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纵深0202 2024年3月22日 星期五
本版主编：于 南 责 编：白 杨 制 作：董春云

本报记者 李乔宇

3月 21日晚间，中国移动披露了
一份颇有里程碑意义的年度业绩报
告。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移动实
现营业收入 10093 亿元，同比增长
7.7%。其中，通信服务收入达8635亿
元，同比增长 6.3%。2023年，中国移
动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达1317.66亿元，同比增长5.0%，净利
润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中国移动董事会建议 2023年全
年派息率为71%。向全体股东派发截
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每股 2.40港元，连同已派发的中期股
息，2023年全年股息合计每股 4.83港
元，较2022年增长9.5%。

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中国移
动收入结构持续优化。数据显示，
2023年，中国移动CHBN（个人市场、
家庭市场、政企市场、新兴市场）收入
全面增长，HBN（家庭市场、政企市
场、新兴市场）收入占通信服务收入
比达到 43.2%，同比提升 3.4 个百分
点。其中数字化转型收入达到 2538
亿元，同比增长22.2%，占通信服务收
入比提升至 29.4%，是公司收入增长
的第一驱动力。

2023年，中国移动以 5G、算力网
络、能力中台为重点的新型信息基础
设施持续完善，“连接+算力+能力”新
型信息服务体系持续丰富。

中国移动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双千兆”保持领先，累计开通5G

基站超194万个。部署全球规模最大
RedCap商用网络，成功打造全球首个
5G新通话网络。初步建成技术和规模
全面领先的全国性算力网络，数据中
心能力覆盖国家“东数西算”全部枢纽
节点，“N+X”多层级、全覆盖智算能力
布局加快形成，智能算力规模达到
10.1EFLOPS，同比增长206%。

2023年，移动云向“业界一流”迈

进，收入达到833亿元，同比增长65.6%，
行业云 IaaS+PaaS收入份额进入业界
前五。加强算力产品多元化创新，云电
脑销量超270万台，同比增长超10倍。

去年，中国移动资本开支1803亿
元，占通信服务收入比下降 1.9个百
分点，为 20.9%。2024年公司预计资
本开支约为 1730 亿元，较 2023 年下
降 4.0%，资本开支占收比预计降至

20%以下。中国移动表示，精准投资，
数智底座不断夯实。到今年年底，公
司将累计开通5G基站235万站，智算
规模超17EFLOPS。

展望2024年，中国移动董事长杨
杰表示，中国移动将加强“AI+”战略
布局，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高水平
建设世界一流信息服务科技创新公
司，努力实现收入、利润良好增长。

中国移动去年营收突破万亿元大关
预计2024年资本开支降至1730亿元

本报记者 冯雨瑶

A股上市公司2024年一季度业绩
预告陆续披露中，在不少上市公司发布
一季度预喜业绩后，市场对上市公司基
本面的关注也随之升温，股价上涨、机
构调研……“绩优生”备受青睐。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3月21
日记者发稿，A股共19家上市公司发布
一季度业绩预告。其中，有17家业绩预
喜（涵盖预增、略增、续盈、扭亏），1家预
减，另有1家不确定。

上市公司一季度业绩“报喜”让市场
将关注点回归到基本面上。南开大学金
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从当前已披露的一季度业绩
预告情况来看，多数公司向市场传递了
运营状况良好、盈利能力增强的信号。

多家公司预计
一季度业绩表现不俗

数据显示，在上述19家公司中，按
净利润增幅上限看，同比增长超100%
的有5家。其中，中创股份预计一季度
净利润同比增长751.31%至2453.92%，
增速居前。

从行业来看，业绩预喜的上市公司

主要集中在医药制造、汽车制造、橡胶、
计算机等相关领域。例如，在汽车制造
领域，目前有松原股份、川环科技、双环
传动等负责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上市公
司一季度业绩预增或略增，延续了去年
汽车零部件公司的高景气度。

松原股份预计一季度归母净利润
同比增长60.11%至78.59%。公司称，
2024年以来，乘用车市场端保持平稳，
公司延续了上一年度快速发展的态势；
整车端的降本诉求，契合公司产品高性
价比特征，提供了充分的业务渗透机
会，国产替代、自主替代的战略机遇得
以逐步体现，储备的项目订单逐步量产
并爬坡上量。

川环科技预计一季度净利润同比
增长80.29%至113.15%。公司称，受益
于汽车行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行业需
求增长，产业链供需有效增强，公司新
能源汽车收入占比提升。

双环传动预计一季度净利润同比
增长22.75%至34.44%。公司称，随着
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齿轮领域的竞争优
势愈发显著，加上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逐渐赢得海外客户的肯定，促进公司新
能源汽车齿轮业务的持续增长。

在医药制造领域，佐力药业、片仔
癀两家主营中药生产的上市公司一季

度业绩亦表现亮眼。佐力药业预计一
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1.37亿元至1.47亿
元，同比增长40.58%至50.84%。片仔
癀预计一季度公司可实现归母净利润
同比增长不低于25%。产品销售势头
向好、市场呈现旺销态势等是前述两家
中药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主因。

在计算机领域，多家上市公司预计
一季度业绩表现同样不俗。据统计，国
光电器、莱特光电、诺瓦星云预计一季
度业绩增长。其中，莱特光电表示，随
着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下游市场需
求持续增长，公司OLED终端材料收入
同比大幅增长。同时，新产品规模效应
逐渐提升，公司积极实施降本增效，盈
利能力大幅提升。

“绩优生”受到
投资者、机构密切关注

一季度业绩预喜的“绩优生”，迎来
了投资者、机构的密切关注。

川环科技在3月13日晚间披露业绩
预告后，公司股价在次日上涨6.38%，
并于3月15日继续上涨。此外，佐力药
业股价也因一季报业绩预增而大涨，公
告发布次日，公司股价涨停。

“上市公司发布一季度业绩预增公

告，意味着公司的经营状况良好，盈利
能力增强，这会吸引投资者对该公司股
票的关注，从而推动股价上涨。”科方得
智库研究负责人张新原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

从过往看，在上市公司年报、季报
披露期，资本市场往往走出年报或季报
行情。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
德龙表示，在业绩披露期，市场的投资
风格偏向业绩增长好的上市公司。不
过，他建议，投资者还需通过和过往业
绩相比，区分上市公司业绩是大幅增长
还是低于预期，要在优质的上市公司中
选择业绩高增长的投资标的。

从目前一季报业绩预告的披露情
况看，毛利率提升、订单充足、竞争优势
凸显等是相关上市公司业绩预喜的关
键词。而从行业看，在年报、季报披露
窗口期，相关上市公司发布的业绩预
告，也成为机构、投资者洞察行业发展
前景、挖掘投资机遇的渠道之一。以医
药行业为例，德邦证券认为，医药板块
反弹有望伴随一季报的来临保持稳健
上涨趋势。

“当然，投资者在关注这些行业的
同时，还需要结合具体公司的基本面和
市场环境进行综合分析，以做出更为准
确和理性的投资决策。”田利辉表示。

多家上市公司一季度预喜 市场青睐“绩优生”

本报记者 李万晨曦

3月21日，因业绩连续亏损、深陷债
务泥潭以及诉讼缠身，*ST美谷发布公
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公告。

持续性经营存疑
已拉响退市警报

此前，由于*ST美谷2022年度经审
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且财务会计报
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类型的审计报告，根据相关规定，公司
股票交易已于2023年5月5日起被深交
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度审计报告
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
性。根据深交所现有规定，若公司2023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
追溯重述后2023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
值，或2023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
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ST美谷股票将在2023年
年度报告披露后，因触及财务类退市指
标而终止上市交易。

*ST美谷表示，公司《2022年审计报
告》所涉“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中，
关于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该影响能否消除，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2023年财务会计报告能否不被出具保留
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
计报告，仍存在不确定性，故公司股票存
在被深交所终止上市交易的风险。

艾文智略首席投资官曹辙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ST美
谷来说，今年会计师的意见尤为重要，如
果会计师出具了相关负面的意见，那么
公司就有可能直接进入退市程序。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
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工程执
行主任袁帅认为，*ST美谷从昔日机构
追捧的明星股沦落到退市边缘并非偶
然，背后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020年6月份，中国奥园控股子公司
奥园科星收购京汉股份29.34%的股权，
成为控股股东。同年11月份，京汉股份
更名为“奥园美谷”。奥园科星为奥园美
谷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发展绿纤新材
料，进军美丽健康产业。2021年，*ST美
谷开始收购医美资产，左手押注医美，
右手剥离地产业务。2020年11月份至
2021年5月份，凭借医美风口，*ST美谷
股价涨幅超6倍，一度超过29元/股。

飙涨的股价，对应的却是低迷的业
绩。2020年至2022年，公司持续亏损，
根据2023年业绩预告，*ST美谷预计

2023年亏损3.3亿元至4.7亿元，这已是
*ST美谷连续第四年亏损。

“*ST美谷业绩与股价严重脱节。
虽然公司曾凭借医美风口实现股价飙
升，但公司的实际业绩并不足以支撑高
股价。连续亏损表明公司经营存在问
题，而股价的虚高则可能是市场炒作的
结果。当市场回归理性，股价自然会受
到业绩的拖累。”袁帅表示。

担保债务豁免
能否化解退市危机？

债务危机也是导致*ST美谷面临
退市风险的重要原因。

*ST美谷股票此前被“披星戴帽”，
便与其和信达资管的债务纠纷有关。
2020年，信达资管分批收购了债权人对
*ST美谷原子公司的11项债权，*ST美谷
则对债权进行担保。此后，由于该子公
司债务陆续违约，信达资管在2022年4月
份对*ST美谷提起多项诉讼。根据年报
数据，2022年三季度末*ST美谷的净资产
尚为13.29亿元，到了2022年末其净资产
迅速缩水为亏损1.61亿元。2022年，*ST
美谷就为此计提预计负债14.77亿元。

正当*ST美谷对于债务危机一筹
莫展之际，2023年12月25日，*ST美谷

发布公告称，信达资管解除和豁免*ST
美谷对京汉置业集团等子公司的债权
的担保等责任，对应金额为7.28亿元本
金及全部利息等，豁免后，仅对剩余7户
债权项下8.19亿元本金范围内的担保
保持追索权，且承诺2024年内不会申请
执行*ST美谷及其名下的资产。

此前，深交所对上述担保债务豁免
一事提出诸多关注。而在最新诉讼进
展方面，3月7日，*ST美谷发布公告透
露，经过协商，信达资管已同意只追索
公司对剩余7项债权项下的本金约8.19
亿元范围内的担保责任，并豁免了其他
相关债权权益的担保责任。

曹辙表示，若上述7.28亿元担保债
务被豁免的承诺最终兑现，则*ST美谷
2023年净资产将由负转正。不过公司
能否“保壳”成功，还是以其今年4月26
日披露的2023年年报中经审计的财务
数据和年报审计报告为准。

此外，*ST美谷还因涉嫌信披违
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目前，相关事
项尚在立案调查中。

对于如何应对有可能退市的风险，
债务解决进度等问题，*ST美谷内部人
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公司
生产经营正常，相关事项均在积极推进
过程中，以披露的情况为准。”

深陷债务泥沼、持续经营存疑 *ST美谷拉响退市警报

本报记者 李 静
见习记者 梁傲男

3月21日，第20届中国国际酒业博
览会（以下简称“酒博会”）在四川泸州
开幕，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参展企业
逾800家，涵盖酒类包材、智能酿造、系
统研发、智慧管理等酒业全产业链，全
球各大产区代表企业集中参展。

“我们希望通过酒博会，打通和
打造集原料生产加工、酒类生产酿
造、市场品牌展示、消费理念体验、文
化旅游展览等为一体的酒经济链，促
成酒旅融合、酒城融合、产城融合，打
造产城融合示范区，带动产业的价值
升级，带动区域经济和产业多元化发
展。”中国酒业协会秘书长何勇表示。

业内普遍认为，随着产业结构和
产业周期进一步深调，聚焦于品质、
品牌和市场服务的酒企，尤其是名酒
企业，更容易抓住机会，在行业调整
周期中率先突围。

“从2023年白酒价格指数运行情
况来看，在需求修复与信心回暖的共
振下，行业吹响复苏号角，但也面临
需求收缩、供给过剩、库存增加、预期
转弱等多重困难。”中国酒业协会副
秘书长刘振国表示。

在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书玉
看来，伴随着市场重心从产品向消费
转移，酒类产品个性化、差异化表达
蔚然成风，健康化、多元化消费日趋
盛行，产区价值、活态文化价值的重
要性不断放大。“毫无疑问，持续地自
我更新已经成为酒产业绽放新活力
的关键，更是深刻理解并适应消费需
求新变化的重要途径。”

《证券日报》记者现场探访展区
了解到，本届酒博会采取“重大活
动+专项活动+平行活动”三联动模

式进行，筹划了中国国际酒业发展大
会、2024中国酒类市场创新发展大
会、白酒产业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学术
交流会等诸多活动。通过搭建平台，
聚集行业资源，推动酒业国际化进
程，实现产品交易、技术合作、投资促
进和文化交流高效对接，为酒业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近年来，随着“Z世代”逐渐成为
消费主力军，白酒“年轻化”正成为白
酒行业发展新动能。在酒博会展馆，
诸多品牌推出适宜年轻消费者饮用
的低度白酒。

“今年，我们推出了主打年轻人市
场的白酒品牌，拥抱年轻消费者也是白
酒企业发展的又一大方向。”现场参展
的白酒企业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我
们在酒的利口性方面尝试了很多可能
性，正积极完成品牌年轻化转型。”

本届酒博会，积极融入了酒类电
商、直播电商、线上酒博等消费新场
景新模式，扩大展会辐射效应，放大
酒博会的综合效应和溢出效应。

事实上，本届酒博会不仅面向酒
类生产企业，更面向包装、包材、酒类
装备等上下游产业链。酒业产业链
颇具纵深，近年来，酒类配套产业悄
然生变，成为酒业的新兴力量，酒博
会搭建起的平台，在加强企业与经销
商互动合作的同时，也推动上下游产
业链的深度融合。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
副司长安宝军表示：“参展企业和各
界嘉宾应利用好酒博会这一重要平
台，开展洽谈合作，交流思想观点，
为酒类行业发展创造新机遇、贡献
新智慧。也希望有关各方以本届酒
博会为契机，加强产销对接，为推动
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多作
贡献。”

第20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开幕：

全产业链齐聚
逾800家国内外酒企参展

本报记者 李婷 舒娅疆

近日，川西锂矿传来重磅消息。
天齐锂业控股子公司盛合锂业与宁
德时代旗下雅江县斯诺威矿业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诺威”）、盛新
锂能旗下雅江县惠绒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惠绒矿业”）签署《共
建共享甲基卡矿区220KV输变电项
目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三方拟共
同出资设立一家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3亿元），并由该合资公司出资建设
220KV输变电项目，以满足各方的用
电需求。

在业内看来，这意味着，在行业龙
头携手推进下，以甲基卡矿区为代表
的川西锂矿开发或将迎来新的进展。

加快川西锂矿开发进展

锂矿资源是国家重要战略性矿
产资源，而四川省的锂矿资源储量位
居全国前列。据报道，我国在四川雅
江探获锂资源近百万吨，是亚洲迄今
探明的最大规模伟晶岩型单体锂矿。

在我国新能源产业持续发展壮
大的背景下，四川锂矿产业受到政策
的支持和鼓励。根据《四川省矿产资
源 总 体 规 划（2021- 2025年）》，到
2025年四川锂矿石年开采总量将达
到100万吨；到2035年，将形成川西锂
矿等产业集群。

从企业布局来看，川西地区凭借
锂矿资源储量优势已成为行业公司
投资“热门地”。截至目前，天齐锂
业、紫金矿业、宁德时代、大中矿业、
川能动力、雅化集团、融捷股份、盛新
锂能等多家公司以不同形式参与了
当地的锂资源布局。此次天齐锂业、
宁德时代、盛新锂能共同携手，对川
西锂矿的开发进展具有积极意义。

“四川的锂矿资源储量位居全国
前列，且主要分布在川西地区，而锂
矿开采具有投资金额大、投资周期相
对较长等特点，这对开采商的专业能
力、资金实力等都有较高要求。”四川
（西部）研究院投资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王小琪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此背景下，天
齐锂业、宁德时代、盛新锂能三方计
划通过合作推进当地的输变电项目
建设，有助于在资金、产供链、技术装
备等方面实现优势互补，此举也有望
加快川西锂矿的综合开发进展。

据悉，川西锂矿所面临的政策环
境、基础设施条件、勘探水平等因素
在近年来都处于不断优化过程中，下
一步的发展关键是做好相关利益关
系的统筹工作。“企业之间、企业与资
源所在地民众之间的利益关系都需
要做好综合统筹平衡，这将是推进川

西锂矿发展的重要因素。展望未来，
对川西锂矿的开发可以借鉴国内外
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推进锂资源勘察
和优化矿业权的设置，并通过发展飞
地经济，推进当地矿山的进一步合作
联合，以优势互补的方式实现川西锂
矿的规模化、集约化、绿色化可持续
发展。”王小琪说。

龙头企业合作共赢

从企业层面来看，推进川西锂矿
相关业务发展将带来多方共赢。天齐
锂业表示，鉴于甲基卡矿区的客观自
然条件，包括电力基础配套设施存在
唯一性，矿区企业合作共建配套设施，
是保障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最佳方
式。成立三方合资公司有利于促进公
司措拉项目的建设，进一步加速将公
司的资源转换成客观的产能/产量供
给，提升公司生产原料供应链（尤其是
国内锂盐生产原料供应）的稳定性。

上海钢联新能源事业部锂业分
析师郑晓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三大龙头旗下公司在矿区合作共建
配套设施，是保障锂矿资源开发利用
的最佳方式。“大公司拥有资金优势，
可以建设较为先进的生产基地和相
关配套设施，有助于较大提高锂矿资
源利用率。宁德时代作为最大的电
池厂商，对锂盐的需求量巨大，掌握
锂矿资源可以有效降低其产品生产
成本，增加竞争优势。”

宁德时代近日回复投资者关于
资源自给率方面布局问题时表示，公
司在上游资源方面做了一些布局，公
司在产业链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希望
与产业链公司实现共赢，分享行业发
展红利。自从公司布局碳酸锂以来，
碳酸锂价格逐步回归相对合理水平，
长远而言，对材料公司、电池公司、车
企、矿业公司都有好处，有利于产业
链生态平衡。公司希望通过在上游
资源的布局平滑自身成本波动，同时
对产业有所贡献。

从锂价走势来看，3月21日，生意社
电池级碳酸锂基准价为11.8万元/吨，
较月初上涨16.6%。生意社分析认
为，2月份国内碳酸锂产量为3.68万
吨，环比下降17%，3月份国内碳酸锂
预 估 产 量 为 4.19万 吨 ，环 比 上 涨
13.8%左右。

“四川地区锂矿主要是锂辉石
矿，具有储量大、品质好等特点，不过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开采难度较
大。”郑晓强表示，目前锂矿价格正处
于筑底阶段，短期来看，锂矿价格或
因非洲、南美洲等地的锂矿供给增加
而产生价格波动。但在长期发展新
能源产业的基础上，预计未来锂矿价
格将逐渐回暖。

天齐锂业、宁德时代等
联手推进川西锂矿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