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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傲男

7月11日晚间，宜宾五粮液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粮液”）发布
202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公告显示，五粮液本次实施的利
润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388160.8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31.69元（含税），合计派发
现金红利123.01亿元，占同期归母净
利润的比例为38.62%。本次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为7月17日。

财报显示，2024年，五粮液实现
营业总收入891.75亿元，同比增长
7.09%；归母净利润318.53亿元，同比
增长5.44%，连续10年保持稳健增
长。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9.4亿元，同比增长6.05%；利润总
额204.31亿元，同比增长5.02%。

在2024年度股东大会上，五粮液
集团（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曾
从钦提到，公司坚定践行为投资者创
造良好回报的初心使命，发布未来三
年股东回报规划，每年度现金分红比
例不低于70%、分红总额不低于200
亿元。2024年，五粮液实施100亿元
大规模中期现金分红，叠加年度123
亿元的分红方案，全年分红总额达
223亿元，分红率70%，创历史新高。

从行业视角看，五粮液股东回报
力度位居A股前列。Choice数据显
示，截至7月10日，A股已有3113家上
市公司完成2024年度分红，另有219
家上市公司的分红方案等待实施，累
计分红总额13743.45亿元。剔除金

融、石油两大行业，2024年A股共有
15家公司分红金额超过百亿元，五粮
液分红金额排名第九。

五粮液在互动平台回答投资者
提问时表示，未来随着公司稳健发
展，公司将持续提升分红率。对于回
购事项，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积极研
究，并按照法律法规履行信披义务。

“截至目前，公司现金分红24次，
分红总金额1164亿元，系上市以来募
集资金的31倍。未来，公司在持续做
好生产经营的同时，将进一步适时提

升分红比例。”五粮液董事、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章欣在股
东大会上如此表示。

白酒行业专家、武汉京魁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肖竹青表示，当前，白
酒龙头企业正通过品牌、渠道、产品
创新与政策红利的深度协同，形成多
维度增长驱动，实现持续稳健发展。
在此过程中，五粮液通过“高比例分
红+主动市值管理”构建了股东回报
的核心优势，既维护中小投资者权
益，传递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也为

资本市场注入稳定预期，夯实企业长
期发展的价值根基。

“中国白酒行业面临社会消费趋
势转变与行业结构性调整的双重挑
战，但五粮液依托多层次产品矩阵、
具备抗风险能力的渠道体系以及持
续管理创新，在宏观经济波动中依然
保持稳健增长态势。企业正通过优
化股东回报机制，包括提升分红比例
及股份回购力度等措施，进一步夯实
投资者信心。”中国酒文化品牌研究
院智库专家蔡学飞表示。

五粮液逾123亿元2024年度分红即将实施

本报记者 冯思婕

7月11日，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巨星科技”）发布的公
告显示，公司于近日取得某国际大型
零售业公司（以下简称“G公司”）的采
购确认。

具体来看，该笔订单的采购标的
为20V无绳锂电池电动工具系列和相
关零配件，采购范围为全球数千家门
店的未来三年全部该系列电动工具和
零配件产品的销售和服务，预计订单
整体采购金额为每年不少于3000万美
元，超过公司2024年电动工具产品收
入的10%。

值得注意的是，G公司是世界五百
强排名靠前的公司，为巨星科技的前
五大客户之一。此次采购订单特别要
求针对美国市场产品的生产和交付地
为越南，为巨星科技2021年大规模开
发电动工具产品线以来获得的首个中
国 以 外 地 区 生 产 交 付 的 电 动 工 具
订单。

公告显示，这一订单的取得不仅
证明公司电动工具产品具备了全球化
供应能力，同时说明公司自主建设的
越南电动工具生产基地已经具备承接
全球大型商超客户订单的能力。

“该笔订单是市场对巨星科技全
球制造布局的认可。”努曼陀罗（丽江）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霍
虹屹表示，这不仅能直接增加巨星科
技电动工具业务的营收占比，还有望
增强更多全球客户对巨星科技越南基
地的信心，进而提升公司在全球电动

工具市场的品牌可信度与议价能力。
资料显示，巨星科技业务涵盖手

工具、电动工具、工业工具三大板块。
通过长期深耕海外市场，巨星科技已
形成了覆盖全球的销售渠道，是美国
HOME DEPOT、美国WALMART、欧洲
Kingfisher、加拿大CTC等多家大型连
锁超市最大的工具和储物柜供应商
之一。

公开信息显示，巨星科技大力建
设海外制造基地，培育全球供应链，现
已搭建起颇为完善的全球化生产和供
应链管理体系。截至2024年末，巨星
科技在全球拥有23处生产基地，与全
球数千家供应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关系。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
袁帅表示：“东南亚地区劳动力资源丰
富且成本相对较低，在该地区建设生
产基地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扩充
企业产能，避免因产能不足而错失市
场机会。此外，东南亚市场本身也具
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加码该地区产能
建设，有助于公司深入了解当地需求，
进一步拓展东南亚及周边市场。”

霍虹屹认为，全球供应链正在经
历从效率最大化转向韧性最优解的结
构性转型。巨星科技深度构建海外供
应体系，能有效对冲各类不确定因素
带来的经营风险，从而保障订单稳定
与客户信任。此外，全球化供应链还
能帮助企业真正实现“靠近客户、快速
交付、定制化响应”，进而将传统的出
口模式业务转化为“本地服务、本地竞
争”的能力体系。

巨星科技斩获国际大型零售业公司订单

本报记者 李亚男

停牌5个交易日后，江苏长龄液压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龄液压”）
控制权变更事项有了新进展。

7月10日晚间，长龄液压发布的公
告显示，无锡核芯听涛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核芯听涛”）、
江阴澄联双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澄联双盈”）拟通过协
议转让的方式受让公司实际控制人夏
继发、夏泽民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
29.99%股权，在上述协议转让的前提
下，无锡核芯破浪科技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核芯破浪”）拟发出
部分要约收购长龄液压12%股权。

核芯听涛、核芯破浪及其一致行
动人胡康桥、澄联双盈通过《一致行动
协议》结成一致行动关系，在上述协议
转让及部分要约均完成后，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胡康桥。

在披露本次控制权变更进展后，7
月10日，长龄液压收到了控制权变更
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从二级市场
来看，7月11日，长龄液压一字涨停，截
至收盘，报收42.03元/股。

“协议转让+要约收购”两步走

本次权益变动前，夏继发持有长
龄液压5880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
份总数的40.81%。夏泽民持有长龄液
压3920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
数的27.21%。夏继发为公司控股股
东，夏继发、夏泽民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江阴澜海浩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澜海浩龙”）系
由夏继发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企
业，为夏继发、夏泽民的一致行动人，
持有长龄液压420万股股份，占上市公
司股份总数的2.91%。

根据长龄液压发布的公告，本次
控制权变更分为“协议转让+要约收
购”两部分。

《股份转让协议》显示，夏继发、夏
泽民将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合计
3600.74万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为
24.99%）转让给核芯听涛，夏继发将所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合计720.44万股
（占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为5.00%）转让
给澄联双盈。

上述协议转让完成后，核芯听涛、
澄联双盈将拥有上市公司合计29.99%
的股份及该等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夏
继发、夏泽民及一致行动人澜海浩龙
将拥有上市公司合计40.94%的股份及
该等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以上述协议转让为前提，核芯破
浪拟向长龄液压除核芯听涛、澄联双
盈以外全体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收购
1729.04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比
例为12%）。在核芯破浪发出部分要
约后，夏继发承诺以其所持上市公司
1625.3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占
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11.28%）有效申
报预受要约，澜海浩龙承诺以其所持
上市公司103.74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0.72%）
有效申报预受要约。

本 次 交 易 价 款 合 计 为 21.13亿
元，其中协议转让价款为14.86亿元，
每股转让价格为34.39元。部分要约
收购价款为6.27亿元，要约收购价格
为36.24元/股。在本次交易全部标
的股份交割且要约人部分要约收购
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为胡康桥。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斌律师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协议转让+
要约收购’模式转让控制权的情况并
不少见，尤其是当原实控人持股比例
较高、二级市场流动性有限时，买方先
通过协议转让拿下接近30%的‘安全
垫’，再启动12%的要约收购，既能把
交易总成本锁在可控区间，又能一次
性解决公众股分散、后续资本运作空
间不足的问题。不过，一旦二级市场
波动导致要约价缺乏吸引力，交易也
可能存在变数。”

净利润呈逐年下滑态势

长龄液压于2021年3月份登陆资
本市场，主营业务涉及液压行业、铸造
行业和光伏行业。

事实上，长岭液压实控人此前就
曾筹划过控制权变更。2025年1月13
日，长龄液压在开盘前发布紧急公告
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继发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涉及控制权变更，
但随后的1月14日，公司又发布公告
称，终止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原因为

“与交易对方就某些核心条款未能达
成一致意见”。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4年，长龄
液压分别实现营业收入9.07亿元、8.96
亿元、8.06亿元和8.83亿元，分别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2亿
元、1.27亿元、1.02亿元和0.95亿元，净
利润呈逐年下滑态势。

时隔半年，长龄液压再次筹划控
制权变更事项。据了解，本次拟入主
的新东家胡康桥为核芯互联科技（青
岛）有限公司及核芯互联（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系国家科技创业
领军人才。

盘古智库（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高级研究员江瀚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长龄液压上市后，
净利润逐年下滑，此次控制权变更可
以被视为公司力求改善业绩的重要举
措。通过引入具备技术背景的新实控
人，有望通过变革管理层来激发企业
活力和创新力，进而提升公司业绩表
现。”

协议约定，本次交易全部标的股
份交割且要约人部分要约收购完成
后，转让方须在董事会和股东会（若
需）上支持上市公司后续的业务转型、
资本运作等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上市
公司因业务转型发展需要进行的资产
收购等。

《证券日报》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
电长龄液压，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本次控制权变更事项还需经过监管部
门审核，完成协议转让过户，能否实施
还需根据相关审核结果决定。对于是
否有转型预期，上述工作人员表示“暂
不清楚”。

实控人拟21.13亿元转让控制权
长龄液压或迎“技术派”入主

本报记者 李如是 刘 钊

工信部开通账期承诺相关窗口两
天后，小鹏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小鹏汽车”）宣布兑现账期承诺。
7月11日，小鹏汽车发布的通知邮

件显示，公司宣布将原本的付款周期
统一调整为60天内。邮件提及，“基于
对长期合作的长远考虑，开始启动签
署相关补充协议工作——付款账期缩
短至60天内。”据悉，这是在汽车行业
中就“60天账期承诺”首批向供应商正
式发送的书面通知。

小鹏汽车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
报》记者证实了相关情况，并强调此次
调整是公司践行承诺的具体体现。该
负责人表示，企业将秉持稳健发展的
理念持续前行。据记者了解，目前已
有多家供应商收到了来自小鹏汽车签
署补充协议的邮件通知。

车企积极改善行业生态

早在6月11日，小鹏汽车就曾官
宣，为响应落实国家及相关部门促进
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保
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助力中小企业
健康发展，将支付账期统一至60天内。

7月9日，工信部在“全国违约拖欠
中小企业款项投诉平台”开通“重点车
企践行账期承诺线上问题（建议）反映
窗口”，受理中小企业关于重点车企践
行货款支付周期承诺和落实《保障中
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不力等问题的
反映，协调相关方面推动解决。

两天后，小鹏汽车便迅速付诸实

际行动，对采购合同付款条款进行了
统一调整，为行业树立了良好典范。

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今年6
月份，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广州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赛力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等17家重点汽车企业均就“供
应商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进行公开
承诺。

有利于行业形成良性循环

在传统汽车产业链中，大型主机
厂凭借市场主导地位形成了极强的

“账期话语权”。
Wind数据显示，2024年，32家整车

企业平均应付账款周转天数达109.74
天。与此相对的是，241家上市零部件
企 业 的 平 均 应 收 账 款 周 转 天 数 为
100.99天。

部分汽车制造企业将供应商视为
可无偿获取资金支持的渠道，通过延
长付款周期来分摊降价成本，形成了
不良循环。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
委员盘和林表示，工信部开通“重点车
企践行账期承诺线上问题（建议）反映
窗口”的意义在于，确保车企“账期不
超过60天”的承诺能够得到落实。

也有收到补充协议邮件的汽车供
应商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供应商
的资金压力得以缓解后，零部件的生
产与供应效率将更有保障。这一举措
有望促进汽车生产进度与交付的稳定
性，最终形成产业链各环节相互赋能
的良性循环。”

小鹏汽车就“60天账期承诺”
向供应商正式发送通知

本报记者 徐一鸣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
11日记者发稿，有色金属行业内已有9
家A股上市公司率先披露2025年上半
年业绩预告。报告期内，包括中国北
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方稀土”）、浙江华友钴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钴
业”）等在内的9家公司业绩全部预喜。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
龙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有色金属作为工业生产的重要基
础材料，随着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新兴
领域需求持续释放，行业增长空间将
会打开。同时，多家产业链上市公司
发展正从周期性转向成长性。

北方稀土表示，今年上半年公司预
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9亿元至9.6亿元，同比增长1882.54%

到2014.71%；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为 8.8亿元至 9.4亿元，同比增长
5538.33%到5922.76%。

“今年第一季度以来，受上游原料
供应收紧及下游消费刺激等政策影
响，稀土市场整体活跃。同时，受国际
环境影响稀土价格出现短暂回落，但
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渐明朗，稀土行业
的关注度也随之上涨，带动了产品价
格的上涨。”北方稀土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公司子公司内蒙古北方稀土
磁性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的订单相对饱
满，公司对未来稀土价格走势持乐观
态度。

华友钴业预计今年上半年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6亿元
至 2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5.62% 至
67.5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4.50

亿元到26.50亿元，同比增长39.85%至
51.26%。此外，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等预计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
和扣非净利润同比均实现不同程度
增长。

中国投资协会上市公司投资专业
委员会副会长支培元向《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稀土永磁是高效电机核心材
料之一，而钴等稀有金属则是高能量
密度电池的关键原料之一，稀土、钴等
上游企业将直接受益于新能源汽车、
风电等绿色领域的需求。

据记者了解，除了上游资源型企
业，有色金属相关的加工企业今年上
半年也实现了较好发展。

例如，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江新材”）预计
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2.4亿元至2.9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为2亿元至2.5亿元。公

司方面表示，上半年业绩受益于技术
升级投入，产品档次及附加值逐步提
升，市场竞争力及综合竞争优势进一
步增强。

楚江新材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材
料业务方面，公司子公司顶立科技在
半导体关键涂层材料及热工装备领
域的技术突破，实现了大尺寸、细晶、
均匀且致密的涂层制备，该成果显著
提升了晶体生长用石墨基座的耐腐
蚀性、导热均匀性及使用寿命，已在
国内头部半导体企业实现规模化
应用。

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讲师王雨
婷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虽然这些
加工企业都受益于有色金属行业的整
体向好，但相对而言，那些掌握核心技
术的企业，可以将行业的成本压力转
化为自身的利润空间，市场竞争力
更强。

有色金属上市公司上半年业绩频频预喜
本报记者 邬霁霞 见习记者 王 楠

7月11日，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利得”）发布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今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2.8亿元至3.1亿元，同比增长
47.65%至63.47%。

公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利得各
业务板块经营情况良好，随着市场信
心回暖、价格体系修复以及内部管理
变革和降本增效的深入推进，工业丝
与帘子布产品毛利均实现不同程度提
升，带动整体盈利改善。特别是越南
子公司产品销售结构进一步优化，盈
利能力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

具体来看，近年来，海利得持续加
快越南基地建设，提升本地化运营能
力和对国际市场的响应速度。目前，
公司拟推进越南纺丝二期及配套聚酯
切片项目建设，计划新增年产10万吨
差别化涤纶纤维长丝、2万吨差别化尼
龙长丝及25万吨聚酯切片。该项目将
在一期现有土地与配套基础上扩建，
有助于公司优化全球供应链结构，提

升海外基地在高端产品制造中的角色
定位，强化公司在国际市场中的综合
竞争力。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
袁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布局
逻辑来看，越南基地具备土地、劳动力
成本低的优势，也有利于公司规避部
分国际贸易风险。

在主营业务改善的同时，海利得
也在持续推动产品结构优化与高性
能材料布局，向高附加值方向延展。
公司明确未来产业重心聚焦于车用
安全产品、广告材料与新材料三大
领域。

为支持产业战略落地，海利得持
续推进LCP、PPS等特种高性能纤维的
中长期研发项目，强化在高端材料领
域的技术积累与成果转化。公司采取

“差异化战略与集中化战略”双轨并
进，精准聚焦中高端客户需求，沿着三
大产业战略方向，通过内生增长与外
延扩张相结合，推动横向规模扩展与
纵向产业链延伸，加速实现从传统加
工制造向科技型新材料企业的转型
升级。

海利得上半年净利润
预增47.65%至63.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