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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雨瑶

10月 20日晚间，贵州茅台发布三季报。数据
显示，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032.68亿元，
同比增长 18.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528.76亿元，同比增长19.09%。其中，第三季度
实现营业收入336.92亿元，同比增长14.04%；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8.96亿元，同比增
长15.68%。

贵州茅台2023年全年的经营目标为营业总收
入较上年度增长 15%左右。目前来看，公司前三
季度营收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营收增速已超年
度目标增速。

“贵州茅台第三季度增速较前两季度有所放
缓，可能是公司在主动调控，确保可持续稳健增
长。从近年来贵州茅台的业绩表现来看，均能超
额实现年度业绩目标，今年前三季度营收增速已
超18%，有望超额完成全年15%的业绩增速目标。”
武汉京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肖竹青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

财报数据显示，按产品划分，前三季度茅台
酒实现营收 872.70亿元，系列酒实现营收 155.94
亿元；按销售渠道划分，前三季直销实现营收
462.07亿元，批发实现营收 566.57亿元；按地区划
分，国内实现营收 998.80 亿元，国外实现营收
29.84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贵州茅台旗下的数字化
营销平台，“i茅台”对收入的贡献屡创新高。数据
显示，前三季度公司通过“i茅台”实现酒类不含税
收入148.71亿元。

今年以来，贵州茅台在产品多元化布局、走向
海外方面持续发力。今年 9月份，贵州茅台与瑞
幸、德芙联名推出“酱香拿铁”咖啡、“茅小凌”酒心
巧克力，引发广泛关注，成为一大现象级营销事
件。在此基础上，贵州茅台“喝、吃、品、饮、带”产
品矩阵布局顺利完成。

而在出海方面，贵州茅台董事长丁雄军日前
表示，未来茅台的国际化要在产品、价格、渠道、文
化传播上实现“一国一策”。在产品线上，要围绕
国际市场需求，以多样化产品供给，满足国际市场
多元化、个性化消费需求。

他提出了三条路径：一要打好“茅台酱香、股
份出品”和“茅台家族、集团出品”两张王牌，推动
茅台酒、酱香系列酒、保健酒、葡萄酒、蓝莓酒等
多个美酒品牌组成抱团之势出海，丰富国际市场
产品选择；二要探索在海外布局茅台冰淇淋、咖
啡、巧克力等美食产品，培育国外消费者茅台味
蕾初体验；三要做好茅台老酒的国际市场，加强
收藏、鉴藏和拍卖引导，进一步规范茅台老酒国
际市场。

贵州茅台前三季度营收破千亿元大关
“i茅台”贡献屡创新高

本报记者 丁 蓉

10 月 20 日晚间，天安新材披露 2023 年三季
报，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2.28亿元，同比
增长 14.26%；实现归母净利润 7497.05万元，同比
增长302.58%。

天安新材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公司围绕泛家居产业链拓展产品品
类和产业布局，未来将进一步向泛家居战略转
型。”

天安新材主要产品有建筑陶瓷、家居装饰饰
面材料、汽车内饰饰面材料、防火板材、薄膜及人
造革等。公司收购鹰牌公司和瑞欣装材后，打通
了泛家居产业生态链，推动公司从材料供应商升
级为综合服务商。

在销售渠道建设上，天安新材加大了终端客
户的开发力度。公司通过持续的招商、育商，扩
充了全国经销门店，同时，公司聚焦家装零售、
整装和工程三个主要渠道，加强家装零售渠道的
销售转换，加大与整装公司合作的黏性，拓宽单
体工程项目资源，从而扩大销售网络覆盖。此
外，公司重点建设了新媒体传播矩阵，拓宽触达
用户的方式，持续加强消费者的认知，导流终端
销售。

“公司在手订单较为充足，对所处行业及未来
发展充满信心。”天安新材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
示，“在终端应用领域，公司将主要通过鹰牌、天汇
建科分别切入家装领域和公装领域，并以终端整
装需求带动对前端饰面材料以及门、墙、地、顶、
柜、防火板材、建筑陶瓷等产品的销售提量，全面
构建材料端技术领先、产业链闭环融合、各业务板
块关联度极强的泛家居生态圈。”

近年来，泛家居战略成为行业发展趋势，居然
之家、红星美凯龙、天安新材等家装、装饰材料公
司纷纷着力布局。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解筱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
我国家装和装饰材料市场格局相对分散、竞争激
烈。在泛家居趋势下，行业集中度将逐步提高。
同时，随着消费升级和家居家装模式的创新，行业
增长潜力巨大。”

智帆海岸机构首席顾问梁振鹏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未来，大型家装公司和装饰材料供应
商将更加重视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一些小型家
装公司和装饰材料供应商可能需要通过提升产品
质量、服务水平和创新能力来保持竞争力。同时，
泛家居趋势也将促进家居行业与互联网、智能科
技的融合。”

天安新材前三季度净利同比增超3倍
未来将进一步向泛家居战略转型

本报记者 李乔宇

2013年，“一带一路”标杆性项
目中巴经济走廊正式启动建设。
十年间，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一批
能源、交通、基建项目相继落地，为
中巴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打开了
新局面。在此期间，“中国信号”同
样朝着巴基斯坦的方向持续延伸。

“前往巴基斯坦投资的中资企
业大都集中在能源及交通基础设
施领域，这些领域的特点注定了企
业项目多在偏远地区开展，通信服
务的不便为项目的信息化带来重
重困难。”中国移动位于巴基斯坦
的子公司中国移动辛姆巴科公司
（以下简称“辛姆巴科公司”）相关
工作人员告诉《证券日报》记者，通
过积极探索、克服挑战，辛姆巴科
公司已经能够让中国信号100%覆
盖中巴经济走廊项目。

这是中国移动积极融入“一带
一路”“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一个
缩影。截至2023年10月份，中国移
动的国际传输总带宽超过138.56T，
拥有超80条海陆缆，海外POP点超
过232个，全球网络资源能力覆盖
7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实现通讯信号全覆盖

“中资企业投资的项目大多处
于偏远地区，基站建设难度远远大于
城市和平原地区。”上述辛姆巴科公
司工作人员介绍，以默拉直流输电

项目为例，该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
框架下的优先实施项目，包括默蒂
亚里和拉合尔两个变流站的施工。
辛姆巴科公司急人之急，仅用时20
天，就提前完成两个基站交付。

多元化的网络通信解决方案
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崭露头
角。为了应对部分施工条件恶劣
且时间紧迫的项目，辛姆巴科公司
为部分企业打造了移动式基站，解
决项目现场网络与通信问题。

“我们通过成本极高的卫星传
输方式，在短短10天内让中国移动
4G信号覆盖瓜达尔港，让瓜达尔港
不再是远方牵挂的孤岛；通过油机
供电的方式，仅用一周时间，为地
处沙漠、传输资源缺乏的塔尔露天
煤矿完成信号覆盖……”谈及辛姆
巴科公司取得的成就，上述工作人
员如数家珍。

如今，辛姆巴科公司已经建成
了巴基斯坦覆盖最广、质量最好、
体验最佳的4G网络，服务着291家
在巴中资企业、1.1万在巴中国公
民，以及4700万巴基斯坦客户，让
通讯信号100%成功覆盖中巴经济
走廊项目。

助力企业数智化转型

此外，辛姆巴科公司依托中国
移动的通信网络服务能力，积极推
动中国方案向巴基斯坦延伸，以信
息技术服务“一带一路”和中巴经
济走廊项目建设。通过聚焦巴基

斯坦的教育和医疗，辛姆巴科公司
打造了“新希望”企业社会责任项
目，助力巴基斯坦数字化转型，实
现科技共赢。目前，项目累计覆盖
15个城市，约1000万人口。

同时，辛姆巴科公司还为行业
客户提供了先进的行业解决方案，
包括基于4G网络的物联网平台、智
能路由、一键对讲、轨迹跟踪等。
截至目前，辛姆巴科公司直接和间
接创造就业岗位10万余个，在改善
社会民生、消除数字鸿沟方面做出
突出贡献。

中国移动集团相关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中国移动持续加大“走
出去”步伐，助力共建国家企业数
智化转型升级，赋能千行百业，积
极推动中国方案、中国能力海外延
伸，通过提供丰富的行业解决方
案，打造信息通信企业能力出海的
中国方案，满足共建国家企业数字
化发展需求，累计服务超3000家企
业，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新内
涵，输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优势
的数字化产品、能力、方案。

截至2023年10月18日，中国移
动在新加坡等热点区域布局数据
中心资源，IDC机架从无到有总数

已达万余架，资源能力显著提升；
算网能力布局持续提速，持续扩容
CMNET国际出口带宽，创新打造
CMIN2精品互联网，主要节点全球
访问性能行业领先，构建CMICN云
专网，连接全球主要云商服务节
点，云网融合能力持续提升。

未来，中国移动将加快推动算
力网络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海外
延伸，积极融入“数字丝绸之路”
建设进程，持续加大“走出去”步
伐，不断拓宽“国际信息航道”，充
分发挥我国5G领先优势，输出“中
国方案”。

打通“一带一路”信息航道
中国移动实现“中巴经济走廊项目”通讯信号全覆盖

本报记者 李 勇

停牌数日后，10月19日晚间，沈
阳机床公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
下简称《预案》）。10月20日，公司股
票复牌交易，当日以涨停报收。

《预案》显示，沈阳机床拟以发
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通用技术
（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通用技术集团”）旗下的沈阳机
床中捷友谊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捷友谊厂”）100%股权、沈阳中
捷航空航天机床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捷航空航天”）100%股权以及
天津市天锻压力机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津天锻”）78.45%股权，并同
步募集配套资金。

中企资本联盟主席杜猛认为，此
举对促进我国机床装备制造业资源整
合、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推动行业高
质量发展，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资料显示，通用技术集团是中
央企业中唯一将机床作为主责主业
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也是我国机
床行业响当当的“国家队”代表。

2019年，通用技术集团作为战
略投资人，通过参与破产重整成为
沈阳机床控股股东。因通用技术集
团实际控制的部分机床行业资产和
业务，与沈阳机床存在部分业务重
合的情形。为避免同业竞争，彼时
通用技术集团曾承诺，要在5年内，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以及所处行业特
点与发展状况，妥善解决部分业务
重合的同业竞争问题。

此次沈阳机床筹划的资产收
购，被市场看作是履行当初所做的
承诺。沈阳机床也在相关公告中表
示，本次交易是通用技术集团落实
前述承诺的重要举措，将有利于解
决通用技术集团内部部分同业竞争
问题，有效维护公司及公司中小股
东的合法权益。

“通用技术集团入主以来，沈阳
机床债务危机全面化解，历史遗留
问题得以出清，经营质量不断改善，
特别是2022年度，沈阳机床经营业
绩实现扭亏。”新热点财富创始人李
鹏岩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经营质量的全面提升，为沈阳
机床此次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创造了
更为有利的时机和条件。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
究员吴刚梁认为，沈阳机床拟购买
关联方资产，主要是控股股东优化
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整合内部资源，
形成合力，防止内部同质化竞争，实
现资产板块的归属清晰。

据公告，此次拟购入的资产中，
中捷友谊厂主要从事中高端数控切
削机床的加工制造，以及提供柔性自
动化产线的成套解决方案，具备主轴
箱体、滑枕、床身等机床核心部件的
生产能力。中捷航空航天主要针对
航空航天行业特点和要求，已形成桥

式五轴加工中心、龙门五轴加工中
心、立式五轴加工中心、卧式五轴加
工中心、柔性自动化加工生产线、数
字化装配生产线的六大产品系列。
天津天锻主营液压机的研发、生产制
造和销售，主要产品为数控重型液压
机及其成套生产线装备。

对于此次拟收购资产，沈阳机
床在公告中表示，公司现有产品以
流量型机床为主，本次交易有助于
公司形成完整的产品矩阵，突出高
端数控机床制造能力，并增强智能
制造、高端生产线及装配生产线整
体解决方案提供能力，促进公司机
床产业链更加自主可控。

国内咨询机构Co-Found智库研
究负责人张新原认为，沈阳机床的
此次资产收购，将进一步增强公司
在机床行业的产品线和技术能力。
通过整合关联方资产，沈阳机床可
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和
经济规模，实现成本控制和业务协

同效应。同时，此次收购还将加强
沈阳机床在航空航天、军工和汽车
等领域的市场竞争力，拓展新的业
务增长点，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
能力和市场地位。

具体来看，沈阳机床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5.86元/
股。因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
成，此次交易最终价格尚未确定。此
次所募集配套资金拟在支付重组相
关费用后用于上市公司或标的公司
符合相关行业政策的项目建设、上市
公司或标的公司补充流动资金和偿
还债务等。对于此次资产收购，长江
证券在新近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
认为，沈阳机床筹划重组，或开启新
一轮深化国有机床企业改革新征程。

李鹏岩认为，沈阳机床的此次
收购，即是服务“制造强国”战略的
必然要求，践行由“大”向“强”的产
业升级的具体举措，同时也是企业
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机床“国家队”推进资源整合 沈阳机床拟收购关联方资产

本报记者 舒娅疆

华神科技拟收购博浩达相关事
宜有了新进展。10月19日晚间，公司
正式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拟向四川远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
都博浩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四川博浩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博浩达”）100%股权，
同时拟向包括成都远泓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在内的不超过35名合格投资
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值得一提的是，标的公司博浩
达是华神科技实际控制人黄明良、
欧阳萍夫妇旗下的资产。公告显
示，标的资产评估的增值率高达
524.09%。而华神科技此前已经历
了数次定增方案流产，2022年的定
增计划更是遭股东大会投票否决而
终止，公司此番推出的定增方案也
引发了新一轮争议，该交易最终能
否获得投资者认可受到各方关注。

增值率为524.09%

华神科技的主营业务包括中西

成药、生物制药及大健康产品的研
发、生产销售以及钢结构施工业务
等。标的公司博浩达以合成生物技
术为核心，专业从事肌醇产品相关
业务，2021年度、2022年度和2023年
1月份-5月份，博浩达实现的净利润
分别为-2472.29万元、3466.78万元
和3517.91万元。根据沃克森出具
的《资产评估报告》，博浩达2023年
至2026年的扣非归母净利润承诺指
标分别为8502.99万元、7000.55万
元、6943.07万元和7374.26万元。

公告显示，经收益法评估，博浩
达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7.93亿元，
增 值 额 为 6.66 亿 元 ，增 值 率 为
524.09%。本次交易的发行股票价
格为3.9元/股。

华神科技称，公司将发展健康
产业作为未来拓展的方向和重点，
致力于将公司打造成为涵盖现代中
医药与合成生物为一体的国际创新
医药健康产业集团。通过本次交
易，公司将拓宽业务范围、拓展新的
盈利增长点，有利于公司快速实现
在合成生物领域的产业布局，提升
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

由于涉及溢价收购关联方资

产，此次披露的交易草案引起了不
少争议。10月20日，华神科技股价
低开低走，当日下跌8.42%，报收5
元/股。

事实上，已经有投资者就此次
交易表达了不满，称这是在股价5.46
元/股（公司10月19日收盘价）的情况
下以3.9元/股折价定向增发，还要用5
倍溢价购买大股东手里的个人资
产。还有投资者在网络平台上贴出
了本次交易事项的投票决议流程称：

“投票方法在此，期待方案再次被否，
公司别老想自己的算盘了。”

不过，也有投资者对此次交易
表示满意。一位长期跟踪华神科技
的投资者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博浩达在肌醇领域具备领先优势，
我从2022年就关注博浩达的发展，
一直期待它能够被置入上市公司。
这次交易与华神科技去年被股东大
会否决的增发计划有所不同，博浩
达是实控人手中较为优质的资产，
我会投票赞成本次交易。”

溢价是否合理受关注

目前来看，华神科技本次交易

方案的争议点主要集中在关联方标
的资产的溢价是否合理、此次交易
是否真正有利于公司未来发展、对
中小投资者是否公平等方面。

对此，《证券日报》记者10月20
日致电华神科技董秘刁海雷，他表
示：“收购博浩达将对上市公司现有
的生物合成板块形成业务补充，交
易的顺利实施将对公司业务协同和
战略发展带来有利影响。同时，按
照相关业绩承诺，博浩达对公司的
业绩增厚效果明显，也将有利于增
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对于此次标的资产的评估结
果，刁海雷解释称，博浩达具备领先
的技术优势，根据7.93亿元左右的评
估价格来计算，标的资产所对应的市
盈率相较于市场上的可比案例来说，
并不算高，而此次评估也综合考虑了
关联交易和未来的发展预期等多方
面因素。“总体来说，此次收购将进一
步强化公司主业，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和抗风险能力，并为公司未来更全面
的战略发展打好基础。”

香颂资本董事沈萌向《证券日
报》记者分析表示：“并购交易不能从
单一角度进行评价。所谓的高溢价

资产需要看其本身资质，如果标的资
产的高科技含量较多而本身净资产
又相对较低，确实可能存在溢价，其
较为突出的收益也有望为股东带来
价值提升。但如果标的资产本身资
质较为普通，成长性、收益率也都不
高的话，这种资产获得高溢价就不合
理，甚至不排除其中有利益输送的可
能。因此，需要对标的资产的价值从
多个方面综合考量和评价。”

数据显示，2021年度、2022年度
和2023年1月份-5月份，博浩达实现
的肌醇产品平均销售单价一路上涨，
分别达到23.58元/千克、63.37元/千
克和96.07元/千克，随着“年产10000
吨肌醇生产线项目”一期及二期工程
建设逐渐完成，博浩达的产能将得以
释放。另一方面，华神科技在公告中
也提示了本次交易中存在产品销售
价格波动风险、标的资产评估的相关
风险、行业市场竞争加剧风险和业
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等。

在标的资产发展前景向好和相
关风险并存的情况下，投资者对华
神科技此次推出的定增交易是否

“买账”，将在11月份召开的股东大
会投票表决中见分晓。

拟以5倍溢价收购实控人旗下资产
华神科技称有利于在合成生物领域加快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