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家公司预告2021年业绩 逾八成报喜

本报记者 董添

W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24日19时，103家A股公司披露了2021年业绩预告，84家预喜，预喜比例为81.55%。 其中，略增36家、扭亏2家、续盈11家、预增35家。 已披露业绩预告的公司业绩表现良好。 从行业角度看，传媒、化工、医疗医药、电子、交通运输、通信技术等表现较为突出。

84家公司预喜

在上述103家公司中，预计2021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限超过1亿元的有46家，预计超过5亿元的有14家，分众传媒、龙佰集团、歌尔股份、双星新材、迪阿股份、永安期货、海力风电7家公司均预计2021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限超过10亿元。

分众传媒暂列“盈利王” 。 公司预计2021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2亿元至62亿元，同比增长50.36%至54.85%。 公司在消费品领域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同时受益于基数效应，2021年经营业绩有较大幅度增长。

从净利润增幅看，剔除扭亏类公司，预计2021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幅下限超过10%的有53家，超过50%的有26家，东芯股份、怡亚通、保龄宝、嘉和美康、力量钻石、炬芯科技-U、华兰股份、迪阿股份、凯普生物、普冉股份、龙佰集团11家公司均预计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幅下限超过100%。

东芯股份以超过10倍的净利润增幅暂列“增长王” 。 公司预计2021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5亿元至2.4亿元；202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953.31万元。

部分公司受疫情影响较大，出现亏损情况。 *ST华塑12月24日晚间公告，预计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400.0万元，由盈利转为亏损。 公司表示，受疫情持续影响，会展服务板块亏损增加。

电子等行业表现突出

从行业角度看，传媒、化工、医疗医药、电子、交通运输、通信技术等行业表现较为突出。 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行业相关公司获益。 核酸检测产品类需求大增，医药行业相关公司业绩亮眼。

东宝生物 预计 2021年 归属于 上市公司 股东的 净利润 为 3000万元 至4000万元，同 比增长 62 . 6%至 116 . 8% 。 公司 致力于为 用户提 供优质 的“胶原 + ” 系列产品 和服务 。 “胶原 + ” 系 列产品 不断深入 推广 ，胶 原蛋白 系列终端 产品业 务稳步 发展，销 售收入提 升 ，销售 利润相 应增加 。

行业处于高景气周期，新产品上市后订单增加、销量大幅增长成为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龙佰集团 预计 2021年 归属于 上市公司 股东的 净利润 为457737 . 32万元 至572171 . 65万元，同 比增长 100%至 150% 。 报告 期内 ，公司 主营产 品钛白 粉市场 景气度高 ，销售价 格上升 ；钛白粉 产能利用 率提升 ，公司氯 化法产能 有效释 放 。

挖掘投资机会

对于投资机会，国海证券建议，2022年上半年关注价格变化，中下游行业景气回升，汽车零部件、专用设备、食品饮料、农林牧渔等赛道有望受益；下半年关注利率变化，布局券商、银行、保险等金融板块。 在科技创新推动下，建议关注风电、光伏、氢产业、新能源车、锂电池、储能、环保等趋势明确的绿色板块，半导体、军工等高端制造领域，以及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等数字经济赛道也值得关注。

根据太平洋证券研报，在碳中和背景下，光伏装机容量有望快速增加。 目前，光伏产业链各环节新技术快速发展，硅片环节大尺寸和薄片化是趋势。 受益于行业景气周期，光伏设备需求将快速提升，支撑业绩高速增长。 锂电设备方面，全球汽车电动化驱动需求高增长，动力电池企业均在大力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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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取得新突破

盐湖提锂产业步入“快车道”

●本报记者 于蒙蒙

西藏城投近日公告称， 公司参股公司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

限公司（简称“国能矿业” ）两个盐湖提锂中试项目通过了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组织的科技成果评价会。 其中一个中试项目

首次在西藏地区实现卤水直接制备电池级碳酸锂， 为西藏碳酸

盐型盐湖锂资源的高效绿色利用提供了新途径。

盐湖产业今年以来成为风口， 在锂产品价格飙涨和技术进

步的助推下，产业资本大举介入，盐湖产业迎来加速发展期。 从

盐湖中试项目看， 原卤提锂成为主要方向。 结合新型试剂的引

入，盐湖提锂的效率将大幅提升，成本端亦有望进一步收窄。

历经波折

据统计，全球锂资源可分为盐湖资源和矿石资源两大类。其

中，盐湖占60%，矿石占40%。从区域分布看，锂资源主要集中在

澳洲、智利、中国和阿根廷，合计占比达95%。我国盐湖主要聚集

于青海和西藏地区。

青海成为盐湖提锂的重要试验场。 煅烧法和萃取法因受制

于能耗环保而丧失竞争力， 而吸附法和膜法则表现出较强的

“生命力” ，特别是在察尔汗盐湖的高镁锂比条件下。

部分盐湖企业的产业化过程历经波折。业内人士指出，盐湖

提锂项目一般的建设周期是1-2年，但建设过程遇到多种情况。

比如，蓝科锂业的二期2万吨项目，受困于大股东盐湖股份的财

务情况，产能建设拖延时间较长，蓝科锂业从成立到建成1万吨

产能经历了7-8年时间； 位于东台吉乃尔的青海锂业公司命运

更加坎坷，从中科院盐湖研究所开发技术到成立公司，期间几乎

失败。 盐湖所退出后由西部矿业集团“接棒” ，后者继续推进产

业化研发，前后历经8年时间。

西藏则面临较大的基础条件限制。 青海盐湖的平均海拔在

2600米附近，而西藏盐湖的平均海拔高达4400米，水电气、运输

等方面也有一定困难。

渐入佳境

今年以来， 盐湖提锂技术取得很大进展， 产业资本大举介

入，盐湖企业成为市场追逐的“香饽饽” 。目前，青海盐湖卤水提

锂技术逐步成熟，2020年青海盐湖碳酸锂产量约为3万吨。 业内

人士预计，2021年将达到4万-5万吨。 其中，以蓝晓科技和久吾

高科为代表的“吸附+膜” 技术路线应用最为广泛。

“目前， 盐湖提锂技术成熟度已经达到70%-80%的程度，

很多技术完全达到产业化水平，还有一些技术在不断完善。 ”久

吾高科副总经理王肖虎表示，市场需求快速释放，碳酸锂价格持

续走高，矿石提锂的产能没有随着需求而释放，对于盐湖提锂技

术的需求显得更为迫切，倒逼提锂技术加快成熟。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在2020年以前，盐湖所产的碳酸锂

部分应用于储能电池，并未大规模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池，更是

与中高端新能源车“绝缘” 。上述情况正在得到改观。蓝晓科技相

关负责人表示，盐湖提锂技术不断升级、优化，锂盐产品品质不断

提升，在后续精制工段增加“除硼”“除磁”装置后，可以将盐湖

提锂产品提升至“电池级”标准，按照电池级产品价格进行销售。

王肖虎直言，在去年碳酸锂价格较低时，很多盐湖企业的工

艺改造工作已完成，可以产出电池级碳酸锂。 不过，制作高纯度

电池级碳酸锂的过程会影响锂的综合收益率。 “提锂企业要多

增加淡水进行洗涤以获得更纯净的碳酸锂， 但部分碳酸锂通过

洗涤水就排掉了。 现在碳酸锂市场需求旺盛，供不应求，增加工

艺、提升品质是可行的。 ”

技术进步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 众多盐湖锂企主导的不同技术路

线中试项目今年以来先后上马，部分完成并获得专家认可，产业

技术进步提速。

近日，西藏城投参股公司国能矿业的中试项目，根据西藏盐

湖的特点，通过“预处理-萃取-反萃-热解” 等工艺流程，首次

在西藏地区实现了卤水直接制备电池级碳酸锂。

据悉，前述新技术工艺流程中构建了“钙循环”“碳循环”

“水循环” 和“萃取体系循环”四个循环体系，使得能耗、物耗和

水耗与其他技术相比均处于较低水平。

对于原卤直接提锂的应用前景，王肖虎介绍，老卤提锂前期

需要建很多盐田，将原卤进行多级的摊晒蒸发结晶，把氯化钠、

氯化钾逐渐结晶出来，然后做成老卤进行提锂。而原卤提锂省去

了摊晒的过程，提锂效率更高，并且可以快速释放产能。 这项技

术可以应用于西藏和南美的盐湖，西藏多为地表卤水，一般不太

容易建设盐田，所以更适合采用原卤提锂技术。

“现在西藏有几个碳酸盐型盐湖， 用传统的铝系吸附剂效

果不及预期。公司开发的钛系吸附剂，可以在高碱性条件下直接

脱附，对环境友好。 ” 王肖虎表示，针对不同的盐湖，新型吸附剂

的引入有望进一步改善提锂效率。

就在11月初，久吾高科与西藏矿业子公司扎布耶锂业签订年

产100吨单水氢氧化锂中试科研项目。 久吾高科称，本次扎布耶

盐湖提锂中试装置是盐湖原卤直接生产电池级氢氧化锂的生产

装置，通过此次中试实验的技术探索，掌握扎布耶盐湖卤水的提

锂工艺，并验证制备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的技术可行性，为西藏

矿业扎布耶盐湖万吨工业化项目的可行性以及设计提供依据。

丰光精密董事长李军：

机遇涌现 力争从万亿级市场脱颖而出

●本报记者 吴科任 王奕斐

丰光精密董事长李军近日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金属零部件加工

企业要做大做强，需要具备的条件极为苛

刻。“公司现在基本具备做大做强的基础，

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李军介绍，丰光精

密生产制造的产品达到上千种，成为金属

零部件加工行业的“百科全书” 。

目前， 金属制造市场规模超过3万亿

元，但行业集中度不高，尚未形成绝对龙

头企业。

化危为机

2001年，刚从日本国立佐贺大学毕业

的李军受日方委托来到青岛考察设立项

目， 这便有了丰光精密前身———丰光有

限。 当时，丰光有限是一家日商独资企业，

仅服务于日本客户。

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日方经营遇

到困境，想关闭中国工厂。 ” 时任丰光有限

总经理李军颇感痛心，“当时，公司产品应

用行业单一、客户单一。 订单大幅减少，导

致企业无法正常经营。 ”

经过再三权衡， 李军做了一个大胆决

定。“一直以来，主要是我在经营公司，实在

不忍心看到公司这样垮掉。尽管当时经济情

况不明朗，但还是咬着牙收购了这家公司。”

李军说。

接手之后， 全球经济还未从金融危机

的泥淖中走出来， 李军的首要任务是争取

更多订单，让公司“活下去” 。为此，李军调

整了公司产品结构， 积极开拓国内及欧美

市场。当时，丰光精密只在汽车和直线导轨

滑块赛道，产品种类少，通过布局半导体和

工业自动化两条赛道，局面逐渐改观。2011

年到2020年， 公司收入从1.07亿元增至

1.83亿元，盈利从1137万元增至3342万元。

随着经营重新步入正轨， 丰光精密把

视野投向了资本市场。 2014年1月，公司在

新三板挂牌。 2020年5月，公司从新三板基

础层调入创新层；同年12月，公司晋升至

原新三板精选层。 今年11月15日，公司成

为首批北交所上市公司之一， 进入更大的

资本舞台。 “我们会充分利用北交所的优

势和资源，加大科研投入，继续把企业做大

做强。 ”李军说。

厚积薄发

精耕细作、未雨绸缪，让丰光精密在困

难面前底气充足。李军表示，“由于公司在产

业链上、营销区域上做了很多布局，疫情发生

以来，我们仍取得了很好的业绩增长。公司现

有三个工厂的产能利用率均处在高位。 ”

丰光精密是一家典型的 “小而美” 公

司，深受各方关注。 目前，公司业务版图覆

盖半导体、工业自动化、汽车、轨道交通四

大场景，产品远销全球市场，拥有全球一流

的客户。 “公司客户对供应商的要求非常

高，因此客户的拓展周期较长。 不过，一旦

合作粘性也很强， 合作最长的客户已经有

20多年。 ” 李军对此很自信，“公司客户的

信誉度高，销售账款支付及时，我们的经营

现金流表现不错， 日常经营几乎不需要再

额外增加资金。 ”

李军说， 公司始终把创新作为企业发

展的第一动力，注重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累

计有效专利超过百项。 公司自主研制的轻

负载机器人试验成功， 自主研制的谐波减

速机已处于试制阶段等。 “谐波减速机是

一种新型传动技术产品， 能够精确地将电

机转速降到设备所需要的速度， 具有传动

效率高、精度高和运动平稳等优点，广泛应

用于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医疗器械、

光伏发电、数控机床等领域。下游市场容量

较大，受到相关产业政策的扶持，未来有较

大的增长空间。 ”

过硬的技术实力是丰光精密吸引全球

客户的“利器” 。 例如，公司销售给日本电

产的液压系统电机轴， 批量加工精度能稳

定保证在0.006mm， 而同业仅能保证在

0.01mm左右； 销售给中国中车减震器部

件 的 批 量 加 工 精 度 能 稳 定 保 证 在

0.005mm，而同业仅能保证在0.01mm等。

“公司坚持做自己最擅长、最有把握的

事情。 如果没有把握，外面的诱惑再大，公

司也不会冒进， 永远把风险控制放在第一

位。”李军说，“2014年到2015年上半年，新

三板级市场异常火爆，定增份额被疯抢。 但

直到2019年我们才进行第一次定增。 ”

把握机遇

李军坦言，结合政策、行业竞争格局、

产业发展等方面看，公司的机遇不少。

丰光精密是青岛市专精特新示范企

业， 公司正在积极准备申报明年的国家级

专精特新企业称号。 李军表示，“近期资本

市场对专精特新企业关注度上升， 一些有

特色的中小企业有望迎来春天， 融资会较

以前容易，发展也有更多保障。 ”

在李军看来， 至少同时满足六方面条

件，金属零部件加工企业才有机会做大做强，

包括较大的资本投入、形成一定的产能规模，

这样才有机会取得更多合作； 高要求的现场

管理能力；研发能力强的团队，包括产品技术

研发、生产工艺研发、生产设备研发等方面；

有一定比例的熟练技术工人； 很强的质量管

控能力和及时交付能力；稳定的合作关系。公

司在这些方面具备优势，“基本上具备做大

做强的基础，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

来自半导体领域的产品收入已成为丰

光精密的第一收入支柱， 且毛利率显著高

于其他产品。 李军称，“根据政策引导的方

向、市场需求等信息，公司对半导体领域的

发展充满信心。其中，真空泵类产品的市场

表现更好。 ”

对于公司半导体领域产品毛利率较高

的原因，李军表示，规模逐步提高，产品种

类更加丰富；同时，公司引进多台自动化生

产设备，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和稳定性，缩

短生产周期，降低了生产成本。

丰光精密正在筹建第四工厂， 面积超

过目前三个工厂的总和。 “随着第四工厂

的建设，公司的竞争力、业绩表现都值得期

待。 ”李军说。

酒企春节旺季“开门红” 确定性增强

●本报记者 高佳晨

年底酒企纷纷涨价。 顺鑫农业12月24

日晚公告， 拟对部分牛栏山白酒产品价格

进行调整，调价幅度在20-50元/瓶。此前，

舍得酒业、习酒、口子窖等白酒品牌先后宣

布提价。业内人士表示，白酒行业春节旺季

打款期已开启，节前提价或持续演绎，旺季

“开门红”确定性持续增强。

上调价格

根据公告， 顺鑫农业拟对部分产品价

格进行调整， 其中42度500ml百年牛栏山

白酒（福牛）上调20元/瓶；42.6度500ml

百年牛栏山白酒 （禧牛） 上调30元/瓶；

42.9度500ml百年牛栏山白酒 （国牛）上

调50元/瓶，于2022年1月1日起执行。

“黄酒一哥” 古越龙山此前宣布涨价。

其中，青花醉系列提价幅度为10%-20%，清

纯（醇）系列提价幅度为4.65%-12%，库藏

系列提价幅度为5%-15%，上述产品2020年

销售额合计为3.34亿元， 平均毛利率为

44.37%；果酒、浮雕、花色品种、状元红等产

品提价幅度为5%-20%，上述产品2020年销

售额合计为3.59亿元，平均毛利率为29.88%。

价格调整计划于2022年1月20日起执行。

黄酒“大佬” 会稽山在互动平台表示，

公司黄酒产品价格调整将根据材料成本、

市场需求等因素予以综合考虑， 目前主要

通过优化结构、升级产品、推出新款等方式

逐步提升黄酒价值，实现黄酒价值的回归。

泸州老窖核心产品的提价通知得到了

多位经销商证实。公司华北（东北）等地区

的38度和52度国窖1573经典装终端渠道

计划内配额供货价格建议分别上调40元/

瓶、70元/瓶， 计划外配额供货价分别调整

至750元/瓶和1080元/瓶；东部大区泸州老

窖52度特曲酒计划内配额建议上浮40元

/500ml，计划外建议上调至388元/500ml。

酒企纷纷宣布提价， 主要因为原材料

及人工成本等上涨所致，不少酒企对“拳

头产品”进行提价。

国窖1573为泸州老窖的核心产品之

一。今年上半年，泸州老窖中高档酒类产品

实现营收共计82.18亿元，占总营收比重为

88.21%，毛利率超过90%。

备货积极

12月以来， 白酒提价预期逐步升温，

并不断兑现。 华创证券食品饮料首席分析

师欧阳予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五粮液作

为行业风向标， 批发价回升直接行业渠道

的信心，以及资本市场预期。

业内人士表示， 白酒企业纷纷宣布提

价，成本压力逐渐向下游传导。 华创证券指

出，白酒跨年行情以茅台提价预期为起点，并

逐步催化展开。酒企回款反馈积极，奠定现金

流开门红基础，一季报业绩确定性较高。

国泰君安调研安徽、河南、湖南、江苏、

山东等地白酒渠道发现，今年12月中旬开

始， 地区经销商2022年回款陆续开启，且

库存相对低位。华创证券表示，白酒行业春

节旺季打款期已开启，节前提价持续演绎。

目前处于春节旺季备货期间，批价、库存、

回款等指标健康良性， 旺季开门红确定性

持续增强。

84家公司预喜

在上述103家公司中， 预计2021年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限

超过1亿元的有46家， 预计超过5亿元的

有14家，分众传媒、龙佰集团、歌尔股份、

双星新材、迪阿股份、永安期货、海力风

电7家公司均预计2021年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限超过10亿元。

分众传媒暂列“盈利王” 。 公司预计

2021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60.2亿元至62亿元， 同比增长50.36%

至54.85%。 公司在消费品领域保持持续

稳定的增长态势，同时受益于基数效应，

2021年经营业绩有较大幅度增长。

从净利润增幅看，剔除扭亏类公司，

预计2021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增幅下限超过10%的有53家，超

过50%的有26家，东芯股份、怡亚通、保

龄宝、 嘉和美康、 力量钻石、 炬芯科技

-U、华兰股份、迪阿股份、凯普生物、普

冉股份、 龙佰集团11家公司均预计2021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幅下

限超过100%。

东芯股份以超过10倍的净利润增幅

暂列“增长王” 。公司预计2021年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5亿元至2.4亿

元；202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1953.31万元。

部分公司受疫情影响较大， 出现亏

损情况。 *ST华塑12月24日晚间公告，预

计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600.0万元至-400.0万元， 由盈利转

为亏损。 公司表示，受疫情持续影响，会

展服务板块亏损增加。

电子等行业表现突出

从行业角度看，传媒、化工、医疗医

药、电子、交通运输、通信技术等行业表

现较为突出。 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取

得新成效，行业相关公司获益。核酸检测

产品类需求大增， 医药行业相关公司业

绩亮眼。

东宝生物预计2021年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00万元至4000

万元，同比增长62.6%至116.8%。公司致

力于为用户提供优质的“胶原+” 系列

产品和服务。“胶原+” 系列产品不断深

入推广，胶原蛋白系列终端产品业务稳

步发展，销售收入提升，销售利润相应

增加。

行业处于高景气周期， 新产品上市

后订单增加、 销量大幅增长成为业绩增

长的主要原因。

龙佰集团预计2021年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57737.32万元至

572171.65万元 ， 同比增 长 100% 至

15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钛白粉

市场景气度高，销售价格上升；钛白粉

产能利用率提升，公司氯化法产能有效

释放。

挖掘投资机会

对于投资机会，国海证券建议，2022

年上半年关注价格变化， 中下游行业景

气回升，汽车零部件、专用设备、食品饮

料、农林牧渔等赛道有望受益；下半年关

注利率变化，布局券商、银行、保险等金

融板块。在科技创新推动下，建议关注风

电、光伏、氢产业、新能源车、锂电池、储

能、 环保等趋势明确的绿色板块， 半导

体、军工等高端制造领域，以及人工智能

与物联网等数字经济赛道也值得关注。

根据太平洋证券研报， 在碳中和背

景下， 光伏装机容量有望快速增加。 目

前，光伏产业链各环节新技术快速发展，

硅片环节大尺寸和薄片化是趋势。 受益

于行业景气周期， 光伏设备需求将快速

提升， 支撑业绩高速增长。 锂电设备方

面，全球汽车电动化驱动需求高增长，动

力电池企业均在大力扩产。

Wind数据显示，截至12

月24日19时，103家A股公

司披露了2021年业绩预

告，84家预喜，预喜比例

为81.55%。 其中，略增

36家、扭亏2家、续盈11

家、预增35家。 已披露

业绩预告的公司业绩表

现良好。 从行业角度看，

传媒、化工、医疗医药、电

子、交通运输、通信技术等

表现较为突出。

● 本报记者 董添

103家公司预告2021年业绩 逾八成报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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