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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岚

八月热浪滚滚，不少 A 股上市公司股东或高
管的火气也有点大。连日来，包括科林精工、基蛋
生物和华凌精工等在内的多家公司相继爆出“内
斗”新闻，风波迭起。

上市公司“内斗”，持股的投资者也是心惊胆
战。因为上市公司一旦生乱，通常会导致其股价
剧烈波动，甚至可能长期低迷，而持仓的中小股东
无疑将面临着遭受巨大损失的风险。

那么，当持股的上市公司出现“内斗”，投资者
该如何应对才能减少损失，最大限度地保护自身
权益？

在笔者看来，首先，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一
旦发现公司有“内斗”苗头，投资者要做的就是
在风险变大之前尽快离场。因为投资者尤其中
小股民天然处于信息不对称中的弱势方，无论是
上市公司股东“内斗”，还是公司管理层“内斗”，
抑或股东与上市公司管理层“内斗”，投资者很
难分辨其中孰是孰非。而且长远支撑上市公司
股价的是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性，因此投资者
也没必要厘清其中是非。

从过往的案例来看，几乎少有上市公司能在
“内斗”中保持稳定经营，且“内斗”时间越久，对公
司经营越不利，对公司股价产生的影响越剧烈。

同时，由于中小股民力量微薄，很难承受上市
公司“关键少数”间的博弈游戏，就算真的看好“内
斗”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与其寄望于抄底、押注，
不如保存实力以待来日。

其次，上市公司发生“内斗”，各方在激烈的交
锋过程中，有时也会引爆暗藏的“地雷”，譬如上市
公司财务造假，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给公司股
价造成巨大打击。对于投资者来说，当发现上市
公司存在违法违规情况时，应收集好证据材料，积
极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海伦哲，在2021年的股权
争夺战中，子公司被举报涉嫌虚构收入、利润，以
及涉嫌存在套取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等行为，江苏
证监局调查认定后对上市公司及相关高管下发

《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随后股
民们也据此向海伦哲发起诉讼索赔案。

最后，笔者认为，当前上市公司“内斗”频发，
投资者在充分发挥能动性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
也离不开监管的积极作为。例如，通过下发监管
函等手段警示“内斗”各方规范行使自身权利，避
免影响公司治理和经营正常运作，并敦促和解争
取尽快平息争端；坚决落实金融监管“长牙带
刺”，持续推动构建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刑事追
责“三位一体”的立体化追责体系；畅通投资者维
权救济渠道，提高维权维权效率，降低维权成本，
切实提升投资者权益保护力度。

上市公司“内斗”频频
中小投资者可用脚投票

本报记者 肖艳青

近日，A股市场商用载客车板块（按申万行业
分类）上市公司陆续披露了2024年半年报，多家公
司报告期内实现经营业绩显著提升。

财报显示，报告期内，宇通客车实现营业收入
约163.36亿元，同比增长46.99%，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约 16.7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5.84%；安凯客车实现营业收入约11.48亿元，同
比增长5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725.78万元，同比扭亏为盈；中通客车实现营业
收入约 27.55亿元，同比增长 66.26%，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 亿元，同比增长
114.64%。

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书长张翔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上半年，国内
市场方面，新能源车替代燃油车的发展趋势、车
辆的更新换代以及居民出行增加和旅游市场的
回暖等因素，共同推动了客车需求的增长。国际
市场方面，受环保政策的影响，海外市场新能源
客车需求很大，我国客车企业紧抓发展机遇，海
外出口销量大增，进一步推动了企业营收和净利
润的增长。

《证券日报》记者在梳理财报时注意到，多家
商用载客车板块上市公司报告期内业绩得到显著
提升的原因，系公司海外业务增长所致。

例如，安凯客车表示，报告期内，公司海外市
场业务实现营收约 4.36亿元，同比增长 111.84%；
中通客车表示，上半年公司海外市场业务实现营
收约 18.39亿元，同比增长 60.84%，占其总营收比
重为 66.73%；宇通客车表示，报告期内，公司出口
销量实现大幅增长，同时公司出口业务占比提高，
销量结构向好，业绩贡献增加。

据中国客车统计信息网统计，2024年上半年，
我国累计出口大、中、轻型客车共计27551辆，同比
增长39.36%。

对此，一位不愿具名的客车行业内人士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上半年，其所在公司的大
中型客车销量同比大增，主要是出口销量好，且优
于国内销量，“我们国家的客车与国外的产品相
比，一方面在质量和价格方面性价比更高，另一方
面我们的新能源客车发展较早，技术更先进，同时
也在供应链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另据业内预计，下半年我国客车出口或将延
续增长态势。其中，欧洲、拉美、东南亚等地区在
经济技术因素和环境保护政策等因素驱动下，新
能源客车需求或持续释放。

多家客车上市公司披露中报
上半年出口走俏助力业绩增厚

本报记者 向炎涛

8月28日，中国海油发布2024
年半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实现
油气销售收入 1851.1亿元人民币
（下同），同比增长 22%；实现归母
净 利 润 797.3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至此，“三桶油”（中国石油、中
国石化、中国海油）均已经交出了
2024年半年度成绩单。

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今年
上半年，中国石油实现营业收入
1.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实现归
母净利润 886.07 亿元，同比增长
3.9%；中国石化实现营业收入 1.58
万亿元，同比下降 1.1%，实现归母
净 利 润 357.0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据此计算，“三桶油”上半年
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2040亿元，相
当于日赚11.2亿元。

持续推进增储上产

今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增长
带动原油需求回暖，产油国联盟
延续减产策略导致供应偏紧，国
际油价同比上升。公开数据显
示，布伦特原油现货平均价格为
84.06 美元/桶，同比上升 5.5%；美
国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现货平均
价格为 78.95 美元/桶，同比上升
5.6%。

得益于上半年产量增长和油
价上涨，以上游为主业的中国海
油上半年业绩增幅明显。公司表
示，报告期内，公司提质增效升级
行动取得实效，净利润同比大幅
上涨。此外，公司全方位成本管
控体系运行良好，桶油主要成本
为 27.75美元/桶油当量，持续保持

竞争优势。
在国际油价上升、保障能源安

全背景下，“三桶油”均持续推进增
储上产工作，而高效、效益更是成
为其勘探开发的关键词。

中国石油表示，2024 年上半
年，公司国内油气业务聚焦储采平
衡，大力实施高效勘探，海外油气
业务突出效益勘探、规模增储。实
现原油产量 474.8百万桶，同比增
长0.1%；可销售天然气产量2584.2
十亿立方英尺，同比增长 2.7%；油
气当量产量 905.5百万桶，同比增
长 1.3%。天然气产量占油气当量
产量的比重进一步提升，稳油增气
策略扎实有效推进。

中国石化表示，2024 年上半
年，公司加强高质量勘探和效益开
发，增储增产降本增效取得新进
展，国内油气当量产量创历史同期
新高。实现油气当量产量 257.66
百万桶，同比增长3.1%，其中，境内
原油产量126.49百万桶，同比增长
1.5%；天然气产量7005.7亿立方英
尺，同比增长6%。

中国海油表示，2024 年上半
年，公司持续推进增储上产，资源
基础不断夯实。加快重大项目建
设，油气产量再创新高。扎实推动
在产油田稳产增产，实施精细管
理，生产时率保持最好水平。实现
净产量达 362.6百万桶油当量，同
比上升9.3%，国内外油气产量均突
破公司历史最好成绩。

东兴证券发布研报称，作为全
球需求端代表，美国的通胀压力有
所缓和，也意味着大宗商品如原油
等的估值压力有所缓解；随着国内
经济的持续修复，对油气开采和炼
化及贸易的需求也在逐步提升。
未来油价或将维持中高位，驱动盈

利提升。

深入推进绿色转型

在能源转型方面，“三桶油”均
已布局。中国石化表示，正积极培
育氢能、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业
务，加快构筑“油气+新能源”多能
互补格局。公司还充分发挥现有
终端网络优势，全力推动充电和加
气网络发展，充电量和车用LNG经
营量同比大幅增长；推进氢能交通

稳步发展，积极向“油气氢电服”综
合能源服务商转型。

中国石油则成立了“油气和新
能源”业务分部，将新能源发展提
升到战略层面。公司表示，2024年
上半年，公司积极推动新能源大基
地布局和新能源指标竞配，加快推
进重点项目实施。2024年上半年
风光发电量21.7亿千瓦时，比上年
同期的 8.5亿千瓦时增长 154.5%。
同时深入推进全产业链碳捕集、利
用及封存（CCUS）业务发展，注入

二氧化碳83.7万吨。
中国海油将油气勘探开发与

新能源融合发展积极推进。公司
表示，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稳步有
序发展新能源业务。“海油观澜号”
稳定在产一周年，上半年累计发电
1440万度，累计发电 2858万度，折
合二氧化碳减排 1.66万吨。持续
加强用能替代，通过自产自用及绿
电交易两种方式，扩大绿电使用规
模，上半年共消纳绿电超4亿度，减
少碳排放近30万吨。

原油需求回暖“三桶油”上半年合计日赚11.2亿元

本报记者 李春莲

2024年以来，储能行业发展陷
入了“冰火两重天”的境地。一边是
供应不断增加，一边是需求不旺，行
业“内卷”更是让各环节“价格战”愈
演愈烈。

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速，
利用储能调节电力的需求日益增
加。储能行业如何实现更加健康可
持续的发展，成为了业内关心的重
要问题。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秘书长王泽深向记者表示，当前，受
新能源大基地建设、分布式光伏发
展、区域弱电网运行等因素影响，保
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面临多重考
验，新型电力系统对储能的需求将
不断增长，对储能的支撑、调节能力
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行业重要性日益凸显

储能行业发展热火朝天，发展
前景有目共睹。在近日举办的碳中
和能源高峰论坛暨第四届中国国际
新型储能技术及工程应用大会与新
型储能技术青年科学家论坛上，中

国工程院院士、南方电网公司首席
科学家饶宏表示，目前，新型储能装
机约占新能源 3.2%；到 2025年，新
型储能规模可能突破 1亿千瓦，约
占新能源 6.7%，正在形成事实上的

“规模化”发展。
“截至今年 6月底，全国累计投

运新型储能电站数量达到 3040个，
源、网、用电侧占比分别为 29%，
16%，55%。新能源基地送出、弱系
统构网、分布式光伏并网、电网调频
调压、黑启动、绿色微网等推动新型
储能需求显性增加，应用场景多样
化。”饶宏说。

据饶宏介绍，截至 6月底，我国
累计发电装机 30.7亿千瓦、新能源
装机 11.8亿千瓦，正在逐步形成事
实上的“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系统（初级阶段形态）。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 7月份，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国家
数据局联合印发《加快构建新型电
力系统行动方案（2024—2027）》提
出，探索应用一批新型储能技术。
围绕不同应用场景对爬坡速率、容
量、长时间尺度调节及经济性、安全
性的需求，探索建设一批液流电池、
飞轮、压缩空气储能、重力储能、二

氧化碳储能、液态空气储能、钠离子
电池、铅炭电池等多种技术路线的
储能电站。通过合理的政策机制，
引导新型储能电站的市场化投资
运营。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的意见》提出，加快构建新型电
力系统。加强清洁能源基地、调节
性资源和输电通道在规模能力、空
间布局、建设节奏等方面的衔接协
同，鼓励在气源可落实、气价可承受
地区布局天然气调峰电站，科学布
局抽水蓄能、新型储能、光热发电，
提升电力系统安全运行和综合调节
能力。建设智能电网，加快微电网、
虚拟电厂、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建
设。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深化电
力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全适应新型
电力系统的体制机制。到 2030年，
抽水蓄能装机容量超过1.2亿千瓦。

上述政策凸显了储能在当前和
未来提高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的重要
性和迫切性。

天合储能产品研究院院长杨凯
表示，储能在电力系统起到了“蓄水
池和调节器”作用，在能源转型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全球电化学储能近

几年飞速发展，预计 2028年全球储
能装机量将超过1000GWh。
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

不过火热背后，储能发展也面
临诸多挑战。上述大会同期发布的

《中国新型储能产业发展分析报告
（2024 年 1—6 月）》（以下简称《报
告》）提出，梳理近一两年来储能行
业的发展脉络就会发现，储能领域
价格战最先开始来自结构性过剩的
电芯领域，随即引爆直流侧系统价
格持续走低，继而交流侧系统价格
战不断下探。

《报告》显示，储能电芯平均价
格从2023年年初的0.9元/h至1元/h
下降至2024年年中的0.3元/h至0.4
元/h，价格跌至三分之一。与此同
时，相比年初，储能系统平均价格降
至约 0.5元/Wh至 0.6元/Wh，亦超过
50%。随着行业“价格战”的愈演愈
烈，储能设备价格已经逼近甚至低
于成本价，企业分化加剧，部分企业
的盈利情况堪忧，行业洗牌危机
隐现。

对于当前背景下储能系统如何
突围，杨凯表示，根据预测，未来储

能市场整体价格或将继续下降。从
目前的材料或集成技术来讲，还会
遇到很多瓶颈，所以行业内企业应
转变思维。

杨凯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防止
内卷、防止低价竞争；二是从质量角
度考虑竞争，提高质量，提高安全；
三是从性能角度来抓住客户，提高
产品寿命和效率。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储能应用分会副秘书长陈永翀则向
记者表示，未来五年左右，针对不同
储能应用场景的几大技术路线将基
本定型。特别是 2023 年锂电上游
材料和中游设备的大降价，基本奠
定了基于磷酸铁锂材料的新型储能
成本优势，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开
发高安全大容量储能专用电池是行
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调节资源’对于电力系统来
讲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对电力保供
的 作 用 ；二 是 对 电 力 安 全 的 作
用。”饶宏表示，储能现在处在战
略机遇期，有很好的市场前景。但
在快速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在安
全性、高效性、经济性方面还有不
小的提升空间，特别是利用效率
问题。

储能“价格战”愈演愈烈 机遇与挑战并存

本报记者 李 婷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 8月 28
日记者发稿，A股市场已有 50家家
居用品板块（按申万行业分类）上市
公司发布了 2024年半年报。其中，
包括瑞尔特、乐歌股份等在内 20家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超过10%。

从盈利情况来看，上述 50家公
司当中，包括松霖科技、建霖家居、
海鸥住工等在内 11家公司报告期
内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
50%。

多家公司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报告期内，公司持续
推进转型升级，内练“智造”能力，外
拓市场，探索企业发展新动能。

推进产品智能化发展

卫生洁具制造企业瑞尔特于 8
月27日发布的2024年半年报显示，

报 告 期 内 公 司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约
11.43 亿元，同比增长 17.36%。其
中，智能坐便器及盖板业务实现营
收 6.87亿元，对公司营收贡献占比
超过60%。

据了解，瑞尔特持续打造自有
品牌，升级智能化水平。此前公司
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冲水组件，近年
来，公司盯上了智能卫浴市场，并确
定以智能马桶产品为核心，持续加
大投入。

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预计随着新产线产能利
用率爬坡，将进一步实现规模效应。

上半年，海鸥住工的智能家居
板块业务成为了公司的一大亮点。
公司依托控股子公司珠海爱迪生推
进智能家居板块业务发展，并实现
了自有品牌独立运营。数据显示，
珠海爱迪生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27 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 1646.1
万元，同比增长40.99%。

据中商产业研究院预测，随着

未来新建房屋和老房屋改造升级需
求增多，以及物联网、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技术的更新迭代，2024年智
能家居市场规模将达到 7848亿元，
2025年将突破8000亿元。

“目前，智能化已经成为家居行
业重要的发展趋势，为业内公司的
业绩增长带来创新驱动。”艾媒咨询
CEO张毅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家居企业推进智能化需进一步贴近
消费市场，以消费需求为导向。同
时，在技术层面，家居企业还需要关
注技术迭代及前沿技术进展，进一
步提升智能化水平。

加大海外市场布局

在市场拓展方面，加大海外市
场业务布局成为不少家居企业的增
收利器。有业内人士认为，“出海”
是中国家居企业的主力和优势赛道
之一，在智能家居时代，中国家居企
业将进一步参与到全球市场当中，

提升国际影响力。
“公司高度重视海外市场的拓

展，国际化已成为公司的发展战略
之一。”金牌家居董事长温建怀表
示，公司 2023年海外市场业务实现
营业收入约 2.74 亿元，同比增长
16.92%；2024 年一季度，公司海外
市场业务实现营收 8144万元，同比
增长68.23%。

财报显示，建霖家居 2024年上
半年实现营业收入约24.42亿元，同
比增长 29.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2.59亿元，同比
增长 62.68%。其中，公司海外市场
业务实现营业收入约19.07亿元，同
比增长 33%。公司表示，为进一步
拓展海外市场，公司通过战略性海
外投资与建设、完善业务协同布局、
增强在地化供应能力等措施，持续
扩大海外市场份额。

建霖家居相关负责人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今年以来，公司在
海外市场加强“本地化”运营，推进

在泰国、美国、新加坡等地的建厂与
投资计划。例如，泰国基地海外供
应链能力稳步提升，二期扩建项目
顺利落成竣工并开始布线投产；公
司美国子公司加速渠道深耕，进一
步提升了北美在地化服务能力，同
时持续推进北美、欧洲市场海外零
售布局，“此外，在自有品牌方面，公
司通过跨境电商模式对外销售，目
前营收规模占比较小，但增速良好，
公司将持续推进相关业务板块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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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局海外市场时，中国家
居企业具备多项核心竞争优势，例如
能够高效整合资源，确保成本效益，
快速响应市场变化。但需要注意的
是，海外市场的竞争环境复杂多变，
在与国际品牌竞争时，国内企业需加
强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同时，还需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制定灵活的国际
化战略，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A股家居用品上市公司中报亮点颇多 智能化与“出海”成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