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营收净利双下滑

小米集团启动规模与利润并重战略

本报记者 杨洁

3月24日，小米集团发布2022年第四季度及全年业绩。 2022年小米集团总收入达2800亿元，同比下滑14.7%；毛利率为17.0%，下滑0.7个百分点；经调整净利润达85亿元，同比下滑61.4%。 2022年，小米集团用于智能电动汽车等创新业务的费用达31亿元。小米集团披露，目前公司汽车业务团队规模约为2300人，小米汽车继续保持2024年上半年量产目标。

小米集团财报显示，2023年公司启动“规模与利润并重”的新经营战略，聚焦提质增效。小米集团合伙人、总裁卢伟冰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将针对利润目标进行精细化管理，更加注重风险管控。

智能手机市场表现不佳

受多种因素影响，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表现不佳。 据Canalys数据，2022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滑11.7%，为9年来最低。

在此背景下，2022年小米集团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达1.5亿台，同比减少20.9%，智能手机业务收入同比减少19.9%至1672亿元。 智能手机分部毛利率由2021年11.9%降至2022年的9.0%。

小 米 集 团 表 示 ， 2022 年 11 月 更 新 了 部 分 系 列 智 能 手 机 的 售 后 服 务 政 策 ， 以 改 善 消 费 者 的 售 后 服 务 体 验 ， 导 致 2022 年 第 四 季 度 产 生 额 外 一 次 性 成 本 约 7 亿元。 如不计该一次性影响，2022年小米智能手机分部的毛利率为9 .4%。

2022年，小米集团智能手机出货量市占率达12.8%。 近年来，小米集团聚焦高端产品，智能手机ASP（平均售价）连续三年保持增长，优化了产品结构。 2022年小米集团全球智能手机ASP创新高，达到人民币1111元。 2022年第四季度，小米集团在中国大陆地区智能手机ASP同比增长超14%，且高端智能手机出货量占比提升6.8个百分点，高端战略推进成效初显。

平板电脑出货量大增

财报显示，2022年小米 IoT与生活消费产品收入达798亿元，同比下滑6.1%。 其中，2022年第四季度收入为214亿元，环比增长12.5%。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小米AIoT平台已连接设备（不包括智能手机、平板及笔记本电脑）数量同比增长35.8%至5.89亿件；拥有5件及以上连接至AIoT平台的设备（不包括智能手机、平板及笔记本电脑）用户数同比增长32.5%至1160万。 2022年12月，小爱同学和米家APP月活用户数分别同比增长7.1%和18.6%，分别为1.15亿和7580万。

小米加速拓展智能化市场空间。 2022年，小米智能电视全球出货量达1240万台，同比增长0.6%，跑赢整体市场。 2022年，全球智能电视出货量下降5.6%。 2022年，小米智能电视及笔记本电脑的收入同比减少13.3%至237亿元。 财报显示，2022年，小米集团中国大陆地区电视增值服务收入同比增长超25%。 截至2022年12月，小米智能电视全球月活跃用户数超5800万，电视互联网付费用户规模增至600万。

在 办 公 、 家 庭 娱 乐 等 领 域 ， 小 米 平 板 电 脑 2022 年 出 货 量 同 比 增 长 超 160 % 。 据 Canalys 数 据 ， 2022 年 小 米 平 板 电 脑 在 中 国 大 陆 地 区 市 占 率 排 名 提 升 至 第 三 ， 持 续 保 持 领 先 优 势 。

互联网业务保持稳健

受 益 于 商 业 生 态 优 势 及 精 准 的 数 字 化 运 营 管 理 ， 2022 年 ， 小 米 集 团 互 联 网 服 务 收 入 保 持 稳 健 ， 同 比 增 长 0 . 4 % 至 283 亿 元 。 2022 年 第 四 季 度 ， 互 联 网 服 务 收 入 72 亿 元 ， 环 比 增 长 1 . 5 % 。

其中，小米境外互联网业务收入达68亿元，同比提升35.2%，且2022年第四季度收入达19亿元，再创新高，占整体互联网服务收入比例提升至26.1%。 广告和游戏业务稳步上涨，2022年收入分别达185亿元和41亿元。

技术创新是小米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小米集团研发支出持续增长，积极布局智能手机、智能汽车、机器人等领域。 2022年，公司研发支出为160亿元，5年复合增长率达38.4%。 截至2022年末，小米研发人员占比近一半。

公司纵横

2023/3/25

星期六 责编

/

郭 宏 美编

/

王春燕 电话

/010-63070383

A05

Company

2022年扭亏为盈

美团研发支出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杨洁

3月24日，美团发布2022年第四

季度及全年业绩。 2022年第四季度，

美团实现营收601亿元， 同比增长

21.4%， 经调整净利润为8.3亿元。

2022年，美团营收为2200亿元，同比

增长22.8%，经调整EBITDA及经调

整净利润分别为97亿元及28亿元，

同比扭亏为盈。 2021年美团经调整

亏损净额达156亿元。

2022年，美团深入推进“零售+

科技” 战略，持续加大在关键领域

的科研费用投入， 全年研发支出同

比增长24%至207亿元， 创历史新

高。截至2022年底，美团无人机已在

深圳和上海实现落地， 航线覆盖18

个社区和写字楼，可为近2万户居民

服务。

商户数量大增

美团的业务主要分为核心本地

商业和新业务两个部分。 2022年，美

团核心本地商业分部的经营收入同

比增长17.6%至1608亿元，经营利润

增长56.8%至295亿元。同时，新业务

分部的经营亏损由2021年的359亿

元收窄至2022年的284亿元。

财报显示，美团2022年即时配

送订单量同比增长 14%至 177亿

单。 其中，餐饮外卖业务实现高质

量增长， 用户黏性持续提升，2022

年餐饮外卖日订单量峰值突破

6000万单。

同时，药品、鲜花、日用杂货、品

牌化妆品等即时零售需求迅速增

长。 2022年第四季度，美团闪购日订

单量峰值突破1100万单。 即时零售

带动更多本地实体拥抱数字化经营

方式。 2022年，美团平台上即时零售

相关的便利店、小超市近30万家，商

户数量是2019年的2倍多，商品销量

较2019年增长超400%。

2022年，到店、酒店及旅游业务

活跃商家数目仍然保持稳健增长，其

中小店商户较2021年增加近50万

家。 为进一步激发本地商户的活力，

美团专门推出了商户流量扶持及联

合营销计划等举措， 如针对 “老字

号” 商户，提供量身定制的工具，助

其扩大获客渠道。

为助力促消费，2022年美团承

接了北京、天津、深圳等地80余个

政府消费券项目，协助发放近10亿

元电子消费券，覆盖“吃住行游购

娱” 全方位需求。 美团数据显示，在

众多消费场景中， 消费券对到店餐

饮的撬动效应最为明显。 活动期间

参与商户的日均交易额比活动前一

周平均提升55%，天津、武汉等城市

的中小商户日均交易额平均增幅

超过100%。

新业务亏损收窄

2022年， 美团新业务实现规模

扩张，收入上升39.3%至592亿元，经

营亏损收窄至284亿元。 2022年第四

季度，美团新业务收入增长33.4%至

167亿元，经营亏损同比收窄32%至

64亿元。

2022年， 美团旗下社区团购业

务“美团优选” 将品牌定位升级为

“明日达超市” ， 强化了在全国范围

内的次日达物流网络，帮助农产品更

便捷地流通。

另外，美团买菜业务2022年第

四季度增长强劲， 经营效率得到

提高。

“美团2022年能够有效应对外

部挑战，保持增长势头，既得益于中

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也有赖于我们多

年来积累的行业经验，以及适时调整

业务策略的强大执行力。 ”美团CFO

陈少晖表示，“未来， 我们将继续夯

实主体业务的核心能力，关注具备成

长性和长远回报的新领域。 ”

布局B端市场关键举措

美的集团打造“零碳工厂”

●本报记者 万宇

美的集团近日展示了旗下首个

零碳数字工业园区———美的楼宇科

技水机工厂。该工厂的零碳改造由美

的旗下楼宇科技、工业技术、美云智

数、库卡、安得智联等单位联手完成。

美的集团打造的零碳数字工业解决

方案已被跨行业、跨领域应用，在助

力更多工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同时，零

碳业务也成为美的布局B端市场的

关键。

实现智慧运营

位于重庆的美的楼宇科技水机

工厂是一个有着20多年历史的老工

厂，第一台国产离心式压缩机就在这

里诞生。 在绿色低碳战略引领下，美

的楼宇科技水机工厂开展了诸多探

索和实践，并成为美的集团首个零碳

数字工业园区。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进美的楼宇

科技水机工厂看到，工厂办公大楼的

玻璃幕墙上镶嵌了许多光伏组件，和

墙体融为一体。 基于iBUILDING数

字化平台碳咨询服务，美的楼宇科技

对这个工厂进行了全面改造。

美的楼宇科技水机产品公司

工艺负责人王晓峰介绍，园区改造

分为绿色能源、设备替换、精益数

字化管理、零碳认证四大部分。 工

厂在办公楼宇、厂区屋顶开发“分

布式光伏+储能” 一体化项目。 二

期建成后， 光伏发电将达到每年

620万度，每年可减少碳排放5323

吨。 配套的储能可以解决可再生

能源发电的碎片化和波动性问题。

此外，美的自主生产的高效蒸发冷

机组替代原有的螺杆机，同时通过

变频空压机、LED智慧照明等设备

进行组合，可以从源头上实现零碳

目标。

考虑到制造企业大量碳排放来

自于生产车间， 美的楼宇科技水机

工厂从生产工艺到产品管理应用了

大量减碳措施。 比如，在原材料切割

环节， 用等离子无限回转技术取代

传统的物理切割， 避免了铣刀带来

的能耗。

作为底层平台的 iBUILDING，

打通了园区光伏、充电桩、生产设备

及楼宇自控等各个系统应用。其中，

能源环境的管理来自iBUILDING的

碳管理系统。 iBUILDING基于数据

驱动方法分类分项对能耗数据进

行挖掘分析， 建立能耗预测模型，

实现园区的智慧运营。 iBUILDING

碳管理系统已接入园区内数十个信

息系统及数百个终端设备，可以实

现充电桩为新能源车智能开闸起

降，新能源LED灯实现自动感应分

时控制等。

拓展B端业务

“零碳工厂” 逐步成为一些制造

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刚需。基于美的楼

宇科技水机工厂改造等内部应用的

经验，美的集团打造了零碳数字工业

解决方案，并把“零碳工厂” 改造的

经验应用到其他企业。

美的楼宇科技以 iBUILDING

为数字软件底座，以高效暖通、绿色

能源为硬件基础， 在美的工业园西

区、重庆水机工厂、荆州工业园先后

打造了零碳工业解决方案， 通过了

多家第三方机构认证。 目前，该解

决方案已应用到特斯拉、 比亚迪、

海康威视、晶澳太阳能等多个制造

业园区。

美的工业技术旗下合康新能发

挥在绿色能源领域的优势， 以风电、

光伏、储能等产品，售电、绿证、辅助

服务等交易，余热回收、能效平台、数

字化运维等服务，帮助企业实现低成

本、低风险、低碳排的“三低用电”解

决方案，最终达到提升用户用能绿色

度、降低用户用能成本、实现碳考核

达标或碳中和目标。 截至目前，合康

新能已经为近二十家企业与工业园

区进行了绿电改造。

另外，作为美的集团工业互联网

对外赋能的载体，美云智数已助力长

安汽车等企业实现降碳与业务同步

发展。

据介绍，近年来，美的集团点燃

“第二引擎” ， 在专注ToC业务存量

升级的同时，面向ToB业务转型实现

增量创造。

视觉中国图片

智能手机市场表现不佳

受多种因素影响，全球智能手机

市场表现不佳。 据Canalys数据，

2022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

滑11.7%，为9年来最低。

在此背景下，2022年小米集团

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达1.5亿台，同

比减少20.9%，智能手机业务收入同

比减少19.9%至1672亿元。智能手机

分部毛利率由 2021年 11.9%降至

2022年的9.0%。

小米集团表示，2022年11月更

新了部分系列智能手机的售后服

务政策，以改善消费者的售后服务

体验，导致2022年第四季度产生额

外一次性成本约7亿元。如不计该一

次性影响，2022年小米智能手机分

部的毛利率为9.4%。

2022年， 小米集团智能手机出

货量市占率达12.8%。 近年来，小米

集团聚焦高端产品， 智能手机ASP

（平均售价） 连续三年保持增长，优

化了产品结构。 2022年小米集团全

球智能手机ASP创新高，达到人民币

1111元。 2022年第四季度，小米集团

在中国大陆地区智能手机ASP同比

增长超14%，且高端智能手机出货量

占比提升6.8个百分点， 高端战略推

进成效初显。

2022年营收净利双下滑

小米集团启动规模与利润并重战略

3月24日， 小米集团发布

2022年第四季度及全年业绩。

2022年小米集团总收入达

2800亿元， 同比下滑14.7%；毛

利率为17.0%， 下滑0.7个百分

点；经调整净利润达85亿元，同

比下滑61.4%。 2022年，小米集

团用于智能电动汽车等创新业

务的费用达31亿元。小米集团披

露，目前公司汽车业务团队规模

约为2300人， 小米汽车继续保

持2024年上半年量产目标。

小米集团财报显示，2023

年公司启动“规模与利润并重”

的新经营战略， 聚焦提质增效。

小米集团合伙人、总裁卢伟冰在

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将针对利

润目标进行精细化管理，更加注

重风险管控。

● 本报记者 杨洁

互联网业务保持稳健

受益于商业生态优势及精准

的数字化运营管理，2022年， 小米

集团互联网服务收入保持稳健，同

比增长0.4%至283亿元。 2022年第

四季度， 互联网服务收入72亿元，

环比增长1.5%。

其中，小米境外互联网业务收入

达68亿元，同比提升35.2%，且2022

年第四季度收入达19亿元， 再创新

高，占整体互联网服务收入比例提升

至26.1%。 广告和游戏业务稳步上

涨，2022年收入分别达185亿元和41

亿元。

技术创新是小米生存和发展的

根本。 小米集团研发支出持续增长，

积极布局智能手机、智能汽车、机器

人等领域。 2022年，公司研发支出为

160亿元，5年复合增长率达38.4%。

截至2022年末， 小米研发人员占比

近一半。

平板电脑出货量大增

财报显示，2022年小米IoT与生

活消费产品收入达798亿元，同比下

滑6.1%。其中，2022年第四季度收入

为214亿元，环比增长12.5%。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小米

AIoT平台已连接设备（不包括智能

手机、平板及笔记本电脑）数量同比

增长35.8%至5.89亿件；拥有5件及以

上连接至AIoT平台的设备（不包括

智能手机、平板及笔记本电脑）用户

数同比增长32.5%至1160万。2022年

12月， 小爱同学和米家APP月活用

户数分别同比增长7.1%和18.6%，分

别为1.15亿和7580万。

小米加速拓展智能化市场空间。

2022年， 小米智能电视全球出货量

达1240万台，同比增长0.6%，跑赢整

体市场。 2022年，全球智能电视出货

量下降5.6%。 2022年，小米智能电视

及笔记本电脑的收入同比减少

13.3%至237亿元。 财报显示，2022

年，小米集团中国大陆地区电视增值

服务收入同比增长超25%。 截至

2022年12月， 小米智能电视全球月

活跃用户数超5800万， 电视互联网

付费用户规模增至600万。

在办公、 家庭娱乐等领域，小

米平板电脑2022年出货量同比增

长超160%。 据Canalys数据，2022

年小米平板电脑在中国大陆地区

市占率排名提升至第三，持续保持

领先优势。

天味食品：将预制菜打造成第二增长曲线

●本报记者 康曦

近日，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进天味食

品看到，在公司办公大楼旁，天味食品

第二家智慧工厂拔地而起。天味食品将

对产线进行柔性化改造，以满足公司进

一步发展需求。

2022年， 天味食品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2亿元，同比增

长85.11%。 天味食品是复合调味品行

业龙头企业，目标是成为全球领先的餐

桌美味解决方案服务商。 近年来，公司

通过渠道优化、营销策略调整、外延拓

展、大单品打造等一系列举措，逐步从

区域市场走向全国。 未来，天味食品计

划将预制菜打造成为公司业绩增长的

第二曲线。

业绩创历史新高

天味食品转型升级成效逐步显现。

通过终端精细化管理、费用投放优化等

举措， 天味食品业绩创下历史新高。

2022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91亿元，

同比增长32.8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3.42亿元， 同比增长

85.1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2.91亿元，同

比增长138.83%。

天味食品董事、 副总裁吴学军告诉

记者：“我们去年对渠道费用结构进行了

大调整，由大众营销转向品牌效果营销，

聚焦大渠道和大单品， 在大渠道方面则

进一步聚焦转化率更高的渠道， 如近场

零售、线上零售和KA零售等。同时，帮助

经销商做基础市场，帮助零售商做动销。

通过三个月的调整， 公司库存结构已得

到很大改善，终端动销趋于良性。 ”

天味食品未来的渠道拓展重点是

近场零售。 “近年来，社区团购等近场

零售市场增长迅猛， 未来1年至3年我

们会重点布局近场零售渠道。 ”吴学军

说， 传统渠道优势公司会继续保持，实

现垂直性地增长。

另外， 天味食品落地了 “优商扶

商” 经销商分级运营模式，把掌控终端

作为业务拓展抓手，并持续在品牌推广

和渠道建设方面进行更为高效的资源

投入。

试水预制菜业务

天味食品将以团餐渠道作为切入

口，试水预制菜业务，并将其打造为公

司业绩增长的第二曲线。

公司副总裁、董秘兼财务总监何昌

军表示：“首先公司会集中精力把强项

复合调味品做好。 从长远发展来看，公

司会把预制菜作为拓展方向。预制菜直

接从C端推广很难， 我们会从B端团餐

渠道开始做，先跑模式，积累经验和产

品，模式跑通后再向C端拓展。 ”

天味食品认为，随着消费习惯的变

化和基础设施的完善，预制菜将成为餐

饮和家庭工序简化和效率升级的新消

费趋势。 “预制菜是消费趋势，我们也

在思考未来预制菜会否替代复合调味

品。 未雨绸缪，我们进行了产业延伸进

入这一领域。预制菜最终还是要靠风味

取胜， 我们可以为预制菜企业提供调

料。 ”何昌军说。

2022年11月， 公司参股企业千喜

鹤与瑞生投资控股子公司有点火签订

协议，双方共同投资1000万元成立四

川天鹤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随后，公司

参股企业麦金地与有点火签订协议，

双方共同投资1000万元成立四川天食

地利食品有限公司。 两家公司均定位

于团餐业务，目前已完成工商登记，这

是天味食品向预制菜领域拓展的重要

举措。

围绕两条主线开发产品

未来，天味食品将围绕两条主线进

行产品开发。 一条主线是区域性单品，

过去公司产品主要是川味，公司将实地

调研各地消费者口味偏好，有针对性地

开发区域性单品，提升公司细分品类的

渗透率。另一条主线是围绕食材进行深

度开发。

目前，天味食品已在多地成立了品

评团队，以当地人的满意度为标准进行

产品开发。

同时， 天味食品关注年轻消费群

体，未来将推出更多符合其口味的产

品。 公司计划招聘和培训更多高素

质、专业背景多元、综合能力强、经验

丰富的研发人员，助力产品技术革新，

带来更多口味创新。天味食品表示，将

加大研发投入， 积极探索国内外流行

菜品的配方， 不断升级迭代现有产

品，贴近年轻消费者口味，推出更受

欢迎的产品。

2023年， 公司计划营业收入和净

利润目标同比增速均不低于20%。

天味食品生产线 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