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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晚间，顺丰、圆通、韵
达、申通等4家快递公司发布6月
份经营简报显示，快递业发展正
在回暖。

6月份营收方面，顺丰、韵达、圆
通、申通分别为266.92亿元、41.40亿
元、41.07亿元、29.82亿元。从营收
同比增速来看，顺丰依旧遥遥领先，
达63.66%；申通、圆通、韵达分别为
55.09%、31.57%、25.11%。

从6月份业务完成量来看，完成

量最高的是韵达，为16.14亿票。圆
通、申通和顺丰的6月份业务完成量
分别为15.72亿票、11.88亿票和10.20
亿票。从业务完成量同比增速看，
增速最大的是申通，高达30.83%；顺
丰、圆通和韵达的变动幅度分别为
7.94%、5.61%和-1.71%。

东兴证券分析师认为，快递在
保证居民正常物资供应方面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在复工复产时有很
高优先级。目前快递业呈现明显的
恢复态势，四大快递巨头的业务量
增长与行业增长基本一致。今年上
半年，快递业规模短暂下降后迅速

回升，重回正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
展韧性。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上半年
快递业务量预计超500亿件，同比
增长约3.6%；业务收入预计接近
5000亿元，同比增长约2.8%；日均
业务量恢复至3亿件以上，超去年
同期水平。

锦华基金总经理秦若涵告诉《证券
日报》记者：“6月份正值电商和暑假营
销旺季，顺丰与‘三通一达’的营业收
入、业务完成量、单票收入均实现同比
上升，说明快递业景气度在回升。另
外，以淘宝系电商件为主的‘三通’相对

平台的议价能力较弱，其单票收入上升
也是行业景气度回升的良好信号。”

顺丰单票收入已连续8个月同
比增长。公告显示，顺丰6月份单票
收入为15.81元。圆通、韵达和申通
的单票收入分别为2.61元、为2.57元
和为2.51元。顺丰在公告中表示，随
着国内部分城市疫情封控解控，公
司解封网点迅速恢复运转，并规划
资源保障618电商大促，因此公司的
时效快递业务收入增速提升，整体
速运物流业务收入恢复两位数增
长，高于快递业整体水平。

秦若涵认为，今年受大宗商品

涨价和航运指数高企的影响，物流
业运营成本上升，驱动各大巨头提
高对下游客户提高单位收费。同时
也能看到，随着行业集聚度的提升，
物流业巨头的议价能力比以往有所
上升。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业务
研究三部副主任王岳含则认为，上
半年主要得益于国内疫情防控形势
总体向好，补偿性消费潜力得以释
放。加上双品网购节、618等促销活
动相继开展，带动快递业务量快速
回升，下半年保通保畅政策红利效
果将进一步显现。

四大快递巨头6月份经营简报出炉 行业发展态势回暖

本报记者 张 敏 李 婷

7月18日，新华都发布《电商板
块未来三年规划纲要》称，未来三
年，公司将坚持做好互联网全渠道
销售及电商运营服务，深耕酒类行
业，酒类总商品交易额（GMV）保持
30%以上的增速。

“新华都的零售业务曾是福
建前首富陈发树起家的根本。”联
商高级顾问团成员王国平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在经历持续亏
损后，新华都选择以3.94亿元的价
格，将旗下11家商超子公司股权
全部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新华都
实 业 ，自 身 转 型 为 电 商 运 营 企
业 。 上 述 三 年 规 划 的 目 标 就 是

“扩品类、做规模”。
对此，《证券日报》记者以投资

者身份致电新华都董秘办进行询
问，其工作人员表示，披露这一公
告，主要是让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有
个清晰的定位。公司目前的主营
业务是互联网营销。按业务类型
划分，公司的互联网营销业务主要
包括互联网全渠道销售及电商运
营服务。“公司在酒类营销赛道的

优势比较明显。”

控股股东兜底
零售业务卖出好价钱

互联网营销已成为新华都的重
要收入来源。2021年年报显示，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32亿
元，同比下降3.06%；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00.31万元。
其中，互联网营销业务合计实现营
业 收 入 19.2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2.99%；实现净利润1.2亿元，同比
增长19.46%。

今年上半年公司业绩整体表现
不佳，主要是受零售业务的拖累。
新华都表示，公司净利润下降的主
要原因系零售业务同比波动较大、
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零售市场竞
争加剧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拖累了
公司的整体业绩。剔除零售业务
后，公司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42亿元。

不过，随着零售业务资产被剥
离，新华都的经营业绩也焕然一
新。公司此前发布的2022年半年报
业绩预告显示，报告期内，预计公司

实现归母净利润1.8亿元至2.5亿元，
同比增幅区间为144.7%至239.86%；
实现扣非净利润7300万元至8500万
元，同比增幅区间为1.68%至18.4%。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零售业务
板块11家全资子公司100%股权转
让事宜，产生投资收益1.25亿元至
1.45亿元，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根据新华都发布的公告，公司
通过现金出售方式向控股股东新华
都集团出售持有的零售业务板块11
家全资子公司100%股权，本次交易
作价39435.8万元。以2021年10月31
日为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模拟合
并 股 东 全 部 权 益 账 面 价 值 为
25750.30万元，评估价值为3.94亿
元，增值额为13685.50万元，增值率
为53.15%。

新华都称，控股股东非常支持
公司的战略发展。例如：2015年，支
持公司收购久爱致和（互联网营销
业务）；2018年，引进战略投资者阿
里巴巴，协议转让10%股份给后者；
2021年末，为增强管理团队信心，做
大做强互联网营销业务，协议转让
10%股份给久爱致和创始人及上市
公司董事长；2022年，支持公司以公

开公允的价格接收亏损资产。

定增尚未落地
电商业务要过“烧钱”关

剥离传统零售业务后，新华都
表示，公司的互联网营销业务在稳
固现有业务的同时推动服务升级，
致力于实现客户价值最大化。首
先，在酒水、乳饮、母婴等品类拓展
客户方面挖潜拓新，推动新业务增
长点；其次，通过技术升级，降本增
效，提升内部整体运营和营销效率；
第三，利用多年来在所属行业积累
的经验与资源，推进新品开发、全案
营销、消费者运营等三大运营中台
的能力为品牌赋能，进一步拓展自
主业务规模。

为此，新华都筹划定增事项支
持公司转型发展。根据公司发布的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
公司拟募资不超过56013.12万元，用
于品牌营销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
仓储物流建设项目与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公司于2021年9月10日收到
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新华
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2.05亿股新股，核准日期为
2021年9月8日，有效期12个月。

但截至记者发稿，上述定增事项
仍未落地实施。2022年7月9日，新华
都发布调整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方案的公告称：公司此次
定增募集资金总额由5.6亿元缩水至
1.7亿元。具体到募投项目，投向品
牌营销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的募资
由4.37亿元降至1.7亿元，并“砍掉”
仓储物流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翁梓驰
向记者介绍，当前国内电商竞争环
境非常激烈，引流获客的成本不断
攀升。另外，向电商转型需要大量
专业人才，无论是内部培养还是外
部招聘，都是一笔不菲的支出。此
外，塑造核心竞争力，也需要不断支
出品牌营销费用。

“新华都向电商转型起步较晚，
能否打造出符合自身发展的护城河
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传统业务
退出后，公司的经营压力很大，如果没
有很好的现金流支持，其在电商业务
的投入也会束手束脚。”翁梓驰认为。

放弃传统零售业务 新华都转型电商要过“烧钱关”

本报记者 何文英

近期，全国多地出现高温极端天气，电力负
荷也随之攀升。《证券日报》记者从多家电力产
业链上市公司了解到，为保障夏季用电高峰的
电力供应，水、火、风、光、核等各类发电企业都
铆足了劲。

与往年相比，今夏电力迎峰保供似乎有所
不同：除了传统的火力、水力发电外，光伏、风能
等新能源发电以及核电异军突起，还有特高压
以及新型储能系统的强力助攻。

“水火风光核”齐上阵

华银电力是湖南省火电装机主要发电企业，
公司旗下的大唐湘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和大唐
华银株洲发电有限公司位于长株潭负荷中心区
域，为全省经济中心提供稳定的电源保障；耒阳
分公司作为湖南南部唯一大型火电厂，为湘南的
电网安全和稳定供电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银电力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日报》记
者：“7月份以来，湖南多地进入持续高温天气。
为此，公司一方面加大力度调煤保电，千方百计
扩大采购半径，派人驻守煤源地区，努力提高燃
料库存量，为机组火力全开备足‘口粮’；另一方
面，公司科学安排机组运行方式，确保迎峰度夏
关键时刻机组开得出、顶得住、发得稳。”

据公司介绍，自7月11日开始，公司的13台
火电机组全部开机。7月1日至7月17日，公司累
计发电10.88亿千瓦时，其中火电9.71亿千瓦时，
日发电量最高达到9572万千瓦时。此外，公司
的新能源发电总装机量为60万千瓦，其中包括
风电43.4万千瓦、光伏发电16.6万千瓦。7月1日
至7月17日，公司的新能源发电量为8055万千瓦
时。

湖南发展是一家主营清洁能源、医养健康、
自然资源开发业务的上市公司。公司以湖南发
展水电公司为平台，运营管理湖南境内的株洲
航电、鸟儿巢两座水电站，同时参股蟒塘溪水电
站，旗下三座水电站的总装机容量为23万千
瓦。其中，株洲航电装机规模为15万千瓦，占总
装机容量的七成。

湖南发展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7月份以来，公司株洲航电5台水电发电机
组已按最大负荷发电运行。”据介绍，为了进一
步提升发电量，保障电力供应，湖南发展将对株
洲航电进行扩机，新增1台装机容量为3.5万千瓦
的灯泡贯流式机组。此外，公司今年还与株洲
渌口经济开发区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开
发南洲产业园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上述两大
项目顺利投产运营后，湖南发展的总装机规模
将增至26.95万千瓦。

除了“水火风光”外，核电供应也为迎峰保
供做出了积极贡献。7月初，中国核电公布了上
半年的发电量完成情况。截至6月底，公司核电
控股在运机组25台，装机容量2371万千瓦，新能
源在运装机量887.33万千瓦。上半年公司上网
电量达894.7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53%。

特高压、新型储能“助攻”

“水火风光核”保障电力供应冲锋在前，还
有特高压、新型储能产业链相关上市公司在背
后“助攻”。

长高电新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
技术企业，主要为我国的电力能源行业提供高
压隔离开关(DS)、断路器(CB)、组合电器(GIS)、成
套开关柜、环网柜、柱上断路器、配电自动化终
端等产品，以及电力设计和工程服务。

长高电新董秘林林向《证券日报》记者介
绍，高新变11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河南南阳市
区迎峰度夏重点工程，配用的110kV GIS由长高
电新全资子公司湖南长高电气有限公司5月11
日供货并开始安装，原计划于6月27日投运送
电。“6月22日下午做试验过程中，我们发现产品
一处重要部件存在运输时意外损伤情况，需要
对产品解体并更换该部件，如果不能及时处理，
将导致项目不能按时投产。”

林林表示，接到现场通知后，公司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组织就近调度人员、物资，连夜
驱车300多公里，将人员和物资送达项目现
场，立即对存在问题的部件进行更换。客服
工程师经过通宵达旦的抢修施工，终于在第
二天早上将问题处理完成。最终，该项目成
功按期投产。

三峡能源是三峡集团新能源业务的战略实
施主体，近年来深入推动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
能互补发展，积极开展抽水蓄能、新型储能、氢
能、光热等业务。在此次迎峰保供战中，公司除
了风、水、太阳能等各种能源发电火力全开外，
公司独立储能也开始崭露头角。

7月5日，三峡能源公布第二季度发电量情
况。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第二季度总发
电 量 128.57 亿 千 瓦 时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46.82%。其中，公司独立储能完成发电量1500
万千瓦时。

对于今夏电力迎峰保供呈现出的新特点，
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吴琦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予以了肯定：“在‘双碳’目标下，发
电行业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基础上，正积极有序
地实现新能源替代，推动能源向低碳转型的
平稳过渡。长期来看，新型电力系统将加快
构建，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企业以及参与共享
储能、电力辅助服务的相关企业将具有发展
优势。”

今夏电力迎峰保供打响
“水火风光核”齐上阵

本报记者 马宇薇

历时不到一个月，合同又要重
签了。7月18日，包钢股份发布公
告称，公司拟与北方稀土重新签署

《稀土精矿供应合同》，待双方履行
相关决策程序后实施。而重新签
署的原因，缘于此前的定价方案遭
到北方稀土中小股东反对。

关联交易受阻于中小股东

包钢股份与北方稀土的控股
股东均为包钢集团，双方自2017年
开始稀土精矿关联交易。由于双
方的“兄弟”关系，该交易一直饱受
争议。

6月22日晚间，包钢股份与北
方稀土分别发布公告称，拟重新签
署《稀土精矿供应合同》，此次调价
后，较年初水平上升45.75%。

6月23日，上交所发布问询函，
要求双方结合相关稀土产品市场
行情、合同具体约定等，说明本次
上调销售价格的主要依据及合理
性；结合双方定价机制，补充说明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核
查本次交易是否泄露内幕信息，
及时向上交所提供内幕信息知情
人名单。

两家公司于6月26日晚间在
回复函中表示，由于稀土氧化物
价格远高于稀土精矿价格，测算
价格调整参考了同行业上下游
利润分成情况，同时综合考虑碳
酸 稀 土 制 造 费 用 、行 业 平 均 利
润、加工收率及稀土精矿品质要
求等因素，因此，稀土精矿价格
变化幅度并不能完全与稀土氧
化物价格变化幅度一致。经核
查，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泄露
内幕信息的情形。

在接下来的6月29日晚间，北
方稀土发布公告称，拟与包钢股份
重新签订《稀土精矿供应合同》。
与6月22日披露的公告相比，交易
价格和交易总量没有改变，补充了

“调整后2022年稀土精矿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总金额将由不超过人民
币70亿元(含税)调整为不超过人民
币86亿元（含税）。”

对于北方稀土而言，交易价
格上调意味着成本增加，持有北
方稀土股票的中小股东利益将因
此受损。因此，中小股东对此次
关联交易的反对声音尤为强烈，
并直接体现在了股东大会投票结
果上。

7月15日，北方稀土召开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其中《关
于调整稀土精矿日常关联交易价
格及增加稀土精矿日常关联交易
年度预计总金额的议案》未获审议
通过。从投票结果看，包钢集团合
计持有的13.32亿股回避了对上述

议案的表决。在没有大股东参与
表决意见的背景下，持股5%以下的
中小股东绝大多数投了反对票，对
应 的 持 股 达 3.01 亿 股 ，占 比
84.8395%，最终否决了大股东提出
的上述议案。

《证券日报》记者以投资者身
份就议案被否决一事致电北方稀
土方面，对方表示：“这属于正常现
象，之前都有预期。目前公司正在
研究解决方案，后续进展会通过公
告及时披露。”

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主任杨
兆全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在大股东回避表决的情
况下，如果中小股东能积极行使
投票权，就能对大股东形成一定

的约束，起到很好的示范效果。
关联交易被否决后，原来签订的
合同由于没有合法授权，将不再
有效。”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国内稀
土价格一直偏低，稀土精矿价格受
市场需求影响存在上涨空间。稀
土价格上涨，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发
展。但包钢股份和北方稀土应该
先协调好股东利益，再推出调价方
案，可避免激化矛盾。”

两公司业绩一增一减

除关联交易议案被否决之外，
同样引起市场关注的还有包钢股

份和北方稀土今年上半年的不同
业绩表现。

7月15日，包钢股份发布公告
称，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2.67
亿元至 4亿元，同比减少 86%至
90%；预计实现扣非净利润 2.34
亿元至 3.67亿元，同比减少 87%
到92%。包钢股份表示，今年一
季度，受原料、燃料价格上涨影
响，公司盈利水平明显下降；4月
末钢价快速下跌，上游原料、燃
料价格仍高位运行，最为公司主
要产品的钢铁生产成本上升，毛
利率下降，导致上半年经营业绩
同比大幅降低。

与之相比，北方稀土交出的成
绩单明显更为靓丽。7月12日，北
方稀土发布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实
现净利润29.56亿元至31.56亿元，
同比增长45%至55%；预计实现扣
非净利润27.27亿元至29.27亿元，
同比增长41.50%至52%。公司表
示，今年以来，在“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下，新能源汽车、风电、绿色家
电等领域发展势头向好，市场对
稀土永磁材料的需求稳步增长，
带动镨钕类稀土产品市场价格同
比上涨。此外，公司业绩预增还
受益于上半年国家稀土总量控制
计划同比增加、稀土原料产品销
量同比增加。

对于两家公司的不同业绩表
现，张孝荣认为：“主要是受不同行
业周期影响所致。包钢股份主营
业务受到双重压力，上游面临煤炭
等燃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下游钢铁
产品受价格下降的压力，因此利润
下降，业绩承压。北方稀土进入稀
土行业景气周期，市场需求旺盛，
业绩快速增长。”

对于包钢股份而言，上调交易
价格可以缓解一部分业绩压力。
对于北方稀土而言，中小股东认为
自身利益可能会受损，因此不愿为
之买单。两家公司如何协调好彼
此之间的利益、保护好中小股东权
益，将成为调价议案能否通过的关
键因素。

关联交易议案被中小股东否决
包钢股份拟与北方稀土重签供货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