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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如是

8月 12日晚间，云天化披露
2024年半年度报告显示，公司报
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约319.93亿
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约 28.41 亿元，同比增长
6.1%；资产负债率降至 56.49%，
负债结构持续优化。

云天化表示，报告期内，公
司化肥、聚甲醛、饲钙等主要产
品实现稳定盈利。公司“矿化一
体”和全产业链运营优势持续发
力，保持“满负荷、快周转、防风
险”的运营策略，主要生产装置
保持高效运行，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有效协同，主要产品的产、销
量同比增加。

以磷化工产业为核心

东 北 证 券 分 析 师 喻 杰 表
示，云天化以磷化工产业为核
心，是具有资源优势的磷肥、氮
肥、共聚甲醛制造商，主营化肥
及现代农业、磷矿采选及磷化
工、有机新材料、商贸及制造服
务等产业。

据了解，云天化依托磷矿资
源、技术研发等优势，目前已经实
现了磷化工一体化的生产经营。

云天化表示，公司拥有丰富
的磷矿和煤炭资源，现有磷矿储
量近 8 亿吨，磷矿石采选规模
1450万吨/年，磷矿储量及年开采
能力均位居全国前列；公司目前
拥有合成氨产能 240万吨/年，合
成氨自给率 95%左右；公司在内
蒙古呼伦贝尔地区配套拥有大型
露天开采煤矿，开采能力 400 万
吨/年，可为北方基地的合成氨生
产提供稳定原料。

在生产端，云天化化肥总产
能达 1000万吨/年，其中尿素 260
万吨/年、磷肥 555 万吨/年、复合
肥 185万吨/年，是目前国内最大
的化肥生产企业之一，具有产业
规模优势。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

柏文喜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近年来，受诸多因素影响，磷肥
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资源自给
率低、环保技术落后以及经营困
难的磷肥企业逐步退出，产业链
完整、自主创新能力强、安全环保
水平高的磷肥企业竞争力进一步
提升。”

云天化表示，公司牢记“保障
粮食安全国家队”的定位，以实际
行动履行国企责任，发挥国有企
业社会担当，坚定不移地保障国
内市场供给，稳定肥料市场价格。

产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

近年来，云天化围绕“磷”
“氟”资源持续扩展产业链优势，
产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

据了解，云天化目前已建成
年产 10万吨磷酸铁装置，并持续
开展技改优化和控品降本。2023
年，公司年产 10万吨电池级磷酸
二氢铵项目顺利建成投产，年产
2000 吨磷系阻燃剂 PMPP 装置、
年产 1500 吨含氟硝基苯多功能
装置完成工艺技改，磷酸二氢钾
装置实现达标达产，合资公司年
产 3万吨氢氟酸装置完成技改扩
产、年产 3万吨无水氟化氢联产
白炭黑项目建成。

半年报数据显示，云天化上
半年共生产氟硅酸钠 3.66万吨，
生产聚甲醛 5.64 万吨。公司表
示，随着磷矿提氟技术成熟发展，
磷酸生产副产氟硅酸较萤石法有
较大成本优势，磷矿伴生氟资源
深度开发利用也得到了快速发
展。同时，公司无水氟化氢、六氟
磷酸锂、氟化铝、氟化铵等下游产
品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有效支
撑氟硅酸的盈利水平。

对此，柏文喜表示，磷化工企
业拓展下游行业是实现多元化经
营、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
力的重要途径。企业需要不断加
大技术研发和创新投入，开发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以提高
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全产业链运营优势持续显现
云天化上半年实现净利润28.41亿元

本报记者 何文英

“华凯易佰的成长倾注了
我大量的心血，当看到以胡总
为核心的管理团队对跨境电商
有着更深刻的理解时，我心甘
情愿让胡总的团队来接管公司，
带领公司更上一层楼。”8 月 12
日，华凯易佰实际控制人周新华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董事会换届后他将以终
身名誉董事长的身份，继续为
公司建言献策、提供指导和帮
助，为公司的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保驾护航。

当天，华凯易佰召开 2024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完成了新一届董事
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易佰网
络创始人胡范金接任公司董事
长，实控人周新华被聘为终身名
誉董事长。随着华凯易佰新一届
董事会和管理层完成换届，胡范
金也正式接棒，成为公司新任“掌
门人”。

公司成功转型

公开资料显示，华凯易佰前
身为华凯创意，于 2017年 1月份
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当时
的主营业务是为展馆、展厅等大
型室内空间，提供环境艺术设计
综合服务。

为突破企业发展瓶颈，在周
新华的果断决策下，公司于 2021
年收购易佰网络 90%股权，成功
转型跨境出口电商，并更名为华
凯易佰。此后，华凯易佰以子公
司易佰网络为经营主体，聚焦跨
境出口电商业务。

2021年并表当年，华凯易佰
便创下了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4
倍的佳绩。之后，随着跨境电商
业务的完善成熟，公司业绩持续
释放。2023 年，公司实现营收
65.18亿元，同比增长 47.56%；实
现归母净利润 3.32亿元，同比增
长 53.08%。2024年一季度，公司
实现归母净利润0.82亿元。

回顾从华凯创意转型华凯易
佰的这三年时光，周新华感慨道：

“通过并购易佰网络，公司的业绩
实现了改写，相信未来在新的董
事会带领下，公司业绩将迎来新
的高峰。”

备战跨境电商旺季

在收购易佰网络成功转型
后，华凯易佰仍在不断加码跨境
电商业务，进一步深耕跨境电商
主业。

今年7月份，华凯易佰斥资7
亿元收购通拓科技 100%股权事
项顺利收官。资料显示，通拓科
技是国内跨境出口电商行业的最
早入局者之一，具备二十年的经
验沉淀和资源积累。

胡范金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公司目前已完成对通拓科技
的接管，实现了业务的全面融
合。通拓科技将从战略增效、品
类互补、业务模型互补等方面提
升盈利能力，并有望在未来 2年
至 3年内成为公司最大的盈利增
长点。同时，易佰网络也将继续
发挥自身业务模型和优势，加大
品牌投入及海外仓的布局，增强
营收和盈利能力。”

周新华坦言：“在并购通拓科
技后，华凯易佰的跨境电商主业
得到进一步深耕。而从企业的长
远发展考虑，为支持公司跨境电
商业务不断做大做强，胡范金更
适合来掌舵华凯易佰。”

在此背景下，新老董事会顺
利完成交接棒。目前，新一届董
事会已做好了供应链以及备货方
面的布局，准备在即将到来的跨
境电商旺季中点燃新官上任后的

“首把火”。
“从往年来看，公司在第四

季度的业绩表现占据了全年营
收的 30%至 40%，为应对跨境电
商旺季，公司在供应链备货和整
合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胡范
金表示，通过与通拓科技的资源
整合，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供应链在降本增效方面也将有
显著效果。

华凯易佰顺利“换帅”
公司将深耕跨境电商主业

本报记者 赵彬彬

8月12日晚间，万华化学披露2024
年半年报。公告显示，上半年，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970.67亿元，创历史新高，
同比增长 10.77%；受原材料价格波动
和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实现
归 母 净 利 润 81.74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4.60%。

2024年上半年，公司三大板块营业
收入同比全部实现增长。其中，聚氨酯
板块实现销售收入354.55亿元，石化板
块实现销售收入395.75亿元，精细化学
品及新材料板块实现销售收入 129.79
亿元。2023年同期，聚氨酯、石化、精细
化学品及新材料营收分别为 327.71亿
元、361.31亿元和112.64亿元。

万华化学方面表示，一方面，公
司发挥产业链布局和全球供应链协
同优势，打造优质产品，提升客户服
务能力和战略合作深度；另一方面，
随着福建 MDI 装置技改扩产、TDI 装
置有效产能增加以及烟台聚醚新装
置投产，公司主要产品产销量实现同
比增长，助力公司营业收入再创同期
新高。

万华化学是全球MDI（二苯基甲烷
二异氰酸酯）龙头，MDI价格走势是影
响公司业绩的关键因素。2024年上半
年，国内纯 MDI 价格变化不大，聚合
MDI价格震荡走高。

卓创资讯数据显示，以华东市场为
例，1月中旬，聚合MDI处于上半年低
点，价格为 15200元/吨，到了 6月中旬，
价格已涨至18200元/吨，成为上半年的
高点。上半年华东市场均价为 16704
元/吨，与2023年上半年相比，均价上涨

945元/吨，涨幅为6.00%。
卓创资讯MDI资深分析师黄海霞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24年上半
年，国内聚合MDI市场供需紧平衡支撑
下，市场震荡走高。特别是冰箱冷柜、
汽车等市场需求保持增长，海外建筑行
业投资需求好转，对聚合MDI价格产生
推涨效应。”

“供给方面，部分海外装置出现不
可抗力因素导致供应下滑，也是聚合
MDI价格上行的重要因素。”隆众资讯

MDI分析师许碧琪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今年上半年，北美巴斯夫、科思
创、北美陶氏等企业陆续发生不可抗力
因素，累积影响产能达 182万吨，占行
业总产能的 16.98%，带动聚合 MDI 市
场价格一路走高。

聚合MDI价格走高对公司业绩有
积极作用，然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却影
响了公司的盈利水平。比如，2024年上
半年，纯苯均价为8652元/吨，与去年同
期相比上涨了 24.35%，这制约了公司

净利润的进一步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半年净利润

同比有所下降，但是万华化学仍然推出
中期分红预案，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
派发现金红利5.20元（含税），合计派发
现金红利16.33亿元。

济南大学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刘坤
认为，万华化学保持稳定持续的分红
节奏，有助于吸引和留住投资者，对
企业的发展和资本市场的稳定都有
益处。

万华化学上半年营收创新高
拟中期分红派现16.33亿元

本报记者 李 勇

8 月 12 日晚间，桃李面包公布的
2024年半年度报告显示，公司报告期内
实现营业收入约 30.21亿元；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9亿元。

桃李面包同步披露的 2024年度中
期利润分配方案显示，公司拟每 10股
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如果此次
利润分配顺利实施，桃李面包自上市以
来累计分红将达到 41.52亿元，整体分
红率为71.94%。

二季度净利同比增长14.24%

公开资料显示，桃李面包一直专注
于以面包及糕点为核心的烘焙类产品
的生产及销售业务，核心产品为短保面
包。公司采取“中央工厂+批发”的经营
模式，目前已在全国投产了 22个生产
基地，拥有近千家经销商。

半年报显示，桃李面包报告期内实
现营业收入约 30.21 亿元，同比下降

5.7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约 2.9 亿元，同比微降 0.60%。其
中，第二季度单季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约 1.75 亿元，同比增长
14.24%。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公司的多个
新产品均呈现较高增速，产品综合竞争
力继续获得提升。

“凭借品牌影响力、精湛的烘焙技
术以及完善的供应链管理，桃李面包实
现了规模化和品质化的发展。”看懂经
济平台产业观察家洪仕宾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福建华策品牌定位咨询创始人詹
军豪表示，在短保面包领域，桃李面包
构建了显著的竞争优势。公司高效运
转的供应链体系和全国覆盖的销售网
络，确保了其产品的新鲜度和市场渗
透力。

在新热点财富创始人李鹏岩看来，
桃李面包在 2024年第二季度实现盈利
的大幅提升，除管理运营及市场拓展等
方面的因素外，上游面粉等原料价格的

回落，也对增厚业绩起到了一定作用。
李鹏岩表示，面包拥有“零食”和

“正餐”的双重属性，未来仍有较大的发
展空间。随着桃李面包全国布局的基
本完成，公司产品的渗透率有望持续提
升。在新建产能配合市场开发的共同
加持下，桃李面包的规模化效应将进一
步显现。

与投资者共享发展红利

稳健发展的同时，桃李面包也持续
通过现金分红等方式，让投资者共享发
展红利。公开数据显示，自 2015年上
市以来，截至 2023年底，桃李面包已累
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97 亿元，且已连续 9 年进行现金分
红，累计分红39.6亿元。

“持续高比例分红，体现了公司对股
东利益的重视和回馈。”詹军豪表示，在
品牌竞争激烈的背景下，稳定的分红政
策有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和忠诚度，
进而促进上市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显示，桃李面包
2024年中期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 1.2元（含税），合计将派发现
金红利 1.92亿元（含税）。若此次利润
分配顺利实施，将是桃李面包上市以来
的第 10次分红，也将是公司首次进行
中期分红。如果算上此次利润分配，则
桃李面包自上市以来已累计分红金额
将超过41亿元。

“除了 5个在建工厂，桃李面包目
前已建成投产了 22个生产基地，基本
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产能布局。”李鹏
岩表示，随着产能布局的基本完成，公
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资本开支也将下
降。此次中期分红，正是公司统筹经营
发展与股东回报动态平衡的结果。适
度增加现金分红频次，也是为了让全体
股东更好地分享公司经营发展的成果。

此外，桃李面包表示，本次利润分
配方案结合了公司行业情况、发展阶段
及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
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

桃李面包首推中期分红 上市以来累计分红将超41亿元

本报记者 李豪悦

8月 12日，港股上市公司柠萌影视
股价出现波动，截至当日收盘，公司股价
报收于5.14港元/股，跌幅达10.61%。

柠萌影视此前曾发布盈利警告，预
计公司 2024年上半年亏损约为 4700万
元至5200万元，而2023年同期公司实现
净利润约1.39亿元。

盈利警告显示，引发亏损的主要原
因是，柠萌影视原定于 2024年上半年播
出的剧集因档期原因将延后至 2024年
下半年内播出，相关剧集的收入及利润
也将延后至2024年下半年确认。

据了解，柠萌影视上半年并非无剧
可播，例如版权剧《你也有今天》上半年
就已在优酷平台播出。

同时，记者注意到，柠萌影视招股书
显 示 ，公 司 2021 年 上 半 年 毛 利 率 达
52.9%，而到 2023 年，毛利率已降到了
39.4%。

一位不愿具名的影视行业资深从业
者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受腾讯、爱奇
艺、优酷等平台近些年实施“降本增效”
调整的影响，针对版权剧的高价收购已
逐渐成为历史。由于剧集制作的合同签

订和播出的延迟性，此前影视公司和平
台签订的部分高价版权剧基本都已在
2023年消耗完毕。“2024年之后，影视公
司很难靠版权卖出超高利润。”

版权费持续下滑

柠萌影视 2023年财报显示，公司报
告期收入主要来自于长剧、短剧和其他，
其中长剧收入为 11.7亿元，约占公司当
期总营收（12.2亿元）的 95.9%。在此基
础上，公司 2023年长剧的收入主要来自
于《爱情而已》《问心》《一念关山》三部版
权剧。

尽管财报没有明确提到三部剧最终
售出的版权价格，但通过上述三部版权
剧的播出时间、播出平台以及财报相关
内容可以推测：根据 2023年财报，报告
期为柠萌影视贡献收入超过10%的客户
主要有A和B。其中客户A贡献7亿元，
客户B贡献3.4亿元。而公开信息显示，
柠萌影视《爱情而已》《问心》两部剧2023
年均在腾讯平台播出，唯有《一念关山》
在爱奇艺播出。其中，财报显示 2023年
上半年仅有《爱情而已》在腾讯平台播出
（相关交易金额为 3.4亿元）。即腾讯平

台分别斥资3.4亿元、3.6亿元购入《爱情
而已》及《问心》版权，爱奇艺斥资 3.4亿
元购入了《一念关山》版权。

事实上，据记者了解，上述价格在业
内目前已是顶级，但相较柠萌影视巅峰
期的版权费却已近乎腰斩。

据招股书，柠萌影视 2019年出品的
《小欢喜》版权卖到了6.24亿元；2020年，
电视剧网络收视率排名第一的《三十而
已》首轮播出版权卖出 4.2亿元；2021年

《小敏家》首轮播出版权售价3.96亿元。
“一部剧的版权卖 6亿元甚至 10亿

元已经不可能了。平台现在为了降成
本，都更倾向于做定制剧。即平台方自
有 IP，影视公司负责制作环节，赚取制作
费。即便是花钱收版权剧，也不会像过
去那么高了。”上述不愿具名的影视行业
资深从业者说。

进入微利时代

版权剧的利润空间变小，是整个影
视行业都面临的问题。只有更快调整业
务结构，减少对版权剧的过度依赖，才能
更快回到盈利状态。但这对影视公司来
说，需要足够的时间来适应。

以柠萌影视为例，公司 2023年财报
大篇幅介绍了对短剧赛道的探索，并且
公司已经制作出了几部头部短剧。但在
2023年，公司短剧营收仅3220万元。

长远来看，短剧市场具有很大潜
力。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网
络微短剧市场规模为 36.8亿元，到 2023
年，该市场规模已达到 373.9亿元，两年
累计增长超10倍。

但在 2023 年微短剧市场规模迎来
爆发性增长后，短剧制作公司的利润却
持续走低。

某微短剧企业创始人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即使已经成为行业头部公司，
一部剧的利润率也不超过 10%，中部及
尾部企业甚至能否盈利都是问题，“短剧
行业的大部分利润，也流向了平台。行
业已经进入微利时代，企业正在在探索
新的商业模式。”

该微短剧企业创始人坦言：“短剧市
场的逻辑和传统影视剧相同。所以对于
传统影视公司来说，进入门槛较低。但
要做到头部，并不比长剧容易。为了保
证基本利润，短剧企业也已开始走定制
剧的路线。至于谁能发展壮大，就要看
谁更懂观众的需求了。”

“一部剧卖6亿元”或一去不返
柠萌影视预计上半年亏损超47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