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庞珂 编辑:陈英 2023年10月21日 星期六 Tel:(0755)83514103 A3Company公司

证券时报记者 唐强

作为白酒行业龙头，贵州茅台

（600519）一举一动备受关注，前日该

股 大 跌 近 6%，昨 日 盘 中 一 度 跌 至

1616.25 元/股，创 2021 年 12 月以来的

新低。

对于股价大跌，彼时贵州茅台方

面表示，已关注到股价波动，目前生产

经营正常。针对市场上出现贵州茅台

季度业绩降速传闻，贵州茅台工作人

员表示，肯定不能相信传闻，公司三季

报马上就要发布了，要以公司的消息

为准。

10 月 20 日晚间，贵州茅台正式

发布 2023 年三季度报告，今年 1～9
月 期 间 ，该 公 司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032.68 亿元，同比增长 18.48%；实现

净 利 润 528.7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9.09%。第三季度单季中，贵州茅台

业绩增速较今年上半年有所放缓，当

季实现营业收入为 336.92亿元，同比

增长 14.04%；实现净利润 168.96 亿

元，同比增长 15.68%。反观今年上半

年，贵州茅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

为 695.76 亿元和 359.8 亿元，同比增

长幅度均为 20.76%。

在销售方面，今年前三季度，贵州

茅台分别卖出茅台酒 872.69亿元和系

列酒 155.94亿元。其中，直销渠道和

批发渠道，分别实现销售收入 462.07
亿元和 566.57亿元；国内销售收入为

998.79亿元，国外销售额则略有提升至

29.84亿元。

对此，知趣咨询总经理、酒类分析

师蔡学飞认为，就贵州茅台前三季度

业绩增长情况来看，已超过年度增速

目标近 3.5个百分点，基本符合市场预

期。第四季度是白酒的传统消费旺

季，也是春节的备货季，茅台产品市场

动销情况良好，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压

力不大。

中国酒业评论人肖竹青认为，贵

州茅台第三季度增速较前两季度有所

放缓，可能是该公司在主动调控，确保

可持续稳健增长。从近年业绩表现来

看，贵州茅台均能超额实现年度业绩

目标，今年前三季度营收增速已超

18%，有望超额完成 15%的业绩增速

目标。

截至报告期末，贵州茅台经销商

数量总计 2188 家，国内外分别增加 1
家经销商，但国内市场同时减少3家经

销商，总体上经销商数量净减少 1家。

作为贵州茅台着力打造的自营平台，

该公司通过“i 茅台”数字营销平台实

现酒类不含税收入148.71亿元。

肖竹青认为，当前，茅台之外的众

多白酒品牌价格倒挂严重，很多酒企

产品市场成交价低于出厂价，因此众

多渠道代理商因为卖酒赔钱而怨声载

道。在茅台系列酒方面，当前最重要的

任务是稳住茅台1935的市场成交价，自

7月以来，通过控量保价，价格保持稳

定。现在茅台1935出厂价798元/瓶，当

前市场批发价格在 1050元/瓶左右，零

售价1180元/瓶-1250元/瓶。

除经营业绩外，近日贵州茅台高

管部分对外言论，也引发舆论广泛热

议和争议。10 月 18 日，在沪市公司

高质量发展集体路演会场上，贵州茅

台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蒋焰在现场回应了投资者关注的热

点问题。其中，蒋焰关于茅台离职率

的言论，迅速登上热搜第一。蒋焰现

场透露：“茅台的员工离职率只有万

分之三，现在已经有员工四代都在茅

台了。”

据悉，今年 7月以来，贵州茅台官

网发布了 25 条招聘相关的公告。其

中，7月 13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

司和义兴酒业分公司发布2023年公开

招聘公告，为持续充实人才队伍，决定

公开招聘492人。

资料显示，该公司主要从事茅台

酱香系列酒的生产，属贵州茅台的分

公司，于 2020年 9月组建成立，生产区

域分布在贵州省仁怀市和习水县境

内，现有员工8400余人。

2022年，和义兴酒业分公司也曾

公开招聘 2022年度高校应届毕业生，

并明确了计划招聘制酒工（男）400人、

制曲工（女）200人。值得注意的是，贵

州茅台制曲工全部要求招聘女性，且

同样要参与体能测试。

贵州茅台前三季营收破千亿
第三季度净利增速放缓

证券时报记者 黄翔

10 月 18 日-20 日，2023 中国（山

东）储能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展览会在

山东济南召开，该次大会聚焦储能电

站、储能技术、新能源+储能、储能安

全、虚拟电厂创新等领域，吸引来了国

内发电、电网、电力规划设计、储能投

资建设、能源数字企业、综合能源服

务、储能全产业链供应商集成商等相

关单位、企业参加。

记者在展会中注意到，参展单位

中有多家业内上市公司，其中包括宁

德时代、上海电气、科汇股份、东方电

子、新风光、朗进科技、许继电气等。

此外，国家电投、国网山东、华为、海

信、浪潮、山东能源、山东高速等多家

企业也现身展会，多家公司带来了自

家储能领域新品亮相。

加速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山东拥有五大清洁能源基地，近年

来凭借自身海陆风光的资源禀赋，山东

新能源及储能快速发展，山东光伏、风

电等新能源装机规模和新型储能装机

规模均位居全国首位，在此背景下，山

东新型电力系统构建加速推进。

证券时报记者从展会中获悉，截

至今年 9 月底，山东全省电力装机

20431万千瓦，其中，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装机达到 8738万千瓦，占电力总

装机的 42.8%，是 2020 年底的 1.8 倍，

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截至目前，山东省光伏装机 5229
万千瓦，居全国第一，风电装机2430万

千瓦，居全国第五，山东电网成为新能

源装机规模最大的省级电网。与此同

时，山东电网已建成“五交三直一环

网”国内最大的交直流混联电网，特高

压变电站数量全国最多，接受外电能

力 3250万千瓦以上，为保障能源安全

和绿色低碳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数据显示，“十四五”前三年，电力

装机增长主要是风电和光伏绿色能源，

装机占比提高 11.7个百分点。预计到

2023年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装机规

模达到9000万千瓦，到2025年达到1.1
亿千瓦，超额完成“十四五”任务目标。

储能方面，目前山东围绕破解新能

源消纳利用这一新课题，滚动推进抽水

蓄能建设，大力实施电化学储能百万千

瓦行动计划，探索创新突破压缩空气储

能。截至今年9月底，山东省在运储能

733万千瓦，其中抽水蓄能400万千瓦；

新型储能333万千瓦，装机规模率先突

破300万千瓦，居全国第一。

在储能领域快速发展背后，近年

来，山东进行了多项政策机制创新，为

产业发展护航。据公开资料，山东近年

先后出台了国内首个独立储能参与电

力中长期市场支持政策、国内首个独立

储能参与电力现货市场支持政策、国内

首个长时储能专项支持政策、国内首个

配建储能转为独立储能支持政策，并首

创“新能源+新型储能”协同发展机制，

明确将储能配置比例作为集中式风电、

光伏发电项目并网的首要条件，并按照

配储比例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保障并网。

据介绍，山东率先实践的独立储

能，解决了传统配建方式无盈利模式、

充放电损耗自担的问题，实现了利用

小时数和设备质量的双提升，成为全

国主流建设方式。

据悉，山东在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方

面未来将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21到2035年，能源电力碳排放达峰，

非化石能源逐步占据装机和电量主体

地位，基本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第二阶段

是2036~2060年，能源电力碳排放较快

下降，新能源逐步成为电力电量供应主

体，新型电力系统逐渐成熟。

上市公司携新产品参展

此次展会上，多家储能产业链相

关的上市公司携新品参展，其中多家

公司聚焦工商业储能领域，推出了响

应储能系统产品。

“在储能市场，宁德时代储能电池

出货量在2021~022年连续两年全球第

一的位置上，今年上半年继续保持全球

第一。”宁德时代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宁德时代展区，零辅源光储融合

解决方案、EnerC集装箱式液冷储能系

统是其主要展品。据介绍，零辅源光储

融合解决方案可摆脱对外部辅助电源

的依赖，光与储实施联动，可实现整站

毫秒级响应，整站运行效率提升10%。

展览会中，科汇股份旗下子公司

科汇万川也展示了其工商业智慧能源

解决方案。“工商业侧、家庭储能属于

轻量化储能，自去年以来，用户侧储能

突飞猛进。在国内，工商业侧储能因

分时电价政策不断完善，峰谷差价不

断拉大，限电危机不断波及工商业用

户，工商业储能风口到来。”科会万川

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不像动辄数百 MWh 或者数 GWh
电力储能“新基建”，工商业储能和家

庭储能更像消费品，盈利模式已经完

善，市场前景确定性强。该负责人介

绍，低电价时，给储能系统充上电；高

电价时，再给储能系统放电，如此一充

一放，用户便可利用峰谷电价差进行

套利。近两年，受峰谷电价政策驱动

影响以及储能系统成本下降，工商业

用户部署储能的需求正在逐步显现。

“目前，国内用户侧储能主要集中

在峰谷价差较高且工商业发达的江

苏、广东、北京、浙江等地区，科会万川

目前的主要市场也在南方地区，今年

以来订单增速较快。”科汇万川该负责

人介绍。

发力工商业储能的还有科创板企

业新风光，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在展会

上向记者介绍，今年新风光推出新一

代工商业储能系统，其设计理念将长

寿电芯、电池管理系统BMS、高性能储

能变流器PCS、消防系统以及热管理系

统集成在单个标准化机柜，设计成一

体化集成储能系统。此外，东方电子

也推出了工商业储能一体机。

面对储能产业快速发展机遇，创

业板企业朗进科技，则从自身主营的

温控领域切入储能赛道。记者了解

到，去年朗进科技储能温控配套装机

量超2GWh，为国内多个储能电站项目

提供储能系统温控解决方案。

此次展览会中，华为展区吸引了

众多流量。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华为

数字能源公司融合数字技术和电力电

子技术，发展清洁能源与能源数字化，

布局了智能光储充一体化领域。目

前，其 智 能 组 串 式 储 能 解 决 方 案 、

FusionSolar8.0技术、新一代全液冷超充、

“优光储云”解决方案、家庭绿电全场

景方案等产品已相继投入使用。

抓住长期投资机遇

近年来，我国储能行业飞速发展，

券商调研数据显示，三年内装机规模

增长近三倍，每年新增装机占全球新

增装机比例近三成。同时，储能一级

和二级市场投融资热度高涨，2022年

储能行业全年融资189次，近三年储能

相关公司 IPO多达97家。

当前，储能行业正处于向规模化、

多元化、规范化发展转变的阶段。业

内人士表示，目前储能行业呈现诸多

新特点，如当前储能以投资驱动为主，

但消费需求比例在不断提高；锂电池

储能占据优势，但多元化技术应用正

加速落地；行业全方位蓬勃发展，但产

能过剩、安全隐患等风险需要警惕。

粤开证券最新研报认为，储能行业

发展正遇投资热、政策优、成本降的现

状。“储能行业发展背后是行业管理政

策、价格政策和经济性三重驱动因素。

在行业管理政策方面，储能投资热度持

续高涨，但安全问题不容忽视。而在行

业价格政策方面，地补政策和电价政策

持续改善收益端；经济性方面，储能成

本快速下降，盈利模式趋于明朗。”

粤开证券表示，长期投资方向上，

建议把握长时储能技术和工商业储能

场景投资机会。从技术需求上，看好

长时储能技术需求，建议关注液流电

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的行业龙头公

司。从应用场景上，看好工商业储能

应用场景，建议关注可提供工商业储

能解决方案的龙头公司和锂电池储能

产业链占优环节公司。

山东新型储能规模居全国首位
多家上市公司掘金储能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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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10月20日，辽宁省2023年前三

季度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成绩单出炉。

据辽宁省统计局网站最新披露

的信息，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

算结果，前三季度，全省地区生产总

值 21692.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5.3%，比全国高0.1个百分

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572.8
亿元，增长 4.1%；第二产业增加值

8676亿元，增长 4.8%；第三产业增

加值11443.3亿元，增长5.8%。

2023年前三季度，辽宁省农业

生产平稳运行，主要农产品供应充

足。具体来看，一是种植业平稳增

长。前三季度，全省水果产量同比

增长5.6%，蔬菜及食用菌产量增长

5.0%。二是畜牧业总体稳定。猪

牛羊禽肉产量增长3.4%，其中禽肉

产 量 增 长 6.6% ；禽 蛋 产 量 增 长

0.7%，牛奶产量增长1.1%。三是渔

业较快增长。水产品产量增长

5.6% ，其 中 海 水 产 品 产 量 增 长

5.9%，淡水产品产量增长3.9%。

前三季度，辽宁省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全国高

0.5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增长7.4%。从经济类型看，

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5%；股份制企业增长 3.9%，外商

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7.1%；私

营企业增长5.2%。从大类行业看，

食 品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36.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增长 20.0%，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18.2%，汽车

制造业增长 15.7%。从产品看，碳

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量增长 1.3
倍；汽车产量增长27.2%，其中新能

源汽车产量增长 51.4%；工业机器

人产量增长6.2%；城市轨道车辆产

量增长4.9%。

2023年前三季度，辽宁省服务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比上半年

提高 0.2 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

是，现代服务业保持持续增长，1~8
月份，规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营业

收入增长33.0%，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营业收入增长 17.3%，软件和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营 业 收 入 增 长

13.0%。辽宁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7632.3亿元，同比增长 8.1%，比

全国高 1.3个百分点。出行类商品

销售增长较快，限额以上石油及制

品类零售额增长 17.2%；汽车类零

售额增长 14.8%，其中新能源汽车

零售额增长1.5倍。

此外，辽宁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在

前三季度保持增长，中央项目投资增

速较高。前三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3.9%，比全国高0.8个百

分点，其中中央项目完成投资增长

38.4%。从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

长15.1%，制造业投资增长17.3%，房

地产开发投资下降28.2%。从产业

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6.6%，第二

产业投资增长19.7%，第三产业投资

下降5.0%。从高技术产业看，高技

术产业投资增长49.1%。其中，高技

术制造业投资增长46.2%，高技术服

务业投资增长52.8%。

前三季度，辽宁省全体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28598元，同比增

长 5.4%。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34298 元，增长 4.4%；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801元，

增长 8.1%。总的来看，辽宁省经

济稳中向好的态势持续巩固，生

产领域稳定恢复，需求活力加快

释放，民生领域继续改善，发展动

能不断增强。

辽宁省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5.3%
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1.5倍

证券时报记者 梅双

同方股份(600100)10月20日晚

间公告，公司拟通过产权交易所公

开挂牌的方式转让公司持有的三

家计算机相关业务公司全部股权，

资产评估价值合计为 18.99 亿元，

评估增值合计为1.80亿元。

据同方股份披露，为进一步推

动战略转型升级，加快实施产业结

构优化调整，整合企业资源，提高资

产运营效率，公司拟公开转让公司

持有的同方计算机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同方计算机”）100%股权、同

方国际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

方国际信息”）100%股权、同方（成

都）成都智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成都智慧”）51%股权。首

次挂牌价格以不低于经中国核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备案后的评估价值为

基础确定，最终按照产权交易所达

成的摘牌金额形成交易价格。

财务数据方面，标的公司同方

计算机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3
月，今年上半年实现营收 16.37 亿

元，净利润-6346.37万元；同方国际

信息上半年实现营收35.75亿元，净

利润 2756.7万元；成都智慧上半年

营收10.6万元，净利润-97.49万元。

同方股份主营业务为核技术应

用、智慧能源、数字信息三大业务板

块。年报显示，同方股份2022年实现

营收237.61亿元，同比下降16.5%。

其中，核技术应用、智慧能源、数字信

息三大板块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51.1亿元、56.7亿元、110.6亿元。

公司此次转让的同方计算机、

同方国际信息和成都智慧隶属于

公司数字信息产业板块，主要从事

计算机产业链中整机的研发、生

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等硬件类相关

业务。同方股份表示，转让上述计

算机业务的同时，公司仍将保留和

致力于知识服务、大数据、软件定

制化等软件类数字信息业务。

交易完成后，同方计算机、同

方国际信息、成都智慧不再纳入同

方股份的合并报表。上述公司

2022年度营业收入合计占公司合

并报表收入比例约为 37%（扣除内

部抵消后），同方股份预计，本次交

易完成后预计公司合并报表收入

将大幅降低。同时，交易完成预计

将形成处置收益，对公司业绩带来

积极影响，但最终交易金额和交易

时间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交易产生

的财务影响暂无法准确计算。

今年以来，同方股份已数次宣

布转让相关公司股权的消息。同方

股份 5月 26日公告，为进一步聚焦

主业，收回非主业投资并合理配置

资源，公司拟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

挂牌的方式转让公司全资子公司同

方人工环境有限公司持有的同方能

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0%的股权，

人工环境持有的80%部分即转让标

的评估价值为1.45亿元。能源发展

从事的智慧清洁供热业务属于智慧

能源产业延伸出来的下游产业，为

公司拟退出的业务领域。

6月5日，同方股份公告称，公司

拟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

转让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同方工

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同方江新 100%
股权，首次挂牌价格为1.79亿元。

今年上半年，同方股份扭亏为

盈，期内实现营收104.93亿元，同比

增长 21.41%；与上年同期亏损 4.01
亿元相比，净利润达 1.01亿元。对

此，同方股份称，公司持续聚焦主

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降本增效

工作，主要产业实现减亏。截至10
月20日收盘，同方股份报8.26元/股，

涨1.98%，市值276.7亿元。

同方股份拟公开转让
所持计算机业务相关公司全部股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