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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昱丞

万科的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以下简称“深超
总”）地块有了出让结果。

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5月27日公告显示，万科
转让的深超总T208-0053宗地使用权由深圳地铁集
团（以下简称“深圳地铁”）和深圳百硕迎海公司（以下
简称“百硕迎海”）以挂牌价22.35亿元联合竞得。该
地块土地使用期限30年，现剩余23年7个月，主要用途
为商业办公及酒店，且要求自持70%。

此次参与接手万科深超总地块的两方均有国资
背景。天眼查APP信息显示，深圳地铁作为万科的大
股东，由深圳市国资委100%控股；百硕迎海由深圳市
大沙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100%持股，而后者最终由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深圳市南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控股。

万科方面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此次交易是公
司坚决落地瘦身健体一揽子方案的举措之一。交易
完成有助于减少非主业资产对资金的占用，聚焦资源
做好、做强三大主业。深圳地铁参与竞得项目土地使
用权，体现了大股东以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真金白
银支持万科。

这不是深圳地铁第一次以真金白银支持万科。4
月30日，万科旗下中金印力消费REIT在深交所上市，
发行规模32.6亿元，其中深圳地铁作为初始战略投资
人，认购份额近30%，金额约10亿元，是迄今为止国内
国资体系对消费类REITs认购金额最大的一笔投资。

在万科2023年度股东大会上，深圳地铁董事长辛
杰说，作为万科的长期股东，深圳地铁的态度和立场
一直没有变，会一如既往支持万科的良性发展，不会
因市场波动而动摇。深圳地铁与万科的其他合作项
目，都在以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积极谋划和推进，
一旦落地，将予以公告。

此次深超总地块的转让，为万科“回血”超20亿
元。而除了转让资产以外，万科近期还通过质押股
权、抵押项目等方式进行融资。

5月24日，万科公告称，公司作为主债务人与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分别从银行共计申请
贷款人民币77.84亿元，期限为42个月。万科全资子
公司深圳易理、深圳中科万信以持有的项目地块为相
关贷款提供担保。此外，万科作为借款人向银行申请
贷款人民币10亿元，其全资子公司万众育鸿以持有的
不动产资产为借款提供相应抵押担保。

据公告，在最新担保发生后，万科及控股子公
司对外担保总额将为 472.05亿元，较 4月底增长
186.23亿元。

除此以外，5月份万科通过质押旗下万纬物流股
权获得了招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200亿元银团贷款。

“能够获得大规模贷款反映了银行和市场对万科
信用和偿债能力的信心，这有助于提升投资者对万科
的信心。”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万科再获大股东支持
深圳地铁参与接手万科深超总地块

本报记者 曹 琦

5月27日，据生意社数据监测，生猪基准价为16.23
元/公斤，与本月初（14.85元/公斤）相比上涨了9.29%。

近期国内生猪价格持续走高，数据显示，5月份
以来生猪价格显著上行，5月 24日为 16.75元/公斤，
较4月末上涨12.95%。

卓创资讯生猪分析师王亚男告诉《证券日报》记
者：“进入 5月份后，生猪价格呈上涨态势，此轮上涨
主要受二次育肥影响，且北方产能缩减、标猪紧缺现
象较为普遍。”

有专家分析，近期生猪市场因产能缩减导致供应
趋紧，特别是在北方地区，养殖端的压栏动作推高了
价格稳定性。

王亚男对记者表示，因能够更好地掌握行情和出
栏节奏，现在养殖户更偏向短线操作。相比母猪及仔
猪补栏周期较长，风险随之提升，二次育肥操作更加
方便，“今年北方已进行至少两轮的二次育肥集中补
栏，相比往年明显增多。”

近期，随着饲料成本的下降，养猪成本也在降
低。数据显示，最近一周（5月20日至5月26日）猪料
比相比上一周下滑0.62%。

“猪饲料环节的投入包括玉米、小麦、麸皮、粕类
及添加剂等，一般而言，饲料成本占生猪养殖成本的
比例约为60%。”正邦科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生猪
养殖行业格局不断重塑，行业规模红利已转变为成本
红利，微利时代的到来凸显成本竞争在行业竞争中的
地位。

国投安信期货研报显示，目前养殖企业生猪完全
养殖成本或在 15元/公斤左右，其中行业龙头牧原股
份4月份生猪完全养殖成本为14.8元/公斤，温氏股份
4月份生猪完全养殖成本为14.4元/公斤。

牧原股份此前表示，今年全年平均生猪养殖完全
成本目标为 14元/公斤，希望年底能降到 13元/公斤，
与去年全年平均成本相比，有 2元/公斤的下降空间，
其中原粮价格下降带来的饲料成本下降能够贡献约
1元/公斤，养猪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成本下降约1元/
公斤。

有专家表示，随着二次育肥补栏活动增加，同时
由于养殖企业标猪出栏有限，短期内生猪价格可能维
持强势。预计随着产能去化效果显现以及养殖成本
的下降，未来 3个月至 5个月生猪养殖行业有望保持
盈利状态。

王亚男认为，由于6月份或陆续有二次育肥猪出
栏，使得供应短时增加，猪价上涨幅度受限，局部或出
现暂时止涨回落现象。此外，由于部分南方猪源或调
往北方市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平抑猪价上涨幅度，
预计到今年四季度时均价或在 18元/公斤至 19元/公
斤徘徊。

多家养猪企业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养猪
行业景气度将提升。一家头部猪企相关负责人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我们今年主要精力在提升产能利
用率这一部分。”

5月份以来生猪价格显著上行

本报记者 李如是

5月27日，云南白药发布公告
称，陈发树、路红东、陈焱辉三名董
事辞职。辞职后，陈发树和陈焱辉
不再担任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
任何职务，路红东辞职后则仍担任
公司党委副书记。

其中，陈发树及其子陈焱辉
的离职颇受关注。2017 年，由陈
发树作为实控人的新华都，成为
云南白药“混改”时引入的重要
战略投资者。2018年至 2019年，
云南白药吸收合并控股股东完
成整体上市。陈发树于 2019年 8
月份正式出任云南白药联席董
事长。

云南白药 2024 年一季报显
示，新华都持有云南白药 24.25%
的股份，陈发树持有 0.7%的股
份。对于三名董事离任对公司的
影响，《证券日报》记者致电云南白
药，但未能得到回应。

2023 年以来，云南白药高管
变动频频。在人事变动过程中，云
南白药能否保持公司的稳定与持
续发展？下一步棋又该如何走？

高管变动频频

此次公告同时显示，云南白药
股东云南省国有股权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推荐郭昕、股东新华都推荐
游光辉及上官常川，3人被提名为
云南白药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

2023 年以来，云南白药高管
层变动频频，引发市场关注。

2023年 3月 7日，被业界誉为
公司“灵魂人物”的云南白药原董
事长王明辉宣布因个人原因辞去
在公司董事会及在下属公司的一
切职务。

王明辉辞任后，公司多位与其

同时期的骨干也相继离职。2023
年3月15日，王锦申请辞去公司首
席销售官、高级副总裁以及在云南
白药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一切职
务。今年2月份，尹品耀申请辞去
公司首席运营官、高级副总裁以及
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一切职
务；余娟申请辞去公司首席人力资
源官以及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的一切职务。

与此同时，云南白药也引入
“新鲜血液”。2023年 3月 13日，
云南白药第十届董事会聘任赵英
明担任公司首席商务官、高级副
总裁。今年 2 月 24 日，云南白药
股东大会选举张文学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董事长。资料显示，张
文学历任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至此，云南
白药董事长一职时隔近一年时间
才尘埃落定。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
柏文喜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对于高管频频变动的云南白药而
言，最重要的是保持公司的稳定与
持续发展，以及维护其品牌声誉和
消费者信任。作为一家历史悠久
的制药企业，云南白药的品牌形象
和市场地位都是经过多年积累形
成的，因此，维护这些核心价值显
得尤为重要。”

培育新业务增长点

因人事变动等因素，云南白药
近期受到多家机构频繁调研，公司
未来发展方向成为投资者关注的
焦点。

根据调研记录，云南白药表
示，2023 年云南白药牙膏国内市
场份额 24.60%，继续保持市场份
额第一，但较去年上半年25%的市
场份额略有下降。

海南博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邓之东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云南白药牙膏系列产品曾
经是公司业绩增长的引擎，但近年
来营收增长明显放缓，市场份额已
经接近‘天花板’。在激烈的竞争
环境里，传统中药不进则退，云南
白药也必须积极投入研发、保持竞
争力。”

云南白药新任董事长张文学
在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
表示，2024 年，公司将紧紧围绕

“大健康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的
战略定位，持续深耕“药”这个产
业根基，推动各项业务聚焦于云
南白药集团在大健康产业的优势

领域，不断强化行业领先地位，在
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同时科
学、审慎、有效地推进新业务增长
点的打造。

对于新业务的探索，云南白药
也在与投资者交流时表示：“2023
年，公司重组新兴业务板块，包括
滋补保健品事业部、美肤事业部、
医疗器械事业部。”如今，保健品、
医美等市场已经逐渐从蓝海变为
红海，云南白药的新业务能否成长
为新的业绩引擎仍待观察。

5月 24日，云南白药宣布，全
资子公司云核医药（天津）有限公
司适用于前列腺癌的创新核药

INR101 注射液Ⅰ/Ⅱa 期临床试
验，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
医院完成首例健康受试者入组及
给药。

核药为一种利用放射性同位
素标记的药物，通过放射性同位
素的辐射来进行医学诊断和治
疗，已成为现代医学领域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工具之一。邓之东认
为，核药的研发和生产需要高度
的技术水平和严格的质量控制，
这对于中药企业来说是一个跨赛
道的领域，充满挑战和风险，需要
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进行
研发和学习。

云南白药董事会变阵 三名董事辞职

本报记者 徐一鸣
见习记者 张文湘

国内汽车零部件企业正迎来
“扩产潮”。

5月 27日，凯众股份披露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
案。根据预案，公司拟募集不超过
3.08亿元资金，其中 2.18亿元投入
南通生产基地扩产项目（以下简称

“南通项目”），其余 9000万元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

除凯众股份外，国内多家汽
车零部件企业近期也纷纷发布扩
产动向。业内人士认为，汽车行
业 正 经 历 电 动 化 、智 能 化 的 深
刻 变 革 ，国 内 汽 车 产 业 链 也 正
构建新的体系，汽车零部件企业
纷纷扩产，使得未来行业竞争更
趋激烈。

公开资料显示，凯众股份主要
从事汽车底盘悬架系统减震元件
和操控系统轻量化踏板总成的设
计、研发、生产和销售。

2023 年，凯众股份实现营业
收入 7.39 亿元，其中减震元件和
踏 板 的 收 入 分 别 为 4.46 亿 元 和
2.67 亿元。本次南通项目的建设
期为 3 年，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
产聚氨酯减震元件 2700 万件，轻
量 化 踏 板 总 成 350 万 件 的 产 能
规模。

凯众股份表示，公司产能处于
瓶颈状态，计划扩产以满足公司全
球市场持续拓展、汽车产业技术变
革带来的减震元件和轻量化踏板
总成市场需求，保障公司业绩增
长。后期，公司将通过巩固与下游
客户的合作、加强销售团队建设、
加强海外营销渠道等方式，以消化

新增产能。
5 月 27 日，《证券日报》记者

以投资者身份致电凯众股份，公
司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公司现
有的上海产线陆续要向南通基地
搬迁，南通基地将作为公司大型
的生产基地。公司减震元件国内
市场占有率较高，国内业务已经
有一定的天花板，国外的空间还
是很广阔的，后期国外业务的投
入将会越来越多。”

除凯众股份外，多利科技也于
近日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海达亚计划在上海投建汽车零
部件智能化制造基地项目，项目总
投资约9亿元。

此前，普利特宣布拟募集不
超过 3 亿元，其中 2.1 亿元用于天
津普利特新材料有限公司新材料
北方智能制造基地（一期）项目，

项目达产后能够年产 15万吨改性
塑料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零部
件领域，“以塑替钢”实现汽车轻
量化。

我国汽车零部件产业正快速
发展，而随着汽车电动化、智能化
发展，轻量化、成本效益和环境可
持续性正成为汽车零部件市场的
发展趋势。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轻
量化”成为近期多家扩产零部件企
业关注的焦点。以踏板等结构件
为例，新能源汽车、燃油车对此类
结构件的需求有较大差异。

“相较燃油车，轻量化踏板在
新能源汽车上应用得更多。”黄河
科技学院客座教授张翔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一代
轻量化踏板和减震等零部件，有着
巨大的市场前景。

而在汽车内饰、功能部件等领
域，改性塑料等增进汽车轻量化的
高性能复合材料，也得到大量的应
用。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总裁祁
海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无论
是新能源汽车还是燃油汽车，轻量
化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环保材
料、可再生材料的使用，是未来的
一个大趋势，国内部分特殊的工程
塑料材料，在新能源汽车等相关产
品上应用越来越广。

“电动化、智能化是汽车两大
趋势，汽车轻量化主要是伴随着电
动化而来。上述趋势带动的产业
链较长，加上这几年新能源汽车

‘出海’势头迅猛，每一个环节都伴
随着巨大的机遇。”北方工业大学
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
洪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紧抓机遇抢占市场 汽车零部件企业扩产忙

本报记者 黄 群 殷高峰

今年以来，以钨钼锡锑为代表
的小金属商品价格出现较大涨幅。

CBC 金属网数据显示，截至 5
月 27日，黑钨精矿价格为 15.76万
元/吨，年内涨幅达 28.9%；钼精矿
价格达到 3825 元/吨度，年内涨幅
超过 20%。另据长江有色金属网
数据，截至 5月 27日，金属锡报价
27.6 万元/吨，年内涨幅达 32%；锑
锭（99.85%）达14.6万元/吨，年内涨
幅为78%。

多因素导致价格上涨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
小金属价格年内涨幅较大，主要是
因为国内制造业升级所带来的产
业变革叠加供给发生了变化。

小 金 属 的 应 用 领 域 十 分 广
泛。如钼元素由于“耐磨耐腐蚀耐
高温”的性质在高端制造业中被广
泛应用，钼钨合金因金属材料升级
需求增长。锑元素由于“澄清”性

质在光伏玻璃制造业中颇受欢
迎。锡元素因熔点低、展性好、易
与许多金属形成合金，并且无毒、
耐腐蚀等特性在半导体、光伏焊
带、汽车电子等行业被广泛应用。

华安证券金属新材料首席分
析师许勇其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金属锡在 PCB 铜
箔、PCB印刷电路板产品上用的比
较多。金属钼除了传统作为硬质
合金外，现在在特种钢的冶炼过程
中应用也较多。金属钨一直应用
在刀具加工领域，其应用在光伏行
业里，用来切割硅片。

“受国际局势、市场供应影响，
钼矿价格涨幅较大。”许勇其说，锑
也是因为全球矿产开工量不足，今
年以来价格涨幅较大，同时锑在光
伏玻璃上的使用量也在逐年增
加。受益于国内新一轮设备更新
带来的新需求，钨矿下游需求增
长，但新钨矿的开采跟进不足，供
给较少，造成金属钨的供需错配，
今年以来，上述小金属品种上涨幅
度非常明显。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叶银
丹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面对全
球新的技术革命浪潮以及国内的
制造业升级，小金属需求端格局变
化显著。从供给端看，小金属通常
面临更高的资源稀缺性，其普遍面
临资源储量减少、品位下降的情
况。从市场供给格局来看，当前锑
锭的库存量正处于历史低位，且持
续呈现去库存的趋势。同时，印尼
锡矿供应收紧的担忧也持续存在，
而海外钼矿的产能释放速度也有
所减缓。

上市公司积极应对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的钨钼锡
锑等小金属储备丰富，保有储量位
居世界前列。

“上述小金属中，国内钨精矿
企业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还能供应
全球需求量的 70%，锑矿在国内的
分布也比较集中。”许勇其说，除了
储量优势外，中国另一大优势就是
产业链的完整性。从矿石开采到

分离、冶炼、加工，国内企业各环节
门类都十分齐全，同时又有成本优
势和人才优势。随着相关政策对
有色金属企业的积极引导，各投资
主体只要有序开发，都将获得较好
的受益。

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面对
价格上涨，多家小金属产业链上市
公司正在积极布局和应对。

截至2023年末，锡业股份金属
锡保有资源储量为 64.64 万吨，三
氧化钨保有资源储量 7.75 万吨。
公司产品以国内供应为主，同时也
是国内锡行业唯一具有锡精矿进
料加工复出口资质的企业，该业务
开展正稳步提升。后续，锡业股份
将积极推进钨等共伴生金属产业
化发展，逐步打造多品种资源产业
链条。

金钼股份运营两座大型露天
钼矿山，其中金堆城钼矿是世界六
大原生钼矿之一，储量丰富、品位
较高、含杂低，保有矿石资源量4.51
亿吨。另外，汝阳东沟钼矿资源量
为4.62亿吨。

章源钨业自产钨精矿，公司所
属矿山矿体均为石英脉型黑钨矿，
除钨金属元素外，主要伴生有锡、
铜、铁、锌等金属元素。公司表示，
钨精矿价格的上涨对其有正面影响，
目前在售订单正常。此外，公司从
2024年5月13日起对机夹焊接刀片
等合金产品价格上调5%至10%。

“从小金属发展的角度来看，
相关企业不仅需要提升矿场的开
采效率和质量，更应该在深加工领
域有所突破，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利
润率。同时将上下游产业紧密结
合，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的发展，提
升产业链的整体质量，这样才能在
国际竞争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
置。”万联证券投资顾问屈放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面对钼产品的高景气度，公
司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强化技
术质量支撑作用。”金钼股份相关
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
司正积极把握市场行情，优化产品
营销策略，动态调整产品结构，实
现业绩持续增长。

年内钨钼锡锑价格上涨明显
小金属产业链上市公司积极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