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家煤企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告 逾

七成预喜

6家净利预增10倍以上

本报记者刘杨

Wind数据显示， 截至7月20日收

盘， 在申万煤炭开采二级行业所覆盖的

37家上市公司中，已有17家公司披露上

半年业绩预告， 业绩预喜的公司有12

家，占比达70.59%。 其中，美锦能源、昊

华能源、兰花科创、中煤能源、郑州煤电、

开滦股份6家公司净利润预增达10倍以

上；蓝焰控股等3家公司业绩下滑。

分析人士指出， 上半年煤炭价格上

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包括下游需求整

体向好，全社会用电量持续攀升；煤炭供

应增量空间有限， 出现阶段性供应偏紧

现象等， 预计下半年国内动力煤供需偏

紧情形将有所缓解， 煤价将以高位震荡

运行为主。

价格上涨增厚业绩

上半年动力煤价格大幅上涨增厚了

煤炭行业整体的业绩表现。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5月，

煤炭行业经济形势总体稳中向好， 行业

营收及利润均实现较高增长。 1-5月，全

国原煤产量16.2亿吨，同比增长8.8%。

半年报业绩预增位于前列的上市公

司大多受益于煤炭价格的上涨。 截至目

前，净利润增速位于首位的是美锦能源。

6月25日，美锦能源发布业绩预告，公司

预计上半年盈利11亿元-15亿元， 比上

年同期增长1617.52%-2242.07%。

公司表示， 业绩同比大幅增长主要

原因一是报告期内煤炭、 焦炭价格高位

运行； 二是公司年产385万吨的华盛化

工项目中的焦炭项目已全部投产， 主要

产品产量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煤炭价格同比大幅增长提振煤炭产

销量，这也为上市煤企的业绩“添砖加

瓦” 。 7月8日晚，昊华能源发布公告，预

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约5.8亿元至6.5亿

元，同比增长515.91%-590.24%。 昊华

能源披露的上半年经营情况的公告显

示，今年上半年，昊华能源实现煤炭产量

685.82万吨，同比增长23.11%；同期实

现煤炭销量 709.79万吨， 同比增长

14.84%，实现煤炭销售收入28.71亿元，

同比增长57.94%。

主营业务产品为动力煤的郑州煤电

业绩也颇为“扎眼” 。 7月16日，郑州煤

电发布公告，预计上半年扭亏，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8亿元， 净利

润同比增长134.77%。

对于业绩扭亏为盈，郑州煤电表示，

受市场供需影响，公司上半年主营业务

产品动力煤销售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有

较大幅度提高，产品销售收入随之增加；

此外，对报告期内收回的非经营性占用

资金，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冲回

已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相应增加当期利

润。

也有部分煤炭企业面临业绩下滑的

囧境。 截至目前，蓝焰控股、ST大洲、ST

平能预计上半年业绩下滑。 预计上半年

业绩亏损较大的ST平能表示，上半年业

绩同比增亏的主要原因一是人工成本较

去年同期增加7420万元；二是信用减值

损失较去年同期增加1261万元；三是本

期确认政府补助等非经常性收益较去年

同期减少4670万元。

煤价或高位运行

业内人士指出，今年上半年煤炭价

格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整体下

游需求向好，全社会用电量持续攀升；进

口煤炭量减价增，对国内供应补充有限；

我国煤炭供应增量空间有限，出现阶段

性供应偏紧现象等，预计下半年国内动

力煤供需偏紧情形将有所缓解，煤价或

将以高位震荡运行为主，但整体将低于

上半年水平。

7月20日， 昊华能源披露的机构投

资者交流会会议纪要显示， 公司认为未

来的煤炭价格随着国内供需情况的变

化， 总体来讲预计还将继续在高位震荡

运行。 主要依据是国家一方面提出缓解

大宗商品上涨压力， 另一方面国家发改

委、 国家能源局也都通过各种政策要求

各煤炭企业严格按照核定产能组织生

产。综合目前煤炭总体需求形势，考虑到

入夏后用电量会逐步增加， 以及年底供

暖等季节性因素影响， 预计今年煤炭价

格仍有极大可能在较高位置波动。

7月是迎峰度夏旺季。 为做好迎峰

度夏煤炭供应保障工作，7月15日，国家

发改委表示将继续投放煤炭储备增加市

场供应，本次准备投放规模超过1000万

吨。

为保障煤炭稳定供应，下一步，国家

发改委将根据供需形势变化再分批次组

织煤炭储备资源有序投向市场。 国家发

改委透露， 今年已先后4次向市场投放

超过500万吨国家煤炭储备， 主要是在

需求和价格增长过快时， 择机投向煤炭

供需矛盾突出、保障难度大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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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南大街

证券营业部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正、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境

外机构编号）：91370600734712154H，

流水号：000000039229，现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南大街证券营业部

农业农村部：发展农业

农村经济需引入社会资本

●本报记者 潘宇静

“发展农业农村经济需要建立稳定的财政投

入机制，同时也需要引入社会资本、更多的信贷资

金进入农村。” 7月20日，农业农村部就上半年农业

农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发布会，传递出上述信号。

农业农村是投资蓝海

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 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

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农业农村具有巨量资源

和市场，是投资的蓝海。 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

产投资6564亿元，同比增长21.3%，高于2020年和

2019年同期的17.5%和21.9%， 也大幅高于第二、

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速。

曾衍德表示， 农业农村投资主要有三方面特

点：一是畜牧业投资贡献大。受年初生猪价格上涨

带动， 畜牧业投资增势明显， 上半年同比增长

67.3%，增速连续16个月领先其他行业。

二是民间投资占第一产业投资约70%。 上半

年民间资本投资规模同比增长26%， 高于全国第

一产业投资增速4.7个百分点。 特别是不少金融机

构把农业农村作为投资的热点，积极布局，加大投

入。 截至6月末，全国涉农贷款余额41.66万亿元，

同比增长10.1%。

三是东北地区投资增速领跑。 东北地区上年

投资同比增长42%，比东部、中部、西部分别高出

43个、13.4个、4.6个百分点。

农村内需潜力不断释放

曾衍德在介绍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时称，农村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对经济发展拉动作

用不断增强。 上半年， 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6564亿元，同比增长21.3%，分别高于第二、三产

业5个和10.6个百分点。 农村消费稳定回升，上半

年，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27807亿元， 同比增长

21.4%，两年平均增长4%。

同时，农产品进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进出口

总额达到1465亿美元，同比增长26.4%。 其中，进

口1081.1亿美元，同比增长33.9%；出口383.9亿美

元，同比增长9.2%。

此外，农民收入较快增长。 曾衍德介绍，上半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248元，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14.1%， 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

3.4个百分点。农村外出务工总量和收入水平实现

双增长，外出劳动力总量达到1.8亿人，同比增长

2.7%；月均收入达到4290元，同比增长17.6%。

乡村产业方面，曾衍德称，以农业农村资源为

依托，延伸产业链条，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持续推

进乡村产业发展。 上半年，创建了50个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5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98个农业

产业强镇。 全国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7%，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

指数（PMI）均值为55.3%，比制造业高4.2个百分

点。 乡村休闲旅游基本恢复到2019年同期水平，

农产品网络零售保持两位数增长。

持续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

曾衍德称，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

门强化协作，持续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主要是

三个方面。

一是巩固扩大财政投入。 这方面重点是围绕

实施“十四五”农业农村发展规划，聚焦高标准农

田、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乡村建设等领

域，启动一批重大工程。 同时，落实提高土地出让

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政策要求。 今年要争取比

上年提高3-5个百分点。

二是加大信贷资金支持。 重点是要落实好农

村中小金融机构当年新增可贷资金主要用于当地

农业农村发展的要求，引导资金流入农业农村。同

时， 农业农村部还将与各大金融机构开展战略合

作，建立信息沟通机制，总结推广典型模式，特别

是在乡村建设、农业产业链打造等方面精准对接、

加大投入。

三是引导社会资本投入。 重点是要鼓励大型

企业集团到粮食生产功能区、 重要农产品生产保

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建立优质原料生产基

地，布局加工产能，促进农业转型升级。 规范有序

推动政府和资本合作的经营模式， 引导社会资本

参与农村公共服务、村内道路、农村供水、农村垃

圾污水收集处理等建设， 因地制宜探索区域整体

开发模式，实现社会资本与农户的互惠共赢。

妙可蓝多董事长柴琇：奶酪领导品牌的底气与硬气

●本报记者 徐金忠

“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伴随着密集的宣

传推广， 这一句广告语已为很多消费者熟知。

统计数据显示，妙可蓝多在奶酪市场的占有率

已领先同行，成为行业内的领导品牌。

日前，妙可蓝多董事长柴琇接受了中国证

券报记者的采访。 这位“一开口就讲奶酪” 的

企业掌门人，对奶酪行业未来的发展空间十分

看好，对妙可蓝多所肩负的将奶酪品类再造和

激活的责任计之深远，也展示了奶酪行业领导

品牌的底气和硬气：“妙可蓝多对产品开发有

着自己的思考， 坚持自我定位， 拒绝盲目追

风”“任何行业的领先者都不主动打价格战，

作为奶酪行业领导品牌的妙可蓝多更不会”

“妙可蓝多成为行业‘黄埔军校’ ，正是行业

地位的体现”……

“三分天下有其一”

“我一开口就跟人聊奶酪” ，采访之中，柴

琇这样调侃自己的“话风” ，笑称正是因为这

样，让很多人觉得跟自己交流“很无趣” 。实际

上，这正是一位专注实业、聚焦主业的企业家

应该有的状态。

回顾发现，从地方乳企到跻身成为奶制品

细分行业领导者， 妙可蓝多用了5年多的时

间。风起于青萍之末，转型之初，彼时的妙可蓝

多收获的掌声不及今日的十分之一，当时的奶

酪行业几乎是外资品牌的天下，而奶酪离普通

消费者的距离还很远。若不是柴琇这样开口闭

口的“奶酪经” ，妙可蓝多很大概率还在自己

的小天地里打转，奶酪制品也大概率鲜有国内

品牌的声音。

如今， 行业的星辰大海已经被大家所公

认，妙可蓝多则已是行业之中乘风破浪、直济

沧海的领军者。据凯度消费者指数家户样组对

于城市中国家户连续性消费追踪，截至6月18

日的全年奶酪销售， 妙可蓝多销额市占为

30.8%，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一” 的状态，登顶

行业领导品牌， 并迅速拉大与后续企业的距

离。 柴琇的“奶酪经”念出了大事业。

定力、底气和硬气

如今站在行业巅峰， 柴琇和妙可蓝多又

看到了怎样的“风景” ？ “乱云飞渡仍从容”

就是她和妙可蓝多的定力所在、 底气所在和

硬气所在。

柴琇表示，妙可蓝多的重任是普及宣传

奶酪知识，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吃奶酪。 如

果妙可蓝多能让这一代人都能认识奶酪、消

费奶酪，便是为中国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贡

献。 “妙可蓝多对产品开发有着自己的思

考，坚持自我定位，拒绝盲目追风，洞察消

费者的健康需求，持续开发健康营养的奶酪

产品，以强大的产品力为企业未来发展保驾

护航。 ”

迅速发展、群雄逐鹿的消费品行业始终绕

不开“价格战” 的问题。对此，柴琇也有自己笃

定的信条：任何行业的领导者都不会主动打价

格战，作为奶酪行业领导品牌的妙可蓝多更不

会。 打价格战损害的是经销商的利益，伤害的

是公司品牌。“我们要像珍惜眼睛一样珍惜品

牌。 面对价格战，妙可蓝多的做法就是通过不

断升级产品，以产品品质、品牌宣传、品牌活动

赢得市场认可，保护自己的市场份额。 ” 柴琇

表示。

面对当下的推广环境， 柴琇认为，“酒香

还怕巷子深” 的时代必须有所为。一个企业长

期生存的基础在于产品力，但是产品好，宣传

也要好。不过，企业的品牌传播、品牌形象打造

是阶段式的， 妙可蓝多现在属于第一阶段，正

是需要大力进行品牌推广的时刻。 目前，妙可

蓝多在研发上持续投入，维持长期有活力的产

品力， 并举办各种专业峰会和品牌推广活动，

投放形式也越来越多样， 不断扩大品牌声量，

提高品牌曝光率。

另外，对于行业“坊间” 谈论的妙可蓝多

人才流出、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事情，柴琇展现

了她“大气” 的一面。“作为龙头企业，妙可蓝

多的团队经过市场的淬炼， 是非常优秀的，任

何一个龙头企业成长过程当中都会成为行业

的‘黄埔军校’ ，为同行输送各类人才。我们希

望无论是投资者、行业人士还是经销商，都能

以长远的目光看待妙可蓝多，看到企业长期的

健康发展。 ”

资本市场“立身之道”

对于奶酪行业的竞争，柴琇认为，站在领

导者的位置上， 妙可蓝多最大的竞争者是自

己，是自己跟不上消费者需求、无法用产品满

足消费者的压力。 面对同行的竞争， 柴琇认

为，竞争对手更是竞争队友，“作为行业老大，

不能在自身成长壮大后让其他的企业无法生

存，更重要的是要保护行业健康发展，和其他

企业一起把市场做大做强。” 这是柴琇的行业

发展观。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妙可蓝多还面临资本

市场的压力。 柴琇在采访中表示，妙可蓝多将

通过业务等各方面的持续突破，树立奶酪领导

品牌在资本市场的形象。 “多年来，妙可蓝多

坚持洞察消费者需求，研发营养和口味都适合

中国人的奶酪产品。 同时，始终坚持‘以消费

者为导向，用工匠精神，做极致产品’ 的经营

理念。 产品力就是竞争力，妙可蓝多会一直坚

持对产品的呵护， 保持企业最核心的竞争

力。 ”柴琇表示。

柴琇所说的妙可蓝多在资本市场的 “立

身之道” 便是用心做好专业的事情，为投资者

持续创造回报。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价格上涨增厚业绩

上半年动力煤价格大幅上涨增厚了

煤炭行业整体的业绩表现。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5月，

煤炭行业经济形势总体稳中向好，行业营

收及利润均实现较高增长。 1-5月，全国

原煤产量16.2亿吨，同比增长8.8%。

半年报业绩预增位于前列的上市公

司大多受益于煤炭价格的上涨。 截至目

前， 净利润增速位于首位的是美锦能源。

6月25日，美锦能源发布业绩预告，公司

预计上半年盈利11亿元-15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1617.52%-2242.07%。

公司表示，业绩同比大幅增长主要原

因一是报告期内煤炭、 焦炭价格高位运

行；二是公司年产385万吨的华盛化工项

目中的焦炭项目已全部投产，主要产品产

量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煤炭价格同比大幅增长提振煤炭产

销量， 这也为上市煤企的业绩 “添砖加

瓦” 。 7月8日晚，昊华能源发布公告，预计

上半年实现净利润约5.8亿元至6.5亿元，

同比增长515.91%-590.24%。 昊华能源

披露的上半年经营情况的公告显示，今年

上半年，昊华能源实现煤炭产量685.82万

吨，同比增长23.11%；同期实现煤炭销量

709.79万吨，同比增长14.84%，实现煤炭

销售收入28.71亿元，同比增长57.94%。

主营业务产品为动力煤的郑州煤电

业绩也颇为“扎眼” 。 7月16日，郑州煤电

发布公告，预计上半年扭亏，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8亿元，净利润同

比增长134.77%。

对于业绩扭亏为盈， 郑州煤电表示，

受市场供需影响，公司上半年主营业务产

品动力煤销售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有较

大幅度提高， 产品销售收入随之增加；此

外， 对报告期内收回的非经营性占用资

金，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冲回已计

提信用减值损失，相应增加当期利润。

也有部分煤炭企业面临业绩下滑的

囧境。截至目前，蓝焰控股、ST大洲、ST平

能预计上半年业绩下滑。预计上半年业绩

亏损较大的ST平能表示， 上半年业绩同

比增亏的主要原因一是人工成本较去年

同期增加7420万元； 二是信用减值损失

较去年同期增加1261万元； 三是本期确

认政府补助等非经常性收益较去年同期

减少4670万元。

煤价或高位运行

业内人士指出， 今年上半年煤炭价

格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包括整体下

游需求向好，全社会用电量持续攀升；进

口煤炭量减价增，对国内供应补充有限；

我国煤炭供应增量空间有限， 出现阶段

性供应偏紧现象等， 预计下半年国内动

力煤供需偏紧情形将有所缓解， 煤价或

将以高位震荡运行为主， 但整体将低于

上半年水平。

7月20日，昊华能源披露的机构投资

者交流会会议纪要显示，公司认为未来的

煤炭价格随着国内供需情况的变化，总体

来讲预计还将继续在高位震荡运行。主要

依据是国家一方面提出缓解大宗商品上

涨压力，另一方面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

局也都通过各种政策要求各煤炭企业严

格按照核定产能组织生产。综合目前煤炭

总体需求形势，考虑到入夏后用电量会逐

步增加， 以及年底供暖等季节性因素影

响，预计今年煤炭价格仍有极大可能在较

高位置波动。

7月是迎峰度夏旺季。 为做好迎峰度

夏煤炭供应保障工作，7月15日， 国家发

改委表示将继续投放煤炭储备增加市场

供应，本次准备投放规模超过1000万吨。

为保障煤炭稳定供应，下一步，国家

发改委将根据供需形势变化再分批次组

织煤炭储备资源有序投向市场。国家发改

委透露，今年已先后4次向市场投放超过

500万吨国家煤炭储备，主要是在需求和

价格增长过快时，择机投向煤炭供需矛盾

突出、保障难度大的地区。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20日收

盘，在申万煤炭开采二级行业所覆盖

的37家上市公司中，已有17家公司披

露上半年业绩预告，业绩预喜的公司

有12家，占比达70.59%。其中，美锦能

源、昊华能源、兰花科创、中煤能源、

郑州煤电、 开滦股份6家公司净利润

预增达10倍以上； 蓝焰控股等3家公

司业绩下滑。

分析人士指出，上半年煤炭价格

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下游需

求整体向好， 全社会用电量持续攀

升；煤炭供应增量空间有限，出现阶

段性供应偏紧现象等，预计下半年国

内动力煤供需偏紧情形将有所缓解，

煤价将以高位震荡运行为主。

30家披露中报业绩预告 逾九成预喜

多家钢企业绩创历史最好水平

●本报记者 董添

Wind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20日晚20

时，A股共有30家钢铁类上市公司披露半年

度业绩预告，28家预喜，预喜率高达93.33%。

其中，略增1家，扭亏2家，预增25家。 已披露

上半年业绩预告的钢铁类上市公司整体保持

了较高的业绩增长， 不少上市公司称报告期

内创历史最好业绩水平。

预喜率高

上年同期相关上市公司受疫情影响较

大，业绩基数较低。 今年以来，钢铁需求量大

幅攀升，叠加上半年钢铁价格持续位居高位，

相关上市公司业绩大幅增长。

以八一钢铁为例， 公司预计上半年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76亿元，同

比增长17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2.74亿元，同比增

长2261%。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2020年

因受疫情影响，公司经营业绩基数小。报告期

内，钢铁市场复苏，钢材价格大幅上涨。此外，

公司的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公司产能利用率

得到了充分提升。综合以上因素，公司上半年

盈利水平大幅提升。

由于钢价持续处于高位， 不少上市公司

业绩创下历史新高。

华菱钢铁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75%至89%。 业绩变

动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我国经济运行稳

定，下游用钢需求旺盛，尽管上游原燃料价格

高企，但钢铁行业盈利水平进一步改善。 公司

继续实施“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持续

完善精益生产，销研产一体化及营销服务“三

大战略支撑体系” ，盈利能力显著增强。预计公

司上半年实现利润总额为67亿元至71亿元，实

现净利润56亿元至60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53亿元至57亿元，均创历史同

期最好水平。 其中，公司二季度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亿元至36亿元，环比

增长56%至75%，再创季度历史新高。

将进入淡旺季切换

随着监管层采取措施应对大宗商品迅速

上涨，钢铁价格出现回落，相关公司利润也受

到影响。但是，随着三季度限产地区数量持续

增加， 叠加下游需求逐渐复苏， 不少机构认

为，钢铁企业利润有望再度回升。

举例来看，兴业证券研报显示，山东、安

徽、甘肃等地均传出限产信息，并表示今年产

量与2020年相比不得增加，导致钢材利润在

近两周大幅修复，其中螺纹钢、热轧、冷轧吨

钢盈利分别上涨264元、213元、303元。 钢材

利润大幅修复也带动了钢企股价的上涨，叠

加行业即将进入淡旺季切换时期， 年内第二

波行情已启动。

钢材价格反弹导致钢厂利润改善， 也带

动了铁矿石价格小幅上涨。对此，兰格钢铁研

究中心王静指出， 近期铁矿石港口库存持续

上升。 需求端，7月上旬全国主要钢铁企业粗

钢日产已大幅回落，且随着限产范围扩大，铁

矿石中期需求预期走弱，价格存在下行压力。

短期内，钢厂利润恢复、海外需求仍在高位都

对铁矿石价格形成支撑，下跌动能不强，预计

短期内保持震荡走势。

针对后市，中信证券指出，随着下半年限

产逐渐开启，各钢铁企业开始部署限产事宜。

预计钢铁本年度第二轮趋势性行情将开启，

相比上半年，本次价格和利润结构更为合理。

原料在上半年推动钢价上涨的态势料难以重

演，钢铁利润三季度有望超越二季度中枢。有

别于上半年， 预计下半年的利润贡献主要会

来自于成品价格偏强和原料价格偏弱， 绝对

价格较难迎来监管压力。

●本报记者 刘杨

17家煤企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告 逾七成预喜

6家净利预增10倍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