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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宇薇

“公司将立足‘存量做足、增量做
精’的发展理念，以产品创新为核心，
以机制创新为保障，以‘引进来、走出
去’的国际化策略为发展路径，推进公
司‘新一轮创业’高质量发展。”3月25
日，长春高新董事长马骥在公司2023
年年度业绩说明会上表示。

去年营收同比增超15%

2023年年报显示，长春高新去年
实现营业收入145.66亿元，同比增长
15.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45.32亿元，同比增长9.47%。

2014年至2022年期间，长春高新归
母净利润增长幅度均在10%以上，但
2023年的归母净利润增速有所放缓。

具体来看，长春高新核心子公司金
赛药业当期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分别
为110.84亿元、45.14亿元，增幅分别为
8.48%、7.04%，与上年相比，增速分别放
缓16.15个百分点和7.43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长春高新在2023年的
各项财务指标均呈现出积极的增长态
势。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得到
了进一步提升，同时也为股东带来了
丰厚的回报。”艾媒咨询CEO张毅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
归母净利润增速放缓有多方面因素：
一是公司收入利润规模越来越大，要
保持以前年度的增速，难度越来越大；
二是近年来公司新产品研发等方面投
入持续增加；三是受市场环境影响。”

金赛药业是长春高新旗下负责生
长激素的核心子公司，拥有市面上最
为齐全的生长激素组合。在此次业绩
说明会上，生长激素相关情况受到投
资者广泛关注。

近年来，生长激素领域入局者不断
增多。与此同时，随着生长激素被纳入
集采，市场环境对利润增长也会产生影
响。在此背景下，是否意味着长春高新
生长激素产品的增长即将迎来天花板？

长春高新在接受机构调研时介绍

称，2023年，金赛药业生长激素产品整
体收入稳定增长，长效水针、粉针、水
针在生长激素产品收入中的占比分别
提升到29%、11%、59%。

长春高新董秘张德申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未来，公司将持续推进
长效生长激素产品销售工作，探索产
业前沿技术升级方向，不断推出满足
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加大业绩增量。”

抛18亿元分红方案

年报显示，长春高新拟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5元(含税)，预
计派发现金红利18.10亿元，占2023年
归母净利润的39.93%，分红金额和分
红占比均为历史最高点。

长春高新于今年1月份发布了《未
来三年（2023年至2025年）股东回报规
划》，表示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

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
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40%。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是在充分结
合公司发展阶段、未来资金需求等因
素基础上做出的。”马骥在业绩说明会
上表示。

大手笔分红的背后，是长春高新
加大创新力度、保持战略定力、聚焦核
心主业的坚定发展信心。

2023年，长春高新积极开展生长
激素适应症拓展、疫苗研发等，研发费
用为17.23亿元，同比增长26.85%。此
外，公司多款在研产品已取得新进展。

“公司将强化创新研发进化能力，
确保项目如期推进并实现投资回报。
同时，公司将加快创新国际化进程，持
续获得海外授权收入和稳定的产品销
售提成，努力增加研发产出，实现良性
可持续的研发投入和产出比。”张德申
表示。

过于依赖生长激素单一产品是外
界对长春高新最为担忧的问题。事实
上，长春高新已布局多元业务发展模
式，目前已拓展布局辅助生殖、青少年
成长发育等领域产品。金赛药业也新
设立了儿科综合、女性健康、成人内分
泌、皮科医美、肿瘤5大BU（业务单元）。

“公司将在努力确保生长激素产
品业绩稳定增长的情况下，积极加强
新业务的培育，推动产品国际化布局，
持续降低单一产品依赖方面的风险。
后续公司将持续打造医药产业五大业
务平台，推动创新疫苗产品研发，稳步
推进核心子公司多业务板块战略布
局。”张德申表示。

长春高新表示，公司将推进医药健
康全产业链全球化战略布局，通过兼
并、收购、研发、国际化等方式，积极寻
找发展新动能，快速推动新产品上市进
程，完成技术升级迭代，实现有效增量。

2023年净利润增速放缓
长春高新多元布局摆脱单一产品依赖

本报记者 王丽新
见习记者 陈 潇

“2023以来，行业面临一系列挑
战，也有不少明显变化。华润万象生
活把成为世界一流的城市空间运营服
务商作为战略定位，持续提升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和产品的核心功能。”3月
26日，在华润万象生活业绩会上，公司
执行董事兼副总裁王海民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表示，当前物管行业去地产化
趋势进一步加快，市场化能力强且与
母公司关联弱的公司更容易赢得市场
的认可。对于头部物企来说，多赛道
运营、多业态服务、多资源整合将成为
着重打造的能力。

财报数据显示，华润万象生活
2023年实现收入147.7亿元，同比增长
22.9%。其中，住宅物业管理服务板块
收入为96亿元，同比增长23.1%；商业
运营及物业管理服务板块收入为51.7

亿元，同比增长22.6%。2023年，公司
股东应占净利润为29.3亿元，同比增长
32.8%。

在此次业绩会上，华润万象生活
管理层坦言，目前内资、港资地产公司
纷纷加入商管、物管航道，加码科技投
入，扩大空间服务范围，使得细分市场
的竞争更加激烈。但公司坚定相信，
已有的差异化生意模式、规模、优质服
务和运营竞争力等，能够让公司继续
保持快速增长。

从具体数据来看，华润万象生活
2023年年内13座购物中心如期开业，
在营重奢购物中心数量增至13个，排
名行业第一，年内在营购物中心平均
出租率维持96.1%高位，平均首进品牌
数量87个，迈入“百MALL”新里程。

华润万象生活管理层表示，商管
航道2023年毛利率提升7.7个百分点到
58.4%，未来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扩
大，预计毛利率水平将稳中有升，成为
公司整体毛利率稳定的重要保障。

在业绩会现场，面对市场关心的消
费问题，公司管理层表示，中国消费的长
期增长趋势没有改变，目前华润万象生
活旗下各购物中心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全年预计仍可以保持稳健增长。

而对于物管赛道，公司管理层坦
言，物业管理费的改革道路漫长，但市
场化的方向不变，这是行业目前面临
的共性问题。

“未来公司一方面将持续通过信
息化建设、科技化应用，在保证服务品
质的情况下，维持合理的基础物业毛
利率水平。另一方面，公司也在积极
推动品质服务的价值转化，提升毛利
率相对较高的增值服务收入占比，支
撑物管航道毛利率水平的稳定。”华润
万象生活管理层表示。

此外，今年3月份，华润商业REIT成
功上市，其首发底层资产青岛万象城是
华润置地旗下核心区位标杆商业项目，
华润万象生活为其运营管理机构。

在业绩会现场，公司执行董事兼

副总裁王磊在回答《证券日报》记者提
问时表示，消费基础设施REITs的推
出，对华润万象生活的未来发展是一
个巨大机遇。

他认为，一方面，消费基础设施公
募REITs打通了购物中心的退出渠道，
有助于盘活存量资产，对专业的商管
公司来说，除了收取管理费之外，还可
以探索通过运营管理提升资产价值，
专业服务有望得到更好的变现，也有
机会建立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另一方
面，商业资产的运营管理较复杂，对资
产收益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更加依赖
优异的运营能力去维持，从而使得RE⁃
ITs具有良好经营表现。

王磊表示，未来商业项目的经营
管理权会向更专业、能力更强的管理
公司集中，商业管理行业的集中度会
进一步提升，“此外，母公司通过公募
REITs可加大商业综合体的投资布局，
也有利于华润万象生活进一步扩大管
理规模。”

华润万象生活2023年收入同比增长22.9%
看好消费基础设施REITs带来新机遇

本报记者 王丽新
见习记者 梁傲男

“在农产品价格上涨、奶价下行阶
段，我们思考的是如何跟自己较劲，持
续激发内部潜力。从行业供给端来
看，2024年增速估计只有3%至4%，核
心还是需求端增速不振。”3月26日上
午，在2023年年度业绩发布会上，现代
牧业总裁孙玉刚向投资者及《证券日
报》等媒体表示。

数据显示，现代牧业去年实现收
入约134.58亿元，同比增长9.5%，年内
溢利约1.85亿元，同比减少68.1%。同
时，公司拟派发末期股息，每股派发
0.0045元。

对于业绩变化，现代牧业表示，主

要受2023年乳牛公平值变动减乳牛销售
成本产生的亏损增加、原料奶业务毛利
率下降及毛利额减少等因素所致。

2023年，现代牧业每头成乳牛平
均年化单产及总产奶量创历史新高，
畜群规模及原料奶销售收入也取得增
长。其中，生鲜乳总销量达255万吨，
同比增长9.4%。原料奶销售收入达
102.64亿元，同比增长3.2%。

在饲料成本上涨的情况下，2023
年，现代牧业的每公斤奶销售成本降
至2.92元，同比下降1.7%。自由现金流
大幅提升，达到15.68亿元。净有息负
债规模从2022年底的99.22亿元下降至
88.13亿元，净有息负债比率从2022年
底的46.0%下降3.3个百分点至42.7%，
财务杠杆稳中有降。

现代牧业执行董事兼CFO朱晓辉
曾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规模化养
殖需要数字化加持，公司希望通过数
智赋能来帮助整个行业降本增效。”

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2023年，现
代牧业成功收购数字平台公司爱养牛。
目前集团业务已扩展至产业链网上交易
平台、饲草料、优选牛种种业等新领域。
公司新业务表现强势，报告期内实现收入
31.95亿元，同比增加35.9%。

具体来看，现代牧业新业务板块
中，来自饲草料销售业务取得的销售
收入为25.38亿元，同比增长37.1%；畜
牧业数智平台业务实现收入6.57亿元，
同比增长31.7%。

现代牧业表示，新业务不但为集团
带来新盈利增长点，更强化了集团产业

链的纵向布局及安全性，新业务板块将
持续增长并为集团带来利润贡献。

对于现代牧业2023年的业绩表
现，中国农垦乳业联盟专家组组长宋
亮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2024年，奶牛养殖现代化水平不断
提升，企业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加快
了数字化智能管理体系在牧场的应
用。从长远看，打造智能化、数字化、
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牧场是企业的发
展目标。

2024年，如何降本增效是所有企
业面临的课题。现代牧业高层在解读
业绩报告时也表示，2024年将继续降
低成本，在2023年的基础上，饲料成本
将降低0.29元/公斤以上，降至2.05元/
公斤及以下。

现代牧业去年营收134.58亿元 新业务表现强势

本报记者 殷高峰

因涉“专网通信”案，航天动力
多名时任高管被处罚。

3月 26日，航天动力发布公告
称，公司近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
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决定
书，航天动力及时任航天动力董事
长、总经理朱奇，时任总经理郭新
峰等多名当事人涉隋田力“专网通
信”案虚增营收 38亿元，上市公司
及时任多名高管均被处罚，合计被
罚金额1180万元。

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企业
导师仝铁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通常情况下，上市
公司财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尤其
是虚增业绩，主要有几个原因：一
是为了完成上级或者股东制定的
预算考核目标；二是受利益驱使，
通过虚增经营业绩以吸引更多投
资者维持或提升股价，甚至相关人
员可获得更好的薪资、奖金以及职
位升迁；三是为了增资配股、获取
贷款以及保住上市资格等。

根据公告，航天动力此次涉
“专网通信”案虚增营收，主要是航
天动力为迅速扭转业绩下滑趋势，
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达到股东考
核要求，经总经理办公会决策后于
2016年以贸易方式参与隋田力专
网通讯业务。

2016年至2020年，航天动力及
其子公司陕西航天动力节能科技
有限公司开展的智能数据模块业
务属于专网通信贸易业务，该项业
务属于隋田力专网通信自循环业
务的一个环节。与隋田力合作期
间，航天动力该业务涉及的全部客
户和供应商均由隋田力及其相关
人员指定，相关交易合同由隋田力
及其相关人员提供，交易价格、数
量等合同要素主要由隋田力方确
定，航天动力不参与产品加工、仓
储及运输环节，不具有交易标的的
控制权，不承担交易的售后责任，
交易标的从供应商直接运输至客
户，交易标的实质是没有实际的第
三方市场或使用价值的通讯设备，
除融资性贸易外，航天动力实际为
交易的资金通道方。

航天动力开展的专网通信贸
易业务，相关交易均为虚假、不具

有业务实质，航天动力虚增收入、
利润，导致相关定期报告存在虚假
记载。根据公告，2016 年至 2020
年，航天动力智能数据模块贸易业
务累计虚增营收金额达38亿元，利
润总额合计约 7213万元。而航天
动力的上述行为导致其披露的
2016年至 2020年年度报告存在虚
假记载。

“我国证券法对上市公司的定
期报告及信息披露进行了明确的
要求和规定，公司应严格按照相关
规定及时、准确、完整地进行信息
披露，这既是责任，也是义务。”仝
铁汉表示，上市公司如果存在违法
违规披露行为，是严重挑战信息披
露制度的严肃性，严重毁坏市场诚
信基础，严重破坏市场信心，会对
资本市场生态会造成不良影响。
同时，使投资者因信息不对称而可
能造成投资误判，损害了投资者合
法权益；此外，上市公司会因其违
法违规行为受到处罚，资本市场形
象和经济利益受损。

根据证券法相关规定，证监会
做出的处罚决定是，责令航天动力
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0万元的
罚款；并对相关当事人分别处以 5
万元至 200万元罚款，合计被罚金
额1180万元。

其中，郭新峰与隋田力进行过
直接商谈接洽，是航天动力与隋田
力初始建立业务关系的主要决策
人，是航天动力以垫资方式和 2016
年无实物流转方式参与隋田力专
网通信业务的主要决策人，行为恶
劣，情节较为严重。同时，其以董
事、总经理身份对2016年年报签署
书面确认意见，是航天动力定期报
告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

航天动力同日发布的另一则
公告显示，郭新峰因违反证券法被
证监会出具《市场禁入决定书》，被
采取十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窦方旭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这也提醒其他上市公司高
管要勤勉尽责。本次处罚中，很多
人被处罚是因为没有充分证据表明
其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此举更凸
显了对高管的责任推定，需要高管
履职留痕。

涉“专网通信”案虚增营收
航天动力及多名责任人被罚

本报记者 桂小笋

同花顺 iFinD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26 日，今年已有 36 家上市公司
披露公司、实际控制人、高管因涉
嫌违法违规而被立案调查。从被
调查人的类型分布来看，有12家公
司高管被立案调查，调查原因包括
内幕交易、短线交易、信息披露违
规等。

由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管是“关键少数”，如何为这些人
群打好预防针，防止出现侵害上市
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现象，是
资本市场的重要课题。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建议，可以
从完善内部监管机制、提升合规意
识、严格外部监管、建立奖惩制度
等多角度着手。

从上述 36家公司的具体情况
来看，存在信息披露方面的违法违
规行为，是其被立案调查的主要原
因。被立案调查的高管，则有部分
是涉及内幕交易和短线交易。

例如，今年年初，万通发展发
布公告称，公司董事吴丹毛于 2024
年 1月 2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立
案告知书》，因涉嫌短线交易公司
股票，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
此外，惠博普在 3 月初发布公告
称，公司董事、总经理李松柏因涉
嫌内幕交易，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其
立案。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斌
律师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董事、
监事等“关键少数”，要主动监督上
市公司合规经营，严格守法并对可
能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警示，
消灭隐患。但在现有的司法案例
中，部分公司的“关键少数”却成了
上市公司违法违规行为的参与者、
执行者，严重损害中小投资者权
益。“中小投资者之所以格外关注
这些‘关键少数’，主要是因为这些
人掌握外界所不了解的企业信息，

‘信息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公司的股价。”

福建华策品牌定位咨询创始

人詹军豪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对于今年被立案的
上市公司中涉及高管违规违法的
问 题 ，值 得 各 方 警 惕 。“ 关 键 少
数”违法不仅损害了公司的声誉
和利益，更对整个市场的健康发
展造成了不良影响。这反映出了
一些公司在治理结构上存在漏
洞，对于高管的监督和管理不够
严格。

对于部分“关键少数”的违法
违规行为，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的业内人士建议，可以从内部建
设、外部监督等多个角度着手，防
止类似情况出现。

王智斌表示，当前，提质发展
是共识，上市公司的经营提质不容
忽视，其中，如何让“关键少数”更
好地发挥作用，并防范“关键少数”
的“失守”是重中之重，这有助于从
源头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詹军豪认为，可以从多个角度
着手约束“关键少数”，包括加强内
部监管机制，确保公司高层的行为
符合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提升高
管的合规意识和道德素质；建立有
效的举报和奖惩机制；加强外部监
管力度等。

“可以通过建立健全内部控制
体系，对高管的决策和行为进行监
督和约束，防止他们利用职权谋取
私利；通过定期的合规培训和道德
教育，使高管明确自身的责任和使
命，认识到违法违规行为的严重后
果，从而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
制度；鼓励员工积极举报高管的
违法违规行为，对于举报者给予
适当的奖励和保护，同时，对于违
法违规的高管，要依法依规进行
严肃处理，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
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
督和管理，对于涉及高管违法的
案件要及时立案调查，并依法追
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詹军豪
认为，只有综合施策、多管齐下，才
能有效地预防“关键少数”违法行
为，保障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和市
场的稳定运行。

年内12家上市公司高管
被立案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