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徐一鸣

4月 5日，英力股份交出一份并
不完美的年报。2022年，公司营收、
归母净利润分别同比下降 18.78%、
143.98%。其中，归母净利润亏损
2793.86 万元，为历史首次亏损（包
括上市前后）。

英力股份董秘鲍灿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面对近年来国内外
复杂的经济形势、汇率波动等多方
面压力。2020 年至 2022 年，公司
归 母 净 利 润 均 呈 现 同 比 下 滑 态
势。此外，公司以自有资金和募集
资金在笔记本电脑结构件领域投
入了大量产能，在产能利用率严重
不足的情况下，2022年公司出现了
首次亏损。

固定折旧快速增加，也是业绩
出现亏损的原因之一。2022年，英
力股份全铣金属结构件订单近乎全
部消失，除早期购置一批设备外，可
转债募投项目“年产 200万片 PC全
铣金属精密结构件项目”及“PC全铣
金属精密结构件技术改造项目”暂
停继续投入。

受多重因素影响，公司主营产
品毛利率明显下滑。2022年，公司
产品结构件模组收入12.76亿元，占
营收比重为93.01%。但毛利率仅为
6.50%，同比下降4.92%。

多项重要财务指标承压，公司
积极开拓第二增长曲线成为管理
层讨论最多的话题。2022 年 10 月
份，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安徽飞
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英力
股份布局光伏产业链核心环节的
战略下，飞米新能源以高效太阳
能电池及组件生产、光伏电站项

目应用、光储产品一体化制造、新
能源项目方案解决和服务为发展
方向。

“公司选择进入光伏领域，不是
蹭热点，而是找出路。”鲍灿说，光伏
是国家大力支持以及未来发展前景
广阔的行业。虽然现在光伏行业
竞争激烈，2022年至今又有数十家
非光伏主业上市公司先后宣布涉
足光伏领域，但是英力股份就是在
竞争极其激烈的笔记本电脑结构
件行业一路拼搏至上市，公司管理
层有信心在光伏领域走出自己的

“康庄大道”。
据悉，英力股份已完成第一条

500MW的光伏组件自动化封装线的
生产设备加工及流水线的安装调
试。3月 27日，公司首片光伏组件
顺利下线。

英力股份也向记者透露了下
一步战略规划。鲍灿表示，飞米新
能源将在高效N型电池片、高效光
伏组件的规模化生产以及光伏迭
代新产品的研发继续加大投资力
度，计划今年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
能 力 达 到 2.4GW，三 年 内 实 现
20GW的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生产制
造能力。同时，积极布局光储一体
化产品、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建设运
营，丰富“飞米”品牌产品线，提升
市场竞争力，助力公司实现高质量
发展。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
德龙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清洁
能源替代传统能源是大势所趋，不
少上市公司“跨界追光”有助于增强
其盈利能力，但是光伏产业发展较
快，也要注意技术迭代以及降本增
效的影响。

英力股份去年首亏
董秘坦言跨界光伏不是蹭热点而是找出路

本报记者 桂小笋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 4 月 5
日，已有915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了
利润分配预案，其中现金分红是主
流，上述 915家公司中，909家提及
了金额不等的现金分红预案。部分
公司在现金分红的同时，还提出了
送转股份。

从每股分红的金额来看，贵州
茅台仍是这 915家公司中分红最高
的公司，此外，一些能源企业的每股
分红金额也比较可观。

广科咨询首席策略师沈萌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上市公司的
分红，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上
一年的经营状况，也可以折射出其
对投资者回报的重视。

贵州茅台的利润分配预案显
示，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现金红利 259.11 元（含税）。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
125619.78万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
发现金红利约 325.5 亿元（含税）。
公司提及，本次分配预案综合考虑
了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状况、未来
发展资金需求、经营现金流等因素，
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造
成影响。

除贵州茅台之外，在上述915家
公司中，能源企业分红也十分大方。
以兖矿能源为例，公司拟每 10股送
红股5股并派发现金股利43元，分红
总额达到 212.8 亿元，占净利润约
70%。

兖矿能源表示，2022 年度，公
司按中国会计准则实现的净利润
大于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现的
净利润，将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
现的净利润为分配基础。由于公
司法定公积金已累计达到注册资
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本次不再提
取，故 2022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
润为 304.08亿元。而且，近年受境

内外能源价格上涨影响，煤炭价格
持续维持高位，公司业绩大幅增
长。2020 年至 2022 年，按中国会
计准则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71 亿
元、163 亿元、308 亿元，近两年净
利润持续增长，且复合增长率达到
108%，可以支持每 10 股送 5 股的
送红股条件。

除了兖矿能源之外，还有多家
动力煤相关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力
度较大。

“企业拿出一部分利润进行分
配，有利于吸引基石投资者，且稳定
的分红率有助于提高企业在资本市
场的估值。不过，制定利润分配预
案时也要量力而行，要综合考虑企
业未来发展的资金需求。”沈萌对记
者说。

从利润分配预案的细节来看，
有百余家公司在推出现金分红预案
的同时，还进行了股份的送转。但
可以看出，现金分红已成为上市公
司分红的主流方式。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
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
主任、研究员盘和林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在当前复杂的竞争环境
中，上市公司给投资者稳定、可预
期的现金分红回报，是一种吸引长
期投资者的方式，“成熟的资本市
场，对于企业的分红力度是十分看
重的。”

事实上，即便一些上市公司
未推出 2022 年利润分配预案，也
专门发布公告予以说明，安抚投
资者。

对于未提出利润分配预案的原
因，有些公司提及是因为过往的经
营状况欠佳，公司需要留出足够的
资金抵御可能出现的风险；也有公
司称，目前处在高速发展阶段，为了
扩充公司产能追加了投资项目，因
此资金需求比较大，暂不进行利润
分配，有利于长期发展。

915家公司发布利润分配预案
现金分红已成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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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昱丞

4月5日晚间，万科发布3月份销售
情况简报，3月份公司合同销售面积
264.7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426.3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11.73%、2.65%。

这是万科继2月份实现增长之后，
第2个月实现销售金额同比增长，透露
出积极信号。在2021年5月份至2023年
1月份长达21个月的时间里，面临楼市
下行压力，万科单月销售金额和销售面
积均出现同比下降。

累计来看，今年一季度万科实现合
同销售金额1013.8亿元，基本与去年同
期的1065亿元持平，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一方面，在行业政策边际宽松和
刺激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市场下滑
幅度缩窄；另一方面，销售增长也是万
科调整自身营销策略和加大去化力度
的结果。”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
至 3月 份 ，TOP100房 企 销 售 总 额 为
17589.5亿元，同比增长8.2%，是2022年
以来首次实现增长。其中TOP100房企
3月份单月销售额环比上升36.7%，同比
上升24.6%，继续保持双增长态势。

根据克而瑞数据，百强房企3月份
单月业绩同比增长29.2%，环比增长
42.3%，带动一季度累计销售额同比转

正，增速为3.1%，而1月份至2月份百强
房企累计销售额同比下降12.5%。

在万科3月31日举办的2022年业绩
推介会上，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重申他
对市场“温和复苏”的判断。在他看来，
市场既没有狂飙，也没有“倒春寒”，市
场还在温和复苏的轨道上。

3月份，万科在南京、东莞、广州三地
拿下4块土地，权益建筑面积合计约48万
平方米，权益地价85.13亿元，金额同比增
超4倍，逼近2021年同期水平，与2月份权
益地价9.80亿元相比亦有大幅提升。

而2022年万科拿地较为谨慎。年
报显示，去年万科新项目权益计容规划
建筑面积403.7万平方米，权益地价总额

约496.4亿元。而今年3月份85.13亿元
的权益地价，占万科去年全年权益地价
总金额的17.16%，相当于公司在3月份
的拿地支出达到了去年的六分之一，也
可从侧面看出万科今年补仓的意愿。

从地价上看，万科3月份平均拿地
价为17735元/平方米，较2022年的平均
地价12297元/平方米有较大提升，继续
聚焦一二线城市的态势明显。

万科联席总裁、开发经营本部首席
合伙人张海此前在业绩推介会上称，当
前市场分化和复苏回暖并存，不同市场
的复苏程度也不一样，所以投资研究更
关注城市的宏观指标，今年以来投资聚
焦在核心城市。

万科3月份合同销售金额达426.3亿元
连续两个月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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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 洁 实习生 李雪妍

4月 4日，据报道，迪士尼CEO艾
格表示，未来10年将在迪士尼乐园项
目上累计投资170亿美元。这些投资
将创造 1.3万个新的直接就业机会和
数千个间接就业机会。

而在此前的 3月底，迪士尼 CEO
在发给员工的备忘录中宣布即将开始
首批裁员，预计裁员 7000人，占到公
司全球员工总数的3%，此举被外界视
为是迪士尼实现 55亿美元降本目标
的关键举措。这次裁员波及迪士尼公
司所有业务部门，也包括中国业务部
门，300多名在北京从事迪士尼流媒
体服务的员工或将被解雇。

电商战略分析师、海豚智库创始
人李成东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总
体而言，在线化仍是未来发展趋势，消
费者行为仍在向线上转型，阶段性的
削减投入和长远规划是不矛盾的，特
定阶段做些调整也是正常的。”

流媒体板块业绩承压

财报显示，2023 财年第一季度，
迪士尼总营收为 235.12亿美元，同比
增长 7.76%，净利润 12.79亿美元，同
比增长15.85%。

为什么业绩上涨的迪士尼要开启
大规模裁员？据悉，为应对线下业务
萎缩，迪士尼大力投入线上流媒体业
务。数据显示，2018年到 2022年，迪
士尼内容总投入高达1144亿美元，而
在此期间，迪士尼总营收是3446亿美
元。迪士尼在流媒体业务投入的金额
占这些年总营收的三分之一。

这项曾经被定位为“迪士尼未来”
的业务，如今业绩表现却不理想。截
至 2022年 12月 31日，迪士尼媒体和
娱乐发行（DMED）季度收入为 147.76
亿美元，同比增长仅 1%，经营亏损为
1000万美元。另外，Disney+首次出现
订阅用户下降，有 240万订阅用户流
失，数量远高于预期。

“流媒体业务在前期为了占领市

场，付出了大量的成本，但是在与主
要竞争对手的对抗中并没有获得优
势。同时，内容制作成本的增加也
给企业的运营带来压力。”东高科技
高级投资顾问毕然向《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

李成东表示，流媒体业务在疫情
期间增长较快，而今在欧美消费降级、
经济下行的形势下，老百姓对于虚拟
服务的需求下降了，于是公司节省相
关投入。

2 月 9 日，迪士尼正式宣布战略
重组，公司将分为三个业务部门：包
括电影、电视和流媒体业务的娱乐部
门，体育业务的ESPN频道部门，以及
迪士尼乐园、体验和产品部门，关闭
了成立仅一年的元宇宙部门。公司
高层认为，重组将为迪士尼的运营带
来更多成本效益、更协调的管理模
式，并公开表示流媒体仍是迪士尼的
首要优先业务。

艾格称，他仍然“极度看好”公司

的旗舰流媒体平台Disney+，但预计会
随着市场的改变而转向专注于利润。
目前正着手进行重大转型，围绕着创
造力重塑公司，同时将减少开支，使媒
体业务重新归到正轨。

毕然表示，流媒体市场仍然有巨
大增长空间，预计未来十年流媒体市
场年均增长率为10%。

乐园业务“输血”

乐园门票涨价是迪士尼降本增收
的另一大重要举措。3月 17日，上海
迪士尼乐园宣布，自当天上午 8:00起
将在各销售渠道暂停发售上海迪士尼
乐园年卡。去年12月份，上海迪士尼
就曾发布消息称，自2023年6月23日
起，乐园的四级门票将全部开始涨价，
不同档位较现行票价上涨 30元到 60
元不等。

即使多次涨价，上海迪士尼的游
客量依旧只高不低，每天维持在 4万

人次左右。此前，上海迪士尼宣布重
启“与迪士尼朋友近距离互动”活动，
携程平台数据显示，消息发布仅半天，
迪士尼门票热度环比前一日大增
350%，周边酒店热度环比前一日大涨
超过260%。

门票涨价和游客增多使主题乐园
成为迪士尼旗下最赚钱的业务。2022
年第四季度，主题公园门票收入达到
26.41亿美元，同比增长 23%，游客人
数增长了 12%。迪士尼乐园、体验和
产品实现分部收入87.36亿美元，同比
增长 21%，美国国内主题公园业务的
营业利润率高达35%。

对此艾格也承认，迪士尼乐园门
票涨价可能过于激进，用主题公园的
涨价来弥补不断亏损的流媒体业务，
这对两个业务的后续发展都是不利
的，现在已经有游客对乐园提价后不
变的服务提出质疑。

业内人士也认为，涨价是捷径，但
并不是长久之计。

迪士尼大手笔投入乐园项目背后：
流媒体业务增长乏力 门票涨价只是权宜之计

本报记者 肖 伟

4月4日，《证券日报》记者从三一集
团处获悉，公司首批25台三一氢能源重
卡发车，交付邯郸大客户。这也标志
着，公司氢能重卡开启大批量交付。

事实上，此前湖南省发改委就已发
布《湖南省氢能产业发展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对未来湖南省氢能源产业
路线提出明确规划。《规划》发布后，湖
南省上市公司及中小企业积极布局氢
能产业链，谋求市场突破。多家上市公
司在4月4日至4月5日回复了《证券日
报》记者关于发展氢能的相关问题。

氢能产业获高度重视

根据《规划》，以跻身全国氢能产业
发展第一方阵为目标，湖南省全力打造
氢能工程机械之都，实现湖南氢能产业
的跨越式发展。其中，2022年至2025年
为全省氢能产业培育期，形成氢源和燃
料电池整车双轮驱动、100家以上氢能
产业相关企业全面发展格局，氢能全产
业链初具规模。2026年至2030年为全
省氢能产业市场开拓期，形成5家到10

家具备核心竞争力的氢能企业。2031
年至2035年为全省氢能产业规模化应
用期，氢能产业链整体达到国内先进水
平，氢能产供储销网络基本建成，“绿
氢”在终端能源消费占比明显提升，为
湖南能源供应保障以及绿色低碳转型
提供有力支撑。

另外，湖南省长沙市发改委发布
《长沙市氢能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3-
2025年）》，对长沙氢能产业未来3年发
展制定了清晰可行的路线图：到2025
年，全产业链年营业收入达到150亿元，
氢能产业相关企业达到50家以上，到
2030年形成5至10家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氢能企业。该方案还明确率先突破物
流、环卫、公交、渣土运输等领域重载氢
燃料电池汽车规模化应用，探索开展港
口、园区和工业领域氢能替换示范应
用，到2025年，力争燃料电池汽车推广
量达到300辆，建成加氢站5座。

湖南省电池行业协会氢能分会暨
长株潭氢能技术创新联合体秘书长王
宏伟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近期的
行业会议也释放信号，大家一致的感觉
是氢能产业的春天来了。特别是处于
工程机械、轨道交通、大型客车、特种车

辆领域的企业，更是跃跃欲试。”
“近期，陕西、宁夏、广东、上海等多

地纷纷加大氢能源产业建设力度。对
于湖南而言，相关企业和科研机构应有

‘时不我待、失不再来’的认知高度。”他
进一步表示，“多个国家均已经调整了
新能源政策，对氢能源产业投资有明显
增长。4月4日，日本表示将在未来15年
内投入15万亿日元（折合人民币7850亿
元）用于氢能源相关产业。”

湖南企业积极投身

4月4日，三一集团向邯郸大客户交
付25台三一氢能源重卡。本次交付的
三一氢能源重卡采用高压35MPa大容量
储氢系统，一次加氢38kg，满载综合工
况续驶里程≥340km，满载等速40km/h
续驶≥450km，整车百公里氢耗低于
12kg。凭借低氢耗、长续航、轻量化、耐
候性、驾乘爽等五大优势，三一氢能源
重卡成功打动邯郸大客户，该批氢能源
重卡将用于焦炭厂、钢厂等物料运输业
务。三一氢能总经理饶洪宇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计划用
5年时间，发展成为国内最大、全球领先

的氢能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届时将覆
盖制氢、储运、加注、装备，形成一条龙
产业链。”

除三一集团大力发展氢能源之外，
还有中联重科、巴陵石化、中车电动、亚
光科技、山河智能等企业也立足各自领
域，并发展有特色的氢能源产品。中联
重科推出氢能源矿用宽体卡车、巴陵石
化制氢规模已经达10万吨/年，中车电
动推出氢能源大巴，中车集团还推出氢
能源智轨列车，亚光科技推出氢能源客
船，山河智能将氢能源电池作为轻型飞
机及无人机等动力源。

国产某品牌氢能源电池湖南销售
总代理沈晏成告诉记者，“湖南氢能产
业以企业客户为突破口，未来将创造
众多机会，包括大型企业向氢能产业
上下游延伸机会，以及中小微企业配
套和共生的空间。目前，湖南氢能源
产业尚有许多空白，比如在面向个人
消费者、事业单位、社区等领域还缺乏
性价比较高的氢能源解决方案。不
过，由于氢能源电池的能量密度、充放
次数、环保指标、再生成本、安全性能
要好于锂电池和铅酸电池，我们对其
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

湖南大力发展氢能产业 区域内多家公司提前布局

英力股份董秘鲍灿表示，飞米新能源将在高效N型电池片、
高效光伏组件的规模化生产以及光伏迭代新产品的研发继续加
大投资力度，计划今年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能力达到2.4GW，三
年内实现20GW的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生产制造能力

截至4月5日，已有915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了利润分配
方案，其中909家提及了金额不等的现金分红预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