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市公司“争食”预制菜成效显现

本报记者 高佳晨

国联水产、安井食品等上市公司预制菜业务发展势头喜人，并开

始进入收获期。 业内人士表示，各路资本争相涌入，预制菜赛道竞争激

烈。 目前，预制菜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头部企业尚未出现，众多入局

者尚处于摸索阶段。

业绩喜人

年报显示，水产食品龙头国联水产2021年预制菜业务营收达8.41

亿元，实现业绩三年连涨，2020年为7.3亿元、2019年为6亿元。同时，预

制菜业务在总营收中的占比逐年递增。 公司表示，将全面聚焦预制菜

领域。

国联水产副总经理吴丽青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作为一家专注于

水产行业超过20年的龙头企业，公司在水产预制菜的采购、品控、渠道

与研发四大核心领域，打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业务亮点，实现了从原

料加工向食品研制的创新升级，构筑了宽广的“护城河” 。

速冻食品龙头安井食品2021年实现营收92.72亿元， 同比增长

33.12%；实现归母净利润6.82亿元，同比增长13.00%。 其中，菜肴制品

业务实现营收14.29亿元，同比增长112.41%。

安井食品表示，公司坚持“BC兼顾、全渠发力” 的策略，发挥科技

研发优势，明确选品逻辑并顺势推出多款重点大单品，全面进军预制

菜肴领域。“2021年，公司继续夯实火锅料和米面制品主业，同时加快

向预制菜肴领域进军，第二增长曲线初见成效，综合竞争力得到较大

提高。 ”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速冻供应链第一股” 千味央厨表示，预制菜是公司重点关注的

业务。2021年，公司实现营收12.74亿元，同比增长34.89%；实现归母净

利润8846.41万元，同比增长15.51%。 其中，预制菜销售额为1400余万

元，同比增长34.35%。

农业产业化龙头得利斯今年一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3058.42万

元，同比增长48.23%。“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通过优化产品结构，顺

应消费增长趋势，推出了多款高附加值的预制菜及低温肉礼盒，产品

销量增加，利润快速增长。 ”得利斯表示。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冷链物流与连锁餐饮业的发展，餐饮企业降

本增效和居民对便捷食品的需求增加，市场对预制菜肴的接受度不断

提升，行业进入快速成长期。

加码布局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9年-2021年， 我国预制菜市场规模从

2445亿元增加至3459亿元，年均复合增速为18.94%。预计到2026年我

国预制菜市场规模将突破万亿元，达到1.07万亿元。

近年来，上市公司纷纷进入预制菜领域，有做水产的、卖果蔬的、

做调味料的、做速冻品的以及搞畜牧业的，行业火爆程度可见一斑。 根

据东方财富数据，目前A股市场有34只“预制菜概念股” 。

2021年9月， 国联水产推出10亿元定增项目， 计划扩充预制菜产

能， 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中央厨房项目和小龙虾及鱼类深加工项目。

“2022年，公司要稳固以大单品为核心业务的基本面，快速提升预制

菜在整体营销中的占比，加大预制菜业务投入，扩大产能以满足不断

增长的市场需求。 ” 国联水产相关负责人表示。

安井食品收购新宏业后，又计划收购湖北新柳伍食品集团70%的

股权， 该公司主要从事白鲢鱼和鲶鱼鱼糜生产以及小龙虾初加工、深

加工业务。 业内人士认为，此举将进一步强化安井食品的上游原材料

供应保障，巩固其在鱼糜制品和小龙虾菜肴两大领域的把控力，同时

加码菜肴产品。

广州酒家则在互动平台表示， 公司一直都有开展预制菜业务，当

前预制菜产品以自有品牌为主，同时为第三方品牌代加工盆菜。 未来

将根据品牌定位、消费场景、口味还原度、成本优势、渠道特性积极储

备开拓新的品类。

圣农发展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廖俊杰在公司2021年度业绩说明

会上表示，目前公司和舌尖英雄有合作，公司有一个工厂可以专门生

产预制菜，预制菜是公司未来的发展重点。

得利斯此前披露，公司预制菜产能合计约15万吨，包括在建陕西

基地预制菜产能5万吨。 2022年， 公司预制菜业务规划目标为12.5亿

元。

标准缺乏

目前，预制菜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头部企业尚未出现，众多入局

者尚处于摸索阶段。 各路资本争相涌入预制菜赛道，行业竞争激烈。

吴丽青告诉记者，预制菜目前缺少大单品，也没有出现大型企业。

预制菜是新概念，定义不够明确，同时标准缺乏。 “预制菜赛道具有特

殊性，具有一定门槛，在品牌运营、食品质量、营销渠道、研发创新、特

别是供应链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壁垒，对‘玩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

另一位预制菜概念上市公司相关负责人李明（化名）告诉记者，

市场对预制菜前景或许过于乐观。“更大的体量目前在B端餐饮，且对

价格更敏感。 综合成本降低10%以上，B端餐饮采用预制菜才会有优

势。 对于C端消费者而言，能否做到和店里同样口感且更便宜是关键，

但技术要求很高，不是每个菜式都可以做到。 ”李明表示。

“对于预制菜公司而言，渠道力和产品力未来将起决定性作用，决

胜的关键在于渠道建设和新品推广。”安井食品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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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拟以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方案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用于回购股

份的金额上限为5000万元、下限为3000万元（均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2元/股（含本数）。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详情请见本公司于2021年10月30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内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

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2年4月30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10,116,700股，占公司总股本1.0313%，最高成交价为3.5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18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33,995,635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

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年11月17日）前5个交易日（2021年11月10日至2021年

11月16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115,455,705股，公司每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

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28,863,926股）。

3、公司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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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2021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第二期股份回购。 回购股

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5.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

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8日、2021年5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披露的《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及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41）。

2021年7月2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公司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35.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34.90元/股（含）。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

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2年4月末，公司第二期回购股份

的进展情况如下：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第二期回购公司股份， 截至2022年4月30

日，回购股份数量为1,049,743股，占公司总股本153,581,943股的比例为0.6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9.82

元/股，最低价为23.3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2,951.05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第二期回购股份方案。

截至2022年4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2,

202,766股（含第一期及第二期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153,581,943股的比例为1.43%，累计支付的资金

总额为5,950.26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

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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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自愿性公告

股东TCL科技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增持基本情况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大股东TCL科技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TCL科技（天津）” ）于2022年1月11日至4月12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增

持公司股票35,026,677股，增持比例达到公司总股本的1.08%。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14日发布的

《关于第一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超过1%的公告》（2022-024）。

公司于2022年5月5日收到TCL科技（天津）出具的《告知函》，基于看好新能源及半导体行业长期

发展前景，对公司未来持续增长充满信心，TCL科技（天津）于近日继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票24,217,952股，增持比例达到公司总股本的0.75%。

本次增持前，TCL科技（天津）持有公司860,804,66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6.64%。 本次增持

后，TCL科技（天津）持有公司885,022,61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7.39%。

TCL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科技” ）持有TCL科技（天津）100%股权。 本次TCL科技

（天津）增持后，TCL科技直接持有公司78,035,348股股份、通过TCL科技（天津）间接持有公司885,

022,614股股份，合计持有公司963,057,962股股份，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29.80%。

本次增持前后情况如下：

股东

本次增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TCL科技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860,804,662 26.64% 885,022,614 27.39%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8,035,348 2.42% 78,035,348 2.42%

合计持有股份 938,840,010 29.05% 963,057,962 29.80%

注：该表格存在四舍五入导致的尾差。

二、增持的目的及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2、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买入。

3、增持目的：基于长期看好新能源及半导体行业长期发展前景，对公司业务持续增长充满信心。

三、其他情况说明

1、上述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

2、上述增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

3、TCL科技（天津）将继续助力公司核心业务发展壮大，并根据资本市场等情况判断是否继续增

持股票。

4、公司将持续关注增持人持有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TCL科技（天津）《关于增持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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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已发行的社会公众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4.43元/股

（含本数），回购金额为不低于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10,000万元（含），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4月2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2-020）。

一、公司累计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

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2年4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了2,945,700股，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的0.5277%， 最高成交价为6.962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6.592元/股， 合计支付的总金额为19,934,

098.03元（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

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4月27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68,938,360

股。 公司每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

的25%。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本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

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5日

锂矿上市公司

一季度业绩大涨

●本报记者 李嫒嫒

锂盐价格快速上涨，锂矿上市公司一季度业绩大增，合计净

利润同比增幅近4倍。 业内人士指出，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

展和锂盐供给受限的背景下，锂盐价格有望保持高位震荡，锂矿

上市公司业绩有望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中游板块承压

Wind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14家锂矿上市公司营业收

入合计1729.28亿元，同比增长61.6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合计242.81亿元，同比增长398.24%。 其中，10家上市公

司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5倍，占比71.43%。

以“锂矿双雄” 为例，赣锋锂业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3.65

亿元， 同比增长233.91%； 净利润为35.25亿元， 同比增长

640.41%。 天齐锂业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2.57亿元，同比增长

481.41%；净利润为33.28亿元，同比增长1442.65%。

不少公司2021年业绩实现高速增长，2022年一季度业绩进

一步提速。 比如，天齐锂业、天华超净、盛新锂能等7家上市公司

一季度净利润已经超过去年全年， 融捷股份一季度净利润为去

年全年的近4倍。

从整个锂电产业链角度看，在锂盐价格快速上涨的背景下，

利润加速向上游的锂矿板块转移。 2022年一季度，中游动力电

池板块的宁德时代、 国轩高科、 亿纬锂能净利润分别下滑

23.62%、32.79%、19.43%。

供需失衡加剧

锂盐价格快速上涨， 成为一季度锂矿上市公司业绩大增的

最大驱动因素。

上海有色网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电池级碳酸锂价格

一度触及50.3万元/吨，创下历史新高，相比今年年初上涨81%，

相比2021年年初的5万元/吨涨幅超过9倍。

对于赣锋锂业一季度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 华安证券在研

报中表示，“锂盐价格大幅上涨带动公司毛利率快速提升，并带

动公司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RIM、LAC等业绩提升， 公司一季

度投资收益大增至4.43亿元。 ”

新能源汽车销量快速增长和动力锂电池装机量加速放量，

成为锂盐价格快速上涨的强力支撑。 中科院院士欧阳明高在今

年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表示， 碳酸锂价格去年以来大幅

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于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快速增长， 在电池和

材料领域产生了递进式的需求放大效应。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一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已

累计推广突破1000万辆大关，达到1033万辆。一季度，新能源汽

车产销同比均增长1.4倍，市场渗透率达19.3%，较2021年提高

5.9个百分点。

同时， 新能源汽车销量快速增长令动力锂电池装机量水涨

船高。高工产业研究院披露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动力电池装

机量约46.87GWh，同比增长140%。

“锂矿的开采周期一般为2-3年，在新能源汽车销量快速增

长的情况下， 上游锂矿的开发无法匹配， 造成供需矛盾不断扩

大，锂盐价格持续上涨。 ” 业内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加快产能扩张

近期，受疫情等因素影响，电池级碳酸锂最新报价达46.15

万元/吨，较前期有所回调。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在新能源汽车

产业快速发展的支撑下，锂盐价格有望保持高位震荡。

从需求端来看， 新能源汽车产业未来有望保持快速发展的

态势。 虽然3月下旬以来新能源汽车市场受到疫情冲击，不过，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 乘联会对全年销量预测并未作出调

整，预测2022年国内新能源车销量仍保持550万辆。

从供给端来看，兴业证券研报指出，受益于下游需求持续向

好，锂盐需求大增，库存预计快速消耗。长期看，受限于产能放量

滞后，叠加资源开发的限制，行业供需错配将持续较长时间。 欧

阳明高指出，预计2-3年后锂资源供需可能恢复平衡。

在此背景下，下游企业加快向上游渗透，抢夺锂资源。比如，

今年2月， 宁德时代子公司四川时代新能源资源有限公司与四

川省天府矿业等公司签订合资协议， 将加快四川省锂矿资源勘

查开发，增加锂资源供给，促进新能源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同时，锂矿企业全球化布局持续推进，优质产能快速扩张。

以赣锋锂业为例，公司日前表示，阿根廷Cauchari-Olaroz项目

计划今年下半年试车投产，预计一期产能为4万吨碳酸锂/年。同

时，Mt� Marion锂辉石项目投产时间提前，预计4月扩产至60万

吨锂精矿，年底扩产至90万吨。

业绩喜人

年报显示，水产食品龙头国联水产

2021年预制菜业务营收达8.41亿元，实

现业绩三年连涨，2020年为7.3亿元、

2019年为6亿元。 同时，预制菜业务在总

营收中的占比逐年递增。 公司表示，将

全面聚焦预制菜领域。

国联水产副总经理吴丽青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作为一家专注于水产行业

超过20年的龙头企业，公司在水产预制

菜的采购、品控、渠道与研发四大核心领

域，打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业务亮点，实

现了从原料加工向食品研制的创新升

级，构筑了宽广的“护城河” 。

速冻食品龙头安井食品2021年实

现营收92.72亿元，同比增长33.12%；实

现归母净利润 6.82亿元， 同比增长

13.00%。 其中，菜肴制品业务实现营收

14.29亿元，同比增长112.41%。

安井食品表示，公司坚持“BC兼

顾、全渠发力” 的策略，发挥科技研发

优势， 明确选品逻辑并顺势推出多款

重点大单品，全面进军预制菜肴领域。

“2021年， 公司继续夯实火锅料和米

面制品主业， 同时加快向预制菜肴领

域进军，第二增长曲线初见成效，综合

竞争力得到较大提高。” 公司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速冻供应链第一股” 千味央厨表

示， 预制菜是公司重点关注的业务。

2021年，公司实现营收12.74亿元，同比

增长34.89%； 实现归母净利润8846.41

万元，同比增长15.51%。 其中，预制菜销

售额为1400余万元，同比增长34.35%。

农业产业化龙头得利斯今年一季度

实现归母净利润3058.42万元，同比增长

48.23%。“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通过

优化产品结构，顺应消费增长趋势，推出

了多款高附加值的预制菜及低温肉礼

盒，产品销量增加，利润快速增长。 ” 得

利斯表示。

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冷链物流与连

锁餐饮业的发展， 餐饮企业降本增效和

居民对便捷食品的需求增加， 市场对预

制菜肴的接受度不断提升， 行业进入快

速成长期。

标准缺乏

目前，预制菜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头

部企业尚未出现， 众多入局者尚处于摸索

阶段。各路资本争相涌入预制菜赛道，行业

竞争激烈。

吴丽青告诉记者， 预制菜目前缺少大

单品，也没有出现大型企业。预制菜是新概

念，定义不够明确，同时标准缺乏。 “预制

菜赛道具有特殊性，具有一定门槛，在品牌

运营、食品质量、营销渠道、研发创新、特别

是供应链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壁垒，对‘玩

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

另一位预制菜概念上市公司相关负责

人李明（化名）告诉记者，市场对预制菜前

景或许过于乐观。“更大的体量目前在B端

餐饮，且对价格更敏感。综合成本降低10%

以上，B端餐饮采用预制菜才会有优势。 对

于C端消费者而言， 能否做到和店里同样

口感且更便宜是关键，但技术要求很高，不

是每个菜式都可以做到。 ”李明表示。

“对于预制菜公司而言， 渠道力和产

品力未来将起决定性作用， 决胜的关键在

于渠道建设和新品推广。 ” 安井食品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上市公司“争食” 预制菜成效显现

国联水产、 安井食

品等上市公司预制菜业

务发展势头喜人， 并开

始进入收获期。 业内人

士表示， 各路资本争相

涌入， 预制菜赛道竞争

激烈。目前，预制菜行业

仍处于发展初期， 头部

企业尚未出现， 众多入

局者尚处于摸索阶段。

加码布局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9年-2021

年，我国预制菜市场规模从2445亿元增

加至 3459亿元 ， 年均复合增速为

18.94%。预计到2026年我国预制菜市场

规模将突破万亿元，达到1.07万亿元。

近年来，上市公司纷纷进入预制菜

领域，有做水产的、卖果蔬的、做调味料

的、做速冻品的以及搞畜牧业的，行业火

爆程度可见一斑。 根据东方财富数据，

目前A股市场有34只“预制菜概念股” 。

2021年9月， 国联水产推出10亿元

定增项目，计划扩充预制菜产能，募集

资金将主要用于中央厨房项目和小龙

虾及鱼类深加工项目。 “2022年，公司

要稳固以大单品为核心业务的基本面，

快速提升预制菜在整体营销中的占比，

加大预制菜业务投入，扩大产能以满足

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 国联水产相关

负责人表示。

安井食品收购新宏业后，又计划收

购湖北新柳伍食品集团70%的股权，该

公司主要从事白鲢鱼和鲶鱼鱼糜生产以

及小龙虾初加工、深加工业务。 业内人

士认为，此举将进一步强化安井食品的

上游原材料供应保障，巩固其在鱼糜制

品和小龙虾菜肴两大领域的把控力，同

时加码菜肴产品。

广州酒家则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

一直都有开展预制菜业务， 当前预制菜

产品以自有品牌为主， 同时为第三方品

牌代加工盆菜。未来将根据品牌定位、消

费场景、口味还原度、成本优势、渠道特

性积极储备开拓新的品类。

圣农发展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廖

俊杰在公司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上表

示，目前公司和舌尖英雄有合作，公司有

一个工厂可以专门生产预制菜， 预制菜

是公司未来的发展重点。

得利斯此前披露， 公司预制菜产能

合计约15万吨，包括在建陕西基地预制

菜产能5万吨。 2022年，公司预制菜业务

规划目标为12.5亿元。

●本报记者 高佳晨

多家上市公司被交易所问询

●本报记者 董添

多家上市公司近日收到交易所关于年

报的问询函， 仅5月4日至5日就有40多家

公司，业绩变脸是交易所关注的一大重点。

部分上市公司年报实际营收、 净利与

业绩预告差别较大。

荣丰控股5月5日公告， 公司收到年报

问询函。 交易所指出，公司披露的业绩预告

显示，2021年营业收入预计为4.3亿元，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亏损7000万

元至1.3亿元。 年报显示，公司2021年实现

营业收入2.52亿元， 扣非后净利润为-1.43

亿元。交易所要求公司说明，2021年预计收

入与经审计收入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有的上市公司由于大幅下修前期业绩

预告，且独立董事对年报业绩存在疑虑，引

发交易所问询。

巴安水务收到的年报问询函显示，公

司4月26日披露2021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将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由预计亏损5.7亿元至7.3亿元修正为预

计亏损12亿元至14亿元，主要是根据工程

项目审价工作最新进度或最终审价结果调

整相关收入和成本，补提应收账款、其他应

收款、 合同资产及商誉减值损失以及延期

施工赔偿等所致。

4月28日， 巴安水务披露2021年年度

报告，经审计净利润为亏损13.04亿元。 其

中， 独立董事刘涛因公司业务规律没有发

生实质性变化，而2021年度资产减值准备

及核销资产金额太大，难以判断其合理性，

对相关议案投弃权票，且无法对年度报告

保真；独立董事李建勇、监事陈兴因2021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金额非

常大，在收到财务报告后短期内暂无法对

所有相关项目的合理性作出判断，对相关

议案投弃权票。

除了业绩变脸，年报被审计机构出具

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计提大额商誉减值

准备、应收账款合计占营业总收入比例较

高、应收账款周转率同比大幅下滑成为交

易所下发年报问询函的重要原因。

*ST西发、 思创医惠等公司均被审计

机构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交易所为

此下发年报问询函。

应收账款方面，熙菱信息收到的年报

问询函显示，截至2021年底，公司应收账

款余额为 32218.1万元， 较期初减少

28.73%，应收账款合计占营业总收入比例

为222.03%， 应收账款周转率为0.332，同

比下滑37.75%。 三年以上账龄的应收款项

占比为29.11%。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合计

18358.65万元， 占营业总收入比例为

126.32%。 交易所要求，结合应收账款的形

成背景、相关欠款方的资信情况、采取的信

用政策等情况， 详细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应

收账款合计占营业总收入比例较高、 应收

账款周转率同比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

性， 是否存在放宽信用政策以增加销售的

行为。 结合销售模式、信用政策、主要客户

资信情况、 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关情况等说

明公司三年以上账龄的应收款项占比较高

的原因及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