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炬高新董事长余健华：

聚焦调味品主业 打造一流健康食品公司

本报记者 武卫红

随着旷日持久的股权之争落下帷幕， 调味品龙头

中炬高新再次扬帆启航， 各项工作重新步入正轨。 近

日， 中炬高新董事长余健华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

访时表示，公司正在制定未来三年发展战略规划，下一

步将逐步剥离非主营业务，重点聚焦调味品主业，不断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经营业绩稳步恢复

中炬高新成立于1993年，1995年在上交所上市，

是中山市第一家上市公司。公司主营业务包括调味品、

健康食品及园区综合开发， 旗下全资子公司广东美味

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是国内知名的大型调味品生产企

业，拥有“厨邦”和“美味鲜”两大品牌。

2015年，“宝能系”将目光瞄准中炬高新。 凭借充

足的资本，前海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一路增持，最终夺

得公司控制权，为后续股权之争埋下隐患。

2018年下半年， 前海人寿将中炬高新股份全部转

让给“宝能系”成员中山润田投资有限公司。从2021年

起，“宝能系” 流动性危机开始蔓延，“宝能系” 与“火

炬系”之间的股权之争愈演愈烈，引发广泛关注。 今年

以来，双方股权之争持续升级并日趋白热化。7月24日，

中炬高新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宝能系” 四名董事被罢

免，第十届董事会顺利改组完成。 至此，“宝火之争”落

下帷幕，“火炬系”重新获得中炬高新控制权。

余健华介绍， 新一届董事会的首要工作就是保持

公司经营和运作的稳定。为保证公司平稳运作，董事会

于7月24日成立了执行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成立以来，

较好地解决了股东大会之前遗留的问题， 公司经营平

稳有序，经营业绩稳步向上。

重新扬帆启航之后， 日前中炬高新披露2023年三

季报，经营业绩稳步恢复。 2023年第三季度，中炬高新

实现营业收入约12.99亿元，同比下跌0.38%；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1.7亿元 ， 同比增长

61.3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约1.67亿元，同比增长64.10%。

强化品牌价值和技术创新

近年来， 旷日持久的股权之争让中炬高新多次错

失发展机遇，行业地位和影响力被严重拖累。随着各项

工作步入正轨， 中炬高新着手未来三年发展规划相关

工作。

公开数据显示， 最近两年中炬高新经营业绩持续

下滑，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7.18亿元，同比下滑19.98%；2022年实现扣

非净利润5.56亿元，同比下跌22.50%。

“近年来，中炬高新错失了不少发展机遇。 管理团

队频繁更换， 主营业务无明显发展， 产品创新后劲不

足，产能扩张缓慢，经营业绩连续下滑。 ” 余健华表示。

据介绍， 中炬高新董事会正在开展未来三年发展

战略及目标规划工作，进一步梳理公司现状，及时发现

并改善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并借助股东资源及优势，

开展市场调研，实施对标管理，为下一步确定公司战略

规划提供依据。

未来，公司将逐步剥离非主营业务，重点聚焦调味

品主业，进一步强化品牌价值和技术创新，改善激励机

制及考核标准，并通过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加快渠道和

市场下沉，推动业绩持续增长，将公司打造成为国内超

一流的健康食品企业集团。

在积极谋划未来发展规划的同时， 高管团队聘任

工作和组织架构调整已开始有条不紊地推进。 10月17

日，中炬高新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管的议案》，聘任余向阳为公司

总经理，林颖为常务副总经理，刘虹、陈代坚、郭毅航为

副总经理，同时聘任林颖为财务负责人，聘任郭毅航为

董事会秘书。根据总部实际业务情况，公司简化组织架

构及部门设置，实行业务集中管理，对个别部门按业务

属性合并整合或取消， 将现有的14个部门调整为10个

部门。

据公开资料， 上述高管人员在快消品领域深耕多

年，在品牌运作、渠道运营及终端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和资源， 有望为公司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日

前，海通证券、国信证券及申万宏源等多家券商发布研

报认为，新团队到位后公司将在品牌、渠道及产品等方

面发力，人员激励有望更加市场化，公司经营和盈利能

力有望持续改善。

持续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受“宝能系” 债务危机拖累，近年来，中山润田所

持中炬高新股份连续被动减持，持股比例不断下滑。截

至2023年第三季度末， 中山润田持股比例已降至

9.42%。

相反， 火炬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鼎晖隽禺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鼎晖桉邺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及中山火炬公有资产经营集团则不

断增持。截至第三季度末，火炬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

持股比例已超过19%。

余健华表示， 目前开发区公资集团与鼎晖投资结

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公资集团背靠开发区政府，将给予

公司更多政策资源及规范运作指导。 鼎晖投资作为战

略股东将在市场化运作方面给予更多灵活性。 这样的

治理结构安排将为公司未来发展保驾护航。此外，在公

司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 未来不排除引入拥有产业资

源的股东，共同引领公司高质量发展。

最新公告显示， 因中山润田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纠纷，日前，中航信托向南昌中

院申请处置中山润田所持中炬高新97.49万股股票。 此

外，按照安排，中山润田持有的600万股非限售流通股

也面临被司法处置，占公司总股本的0.76%。

经营业绩稳步恢复

中炬高新成立于1993年，1995年在

上交所上市， 是中山市第一家上市公司。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调味品、健康食品及园

区综合开发，旗下全资子公司广东美味鲜

调味食品有限公司是国内知名的大型调

味品生产企业，拥有“厨邦” 和“美味鲜”

两大品牌。

2015年，“宝能系” 将目光瞄准中炬

高新。 凭借充足的资本，前海人寿及其一

致行动人一路增持， 最终夺得公司控制

权，为后续股权之争埋下隐患。

2018年下半年， 前海人寿将中炬高

新股份全部转让给“宝能系” 成员中山润

田投资有限公司。 从2021年起，“宝能

系” 流动性危机开始蔓延，“宝能系” 与

“火炬系” 之间的股权之争愈演愈烈，引

发广泛关注。 今年以来，双方股权之争持

续升级并日趋白热化。7月24日，中炬高新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宝能系” 四名董事

被罢免，第十届董事会顺利改组完成。 至

此，“宝火之争” 落下帷幕，“火炬系” 重

新获得中炬高新控制权。

余健华介绍，新一届董事会的首要工

作就是保持公司经营和运作的稳定。为保

证公司平稳运作， 董事会于7月24日成立

了执行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成立以来，较

好地解决了股东大会之前遗留的问题，公

司经营平稳有序，经营业绩稳步向上。

重新扬帆启航之后，日前中炬高新披

露2023年三季报， 经营业绩稳步恢复。

2023年第三季度， 中炬高新实现营业收

入约12.99亿元，同比下跌0.38%；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7亿元，

同比增长61.3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1.67

亿元，同比增长64.10%。

强化品牌价值和技术创新

近年来，旷日持久的股权之争让中炬

高新多次错失发展机遇，行业地位和影响

力被严重拖累。随着各项工作步入正轨，中

炬高新着手未来三年发展规划相关工作。

公开数据显示，最近两年中炬高新经

营业绩持续下滑，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7.18亿元，同比下滑19.98%；2022年实现

扣非净利润5.56亿元，同比下跌22.50%。

“近年来，中炬高新错失了不少发展

机遇。 管理团队频繁更换，主营业务无明

显发展，产品创新后劲不足，产能扩张缓

慢，经营业绩连续下滑。 ” 余健华表示。

据介绍，中炬高新董事会正在开展未

来三年发展战略及目标规划工作，进一步

梳理公司现状，及时发现并改善公司治理

存在的问题， 并借助股东资源及优势，开

展市场调研，实施对标管理，为下一步确

定公司战略规划提供依据。

未来， 公司将逐步剥离非主营业务，

重点聚焦调味品主业，进一步强化品牌价

值和技术创新，改善激励机制及考核标准，

并通过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加快渠道和市

场下沉，推动业绩持续增长，将公司打造成

为国内超一流的健康食品企业集团。

在积极谋划未来发展规划的同时，高

管团队聘任工作和组织架构调整已开始

有条不紊地推进。 10月17日，中炬高新召

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管的议案》，聘任余

向阳为公司总经理， 林颖为常务副总经

理，刘虹、陈代坚、郭毅航为副总经理，同

时聘任林颖为财务负责人，聘任郭毅航为

董事会秘书。 根据总部实际业务情况，公

司简化组织架构及部门设置，实行业务集

中管理，对个别部门按业务属性合并整合

或取消， 将现有的14个部门调整为10个

部门。

据公开资料，上述高管人员在快消品

领域深耕多年，在品牌运作、渠道运营及

终端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

源，有望为公司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日前，

海通证券、国信证券及申万宏源等多家券

商发布研报认为，新团队到位后公司将在

品牌、渠道及产品等方面发力，人员激励

有望更加市场化，公司经营和盈利能力有

望持续改善。

持续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受“宝能系” 债务危机拖累，近年

来，中山润田所持中炬高新股份连续被

动减持，持股比例不断下滑。 截至2023

年第三季度末，中山润田持股比例已降

至9.42%。

相反，火炬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

鼎晖隽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嘉

兴鼎晖桉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及中山火炬公有资产经营集团则不

断增持。 截至第三季度末，火炬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已超过19%。

余健华表示，目前开发区公资集团与

鼎晖投资结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公资集团

背靠开发区政府，将给予公司更多政策资

源及规范运作指导。鼎晖投资作为战略股

东将在市场化运作方面给予更多灵活性。

这样的治理结构安排将为公司未来发展

保驾护航。 此外，在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前

提下，未来不排除引入拥有产业资源的股

东，共同引领公司高质量发展。

最新公告显示，因中山润田与中航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纠纷，

日前，中航信托向南昌中院申请处置中山

润田所持中炬高新97.49万股股票。 此外，

按照安排，中山润田持有的600万股非限

售流通股也面临被司法处置，占公司总股

本的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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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探天合储能滁州基地：

数字技术提升智造能力

●本报记者 罗京

万级洁净车间里，卷绕机正高速转动；机械手抓取卷绕

好的电芯放至模组线上，实现精准分档，保障电芯一致性；

AGV（无人搬运车）来回穿梭转运成组的电芯……中国证

券报记者近日走进位于滁州市经开区的天合储能超级工

厂，在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支撑下，一颗颗天合芯从

这里生产出来，组成电池包，装入电池柜，运往世界各地。

“基于天合光能26年在光伏赛道积累的渠道、品牌价值，我

们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寻找储能与光伏的最佳结合方式。 ”

天合储能总裁孙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垂直一体化布局

在电极制造车间，多台搅拌机轰鸣，有序运转。“按照自

动混合模式，原材料通过搅拌机进行制浆，整个制浆过程大约

6小时。”天合储能相关业务人士介绍，“而电芯生产要经过电

极、装配、化成三个制造车间21道工序才能生产出来。 ”

与生产相关的信息会及时反馈到电芯智能制造数字化

运营平台，屏幕上图表数字不断跳动，实时监控各车间生产

情况，为电芯制造保驾护航。

据孙伟介绍，这套智能化MES（制造执行系统）能对

生产过程产生的数据进行采集、分析，及时改善工艺流程，

提高产品质量，不断提升工厂的智造能力。

天合储能开展全产业链布局。“从电芯、EMS（能量管

理系统）、BMS（电池管理系统）、PCS（储能变流器），再到

集成，并有相应的系统软件，天合储能均有布局。 ” 孙伟表

示，“电芯占储能产品成本60%以上， 成本占比最高的这部

分要重点关注。 ”垂直一体化布局主要基于两点考虑：成本

和持续创新。以当前主流的280Ah或300+Ah、71173/207结

构的方形电池为例，“我们从系统角度出发， 进一步简化电

池仓结构，提高体积利用率，同时对电芯进行反向设计。如果

没有电芯设计和制造能力，这样的路径走不通。 ”

目前，天合储能分别在常州、大丰、滁州部署了生产基

地，预计到2023年底储能电池、直流电池舱及交直流产品

组合产能将达到12GWh， 到2024年二季度末产能将达到

25GWh。

通过峰谷电价差套利

在天合储能滁州基地一块空地上， 放置着十几台工商

业储能系统新品Potentia蓝海， 工人们正忙碌着进行调试

检测。

“相对于以强制配储为驱动力的大储（源网侧储能）市

场，工商业储能更具有市场化商业逻辑，主要通过电网峰谷电

价差进行套利。 ”孙伟认为，工商业储能市场会快速爆发。

峰谷电价差套利是指在电价低谷时给储能系统充电，

在电价尖峰时利用储能系统供电， 从而通过电价差实现盈

利。 根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统计数据，上半年，共有

19个地区最大峰谷电价差超过0.7元/kWh， 较去年同期价

差持续扩大。

“目前， 国内工商业储能主要应用场景是峰谷电价差

套利。 ” 孙伟告诉记者，北美、欧洲等地区的应用场景更丰

富些，除峰谷电价差套利外，还有电网增容、调频调峰、应急

用电等。

高工产业研究院院长高小兵认为，工商业储能行业仍

处于发展初期，参与者以中小型企业居多，目前国内市场

集中在浙江、江苏和广东等地，以天合光能、阳光电源、晶

科能源、阿特斯为代表的光伏企业正加速布局工商业储能

赛道 ， 预计 2023年我国工商业储能出货量将达到

7GWh-8GWh，2030年将达到50GWh。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发布的《2023中国工商

业储能发展白皮书》显示，预计到2025年，全球工商业储能

市场规模将在190亿-240亿元之间。从区域分布看，全球工

商业储能主要集中在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上述四个国

家工商业储能装机量约占全球装机总量的79%。

储能赛道前景广阔

储能赛道近年来吸引了众多“玩家”涌入。 据统计，今

年上半年， 国内新增储能项目 (含规划、 建设和运营项目)�

850个，是去年同期的两倍多；全国新增注册新型储能相关

企业近4万家，超过去年新增注册企业总数。

热闹的背后暗藏隐忧。协鑫集团董事长朱共山表示，截

至2023年上半年， 国内动力 （储能） 电池实际产能近

1900GWh，行业名义产能利用率不到一半，且仍在下滑，产

能过剩隐忧显现。 目前，储能产业链价格持续走低。

孙伟表示，储能产品使用周期长，工商业储能至少要用

10年， 大储要用20年-25年。 储能制造企业要重视产品质

量，做好售后服务，否则会被淘汰出赛道。

“用户需要安全、性价比高的产品。”孙伟表示，以天合

储能近期发布的新一代柔性液冷电池舱Elementa� 2为例，

该储能系统产品专注于大储， 其单仓容量可以达到

5MWh，采用自研自产的314Ah天合芯，降本增效优势突

出。从全球发展趋势来看，大储作为发电侧光储耦合的应用

方式，拥有广阔的应用市场。未来天合储能大储业务可能占

整体业务量的90%。

中炬高新董事长余健华：

聚焦调味品主业 打造一流健康食品公司

随着旷日持久的股权之争落

下帷幕，调味品龙头中炬高新再次

扬帆启航， 各项工作重新步入正

轨。 近日，中炬高新董事长余健华

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公司正在制定未来三年发展战

略规划，下一步将逐步剥离非主营

业务，重点聚焦调味品主业，不断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武卫红

碧兴物联业绩“变脸” 上市不足两月即现亏损

●本报记者 齐金钊

碧兴物联日前发布的2023年第三季度

报告显示， 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收2.24亿

元，同比减少27.03%；实现净利润约1790万

元，同比减少42.94%；实现扣非后净利润约

1147万元，同比减少55.16%。 其中，第三季

度实现营收约5632万元，同比减少30.71%；

净利润亏损约601.05万元，上年同期净利润

为892.18万元，同比由盈转亏。

上市不足两月即现业绩“变脸”

公开资料显示， 碧兴物联于今年8月9

日在科创板上市，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为

“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最近两年

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 。

上市不足两个月，碧兴物联第三季度业

绩便出现亏损。对于第三季度业绩变动的原

因，碧兴物联称，受整体经济环境、部分项目

延迟交付等因素影响，营业收入下降，收入

下降进而影响利润表现。

对投资者而言，碧兴物联第三季度业绩

表现远低于预期。 今年7月28日，碧兴物联

高管在IPO路演时表示，公司产品最终用户

为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及企业。 政府部门及

事业单位一般上一年度申报预算和采购计

划，在当年初批复并执行采购计划、完成采

购和订立合同，公司产品交付和项目验收在

第四季度相对较多。 因此，公司销售收入呈

现季节性特征，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主营

业务收入占比较高。

在碧兴物联IPO路演时，有投资者对公

司盈利能力进行提问，公司财务总监王进表

示，公司拥有较强的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能

力、较强的市场核心竞争力，公司管理层具

有较好的企业管理运营能力，公司与客户以

及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确保

公司具有稳定的经营和持续盈利能力。

然而，从三季报看，碧兴物联盈利指标

出现明显下滑。 公告显示，公司第三季度毛

利率同比下降11.19个百分点， 环比下降

2.48个百分点；净利率为-10.47%，较上年

同期下降21.77个百分点， 较上个季度下降

21.24个百分点。

招股书业绩预测存重大偏差

除了三季报业绩表现远逊于市场预期，

碧兴物联今年上半年业绩预测也出现重大

偏差。

在招股说明书中，碧兴物联预测，公司

上半年可实现的营业收入区间为2.3亿元至

2.4亿元，同比上升1.91%至6.34%；预计净

利润区间为3144.04万元至3447.33万元，同

比上升40.09%至53.60%； 预计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

为2882.14万元至3185.43万元， 同比上升

42.62%至57.62%。

碧兴物联8月4日披露招股书， 距离二

季度结束已有一个多月，按照常理，上半年

业绩预测不应该出现较大偏差。

然而，碧兴物联8月30日披露的半年报

显示， 公司上半年仅实现营收约1.68亿元，

同比减少25.71%， 与公司招股说明书预计

的最低值还相差超过6000万元； 上半年公

司实现净利润约2391万元， 扣非净利润为

2046万元，均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与公司

招股书预计的金额和增速均存在较大偏差。

身为环境检测企业

却屡遭环保部门处罚

公开资料显示，碧兴物联主营业务主要

由环境监测仪器及系统、环境监测运营服务

两个板块构成。作为一家以环境检测为主营

业务的企业，碧兴物联却经常受到环保部门

处罚。

记者梳理发现，2020年10月15日，碧兴

物联子公司清汇环境因负责运维的废水排

口余氯浓度超标，其设备发生故障未在网上

平台报备，被南京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并

处以罚款3万元。

2021年9月6日， 碧兴物联子公司安徽

碧佳因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

或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的措施，被合肥市生

态环境局处以罚款5.24万元。

2021年2月7日， 碧兴物联子公司漳州

新维因未按照要求对设备进行维护， 影响

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检测设备数据有效

性， 被漳州市生态环境局处以罚款3.18万

元。同年10月27日，漳州新维因未按规定对

在线监测设备相关参数按最新要求修改，

被漳州市芗城生态环境局处以罚款3.03万

元。同年11月14日，漳州新维因未保证监测

设备正常运行， 被漳州市生态环境局处以

罚款2.13万元。

此外， 鹰潭市生态环境局于2021年12

月1日起开展污染源自动监控专项整治行

动，对部分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和

维护情况进行了专项执法检查。就专项行动

发现问题较多、整改进度较缓慢的青岛佳明

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鹰潭市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佳禾环保服务部、 碧兴物联科技

（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仪友信科技

有限公司、江西省地质局实验测试大队五家

社会化运维企业进行公开通报批评。

北京住房公积金将执行“认房不认商贷”

●本报记者 董添

10月31日，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发布的 《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中住房套数认定标准的通知》 明确，自

2023年11月1日（含）起，公积金贷款在住

房套数认定上不再考虑商业贷款情况。

减轻购房者置业压力

《通知》称，为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

住房需求，体现公积金制度公平性、互助性、

普惠性，对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中住房

套数认定标准进行了优化。

其中， 首套住房认定标准借款申请人

（含共同申请人）在北京市无住房且全国范

围内无公积金贷款（含住房公积金政策性贴

息贷款）记录的，执行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

政策。 借款申请人在北京市有1套住房的；或

在北京市无住房但全国范围内有1笔公积金

贷款记录的； 或在北京市有1套住房且全国

范围内有1笔公积金贷款记录的， 执行二套

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 借款申请人在北京市

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或全国范围内已使用过

2次及以上公积金贷款的，不予公积金贷款。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9月

1日开始，北京已执行商业贷款“认房不认

贷” ，而公积金一直执行之前的标准。近期，

上海等城市公积金贷款的套数认定标准相

继调整。 公积金贷款政策放宽，有利于降低

购房者的购房成本。

中指研究院市场研究总监陈文静表示，

本次北京公积金政策调整，有利于无房且未

使用过公积金贷款的购房者，这类群体可以

享受较低的公积金贷款利率、更低的首付比

例以及较高的贷款额度，有效降低购房者置

业成本，减轻购房者置业压力。

优化住房套数认定

中国证券报记者观察到，上海、广州、深

圳等城市均发布了公积金新政。

10月17日， 上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

员会发布的 《关于优化本市住房公积金个

人住房贷款套数认定标准的通知》明确，缴

存职工家庭名下在上海市无住房、在全国未

使用过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或首次住

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已经结清的，认定为

首套住房。缴存职工家庭名下在上海市已有

一套住房、符合改善型认定条件，在全国未

使用过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或首次住

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已经结清的，认定为

第二套改善型住房。

根据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关于我市住房公积金租房提取有关事项的

通知》，深圳无房的缴存职工可按月应缴存

额的100%提取住房公积金；符合条件的多

子女家庭、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职工可选择

按实际月租金提取住房公积金，不受月应缴

存额限制。

中炬高新办公大楼 公司供图

天合储能产品应用于渔光储一体化项目 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