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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一鸣

3月25日，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安凯客车”）发布2024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35亿元，同比增长27.43%，归
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839.20万元，实现扭亏为盈，
上年同期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亏损1.70亿元。

年报显示，安凯客车营业收入主要来自客车整
车及配件销售。其中，客车整车销售收入为25.41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92.92%。公司内销收入
19.46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超70%，同比增长
35.77%；出口收入7.89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超
28%，同比增长10.65%。

“安凯客车去年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以及
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主要得益于国内旅游行业复
苏、政策端的支持以及国际市场对客车需求的持
续攀升。”中国投资协会上市公司投资专业委员会
副会长支培元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除了政策和市场因素驱动以外，通过持续研发
投入提升产品竞争力也是安凯客车净利润实现扭
亏的关键变量。报告期内，安凯客车研发投入为
1.08亿元，同比增长37.03%，研发人员数量为281
人，较2023年的269人，增长4.46%。

年报显示，2024年，安凯客车研发投入10个项
目，涉及L4级智能驾驶客车关键技术、智能网联电
动底盘平台及核心技术研究等。

例如，公司重点突破的智能驾驶客车是基于多
源信息融合的环境感知、复杂环境下多模式高精度
定位、多场景通用的自动驾驶导航及智能驾驶决策
等技术，实现了城市开放交通环境下高级别自动驾
驶，并完成了小批量示范运营，加速了智能驾驶客
车商业化落地。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袁帅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安凯客车积极参与和推动相关项目
研发与实践，加速客车产业与新兴技术深度融合，在
企业产品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也促进了行业
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安凯客车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58.23万元，而2023年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60亿元。对此，安凯客车
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去年第四季
度，公司客车销售持续增长，出现了经营性应收账
款较多的情况。

市场回暖、产品竞争力提升
安凯客车2024年扭亏为盈

本报记者 李 静

日前，“方便面双雄”——康师
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师
傅”）和统一企业中国（以下简称“统
一”）均已发布2024年财报。

年报显示，2024年，康师傅实现
收入806.51亿元，同比增长0.3%，实
现股东应占溢利（净利润）43.22亿元，
同比增长22.9%；统一实现营收303.32
亿元，同比增长6.09%，实现股东应占
溢利18.49亿元，同比增加10.92%。

在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方便面双雄”2024年财报，可以为洞
察食品饮料市场变化提供重要参考。

方便面业务增长乏力

康师傅主要有三大业务，分别

是方便面业务、饮品业务、其他业
务。财报显示，康师傅方便面业务
2024年收入284.14亿元，同比下滑
1.3%，营收占比下降至35.2%。其
中，高价袋面销售额同比降幅最大，
达到6.3%，容器面销售额则实现了
3.7%的增长。

同样，2024年，统一方便面业务
全年实现营收98.49亿元，同比微增
2.6%，增长略显乏力。

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
会长朱丹蓬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提升，部
分方便面因高盐、高脂等问题面临
信任危机，健康属性不足的短板愈
发明显。与此同时，预制菜、速食鲜
面等新品类的崛起，正在分流传统
方便面消费需求，导致其市场空间
持续被挤压。”

据《方便面市场消费量的影响
因素分析》提供的数据，外卖市场规
模每增加1%，方便面消费量便减
0.0533%；同时，自热火锅、螺蛳粉等
新型方便速食和预制菜的崛起，都
在分流方便面消费。

据世界方便面协会数据，中国
方便面消费量已从2020年巅峰期的
472.3亿份降至2023年的431.2亿份。

茶饮料成增长引擎

尽管方便面业务面临困境，但
康师傅和统一在饮品业务上却取得
了较为亮眼的成绩。

财报显示，2024年，康师傅饮品
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3%至516.21亿
元，占总营收的64%。

康师傅表示，除了升级核心产

品优化毛利结构外，公司在去年大
力加码产品创新。例如，布局健康
化产品，拓展无糖茶饮及功能性饮
料，并通过抖音直播、代言人巡演等
新兴营销模式触达年轻消费群体。

在饮品业务的具体品类中，康
师傅茶饮料成为了增长的主力军。
财报显示，康师傅茶饮料报告期内
实现营收217亿元，同比增长8.2%；
包装水收入同比下降5.6%至45亿
元；果汁收入同比下降1.8%至32亿
元；碳酸饮料收入同比下降3.2%至
97亿元。

统一的成绩单中，饮品业务贡
献了超六成收入。财报显示，2024
年，统一的饮品业务营收为192.41
亿元，同比增长8.2%，占总收入的
64%。其中，茶饮料板块表现最亮
眼，实现营收85.75亿元，以13.1%的

增速领跑饮品业务，占饮品整体营
收的44.6%。此外，统一的果汁业务
销 售 收 入 36.0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9%；奶茶销售收入64.04亿元，同
比增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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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的提升与消费升
级并行，促使消费者愈发重视产品
附加值与健康属性。未来，茶饮市
场整体上仍具备广阔的发展、增长
以及扩容前景。

顺应健康生活大势的无糖茶饮
市场仍有市场空间。艾媒咨询发布
的《2024—2025年中国无糖饮料行
业研究及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中
国无糖饮料市场规模已达401.6亿
元 ，预 计 2028 年 将 增 长 至 815.6
亿元。

“方便面双雄”2024年财报透视：

新型方便速食及健康饮料市场广阔

本报记者 张 敏
见习记者 梁傲男

在全球医疗科技竞争格局深
度重构之际，中国高端医疗装备产
业正以创新突围之势不断提升国
际竞争力。

随着央企中国通用技术（集
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通用技术集团”）完成对东软医疗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软医疗”）的战略投资，“国家队”与
行业领军企业的深度协同发展开
启了新篇章。

时值双方战略协同全面落地
的关键时期，《证券日报》记者专访
通用技术集团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兼东软医疗董事长古琎及东软医
疗党委书记宋奇，通过探讨战略合
作推动产业升级的内在逻辑，试图
解析中国医疗科技培育创新动能
的具体实践，展现本土企业在全球
医疗创新浪潮中的突破路径。

战略及资源高度互补

2024年7月份，通用技术集团
完成对东软医疗的战略投资。自
此，国内领先的医疗影像装备企业
正式纳入“国家队”体系。

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中国最大
的医院管理集团和“一带一路”建
设的主力军，拥有全球60余国医疗
网络、管理超400家医疗机构。通
用技术集团对东软医疗的战略投
资，不仅为东软医疗注入资金活
水，还通过产业链协同加速了技术
研发与市场拓展，为国产高端医疗
装备突破国际垄断开辟新路径。

“通用技术集团对东软医疗的
投资源于双方战略目标的一致性
和资源禀赋的高度互补，技术积淀
与产业协同是根本驱动力。”古琎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东软医疗
致力于在CT、MRI等核心医疗装备
领域实现国产替代，与通用技术集
团“打造一流医疗健康产业集团”
的目标高度匹配。通过这次投资，

通用技术集团可快速补强高端医
疗装备板块，完善“医药—医疗—
装备”的闭环业态。

东软医疗是目前中国最大的
CT制造商和出口商，DSA和MRI产
品年销量分列国内第一、第二位，
其设备已进驻80%的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

古琎进一步表示，政策方向与
市场潜力是核心考量。国家“新基
建”和“健康中国”战略为国产医疗
设备提供了广阔成长空间，通用技
术集团覆盖5.2万张床位的医疗网
络和全球分销渠道，将把东软医疗
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强劲的市场
动能。

战略协同的化学反应在技术
创新层面尤为显著。在通用技术
集团资金与资源的加持下，东软医
疗自主研发的国产光子计数CT近
日进入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创
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

“通用技术集团的投资让研发
周期缩短了12个月以上。”宋奇表
示，这一突破性进展，标志着东软
医疗在高端医学影像领域的技术
创新再获认可，国产光子计数CT技
术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面向未来，东软医疗正加速融
入通用技术集团的大健康生态体
系。古琎透露，通用技术集团的医
疗板块涵盖医院管理、医药流通等
多个领域。东软医疗的综合临床
解决方案可以有机融入各类业态
之中，成为技术创新的支点。通过
整合集团内部资源，东软医疗可以
降低研发与运营成本。双方亦可
协同整合医疗设备数据、临床诊疗
和健康管理信息，探索AI辅助决策
软件的联合开发，提升基层医生的
诊断效率。

构建系统性国际化战略

截至今年1月份，东软医疗的
设备已进驻全球110个国家1.4万
家医疗机构，总装机量突破5万台，
在中东、非洲、东南亚等极具差异

的市场中，擦亮了中国高端医疗装
备的品牌。这背后，有赖通用技术
集团全球医疗网络与东软医疗本
土化创新能力的深度融合。

宋奇表示，东软医疗未来的国
际化定位是“高端突破、深耕区域，
做‘一带一路’的企业领军者”。东
软医疗已在海外建立起13家子公
司，通过建立本地化分支机构、定
制化产品与服务、构建全球服务网
络、技术研发本地化等多种策略，
实现海外市场的本地化运营，海外
员工本地化率已超过90%。

“缩小与国际巨头的差距需要
构建系统性能力，我们正从技术研
发、服务网络、品牌建设等维度打
造核心竞争力。”古琎如此表示。

在技术研发方面，东软医疗正
持续加大投入，确保有充足的资金
支持技术创新，同时，还加强与国
内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建立长期
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展基础研
究和应用技术研发项目，围绕国家
战略和临床需求进行攻关。

全球服务网络的精细化布局
成为差异化竞争的关键。古琎表
示：“我们将在重点国家设立本地

化的服务中心和备件中心，配备专
业的、以当地人为主的服务团队，
缩短服务半径，提高响应速度，利
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建立设
备远程监控和故障诊断系统，实时
监测设备运行状态，提前发现潜在
问题并及时解决。”

推动行业进入智能诊疗新时代

在医疗健康产业加速向数智
化转型的进程中，东软医疗通过

“设备+AI+云平台”的一体化解决
方案，正推动行业进入智能诊疗新
时代。

比如，东软医疗自主研发的
MDaaS影像数据服务平台，已实现
慢阻肺早筛、脑卒中诊断等场景的
智能化突破，未来可进一步探索和
通用技术集团的全生命周期健康
数据中心深度对接，实现从单一设
备销售向全生命周期服务的转型。

“AI技术正在重构医疗装备的
价值链。”宋奇表示，在数字化医疗
时代，东软医疗以AI技术为核心，
构建了覆盖“筛诊治康研”全流程
的智能解决方案。

同时，随着DeepSeek等新一代
AI技术的发展，医疗人工智能领域
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东软医疗
正积极拥抱这一趋势，将DeepSeek
的算法与自身医疗影像技术融合，
进一步提升影像设备智能化水平
和影像诊断工作效率。

“东软医疗的长期投资价值不
仅在于技术壁垒，还在于其与通用
技术集团战略的深度融合，未来有
望成为国产医疗装备全球化的重
要标杆。”古琎表示，借助通用技术
集团的海外渠道，东软医疗海外收
入占比有望进一步提升，成为新的
增长极。同时，东软医疗将从设备
提供商升级为“临床诊疗综合解决
方案提供商”，逐步提升毛利率更
高的服务业务占比。

从国产CT“零的突破”到全球
装机5万台的里程碑，从单一设备
供应商到全生态解决方案提供者，
东软医疗的跨越式发展，是中国高
端医疗装备的进阶缩影。在央企
赋能、产学研协同与全球化战略的
共振下，东软医疗有望通过技术输
出、标准制定和生态共建，重塑全
球医疗装备产业格局。

东软医疗：擦亮中国高端医疗装备国际品牌

本报记者 陈 红

多年悬而未决的“5000吨草铵
膦项目”所有权纠纷案终于尘埃
落定。

3月25日，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丰股份”）
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河北省高级
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民
事裁定书》显示，原审法院认定案涉
5000吨草铵膦项目全部归属瑞凯化
工单方所有存在不当之处。案涉项
目应属瑞凯化工和辉丰股份共同投
资建设，双方对该项目财产权属共
同所有。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在农药行业中，涉及多个合作方
共同投入并分享收益的项目所有权
纠纷并不鲜见。对于这类权属结
构，极易出现资金、利益分配、风险
分担等合作难题。过往失败案例往
往暴露出沟通不畅、利益分配不公、

风险承担不合理等问题。

草铵膦项目纠纷影响严重

2015年6月26日，辉丰股份审议
通过以自有资金2.69亿元投资瑞凯
化 工 ，投 资 完 成 后 持 股 比 例 达
51%。旨在进一步巩固辉丰股份在
大宗除草剂等原药领域的市场地
位。2016年4月21日，辉丰股份公开
发行每张面值100元、总额8.45亿元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用
于“年产5000吨草铵膦原药生产线
技改”等项目。

2020年10月29日，辉丰股份宣
布拟将重组后的全资子公司江苏科
利农农化有限公司51%股权、上海
迪拜植保有限公司1%股权转让给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值得注意的
是，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标的业务
相关资产范围，包含上述“年产5000
吨草铵膦原药生产线技改项目”等。

随后，辉丰股份接到投诉。投

诉称，辉丰股份拟出售的可转债募
投项目“年产5000吨草铵膦原药生
产线技改项目”产权属于辉丰股份
持股51%的子公司瑞凯化工，且相
关资产出售未经过瑞凯化工同意，
存在资产权属不清晰等问题。

受上述纠纷影响，辉丰股份自
2020年11月1日起失去对瑞凯化工的
控制，并将投资款转为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列报。2020年至2023年，辉丰
股份财报连续4年被出具保留意见。

中国金融智库特邀研究员余丰
慧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连续四年
财报被出具保留意见，表明辉丰股份
的财务状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这
不仅严重影响了投资者信心，还可能
限制公司获取融资的能力，对公司的
持续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余丰慧认为，草铵膦项目纠纷
解除后，这对公司而言是一个积极
信号，意味着公司可以摆脱纠纷困
扰，集中精力投入生产和市场拓
展。但是，公司需要一定时间来重

新调整供应链和恢复市场份额。
众和昆仑（北京）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柏文喜向《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草铵膦市场竞争激烈，为了
快速恢复市场份额，辉丰股份应注重
产品质量和服务提升，加强市场营销
策略。同时，加大研发投入，开发具
有差异化优势的产品增强竞争力。

扣非净利润多年为负

从辉丰股份的财务数据来看，
公司经营面临着严峻挑战。2021
年至2023年，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
入10.95亿元、2.68亿元、2.31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3.34亿
元、-3.14亿元、-4.29亿元。2024年，
辉丰股份预计实现营业收入2.8亿
元至3.6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为-1.8亿元至-2.2亿元。

根据深交所有关规定，公司股
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辉丰股份曾有过“披星戴帽”的
经历。因生产车间实施停产整治，
公司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自
2018年8月14日开市起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辉丰股份”
变更为“ST辉丰”；因2018年至2019
年连续两年亏损，自2020年4月29日
开市起公司被实行“退市风险警
示”，股票简称变更为“*ST辉丰”；
2022年公司成功摘帽。

付建认为，目前来看，辉丰股份
有再次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可
能。辉丰股份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可能会引发投资者对整个农药
行业的担忧。

此次判决结果对辉丰股份未来
财报的审计意见会产生怎样的影
响？公司如何改善自身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业绩？公司后续是否会针对
此次判决采取其他行动？《证券日报》
记者向辉丰股份公开邮箱发送采访
提纲，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记者
将持续关注辉丰股份发展动态。

辉丰股份“5000吨草铵膦项目”所有权纠纷尘埃落定

本报记者 丁 蓉

3月25日，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州发展”）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
珠江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电公司”）拟投资
56.12亿元建设广州珠江电厂2×600MW级煤电环保
替代项目。

广州珠江电厂位于广州南沙经济开发区，总装
机容量4×300MW，经过微增出力改造后，总装机容
量为1280MW。#1、#2机组于1994年1月份投入商
业运行，是珠电公司的权属资产；#3、#4机组于1997
年12月份投入商业运行，为广州发展的全资子公司
广州东方电力有限公司的权属资产。两期机组分
别于2023年底和2027年服役满30年，理论上到达到
设计寿命期限。为保障广州地区供电安全，经广东
省能源局批准，#1、#2机组延期运行至2024年12月
31日。

公告显示，为充分利用设备、保障地区供电安
全，广州发展拟以拆2建1和等容量替代方式分阶段
拆除广州珠江电厂现有4台320MW机组，原址分期
建设两台600MW级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这一
项目不需要新建或扩建煤码头和煤场等设施，无新
增建设用地，利用原4回220kV出线线路和2回联络
线路接入电网。该项目已取得广州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的批复。

“对传统煤电项目采用先进技术进行等容量替
代升级改造，对节能降碳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应用
低碳技术，煤电项目可以大幅降低碳排放水平。超
超临界燃煤发电技术的应用，能够使煤电的环保和
能效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升级改造后的煤电
机组具备更强的灵活性，可以更好地适应新能源大
规模接入和电力系统波动性。”萨摩耶云科技集团
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广州发展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采用等容量替代对广州珠江电厂进行升级改
造，可进一步巩固公司的南沙电源基地，推进公司
传统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促进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十
四五’期间，广州发展围绕建设成为国内领先的绿
色低碳综合智慧能源企业集团战略目标，积极打
造绿色低碳综合智慧能源产业链，加大对天然气、
新能源业务的投资，绿色低碳业务规模不断扩
大。到2024年底，公司绿色低碳装机占比已经接
近70%。”

据上述广州发展相关负责人介绍，广州发展不
仅建成国内最大的钠离子储能电站并投入运营，而
且已经开工建设电网侧独立储能项目佛山高明储
能电站、国内装机容量最大的用户侧储能项目惠然
实业储能项目。此外，公司还加快布局抽水蓄能项
目，高质量发展的“含新量”“含绿量”稳步提升。

“在国家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和统一大市场的背
景下，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大势所趋，相关企业近
年来在转型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煤电将发挥电
力安全保障的‘压舱石’作用，其角色正在向基础保
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并重转型。”众和昆仑（北
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柏文喜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

广州发展拟56.12亿元
投建煤电环保替代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