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逾600家公司披露年报近六成净利同比增长

电力、汽车零部件、光伏设备等行业表现亮眼

●本报记者 董添

Wind数据显示，截至3月29日17时，A股共有622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2年年报，近六成公司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 从行业角度看，电力、汽车零部件、工业金属、光伏设备等行业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的公司较多。

75家公司净利润翻倍

在上述已披露2022年年报的622家公司中，409家公司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占比达到65.76%；354家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占比达到56.91%。 已发布2022年年报的上市公司业绩整体分化明显。

在净利润增幅方面，288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10%，133家公司同比增幅超过50%，75家公司同比增幅超过100%。 农尚环境、融捷股份、宁波中百、中海油服等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幅居前。

中海油服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约356.59亿元，同比增长2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3.53亿元，同比增长651.1%。 2022年，部分区域油田服务市场需求强劲，公司紧抓市场复苏机会，积极保障国内勘探开发增储上产，同时统筹海外市场精准布局，坚持强化成本领先优势，全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从净利润规模看，净利润超过10亿元的公司有141家，净利润超过30亿元的公司有73家，净利润超过100亿元的公司有23家。 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中国移动、中国神华、中国石化、兖矿能源、宁德时代等公司净利润规模居前。

新能源产业链表现突出

从行业角度看，电力、汽车零部件、工业金属、煤炭开采、光伏设备等行业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的公司数量较多。

融捷股份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约29.92亿元，调整后同比增长225.0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4.4亿元，同比增长3472.94%。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9.8元（含税）。 报告期内，公司以新能源锂电材料产业链为主体，主要包括锂矿采选、锂盐加工及冶炼、锂电设备制造等业务。

融捷股份表示，2022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082.4万辆，同比增长61.6%，渗透率超13%。 新能源汽车销量高增长，带来电池及电池材料的强劲需求。 2022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累计294.6GWh，同比增长90.7%。 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累计110.4GWh，占总装车量37.51%，同比增长48.6%；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累计183.8GWh，占总装车量62.4%，同比增长130.2%。

从光伏产业链看，受益于行业高增长，不少公司报告期内净利润大增。 爱旭股份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约350.75亿元，同比增长126.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3.28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5.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不送红股。

部分公司业绩欠佳

部分公司业绩下滑，主要集中在半导体、房地产开发、水泥等领域。

从房地产行业看，截至目前，29家A股上市房企披露了2022年年报，21家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 北辰实业、城建发展、阳光股份3家公司出现亏损。

北辰实业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29.89亿元，同比下降41.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约15.76亿元。 展望2023年，北辰实业称，将继续坚持“会展+地产”的运营模式。 对于房地产开发业务，公司将深入研判，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在土地储备、产品打造、运营管控等方面加强统筹谋划，打造具有北辰特色的地产品牌。 对于会展（含酒店）及商业物业业务，公司将积极推进数字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下游需求减少，水泥行业上市公司业绩普遍不佳。 冀东水泥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约345.44亿元，同比下滑4.9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3.58亿元，同比下降51.69%。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 2022年，公司销售水泥和熟料8688万吨，同比降低12.88%。

冀东水泥表示，2022年，水泥市场需求低迷，水泥价格持续下跌，而原燃料价格上涨明显。 2023年，房地产行业有望企稳，预计新开工和竣工面积同比降幅均有所收窄。 随着基建项目投融资堵点进一步打通，2023年基建投资有望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预计2023年水泥需求与2022年相比基本持平。

半导体行业分化较为明显。 2022年，中芯国际实现营业收入495.16亿元，同比增长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1.33亿元，同比增长13%。 而赛微电子、必易微、芯朋微等超过20家公司净利润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浙商证券研报显示，进入2023年，工程机械、半导体设备等行业景气度向上。 2023年国内半导体资本开支预期逐步上调，行业扩产有望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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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港拟100亿元收购控股股东旗下港口资产

●本报记者 杨洁

盐田港3月29日晚发布公告， 拟通过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公司控股

股东深圳港集团购买深圳市盐港港口运

营有限公司 （简称 “港口运营公司” ）

100%股权，发行价格为4.22元/股，交易总

价100.15亿元。 盐田港计划募集配套资金

不超过40亿元。

盐田港称，此次重组将深圳港集团现

有港口类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上市公

司港口主业将更为突出，有利于实现深圳

港集团下属港口资产的整合，增强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

注入优质资产

公告显示，盐田港本次交易拟购买资

产的交易价格为100.15亿元。 其中，股份

对价占本次交易的85%，即85.13亿元，现

金对价占15%，即15.02亿元。 盐田港计划

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盐田港拟募集配套

资金的总额不超过40.02亿元。 其中，

15.02亿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

价，25亿元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及支付中介

机构费用。

盐田港拟购买的港口运营公司旗下包

括深汕投资100%股权和盐田三期 （即盐

田三期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35%股

权。 公司表示，通过本次交易，深圳港集团

下属优质港口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与公司

现有港口业务将产生显著的协同效应。

根据公告，盐田三期与盐田港股份参

股经营的盐田国际、 西港区码头公司均属

于盐田港区的核心码头资产； 深汕投资持

有的小漠国际物流港未来将打造成粤港澳

大湾区具有优势的整车进出口口岸， 是深

圳港“一体三翼七区” 战略布局中唯一的

东翼港区，是深汕特别合作区“四港五站”

交通枢纽体系中的重要港口。

深圳港集团承诺， 盐田三期2023年

度、2024年度、2025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16.98亿元、17.80亿元、17.24亿元；若

交易实施完毕时间延后至2024年度内，则

承诺盐田三期2024年度、2025年度、202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7.80亿元、

17.24亿元、16.76亿元。

小漠港于2021年12月开港运营，目前

处于运营初期尚未实现盈利。 公告显示，

小漠港未来主要基于深汕比亚迪整车厂开

展汽车滚装业务、汽车零部件及原材料集

装箱装卸业务。 如深汕比亚迪整车厂未按

计划投产或其与小漠港的业务合作未达预

期，小漠港可能无法快速实现盈利，存在对

标的公司或上市公司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

响的风险。

盐田港表示，本次交易前，公司致力于

港口码头业的投资运营以及配套产业的开

发， 已形成以港口业务、 路桥收费业务为

主，仓储物流业务为辅的经营格局。本次向

深圳港集团收购深汕投资、 盐田三期等港

口类资产， 有助于上市公司完善地理位置

布局，巩固和提升行业竞争地位，扩大业务

规模及市场份额，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增

强抗风险能力，促进上市公司长足发展。

优化国有资产布局

根据公告， 盐田港控股股东深圳港集

团已原则性同意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 深圳港集团仍为盐

田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将从67.48%提

升至82.86%，远高于第二大股东及其他单

一股东， 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

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

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深圳港集团仍为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 深圳市国资委仍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深圳港集团表示， 通过本次资产重

组，进一步优化国有资产布局，实现国企

高质量发展。 通过本次重组将集团内优质

港口资产整合到上市公司盐田港体系内，

是集团实现产业化集群发展，打造成为全

球影响力卓著的海洋经济综合服务商的

重要举措。

此外， 本次交易有利于避免上市公司

与控股股东深圳港集团在小漠港经营上的

潜在同业竞争，减少未来关联交易，增强上

市公司资产完整性和独立性。

逾600家公司披露年报 近六成净利同比增长

电力、汽车零部件、光伏设备等行业表现亮眼

Wind数据显示， 截至3

月29日17时，A股共有622家

上市公司披露了2022年年

报， 近六成公司实现净利润

同比增长。从行业角度看，电

力、汽车零部件、工业金属、

光伏设备等行业净利润实现

同比增长的公司较多。

●本报记者 董添

布局AI应用场景

360集团发力核心算法技术

●本报记者 彭思雨

3月29日，360集团在2023数字安全与发展高峰论坛上发布

“扶助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战略和“两翼齐飞” 人工智能发

展战略。同时，360AI搜索引擎首次公开亮相。360集团创始人周

鸿祎表示，360集团在发展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上具备数据获

取和处理的工程化能力、人工知识训练、场景三大核心优势，AI

大模型在中小企业服务场景中会发挥巨大作用， 极大提升中小

企业竞争力和生产效率。

360AI搜索引擎首次亮相

在2023数字安全与发展高峰论坛上， 周鸿祎展示了360基

于AI大模型GPT的开发应用， 以及360AI搜索引擎的功能。 据

悉，该产品尚未正式发布。

周鸿祎表示：“没有人工智能能力的产品， 未来可能被淘

汰。 尽管360AI搜索引擎目前提供的答案不完美，但能够让大家

体会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搜索不同的能力， 因为其加入了自己的

‘理解’和‘推断’ 。 ”

除了展示360AI搜索引擎，360集团还发布了“两翼齐飞”

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作为一家搜索引擎厂商，360集团在发展

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上具备数据获取和处理的工程化能力、人

工知识训练、场景三大核心优势，未来将坚持‘两翼齐飞’ 战

略，先占据场景，同步发力核心算法技术。 ” 周鸿祎表示。

扶助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当前，软件及服务（SaaS）模式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

要路径。 360集团互联网事业群总裁赵君表示，SaaS具有切入点

小、部署快等优势，市场需求旺盛。

在数字化浪潮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问题不容忽视。中国

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表示， 我国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

95%以上， 不少中小企业迫切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生产效

率，提高产品质量。

赵君称， 当前市场缺乏帮助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产品和

服务。推动中小微企业数字化的产品需要满足部署门槛低、使用

难度低、购买成本低三类要求。对此，360集团发布了“扶助中小

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战略，依托360安全浏览器，推出了数字安

全服务“企业安全云” 和“SaaS商店” ，探索出一套为中小微企

业提供低成本、低门槛、轻量化的SaaS模式。

周鸿祎表示，未来AI大模型在中小企业服务场景中会发挥

巨大作用。 强有力的AI助手，将极大提升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和

生产效率。

视觉中国图片

快手2022年电商交易总额

突破9000亿元

●本报记者 于蒙蒙

3月29日，快手披露2022年第四季度及全年业绩。公司2022

年第四季度实现营收283亿元，市场预期272.7亿元，上年同期营

收为244.3亿元。 2022年， 快手总营收达942亿元， 同比增长

16.2%，超越市场预期，全年经调整EBITDA（税息折旧及摊销

前利润）实现转正。

2022年第四季度， 快手电商商品交易总额同比增长30%，

全年电商商品交易总额超过9000亿元。

平均日活跃用户创新高

财报显示， 快手在2022年第四季度平均日活跃用户创下

3.66亿的历史新高。

在用户增长策略方面，快手表示，将继续通过算法优化个性

化策略进行精细化运营，持续优化用户维护成本。 同时，积极探

索通过更加优质的原生短视频和直播内容作为素材投放， 以吸

引新用户。 在高质量用户增长基础上，快手社区活力持续增强。

2022年第四季度，短视频日均互动（包括点赞、评论和转发等）

总量同比增长超50%。

快手在短剧方面表现亮眼。 2022年，快手的星芒计划总共

出品200多部短剧。截至2022年底，累计播放量破亿的短剧超过

100部。 另外，快手积极尝试广告、电商和内容付费等多种短剧

商业化变现方式，构建创作者和平台共赢的可持续生态。

2022年第四季度，快手的线上营销服务收入达到151亿元，

同比增长14.0%，占总收入的53.4%。对于收入增长的原因，快手

称，广告主数量及广告主投放增加。 凭借持续增长的流量优势、

丰富的产品矩阵和进一步组织提效， 快手取得了优于行业的增

速表现。

2023年，消费增长将拉动广告主投放需求，快手的盈利能

力预计将得到提升。

电商业务保持增长

财报显示，快手的直播业务收入由2022年第三季度的89亿

元增长12.2%至2022年第四季度的100亿元，主要由于持续丰富

的内容供给、算法优化以及与公会不断发展的合作策略所致。

作为商业化核心板块，快手电商业务持续保持增长态势。快

手的其他服务收入由2022年第三季度的26亿元增长22.1%至

2022年第四季度的32亿元，主要由于电商业务增长所致。

在2022年第四季度电商促销活动中，动销商家数量、活跃

买家数量以及客单价增加，推动电商商品交易总额增长。 2022

年第四季度，快手电商商品交易总额同比增长30%，全年电商商

品交易总额超过9000亿元。 快手介绍，2022年第四季度月均动

销商家数量同比增速超50%， 头部商家月均店效实现双位数同

比增长。

国盛证券研报显示，目前电商消费仍主要集中在刚需品类，

非必需品需求仍待修复。 后续快手在电商业务策略方面将更加

注重完善货品体系，持续增强把控能力。

75家公司净利润翻倍

在上述已披露2022年年报的622家

公司中，409家公司营业收入实现同比

增长，占比达到65.76%；354家公司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同比增

长，占比达到56.91%。 已发布2022年年

报的上市公司业绩整体分化明显。

在净利润增幅方面，288家公司净

利润同比增幅超过10%，133家公司同

比增幅超过50%，75家公司同比增幅超

过100%。 农尚环境、融捷股份、宁波中

百、 中海油服等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增幅居前。

中海油服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356.59亿元，同比增长22.1%；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3.53亿元，同比

增长651.1%。 2022年，部分区域油田服

务市场需求强劲，公司紧抓市场复苏机

会， 积极保障国内勘探开发增储上产，

同时统筹海外市场精准布局，坚持强化

成本领先优势，全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

从净利润规模看， 净利润超过10

亿元的公司有141家，净利润超过30亿

元的公司有73家，净利润超过100亿元

的公司有23家。 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

司，中国移动、中国神华、中国石化、兖

矿能源、 宁德时代等公司净利润规模

居前。

新能源产业链表现突出

从行业角度看， 电力、 汽车零部

件、工业金属、煤炭开采、光伏设备等

行业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的公司数量

较多。

融捷股份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29.92亿元， 调整后同比增长225.0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24.4亿元，同比增长3472.94%。 公司拟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9.8元

（含税）。 报告期内，公司以新能源锂电

材料产业链为主体， 主要包括锂矿采

选、锂盐加工及冶炼、锂电设备制造等

业务。

融捷股份表示，2022年全球新能源

汽车销量达到1082.4万辆， 同比增长

61.6%，渗透率超13%。 新能源汽车销量

高增长，带来电池及电池材料的强劲需

求。 2022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累计

294.6GWh，同比增长90.7%。其中，三元

电池装车量累计110.4GWh， 占总装车

量37.51%，同比增长48.6%；磷酸铁锂电

池装车量累计183.8GWh， 占总装车量

62.4%，同比增长130.2%。

从光伏产业链看，受益于行业高增

长，不少公司报告期内净利润大增。 爱

旭股份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约350.75

亿元，同比增长126.72%；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3.28亿元，

同比扭亏为盈。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股利5.5元（含税），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不

送红股。

部分公司业绩欠佳

部分公司业绩下滑， 主要集中在半

导体、房地产开发、水泥等领域。

从房地产行业看，截至目前，29家A

股上市房企披露了2022年年报，21家公

司净利润同比下滑。 北辰实业、 城建发

展、阳光股份3家公司出现亏损。

北辰实业 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129.89亿元，同比下降41.45%；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约15.76亿

元。 展望2023年，北辰实业称，将继续坚

持“会展+地产” 的运营模式。 对于房地

产开发业务，公司将深入研判，把握行业

发展趋势，在土地储备、产品打造、运营

管控等方面加强统筹谋划， 打造具有北

辰特色的地产品牌。对于会展（含酒店）

及商业物业业务， 公司将积极推进数字

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下游需求减少， 水泥行业上市公司

业绩普遍不佳。 冀东水泥2022年实现营

业收入约345.44亿元，同比下滑4.9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13.58亿元，同比下降51.69%。 公司拟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

（含税）。 2022年，公司销售水泥和熟料

8688万吨，同比降低12.88%。

冀东水泥表示，2022年， 水泥市场

需求低迷，水泥价格持续下跌，而原燃料

价格上涨明显。 2023年，房地产行业有

望企稳，预计新开工和竣工面积同比降

幅均有所收窄。 随着基建项目投融资堵

点进一步打通，2023年基建投资有望继

续保持较快增长。 预计2023年水泥需求

与2022年相比基本持平。

半导体行业分化较为明显。 2022

年， 中芯国际实现营业收入495.16亿

元，同比增长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121.33亿元， 同比增长

13%。 而赛微电子、必易微、芯朋微等

超过20家公司净利润出现不同程度的

下滑。

浙商证券研报显示， 进入2023年，

工程机械、 半导体设备等行业景气度向

上。 2023年国内半导体资本开支预期逐

步上调，行业扩产有望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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