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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家公司2022年业绩预喜

瞄准预制菜业务 多家公司加码布局

● 本报记者 潘宇静

近期，预制菜概念板块持续走强。截至

2月13日收盘，广州酒家、三江购物、金陵饭

店、西安饮食股价涨幅在6%以上。 已披露

2022年业绩预告的预制菜概念股业绩整体

向好，过半公司业绩预喜。

多家上市公司表示，2023年将加码布

局预制菜业务。业内人士表示，预制菜当下

处在加速渗透的黄金周期， 有望成为下一

个万亿市场。

过半公司业绩预喜

在预制菜概念股盘面走强的背后，是

上市公司2022年度业绩频频报喜。Choice

金融终端数据显示，A股预制菜概念股共

有48家，截至2月13日记者发稿时，已有27

家披露2022年业绩预告。 其中，预增的公

司有5家，扭亏的公司有5家，减亏的公司

有5家，经营情况向好的公司占比过半。

第三方智库iiMedia� Research(艾媒

咨询)发布的《2022年中国预制菜品牌百

强榜》显示，安井食品、国联水产已发展为

预制菜行业的头部企业。 安井食品预计

2022年净利润为10.6亿元-11.1亿元,同比

增长55.43%-62.76%。 国联水产预计2022

年净利润为2700万元-4000万元，同比扭

亏为盈。

安井食品称，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布

局的预制菜肴板块业务快速上量，营业收

入增长带来利润增长； 同时公司控制促

销、广告等费用投入，费用下降带动利润

率提升。

国联水产表示，2022年公司通过继续

加强产品结构、销售渠道结构调整，实现

逆势破局， 营业收入同比实现较好增长，

净利润扭亏为盈。 其中，公司坚持聚焦预

制菜进行商业模式升级，大力拓展预制菜

业务， 不断提高预制菜等高附加值产品营

业收入规模。公司研发能力持续增强，新品

上市实现较快上量，烤鱼、酸菜鱼等系列产

品增长显著。 公司围绕预制菜产品， 构建

“小霸龙”预制菜品牌，打造预制菜品牌新

高地，产品品牌的市场影响力不断提高。

不过，作为A股市场上的“大热门” ，

全聚德和西安饮食2022年度业绩预计亏

损扩大。 全聚德称，2022年公司多家门店

因疫情影响闭店或关闭堂食，对经营产生

严重影响， 全年利润出现较大幅度亏损。

西安饮食表示，报告期内，人工成本、租赁

费等固定费用上升，对净利润造成了较大

影响。

市场发展空间较大

近日，安井食品、国联水产、双汇发展、

海欣食品等多家预制菜公司公布2023年

的最新战略。

双汇发展在互动平台表示，目前公司

已推出自加热米饭、啵啵袋等方便速食类

产品，以及双汇八大碗和家宴礼盒等中华

菜肴类产品，相关产品在线上线下渠道均

有销售。 下一步，公司将围绕“八大菜系+

豫菜” 加强预制菜产品研发，不断丰富产

品群，同时加快完善产能布局，加强构建

销售网络，促进公司预制菜业务的发展。

海欣食品表示，公司一直看好速冻预

制菜肴的市场前景，目前通过协同叠加的

方式进行部分产品的销售。 公司的舟山工

厂将主打深海预制菜， 以深海高蛋白、非

人工养殖、纯天然无污染、在便捷料理的

同时又能体现出新鲜食材烹饪的新鲜度

和口味为卖点， 锁定高定位B端市场和青

年宅、便利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广西、河南、山

东明确将预制菜写进2023年政府工作报

告。 比如，2023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深化农产品“12221” 市场体系建设，

培育壮大休闲旅游、数字农业、预制菜、农

业微生物产业等新业态， 促进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除规划外，行业监管也有新动态。近日，

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

《关于印发 〈长三角预制菜生产许可审查

指引〉的通知》，在全国率先制定了一体化

的预制菜生产许可审查指引。 江苏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方面表示， 此举有利于长三角

区域统一预制菜生产操作规范， 助力推动

区域内预制菜生产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预制

菜市场规模达4196亿元，同比增长21.3%，

预计到2026年预制菜市场规模将达10720

亿元，预制菜有望成为下一个万亿市场。

中泰证券食品饮料团队称，预制菜在

春节消费市场表现亮眼， 根据草根调研，

多家预制菜公司的产品供不应求，市场缺

货严重，预制菜当下处在加速渗透的黄金

周期。

资产处置成扭亏重要法宝

230家公司预计去年业绩扭亏

● 本报记者 董添 程竹

Wind数据显示， 截至2月13日收盘，A股共有2676家上市

公司发布2022年业绩预告，230家上市公司实现扭亏。从扭亏的

原因看，资产处置是上市公司实现扭亏的重要原因。 除处置资

产外，也有部分上市公司所在行业赛道景气度提升，助力业绩

出现增长。 这在光伏产业链、养殖产业链的上市公司表现尤其

突出。

处置资产成扭亏关键

有的上市公司在报告期内处置多项资产。

冰山冷热预计2022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00万元至2000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亏损

2.4亿元至亏损2.36亿元。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公司转让所持冷

王集装箱温度控制（苏州）有限公司17.8%股权，获得净收益约

3650万元；公司转让所持松下冷链（大连）有限公司40%股权，

获得净收益约4090万元；公司减持晶雪节能7%股份，获得净收

益约5090万元；公司本期并购松下压缩机、松下冷机两家公司，

对于持有原股权在购买日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投资收益

约1.7亿元；公司所持国泰君安公允价值负向变动，给公司本期

带来净损失约3990万元。 上述项目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以中水渔业、巨轮智能为代表的多家上市公司对境外子公

司资产进行处置。

中水渔业预计2022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0万元至1200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亏损

3000万元至亏损2400万元。 对于业绩实现扭亏的原因，公司表

示，本年度，公司积极开拓市场以及市场回暖鱼货市场价格走

高，本年捕捞产量增长导致鱼货单位生产成本降低，主营业务

毛利增加；本期利息支出减少，利息收入以及汇兑收益增加，本

期财务费用同比大幅降低；公司本年度确认的联营企业投资收

益同比增加；为降低公司境外资产风险，提升发展质量，公司本

期将境外子公司中水北美公司冷库等资产出售实现的净收益

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从业绩预告内容看，不少上市公司若不处

置资产，业绩将出现亏损。

以华控赛格为例，公司预计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3.2亿元至4亿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亏

损1.5亿元至亏损1.1亿元。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公司业绩扭亏

为盈主要原因是处置子公司确认投资收益4.96亿元， 此投资收

益为非经常性损益。

不乏*ST类公司

通过处置资产实现扭亏的上市公司中，不少是已经被交易

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ST、ST类公司。

以*ST顺利为例， 公司预计2022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6800万元至84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为亏损3.15亿元至亏损2.55亿元。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公司

与债权人进行了债务重组，在重组后新债权清偿完毕的基础上

确认相应投资收益；公司原子（孙）公司被司法拍卖，相应确认

处置损失；综合此二项因素，公司实现扭亏为盈。 该投资收益及

处置损失均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报告期内，受到债务重组及接

受现金捐赠等影响，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加。

部分*ST上市公司确认了大额重组收益， 报告期内业绩实

现了扭亏。

*ST博天预计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53

亿元至20.99亿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亏损13.81

亿元至亏损10.2亿元。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2022年公司在

面临严重的经营、债务危机以及退市风险的情况下，积极进行

了债务重整。 在社会各方大力支持下，公司如期完成了债务重

整工作。 根据重整方案以及相关准则规定，在债务重整完成的

同时，公司确认了大额重整收益。

所在行业景气度提升

除处置资产外，也有部分上市公司所在行业赛道景气度提

升，助力业绩出现增长。 这在光伏产业链、养殖产业链的上市公

司表现尤其突出。

光伏产业链上市公司宇晶股份预计2022年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000万元至1.1亿元， 上年同期为亏损

676.58万元。报告期内，受益于“双碳” 目标的稳步推进，光伏行

业持续保持高景气度，公司生产的应用于光伏行业的多线切割

机市场需求旺盛。 基于产品的技术优势，产品竞争力不断提升，

进一步得到客户的认可，公司设备订单大幅增加，营业收入和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实现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金刚石线产

品、 热场系统系列产品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实现较大增长，对

经营业绩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报告期内，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4200万元至5000

万元，其中主要为处置厂房及土地使用权产生的收益。

同属光伏产业链的岱勒新材预计2022年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000万元至9600万元， 上年同期为亏损

7812.23万元。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受益于光伏行业持续保持高

景气度，电镀金刚石线市场需求旺盛；报告期内，公司二期扩产

按计划顺利完成，产能大幅提升；公司在手订单饱满，产能得到

快速释放；公司通过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完成了生产工艺及设备

技术水平的大幅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相应得到提升。

温氏股份预计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8

亿元至53亿元，上年同期亏损134.04亿元。 对于业绩大幅提升

的原因，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肉猪（含毛猪和鲜品）

1790.86万头，同比增长35.49%，毛猪销售均价19.05元/公斤，同

比增长9.55%；公司生猪销售量及价格同比上升，同时生产成绩

提高，养殖综合成本下降，公司生猪养殖业务利润同比大幅上

升，实现扭亏为盈；公司销售肉鸡10.81亿只（含毛鸡、鲜品和熟

食），同比下降1.83%，毛鸡销售均价同比上升17.2%。

西南证券研报显示，温氏股份为全国最大的黄羽鸡养殖企

业，从需求端来看，黄羽鸡作为我国本土品种，需求具有一定的

刚性。 未来，随着消费回暖，黄羽鸡供需缺口将为其价格上涨提

供支撑，且在经历长时间产能调整以及周期底部后，高景气度

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2年

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达4196亿

元，同比增长21.3%，预计到2026

年预制菜市场规模将达10720亿

元， 预制菜有望成为下一个万亿

市场。

10720亿元

国家能源局：

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2月13日， 国家能源局新

闻发布会在京举行。会上发布

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风

电、 光伏发电新增装机突破

1.2亿千瓦，创历史新高；截至

2022年底， 全国已投运新型

储能项目装机规模达870万

千瓦；我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

数量达到520万台左右，已建

成世界上数量最多、分布最广

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

国家能源局多位相关部

门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 国家能源局将围绕构建

新型能源体系， 大力推动可

再生能源重大工程。 继续加

强充电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的

顶层设计和政策协同， 持续

优化充电网络规划布局。

● 本报记者 罗京

风电光伏发电量首破1万亿千瓦时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2年，全

国风电、光伏发电新增装机突破1.2亿千

瓦，创历史新高，带动可再生能源装机突

破12亿千瓦。 风电光伏年发电量首次突

破1万亿千瓦时，接近全国城乡居民生活

用电量。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

副司长王大鹏表示，2022年我国可再生

能源重大工程取得重大进展，以沙漠、戈

壁、 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

地建设进展顺利，水电建设积极推进，抽

水蓄能建设明显加快。

王大鹏表示，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

市场化程度高，各类市场主体多、竞争充

分， 创新活力强。 光伏治沙、“农业+光

伏” 、 可再生能源制氢等新模式新业态

不断涌现。 全球新能源产业重心进一步

向中国转移，我国生产的光伏组件、风力

发电机、 齿轮箱等关键零部件占全球市

场份额70%。 我国可再生能源继续保持

全球领先地位。

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

动可再生能源大规模高质量跃升发展，

王大鹏表示，2023年， 国家能源局将围

绕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大力推动可再生

能源重大工程。 第一批大型风电光伏基

地项目并网投产，第二批、第三批基地项

目陆续开工， 海上风电基地建设稳妥有

序推进。同时，要推动分散式陆上风电和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 组织开展抽

水蓄能布局优化， 推动抽水蓄能又好又

快发展。

新型储能发展进入快车道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

底， 全国已投运新型储能项目装机规模

达870万千瓦，平均储能时长约2.1小时，

比2021年底增长110%以上。

对于全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持续快

速增长， 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

备司副司长刘亚芳表示， 支撑技术产业

发展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 为新型储能

快速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随着政策体

系逐步完善和市场环境不断优化， 多种

示范引领带动效果凸显， 新型储能发展

进入了快车道。

“较之于传统的抽水蓄能， 新型储

能选址灵活、 建设周期短、 响应快速灵

活、应用场景多元，与抽水蓄能可以形成

优势互补， 在不同的场景中解决新能源

接入电力系统时带来的强随机性、高波动

性等问题。”刘亚芳表示，地方政府和各类

市场主体发展建设新型储能积极性高涨，

也为新型储能快速发展注入了活力。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

底，全国新型储能装机中，锂离子电池储

能占比94.5%。 从2022年新增装机技术

占比来看， 锂离子电池储能技术占比达

94.2%，仍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飞轮、重

力、 钠离子等多种储能技术也已进入工

程化示范阶段。

刘亚芳表示， 新型储能行业整体处

于研发示范向商业化初期的过渡阶段，

并逐步形成产业化体系。 尽管上游原材

料价格快速增长， 以锂离子电池为主流

的储能电池系统成本仍呈下降趋势。

充电基础设施规模迅速扩大

充电基础设施是促进新能源汽车

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也是服务

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领域， 对促进我国

能源、 交通领域清洁低碳转型具有重

要意义。

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梁昌新表

示， 近年来， 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快速发

展，已建成世界上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

充电基础设施网络， 包括充电基础设施

规模迅速扩大、 充换电运营市场取得较

快发展、技术与标准体系逐步成熟、政府

监测服务平台体系加快建设等方面。

具体来看，2022年我国充电基础设

施数量继续高速增长， 有效支撑了新能

源汽车的快速发展。 充电基础设施年增

长数量达到260万台左右， 累计数量达

到520万台左右，同比增长近100%。 目

前各类充电桩运营企业已超过3000余

家，其中公共桩保有量超过1万台的企业

有17家，头部企业聚集效应明显。 2022

年充电量超过400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达到85%以上。

梁昌新表示， 我国充电基础设施仍

存在公共充电设施布局不合理、 部分居

民小区建桩难充电难、 充电市场运行不

规范、设施维护不到位等问题。

“下一步， 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

部门继续加强充电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的

顶层设计和政策协同， 持续优化充电网

络规划布局， 着力破解关系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的充电难题， 优化完善政府监管

平台体系， 提升充电行业发展质量和建

设运营标准，服务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满足人民清洁低碳出行的需求。 ” 梁昌

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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