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焦车辆排队等焦 焦企扎堆提价

本报记者 何昱璞

4月13日，山西、河南等地区主流焦化企

业宣布，焦炭价格每吨上涨100元-120元。

今年以来， 焦炭价格经历8轮下降后首

度上涨。 下游市场处于旺季，支撑价格企稳

回升。 随着钢厂高炉开工率进一步提升，焦

炭采购难度加大，有的企业拉焦车辆排队等

焦。

焦企盈利能力提升

数据显示，自2020年三季度起，焦炭价

格开启“火箭式” 上升，经历连续数十轮提

价后达到718元/吨，创近年来新高。随后，焦

炭价格开启下行。

在此背景下，焦化上市公司2020年利润

向好。 年报显示，陕西黑猫2020年实现营业

收入约90.57亿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约2.78亿元，同比增长866.05%。 公

司表示，2020年公司主产品焦炭的毛利率同

比提高了约5个百分点，提升了公司净利润。

山西焦化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71亿元，

比上年增长6.9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11.03亿元， 比上年增长

132.60%。山西焦化表示，公司全面推行精益

化管理，市场好转后大力释放产能，夯实焦

炭主业的盈利能力，效益不断提升。

4月12日起，焦炭主产区河北、山西等地

焦化企业陆续发布调价函。以山西潞宝集团

为例，公司表示，受安全环保等因素影响，煤

炭价格上涨，采购难度加大，原料煤成本上

升明显。同时，钢材价格大幅上涨，钢厂高炉

开工率进一步提升， 焦炭采购积极性较高。

而山西焦企普遍限产30%， 焦炭供不应求，

拉焦车辆排队等焦。经集团公司经营中心会

议研究决定，从4月13日起，将顶装焦、干熄

焦价格每吨上调110元， 水熄焦价格每吨上

调100元。

目前，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焦化企业普

遍出现限产。 业内人士表示，春节前后受高

利润刺激，焦企开工积极，新投产能释放加

快。 而下游钢厂冬季检修力度加大，需求下

降。 在供需错配的背景下，春节后焦炭供应

转为宽松，促使价格下跌。在钢铁需求提升、

焦企开工率下降后等多重因素助推下，焦炭

价格止跌回升。

淘汰落后产能

业内人士指出，焦炭行业集中度逐步提

升，4.3米焦炉已成为历史， 未来3-5年行业

将重新洗牌。

公开信息显示，从2018年开始，山西率

先启动4.3米焦炉置换方案， 涉及焦炭产能

约2500万吨。 对置换自有焦炉实施“上大关

小” ，2018年备案的，按100%确定置换产能

量；2019年备案的，按90%确定置换产能量；

2020年备案的，按80%确定置换产能量。

根据陕西黑猫公告，为积极响应国家及

陕西省的炼焦产业政策， 公司计划投资

12.68亿元实施108万吨/年焦化升级改造项

目，将公司本部焦化厂区现有的焦炭年产能

120万吨减量置换为焦炭年产能108万吨，在

新 建 焦 炭 年 产 能 108 万 吨 的 2 ×55 孔

6.3mZHJL6255D型捣固焦炉及配套的化

产、公辅设施后，分批次拆除焦炭年产能120

万吨2×72孔4.3m捣固焦炉。

自2018年以来，陕西黑猫开始在内蒙古

启动异地布局。除陕西黑猫外，云煤能源、美

锦能源近期均公布产能调整方案。

开源证券指出，焦炭存量减少、增量受

限，供给将处于收紧趋势，行业壁垒提升，龙

头焦企将具备更高盈利弹性。2020年各主产

地均加大了去产能力度，河北、山东、河南、

江苏四省同比减产明显。2020年全国焦炭累

计产量为4.71亿吨，同比持平。根据Mysteel

数据，2020年或淘汰产能7600万吨，产能净

减少2100万吨左右， 约占2019年总产能的

4%。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焦炭行业去产能不

断落实，行业供需格局将改变。 基建、房地

产、制造业等发展，带动焦炭需求提升，助推

焦炭价格回归合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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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董事长王博：

科技创新促公司转型升级

●

本报记者 张军

“公司尝到了融合发展甜头，明

确了中工国际、中国中元、北起院的

融合发展。 ” 中工国际董事长王博日

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中工国际的“一体两翼” 已打造

完成。 中国中元负责咨询、设计和国

内工程总承包； 北起院负责研发、高

端装备制造；中工国际则在巩固国际

工程承包传统优势的同时，着

力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开

展业务。 “形成了业务组合，

预计‘十四五’期间会有翘尾

效应。 ”

打造“一体两翼”

“公司的架构调整出于对当前

经济格局的应对，是对资源的进一步

优化和整合。 ”王博告诉中国证券报

记者。

今年1月底， 中工国际发布公

告，将国内工程事业部业务转入中国

中元。 王博表示，这是公司顺应新发

展格局，对国内业务的重新布局。 以

往，中工国际主战海外市场。 公司响

应“一带一路” 倡议，业务覆盖60多

个国家和地区。 “受疫情等因素影

响，当前‘一带一路’ 沿线地区经济

放缓，许多项目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状

态，公司需要及时调整，加大力度开

拓国内市场。 2020年，公司国内业务

的收入、利润首次超过海外，凸显公

司策略调整的正确性。 ”

中工国际1月发布的公告显示，

与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签署了廊坊开发区第一中学工程

EPC（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

同，合同金额5.97亿元，占公司2019

年营业总收入的5.6%。

上述调整1个月后，中工国际再

度公告，撤销投建营事业部，投建营

业务将由各事业部继续开展。

“裁撤投建营事业部不是放弃，

而是明确将其作为公司主要业务模

式，是EPC业务模式的合理延伸。 公

司将定位于全价值链工程服务商。 ”

王博说，投建营事业部的成立背景是

以前海外市场以EPC业务为主，现在

要进一步延伸到投建营业务，这是全

生命周期服务的概念。

事实上，这只是王博掌舵中工国

际后打造的“一翼” 。 2020年11月29

日，中工国际发布公告，将中国中元

所持北起院100%股权划转至中工国

际旗下，北起院升级为中工国际二级

子公司。 由此构建起另“一翼” 。

“北起院虽然体量不大，但在起

重运输机械、 索道领域引领技术创

新，不能简单地用利润衡量，体现了

央企从科技创新到行业标准制定的

引领作用。 ”王博表示。

对于北起院的未来， 王博说，

“会是公司开拓国内外市场的先锋，

弥补了公司在高端装备制造板块的

空白。 同时，北起院基于研发能力在

智能物流仓储等领域将持续发力，

2020年以来已在医药物流、 家居家

电、电子商务等行业实施了一大批代

表性项目。 ”

在王博看来，中工国际的“一体

两翼”已打造完成。 中国中元负责咨

询、设计和国内工程总承包；北起院

负责研发、制造高端装备；中工国际

则在巩固国际工程承包传统优势的

同时，着力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开

展投建营业务。“已形成业务组合，预

计‘十四五’期间会有翘尾效应。 ”

培育新的业绩增长点

目前，建筑行业在逐步转变。 新

型城镇化建设、工程总承包模式的推

广、以智能建造和工业建造为主的建

造方式转型成为影响国内建筑业的

三大驱动力。

住建部披露的数据显示，2019

年，国内企业工程总承包收入33638.6

亿元，同比增长29.2%；工程设计收入

5094.9亿元，同比增长10.5%。

在冰雪运动快速发展、旅游市场

平稳恢复的背景下，客运索道建设保

持稳定增长态势， 行业发展空间较

大。 自动化物流装备方面，据高工产

业研究院报告统计，2015年-2019年

智能仓储市场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

为17%，2019年智能仓储市场规模

达到856.5亿元。 未来智能仓储需求

将进一步释放， 预计到2023年智能

仓储市场规模有望达1975亿元。

北起院是国内从事索道缆车研

发、 设计和工程承包的龙头企业，具

有索道专业甲级工程设计证书，处于

世界第一梯队。 目前，北起院已建成

脱挂索道80条。 其中，滑雪脱挂索道

24条。2020年10月18日，新疆富蕴阿

尔泰山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场1号索

道通过验收，北起院承担了该索道项

目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设备基础

施工、控制室和车库施工。

“中工国际强大的海外营销网

络，可以提升中国中元、北起院的国

际化经营程度，把北起院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优质产品推向海外市场。‘十

四五’ 期间，北起院将实现跨越式发

展。 ”王博告诉记者。

目前，中工国际业务涉及工程承

包、设计咨询、装备研发与制造、投资

运营和贸易物流五大板块。

背靠国机集团，中工国际如何利

用其平台及综合资源优势？“工程承

包是国机集团的重要业务板块，公司

是国机集团工程承包板块重要企业。

通过集团内部市场化的规范合作，在

保障工程质量、 节省工期的同时，实

现产业链上下游合作， 效益最大

化。 ”王博称。

作为中工国际在环保领域重点

布局的投资运营平台， 中工环境

2020年签署了西昌餐厨垃圾项目和

包钢庆华水综合利用BOT项目，实

现了公司在固废治理和工业水治理

领域零的突破。

王博介绍，未来公司将积极参与

京津冀协同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长三角一体化、海南自贸区建设

等国家战略，聚焦医疗、能源、市政、

环保、索道、仓储等重点业务领域，加

大资源投入，全力推进工程总承包和

投建营业务，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

推动融合发展与科技创新

2020年4月任职中工国际董事

长后，王博提出了“二次创业” 。王博

表示， 中工国际经过20年的快速发

展，形成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更重要

的是留下了宝贵的创业精神。 现在，

公司的商业模式受到挑战。在新的形

势下， 新的领导班子接过接力棒，开

始新长征。

王博告诉记者，“十四五” 期间，

公司将突出主责主业，基于公司在科

技创新、专业技术、项目管理、国际商

务运作、投融资方面的能力，做专做

强； 强化科技创新和专业化能力建

设，把项目做精做专，为客户创造价

值；推动工程承包、设计咨询、装备研

发与制造、投资运营和贸易物流五大

业务板块发展。

“2021年是公司全系统的‘融合

发展年’ ，要实现中工国际、中国中元

和北起院等的融合发展，目前初步尝

到了甜头。”王博称，“十四五”期间，

公司将进一步放大重组协同效应。

科技创新方面，王博介绍，将加

强优势领域的工程核心技术研发，围

绕医疗健康、现代物流、能源、市政环

保等方面，强化技术工艺与产品的研

发设计；推动设计咨询领域数字化技

术的场景应用， 加大BIM技术与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与应用；聚焦优

势装备制造领域（索道、仓储、起重

机械等）的核心技术研发，进一步巩

固领先优势。

“同时，改革和完善科研考核与

激励制度，大力支持和鼓励符合市场

需求、科技发展趋势，能转化为生产

力的科技创新。 ” 王博说。

需求大增 造纸行业景气度提升

●

本报记者 刘杨

随着 “禁废令”“限塑令”

等政策的实施，纸品、纸浆需求

大幅增长，价格快速上涨，造纸

企业一季度业绩喜人。 截至4月

13日收盘， 造纸行业7家上市公

司披露一季报业绩预告， 均报

喜。 其中，6家公司净利润增幅在

一倍以上。

11家造纸公司披露了2020

年年报或业绩快报。博汇纸业、粤

华包B等10家公司实现净利润同

比增长，仅太阳纸业有所下滑。

业内人士指出，原材料成本

上升是纸产品涨价的主要原因。

同时，物流成本也在提高。

市场需求旺盛

在披露了一季报业绩预告

的7家公司中， 预增幅度上限介

于300%至700%的公司有3家。

其中，齐峰新材净利润预增幅度

居前。

公告显示，齐峰新材预计今

年1至3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7779.48万元-1.06

亿元，同比增长450%-650%。 对

于业绩预增的原因， 公司表示，

报告期内产量、销量及收入同比

均大幅增长；同时，市场需求旺

盛，产品售价提升。

齐峰新材副董事长李安东

在业绩说明会上表示，目前市场

需求旺盛，公司在手订单饱满，公

司将抢抓市场机遇。 齐峰新材主

营业务为高档装饰原纸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2020年公司实现净

利润1.6亿元，同比增长16.73%。

晨鸣纸业业绩预增幅度较

大。受益于市场需求提升，晨鸣纸

业预计， 一季度实现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1亿至12亿元，

较去年同期上升442%至492%。

公司表示，主要纸种均落实提价，

提价效益明显，收入、利润同比均

实现大幅增长。

景兴纸业指出， 一季度公司

生产经营向好，产销量、毛利较上

年同期大幅增长， 盈利情况好于

去年同期， 预计净利润较去年同

期增长153%-200%。

业绩快报显示，公司2020年

实现营业收入48.75亿元，同比下

降7.17%； 净利润为3.12亿元，同

比增长65.34%。 景兴纸业表示，

公司围绕原料供应、生产调度、营

销组织、物流保障等方面，出色完

成了董事会制定的目标， 表现超

出预期， 主要产品毛利率水平较

上年上升，盈利实现大幅增长。

纸浆价格上涨

今年以来， 造纸行业景气度

持续提升， 浆纸系涨价函陆续落

地。光大证券指出，二季度在市场

需求尚可、 停机限产等因素的作

用下，纸业景气有望维持高位。

4月1日，晨鸣纸业披露的投

资者关系活动表显示， 本轮浆价

上涨属于价值回归， 中长期纸浆

价格总体看好。 对于本轮木浆涨

价的原因，晨鸣纸业指出，疫情导

致全球范围部分木浆生产企业停

产，且短期内无法恢复正常生产，

木浆总供给量下降； 供需关系紧

张，全球纸浆价格提升。

根据华西证券研报， 多方面

因素导致本轮涨价， 包括原材料

成本、物流成本提高等。

今年一季度， 国内溶解浆产

品市场景气度恢复， 产品售价提

升。 受益于溶解浆产品盈利能力

大幅提升， 太阳纸业预计今年一

季 度 净 利 同 比 增 长 100% 至

110%。 公司表示，自2020年三季

度以来，公司山东基地、老挝基地

的六台纸机相继顺利投产， 产能

较大幅度释放。 2021年第一季

度，公司主要纸产品产量、销量及

收入、利润同比均实现大幅增长。

业绩快报显示， 太阳纸业

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19.70亿元， 同比下降

9.55%。 2020年，公司溶解浆等产

品销售价格较低。

新时代证券指出，自去年11

月以来， 原材料木浆价格大幅上

涨， 具备丰富自供浆的龙头纸厂

成本压力较小。 木浆价格高位震

荡， 龙头企业的成本红利将继续

显现， 林浆纸一体化龙头企业有

望持续受益。

35家手机产业链公司一季度业绩预喜

●

本报记者 张兴旺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13日晚间

发稿时，A股手机产业链已有35家公司

发布一季度业绩预告，全部预喜。券商预

计，今年智能手机出货量将迎来高增长，

5G手机渗透率将进一步提升， 射频、元

器件等领域公司业绩增长确定性较高。

业绩预喜

在上述一季度业绩预喜的35家A

股手机产业链公司中，TCL科技、 歌尔

股份、卓胜微、三环集团、信维通信、领

益智造等27家公司业绩预增，欣旺达、

华工科技等6家公司扭亏， 立讯精密、

精研科技略增。

卓胜微提供射频模组芯片。公司预

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4.81亿元至4.96亿元， 同比增长

216.85%至226.73%。 卓胜微表示，5G

通信技术的发展带动射频前端市场需

求快速增长。 公司抓住5G和进口替代

发展机遇， 不断丰富和优化产品结构，

在保持射频分立器件竞争优势的同时，

持续推进射频模组产品市场化进程。

三环集团主要从事电子陶瓷类电

子元件及其基础材料研发、 生产和销

售。公司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4.25亿元至5.17亿元，同

比增长130%至180%。 三环集团称，受

益于5G技术加速普及与进口替代进程

不断深化，叠加汽车电子化、智能制造

产业不断扩大的影响，被动元器件产业

景气度持续上升。公司主要产品电子元

件及材料、半导体部件销售大幅增加。

欣旺达是锂离子电池领域企业。公

司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1.03亿元至1.33亿元，同比扭

亏为盈。 欣旺达表示，经营计划有序开

展，市场营销力度加大，主营业务收入

稳步增长。

立讯精密是苹果产业链企业。公司

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13.26亿元至13.75亿元，同比增

长35%至40%。 立讯精密表示，充分发

挥自身在垂直整合、智能制造、成本管

控等方面优势，高效推进落实管理层前

期制定的发展规划，有效克服外部环境

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市场回暖

一季度手机市场回暖。中国信通院

数据显示，1-3月， 国内手机市场总体

出货量9797.3万部，同比增长100.1%。

其中，5G手机出货量6984.6万部。

从全球市场看， 根据调研机构

Digitimes� Research报告，2021年第

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

近50%，达到3.4亿部。

华西证券预计，今年智能手机出

货量将迎来高增长，5G手机渗透率

将进一步提升。 预计相关如射频、元

器件等产业链公司业绩增长确定性

较高。

中信证券指出 ，5G换机由2020

年延后至2021年。 同时，安卓各品牌

亦于1-2月发布多款新机。 从5G渗透

率看， 虽增速放缓但仍稳步上行，预

计2021年5G换机潮可支撑行业复苏

上行。

焦企盈利能力增强

数据显示，自2020年三季度起，焦炭价格开启

“火箭式” 上升，经历连续数十轮提价后达到718

元/吨，创近年来新高。 随后，焦炭价格开启下行。

在此背景下， 焦化上市公司2020年利润向

好。 年报显示，陕西黑猫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90.57亿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约

2.78亿元，同比增长866.05%。 公司表示，2020年

公司主产品焦炭的毛利率同比提高了约5个百分

点，提升了公司净利润。

山西焦化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71亿元， 比上

年增长6.9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11.03亿元， 比上年增长132.60%。 山西焦化表

示，公司全面推行精益化管理，市场好转后大力释

放产能，夯实焦炭主业的盈利能力，效益不断提升。

4月12日起，焦炭主产区河北、山西等地焦化

企业陆续发布调价函。以山西潞宝集团为例，公司

表示，受安全环保等因素影响，煤炭价格上涨，采

购难度加大，原料煤成本上升明显。 同时，钢材价

格大幅上涨，钢厂高炉开工率进一步提升，焦炭采

购积极性较高。 而山西焦企普遍限产30%，焦炭供

不应求，拉焦车辆排队等焦。经集团公司经营中心

会议研究决定，从4月13日起，将顶装焦、干熄焦价

格每吨上调110元，水熄焦价格每吨上调100元。

目前，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焦化企业普遍出

现限产。 业内人士表示，春节前后受高利润刺激，

焦企开工积极，新投产能释放加快。而下游钢厂冬

季检修力度加大， 需求下降。 在供需错配的背景

下，春节后焦炭供应转为宽松，促使价格下跌。 在

钢铁需求提升、 焦企开工率下降后等多重因素助

推下，焦炭价格止跌回升。

淘汰落后产能

业内人士指出，焦炭行业集中度逐步提升，4.3

米焦炉已成为历史，未来3-5年行业将重新洗牌。

公开信息显示，从2018年开始，山西率先启

动4.3米焦炉置换方案， 涉及焦炭产能约2500万

吨。 对置换自有焦炉实施“上大关小” ，2018年备

案的， 按100%确定置换产能量；2019年备案的，

按90%确定置换产能量；2020年备案的， 按80%

确定置换产能量。

根据陕西黑猫公告， 为积极响应国家及陕西

省的炼焦产业政策，公司计划投资12.68亿元实施

108万吨/年焦化升级改造项目，将公司本部焦化

厂区现有的焦炭年产能120万吨减量置换为焦炭

年产能108万吨， 在新建焦炭年产能108万吨的

2×55孔6.3mZHJL6255D型捣固焦炉及配套的

化产、公辅设施后，分批次拆除焦炭年产能120万

吨2×72孔4.3m捣固焦炉。

自2018年以来，陕西黑猫开始在内蒙古启动

异地布局。 除陕西黑猫外，云煤能源、美锦能源近

期均公布产能调整方案。

开源证券指出，焦炭存量减少、增量受限，供

给将处于收紧趋势，行业壁垒提升，龙头焦企将具

备更高盈利弹性。 2020年各主产地均加大了去产

能力度，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四省同比减产明

显。2020年全国焦炭累计产量为4.71亿吨，同比持

平。 根据Mysteel数据，2020年或淘汰产能7600

万吨，产能净减少2100万吨左右，约占2019年总

产能的4%。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焦炭行业去产能不断落实，

行业供需格局将改变。基建、房地产、制造业等发展，

带动焦炭需求提升，助推焦炭价格回归合理水平。

拉焦车辆排队等焦 焦企扎堆提价

4月13日，山西、河南等地区主流焦化企

业宣布，焦炭价格每吨上涨100元-120元。

今年以来， 焦炭价格经历8轮下降后

首度上涨。 下游市场处于旺季，支撑价格

企稳回升。 随着钢厂高炉开工率进一步提

升，焦炭采购难度加大，有的企业拉焦车

辆排队等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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