.96%；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676.71
万元，同比下降40.33%。

细看上述公司的营收结构可以
发现，海外业务失速是其业绩承压
的重要原因。科方得智库研究负责
人张新原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国内宠物上市公司虽发展迅速，但
多以代工业务起家，营收方面较为
依赖海外业务。2023年海外宠物市
场仍处于去库存周期，对海外业务
依存度高的上市公司受冲击较大，
业绩也随之出现下滑。”

相较之下，乖宝宠物、中宠股
份、路斯股份则实现了营收、净利双
增长。其中，乖宝宠物营收增速最
快，2023 年公司实现营收 43.27 亿
元，同比增长27.36%；中宠股份净利

增速最快，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2.33亿元，同比增
长 120.12%。对于业绩增长的主要
原因，上述公司均表示，主要是由于
内销、自有品牌收入增加，出口业务
回暖等。

国内业务渐成增长驱动力

据目前已披露的年报数据显示，
佩蒂股份的海外市场收入占比最高，
达 75.23% 。 其 次 为 中 宠 股 份
（71.03%）、路斯股份（65.56%）、天元宠
物（55.25%）、乖宝宠物（33.83%）。由
此可见，海外市场的波动极易影响到A
股宠物行业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

为减少海外市场波动带来的影
响，A股宠物行业上市公司加快了国
内市场的开拓。

路斯股份年报显示，公司 2023
年实现境内营收 2.82亿元，同比增
长 51.27%。相比之下，境外营收仅

同比增长14.22%。乖宝宠物年报显
示，2023年公司境内营收达28.63亿
元，同比增长39.38%，占公司营业收
入的比重达到66.17%。

除上述两家公司外，其余3家宠
物上市公司去年境内销售亦有不同
程度增长。其中，天元宠物 2023年
境 内 收 入 9.1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0.37%。佩蒂股份、中宠股份的境
内收入同比增幅分别为 26.93%、
20.40%。

天元宠物相关人士表示：“随着
近些年我国宠物产业的较快发展，
公司也积极加强国内市场的拓展，
制定了线上与线下并重的销售模
式，并在宠物用品的基础上，积极拓
展宠物食品业务，以更好地开拓境
内销售渠道。”

佩蒂股份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公司产品出口占比较大，但国内
市场营收规模的年均增速高于国外
市场，国内市场营收占比呈上升趋

势，未来将成为公司业务的核心增长
点。”

我国宠物行业市场规模呈现稳
步上升态势。《2023年中国宠物行业
白皮书》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城镇
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2793
亿元，比 2022年增长 3.2%，2012年
至2023年复合增长率为21.2%。

在此背景下，加速布局国内市
场，加大自主品牌打造已经成为众
多宠物企业的共识。广东省畜牧兽
医学会宠物分会副秘书长范志聪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国内宠
物企业不断崛起，加之‘国潮’驱动
下中国年轻消费者对国产品牌好感
度持续增加，国内宠物品牌在中国
宠物市场的份额正在稳步攀升。伴
随着国内市场的高速增长，宠物上
市公司需要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和消
费者需求，加强技术创新和服务质
量提升，以适应行业发展趋势并保
持竞争优势。”

宠物行业上市公司2023年业绩分化
加速布局国内市场成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