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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李曼宁

顺丰控股(002352)赴港上市迎新

进展。

8月21日，港交所披露文件显示，

顺丰控股已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

书，联席保荐人为高盛（亚洲）、华泰金

融控股（香港）、摩根大通。

同日晚间，顺丰控股公告了这一

进展，并表示本次发行尚需取得中国

证监会和香港联交所等相关政府机

关、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的批准、核

准或备案。

此前，8月初，顺丰控股公告拟 18
个月内择机在H股主板挂牌发行上

市，旨在进一步推进公司国际化战略，

提升国际品牌形象，打造国际资本运

作平台，提高综合竞争力。如果进展

顺利，顺丰将成为快递业首家“A+H”

股上市公司。

最新招股书显示，顺丰拟将净额

用于加强公司的国际及跨境物流能

力，加强及优化在中国的物流网络及

服务，并进行先进技术及数字化解决

方案的研发，升级公司的供应链及物

流服务并开展与ESG相关的举措。

顺丰控股于 2017年在深交所借

壳上市，近年来业务持续扩张。根据

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按 2022年的收

入计，顺丰控股为亚洲最大，全球第四

大的综合物流服务提供商。

在招股书中，顺丰控股总结了其

成长为行业龙头的关键，即公司业务

模式的三大属性：直营模式、综合物流

能力及第三方独立性。

对于顺丰赴港上市的意图，此前

业内普遍分析，顺丰此次资本运作是

作为战略性资金储备。充足的海外资

金可以使顺丰在未来的经营中，有更

多的灵活性和应对能力。

此外，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

一，有众多国际投资者活跃于此，H股

公司将更便利得到国际投行和投资机

构的研究覆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

未覆盖A股的海外投资者，扩大投资

者交流面。

国际业务一直是顺丰追求的第二

增长曲线的核心发力点。顺丰于2010
年即开始运营跨境业务，主要服务中

国客户的出境物流需求。2021年公司

收购嘉里物流，强化了在东南亚的本

土及跨境快递、国际供应链和国际货

代能力。

顺丰控股在招股书中表示，公司

国际扩张正在加速中。鄂州货运枢纽

的启用和航线拓展，将进一步强化中

国与亚洲、亚洲洲内、亚洲和全球其他

地区的连接。

据介绍，鄂州航空货运枢纽是亚

洲第一、全球第四大以货运为主的物

流枢纽，具有战略价值和稀缺性。该

枢纽主要包括鄂州花湖机场以及分

拣及转运中心，其地处中国华中地区

的核心经济和交通区，可在两小时航

程 辐 射 范 围 内 到 达 覆 盖 占 中 国

GDP90%以上的地区。该枢纽将作为

顺丰的航空网络中心，连接全球各

地，并进一步成为东南亚和欧洲之间

的桥梁。

顺丰自身国际航线开通也进入加

速度。

据顺丰集团 8月 20日消息，8月

20日上午，顺丰航空采用B747-400型

全货机开通“深圳=莫尔兹比港”国际

货运航线，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处大洋

洲，“深圳=莫尔兹比港”航线是顺丰航

空开通的首条大洋洲航线，顺丰航空

全货机航线服务范围由此实现新突

破，形成辐射亚洲、延伸欧美、触达大

洋洲的新格局。目前，顺丰航空在运

营的全货机已增长至84架。

快递物流专家赵小敏表示，赴港

上市，顺丰将有更多的机会全面融入

全球市场，鄂州机场也将有机会与香

港机场交换资源，有望打造成行业合

作模式的样板。

基本面方面，截至目前，顺丰控股

尚未披露半年报。不过，此前业绩预

告显示，顺丰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

达到 40.2亿元-42.2亿元，同比增长

60%-68%；预计实现扣非后净利润

35.4亿元-37.4亿元，同比增长 65%-
74%。这也是顺丰上市以来最好的半

年报业绩。

提升国际及跨境物流能力
顺丰控股提交香港上市招股书

证券时报记者 李曼宁

8月 21日上午，机场龙头上海机

场、白云机场双双闪崩跌停。午间，上

海机场迅速发布澄清公告，称就当日

网传关于上海机场与中免重签协议事

项，经公司董事会核实，上述信息内容

不属实。白云机场同步澄清，与中免

没有探讨过扣点调整的问题。

当日下午开盘后，上海机场、白云

机场双双打开跌停板，跌幅一度明显

收窄。最终，上海机场、白云机场均跌

逾 8%。航空机场板块其他公司也出

现了不程度的下跌，申万航空机场指

数大跌近4%。

上海机场、白云机场罕见出现双

跌停场面。这在市场引发较多关注，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两家公司股东户

数分别约17.1万户、5.5万户。

上一次机场龙头有如此跌幅，还

是在 2021年 2月，彼时直接诱因即上

海机场与中国中免修订免税合同补充

协议，前者大幅让利后，引发市场对机

场板块估值的重新探讨。2021年2月

1日、2日，上海机场曾连续跌停。

如今市场上关于重签免税协议的

传闻再起。上海机场午间公告，经核

实，目前公司与日上免税行（上海）有

限公司相关事项按《上海浦东国际机

场免税店项目经营权转让合同之补充

协议》执行。

也就是说，目前上海机场仍然执

行的是 2021年 1月 30日披露的前次

免税合同补充协议。

同时，白云机场也发布澄清公告，

表示关注到网络平台发布了关于免税

经营扣点下降的传言，为便于投资者

理解，公司进行澄清说明。

白云机场强调，白云机场与中免没

有探讨过扣点调整的问题。目前公司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不过，上述澄清并未扭转市场情

绪。午后两大机场龙头一度跌幅快速

收窄，但随后再度震荡，最终仍均收跌

超8%。

近两次机场板块暴跌背景不同的

是，前次暴跌是在 2021年，彼时我国

民航业遭受疫情重创，尚处于低谷期，

机场板块大幅受挫属于叠加了免税协

议调整与疫情的连锁反应。

而进入 2023年，我国民航业已于

谷底反弹，刚刚过去的 7月份，民航客

运规模更是创出月度历史新高，由于

国内机场行业恢复程度与下游民航

客运量相仿，机场板块基本面已大幅

修复。

特别是，机场免税业务与国际航线

的修复有较强关联性，而当下国际航线

恢复形势逐渐明朗。自今年暑运开始，

伴随近期政策面利好不断释放，我国民

航业国际航线复苏预期持续升温。

8月份，国际航线恢复率已稳定超

过50%。航旅纵横数据显示，8月上半

月，国内航司实际执行出入境航班量超

过12000班，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56%
左右；国内航司出入境旅客运输量超过

190万人次，比上月同期增长约 14%，

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57%左右。

从个股基本面看，上海机场、白云

机场尚未披露 2023年半年报。但从

此前业绩预告来看，均预计大幅优于

去年同期。

其中，上海机场预计上半年净利

润为 1.2亿元-1.44亿元，与上年同期

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对此，上海机

场表示，2023年以来，我国民航业持续

复苏向好，上海机场主要业务量快速

恢复，境内市场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

平，出入境客运航班大幅增长，公司整

体盈利水平稳步提升，资产整合效应

明显，经营情况整体好转。

白云机场预计上半年净利润 1.42
亿元-1.7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

上年同期亏损为5.17亿元。

最新机场运营数据方面，据上海

机场公告，2023年7月，浦东国际机场

旅客吞吐量 571.54万人次，同比增长

557.62%；虹桥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

380.5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4.26%。

白云机场 7月经营数据快报显示，当

月旅客吞吐量 604.51万人次，同比增

长85.16%。

免税协议重签？两大机场紧急澄清

证券时报记者 康殷

今年以来，燕京啤酒(000729)等
国内啤酒企业纷纷布局高端啤酒市

场，加大营销力度，产品结构升级，

龙头效应显著。燕京啤酒 8月 21日

晚间披露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

营 业 收 入 76.2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38%；净利润 5.14亿元，同比增长

46.57%；基本每股收益0.18元。

啤酒行业是国内市场竞争较为

激烈的行业之一。啤酒行业消费场

景多元化和高品质产品需求凸显，

高端化趋势持续。

2023年上半年，燕京啤酒实现

啤 酒 销 量 229 万 千 升 ，同 比 增 长

6.44%，实现营业收入 76.25亿元，同

比增长 10.38%，实现净利润 5.14亿

元，同比增长46.57%。

燕京啤酒目前拥有控股子公司

50余个，遍布全国18个省（直辖市），

销售区域辐射全国。报告期内，燕

京啤酒继续推进九大变革，以新发

展理念持续推进卓越管理体系建

设、市场建设、供应链建设等重点工

作，管理效能不断提升，产能布局更

加合理，市场活力不断增强。

啤酒企业2023年仍侧重中高档

产品投入，高端化趋势延续。以燕

京啤酒为例，今年上半年中高档产

品实现营收 45.78亿元，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达 65%，中高档产品营收

同比增长 13%；普通产品实现营收

24.83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35%，普通产品营收同比增长3.9%。

燕京啤酒表示，2023年下半年，

公司将持续强化总部职能，在产销

分离、数字化管理、供应链转型、人

才储备发展等多维度发力，坚定走

可持续发展道路，保持经营业绩量

的稳步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得益于渠道持续恢复，2023年

以来啤酒行业产销加速提升，五一

期间夜摊经济、烧烤夜市火爆，二季

度随着大众消费持续复苏，吨价增

速环比将进一步提升，结构有望明

显好于去年同期水平。

除燕京啤酒外，多家上市啤酒

企业上半年业绩均表现亮眼。华润

啤酒（00291.HK）披露，2023年上半

年未经审计的综合营业额为 238.71
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13.6%；未计

利息及税项前盈利及公司股东应占

溢利为 62.45亿元及 46.49亿元，分

别较去年同期上升21.1%及22.3%。

重庆啤酒(600132)发布 2023年

中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85.05亿元，同比增长7.17%；

实现净利润 8.65 亿元，同比增长

18.89%；扣非之后，重庆啤酒净利润

为8.54亿元，同比增长19.34%。

珠江啤酒（002461）发布的业绩

预告显示，预计 2023年上半年度净

利 3.45亿元至 3.77亿元，同比增长

10%至20%。珠江啤酒表示，报告期

内，公司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主线，

持续优化产品结构，积极开展降本

增效工作，实现啤酒销量 68.88万

吨，同比增长7.48%。

开源证券指出，7月消费者需求

仍呈现弱复苏趋势，消费能力和意

愿仍处于恢复阶段，社零数据中餐

饮增长较好，粮油食品、饮料增速平

稳。啤酒方面，商务部于 8月 4日宣

布终止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

麦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预计

将有效缓解啤酒企业生产供应和成

本压力。

燕京啤酒布局高端市场见效
上半年净利增长逾四成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映泉

8月 21日晚间，广联达(002410)
披露 2023年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

现营业收入 30.50亿元，同比增长

10.71%；实现归母净利润 2.48亿元，

同比减少37.47%。

在半年报披露的同时，广联达还

公布了一项回购方案，为进一步完善

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公司拟以 3亿

元-5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

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

45元/股。按回购价格和回购金额上

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数约 1111.11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67%。

广联达是一家服务于建筑领域

的数字建筑平台服务商，主要从事数

字造价、数字施工、数字设计三大业

务。报告期内，房建行业景气度继续

下降，项目投资和开工下滑，行业相

关客户出于控制成本费用考虑，在数

字化投入上变得谨慎。面对外部环

境的变化，广联达积极调整部分业务

的经营策略、考核机制和销售政策，

在重点客户层面扩大覆盖率和渗透

率，持续推动客户提升产品应用率和

续费率。

其中，数字造价业务持续从单岗

位工具向成本管理整体解决方案升

级，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23.59亿元，

同比增长 12.42%，其中云收入 18.85
亿元，占比80%，同比增长20.81%；报

告期内广联达签署云合同15.66亿元。

数字施工业务方面，受房建行业

景气度下降影响，建设项目开工数量

下降，部分项目开工进展较慢，业务

的成交周期和交付周期变长，对该业

务订单拓展和实施交付造成了一定

影响。

上半年，广联达该业务实现营业

收入 4.61亿元，同比下降 7.75%，但

重点客户经营取得良好效果，TOP20
客户中，数字施工产品覆盖100个项

目的企业数达到80%，全国重点TOP
特级企业中，覆盖3个项目的企业数

达到了400余家。

在数字设计业务方面，其营收主

要来自于广联达子公司鸿业科技。

上半年公司重点推广数维设计产品，

放缓了对老产品的规模化拓展，报告

期 数 字 设 计 业 务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4551.98万元，同比下降7.44%。

2022年以来，鸿业科技陆续发

布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数维

设计产品，包括数维房建设计和数维

市政设计，未来数字设计业务将逐步

以数维新产品销售为主。今年，数维

设计产品的重点任务是通过标杆建

设，深度验证产品价值，打通价值闭

环，实现产品规模化应用推进。报告

期数维设计累计覆盖设计师人数

8000余人，实现产品在国内市场的

初步突破。

此外，广联达上半年还在海外实

现业务营收 9525万元，同比增加

21.96%，主要源于子公司 MagiCAD
Group Oy(芬兰)收购的能耗模拟软

件公司EQUA SimulationAB(瑞典)在
报告期纳入合并范围，以及其他业务

实现稳健发展。

数字造价国际化方面，公司加大

对主要区域的头部客户深度运营及

细分市场的开拓，订单保持稳定，经

营利润率持续提升；主要区域土建与

安装算量产品、BQ计价产品应用率

保持稳定；重点突破的印尼区域，订

单同比增长63%。

报告期内，广联达研发投入总额

为 9.10亿元，同比增长 15.19%，占营

业收入比重的 29.84%。上半年，公

司发布建筑行业首个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数字化核心能力平台“建筑业

务平台”，为整个建筑行业提供了一

个覆盖设计、施工、运维等建筑全生

命周期服务的PaaS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广联达正在推进

建筑行业大模型的研发和应用落地，

今年上半年加强了建筑领域生成式

AI的研发投入，目前已构建建筑行

业AI大模型层、工具平台层、产品应

用层三层AI技术体系。其中，建筑

行业AI大模型层目标成为广大建筑

从业人员的AI助手，服务500余项建

筑细分专业。

广联达称，AI在建筑行业应用

空间巨大，公司会针对建筑行业大模

型和BIM模型、图像、图形等数据，持

续打造建筑行业AI的能力。

广联达上半年营收增长11%
拟3-5亿元回购股份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8月 21日晚，祁连山(600720)、福

建水泥(600802)、海螺水泥(600585)同
时披露 2023年半年报，除福建水泥净

利润亏损之外，祁连山和海螺水泥的

净利润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难

言乐观。

祁连山的 2023年半年报显示，公

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约33.44亿元，

同比下降15.35%；净利润约2.38亿元，

同比下降 52.65%；基本每股收益约

0.31元。据福建水泥半年报显示，公司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约10.26亿元，同

比下降 13.96%；净利润亏损约 1.33亿

元，去年同期亏损约8842.2万元。

水泥龙头海螺水泥也难逃业绩下

降，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54.36亿
元，同比增长 16.28%；净利润 64.68亿

元，同比下降34.26%。

祁连山在半年报中表示，上半年，

受各类不利因素的综合影响，水泥价格

一路震荡走低，全国水泥价格指数跌至

近五年新低。下半年，由于内生动力不

足，房地产市场短期内难以有大的改

观，水泥市场需求仍将低位徘徊。

福建水泥半年报介绍，受房地产市

场下行的拖累，全国水泥市场需求不

振，总体呈现“需求趋弱、库高价低、效

益下滑”的运行特征，上半年全国产量

9.53亿吨，同比增长1.3%（同口径），按

照产量全口径计算，水泥产量同比下降

2.4%。预计上半年行业利润仍将呈现

同比大幅下降，降幅在60%左右。

据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此前了

解，今年春节过后，在需求较前期有所

回升，企业对冲成本端压力等多重因

素影响下，国内水泥价格一度出现上

涨。4月之后，国内多地水泥价格再度

迎来下跌。特别是进入 5月份，为了

应对 6月份即将到来的雨季和夏季用

电高峰，一些省份的水泥生产企业提

前下调水泥价格。

进入 6月份之后，国内各地开始

陆续进入雨季，水泥行业也迎来传统

的销售淡季，这也进一步加大了水泥

价格下跌的压力，一些地区水泥价格

已经跌破企业成本线。

行业景气度欠佳，影响到的不只

是祁连山和福建水泥。

例如，华新水泥(600801)8月 1日

晚间发布业绩快报，上半年实现营业

总 收 入 158.3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02%；实现净利润 11.93亿元，同比

下降 24.85%。冀东水泥 (000401)7月

14日晚间公告，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亏

损 3亿元-4亿元，上年同期盈利 11.41
亿元。天山股份(000877)预计上半年

实现净利润为1亿元-1.5亿元，比上年

同期下降97.13%-95.69%。

当然，也有个别公司与众不同。

塔牌集团(002233)8月7日晚披露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71 亿 元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了

10.72%；实现净利润4.86亿元，较上年

同期大幅增长了 178.03%；基本每股

收益0.42元。

据塔牌集团披露的公开信息，受益

于今年上半年煤炭采购价格同比下降

20.07%和公司上年以来实施的一系列

降本增效措施的持续见效，塔牌集团水

泥平均销售成本同比下降 12.36%，大

于水泥平均价格降幅，使得公司综合毛

利 率 由 上 年 同 期 的 20.44%上 升 至

27.91%，上升了7.47个百分点，主业盈

利水平同比明显改善。

天风证券在最新研报当中判断，

全年水泥需求或仍存下滑压力，但在

新开工逐渐接近周期底部情况下，预

计水泥需求也将逐步企稳。受益于煤

炭价格下降，二季度水泥企业盈利环

比或仍能维持相对稳定，下半年随着

盈利基数的降低，水泥企业盈利同比

有望转正。

需求不振价格走低 水泥企业上半年业绩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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