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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1版)
同样忙碌的场景出现在国轩高科

安庆桐城锂电池生产基地。“当前海外

需求暴增，产线都在加班加点赶工期，

开足马力备货。”桐城国轩新能源有限

公司董事长江平表示，预计今年过年产

线都不会休息。

去年8月，国轩高科桐城基地年产

40GWh项目一期 10GWh正式投产，项

目二期同步开工。截至目前，二期首批

10GWh已实现产品下线，另有10GWh
正在进行设备安装。作为国轩高科第

十大电池生产基地，桐城项目也是公司

电池出海的“大本营”之一，主要出口地

为美国，明年还会有部分产品出口至

南亚。

“今年以来，桐城基地出口量逐月

上升，势头较猛。”江平告诉证券时报记

者，当前方形电池在手订单十分饱满，

预计基地明年出口将实现倍数增长。

近年来，国轩高科海外市场规模持

续壮大。数据显示，公司 2022年海外

销售收入近 30亿元，同比增长 465%；

今年上半年海外业务实现营收30.62亿

元，仅用半年时间便超越去年全年水

平，同比增速为297%。

叉车龙头企业安徽合力亦感受到

了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公司

2023 年的出口情况可以说是远超预

期，月均同比增速在 20%左右，个别月

份增速超过100%。”安徽合力外销有关

负责人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出口增势与航运码头日益增长的

作业量相互印证。

“截至目前，芜湖港今年的集装箱

吞吐量已经超过136万TEU，即将突破

140万TEU，同比增速超 10%。”安徽港

航集团芜湖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高级

主办王燕告诉证券时报记者，临近年

底，企业都到了冲刺的关键节点，港口

业务量更大了。“今年 11月 26日，我们

港口昼夜集装箱作业量达5024TEU，刷

新单日生产纪录”。

据介绍，芜湖港是安徽省内最大的

外贸口岸，也是全省外贸主枢纽港和长

江中下游集装箱转运中心。近十年来，

芜湖港集装箱吞吐量保持年均 15 万

TEU的增速，2022年累计完成集装箱

吞吐量125.02万TEU，占全省集装箱总

量超60%。

出口结构持续优化

出口增势反映成长速度，出口结构

折射的则是发展质量。

拆解安徽出口产品结构，机电产品

贡献大头，1至11月出口额为3297.6亿

元，同比增长 23.3%，占出口总值比重

为68.4%，高于全国9.8个百分点。

业内人士表示，机电产品具备高附

加值、高技术含量等特点，占出口比重

提升说明制造业正从劳动力成本优势

转向技术与创新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在价值链中的分工上移。

在各类机电产品中，“安徽首位产

业”汽车出口表现尤为亮眼。“从去年下

半年开始，明显感觉到汽车开始起势，

从我们港口出海的汽车占比越来越

高。”王燕告诉记者。

今年前 11个月，安徽汽车出口额

达 658.3亿元，占机电产品总出口额约

20%，同比增幅达129%，成为拉动出口

增长的关键力量。

另有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安徽

省汽车出口82.2万辆，若比照全国前三

季度338.8万辆的出口数量，相当于全国

每出口4辆汽车中就有1辆“安徽造”。

出口高增长的“底气”来自于制造

端。目前，安徽省引育了奇瑞、江淮、比

亚迪、大众、蔚来、长安、汉马等一批整

车制造企业，并配套了 1100多家规模

以上零部件企业。前三季度安徽省汽

车 产 量 达 169.9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45.7%。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为 60.6
万辆，同比增幅达 76.6%。在销售端，

安徽省鼓励车企共建共享海外服务体

系、供应链体系、国际物流体系，在出口

侧形成合力。

“安徽今年出口额之所以能够保持

韧性，得益于对重点产业的多元化布

局，而不是过于依赖单一品种。”安徽省

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传统制造业大省，一组数据可

以展现安徽省的实力。据《2023安徽

制造业发展报告》，全球 10%的笔记本

电脑、20%的液晶显示屏、50%的光伏

玻璃在安徽生产，全国 20%的光伏组

件、15%的家电、10%的新能源汽车是

“安徽造”。

从出口数据来看，安徽的家电、面

板等传统优势产品出口表现较为稳健，

基本盘稳固。1至11月，安徽省家电出

口额为277.5亿元，同比增长10.5%；平

板显示模组出口额为82.7亿元，同比增

长 13.9%。另一主力外销产品笔记本

电脑前11个月出口额为325.1亿元，同

比虽有所下滑，但近两个月已现上行迹

象，其中11月单月出口额为40.2亿元，

同比增长27%。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新能源行业

的迅速崛起，安徽省“外贸新三样”开

始崭露头角。“今年以来，明显感觉光

伏、锂电池等产品的询单量增大。”安

徽一位机电产品外贸人士告诉证券时

报记者，一些之前不做新能源的海外

客户也开始涉足，筹划在中国建立采

购渠道。

合肥海关数据显示，2023年1至11
月，全省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

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额为 364.9亿

元，同比增长16.5％。其中锂离子电池

出口额超129亿元，同比增长88.4%；电

动载人汽车出口额为34.8亿元，同比增

长39.7%。

“龙头+配套”
做强产业集群

在多位受访人士看来，安徽产品出

口的高质量增长得益于“龙头+配套”

的产业集群优势。

“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

荒地，现在已经厂房林立，多家配套企

业和友商都在附近建厂了。”王翔表示，

头部企业带来的产业集聚效应会大幅

降低综合成本，从而形成性价比优势。

据证券时报记者梳理，在合肥协鑫

所在的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内，晶科

能源、明冠新材、回天新材等上市公司

均建有生产基地。

在王翔看来，安徽的区位和资源优

势得天独厚。在单块组件里面，玻璃的

重量占到一半。从采购物流来看，安徽

坐拥大型石英砂资源，聚集了信义、中

建材、彩虹、福莱特等多家头部玻璃企

业，公司能够就近进行战略性采购；而

从销售物流来看，安徽位于长江经济

带，通江达海，且高铁、公路交通发达，

出口通道便捷。

“光伏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我们

的财务分析已经做到了小数点后第四

位，成本管控做到了极致。”王翔表示，

在公司诸多生产基地中，安徽基地的综

合成本最低。

头部企业的引领效应在安徽滁州

表现尤为明显。

2018年，隆基绿能组件生产基地

落户滁州市经开区，迅速在当地引发

“磁吸效应”。短短5年时间里，滁州市

经开区吸引了诸多光伏产业链企业前

来安家，成为光伏行业的投资热土。目

前，该区已聚集了光伏边框、胶膜、支

架、焊带、设备、电池、组件等产业链规

上企业10余家，其中不乏东方日升、天

合储能、福斯特等头部企业。记者驱车

往返于各企业厂区，单趟车程基本在半

小时以内。

距离经开区不远的滁州市来安县、

全椒县，晶科能源、亿晶光电等组件厂

商亦投有生产基地。据统计，全球光伏

20强企业中，已有9家落户滁州。

“我们的供应商大部分都集中在百

公里范围内，原材料及配件基本可实现

当日达。”亿晶光电滁州基地相关负责

人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合作较为紧密的

供应商都会在公司附近驻点，第一时间

响应。

依托于高密度的产业集群，滁州市

今年光伏出海成绩显著。2023年 1至

10月，滁州太阳能电池出口额为 40.4
亿元，同比增长 38%，占全市出口总值

近14%。从出口份额来看，龙头企业带

动效应明显，上半年晶科能源、秦能光

电、东方日升等5家企业太阳能电池出

口值占滁州市全部太阳能电池出口总

值的91%。

在汽车产业，集群效应已成为安徽

省的名片。目前，安徽省围绕整车企

业、关键零部件企业开展“链主”招商，

逐步形成合肥、滁州、六安、芜湖等多个

汽车零部件特色产业集群，涵盖动力电

池、驱动电机、关键材料、智能网联等汽

车全产业链。

除本地车企江淮、奇瑞的既有供

应链基本盘外，近年来新引入的车企也

在持续发挥牵引作用。记者从今年10
月召开的安徽十大新兴产业系列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大众安徽已吸引38家供

应商落地合肥，蔚来汽车已有120余家

供应商在安徽布局。今年以来，安徽省

已签约、开工10亿元以上汽车领域项目

152个，其中50亿元以上项目46个。

类似的特色产业链在安徽不胜枚

举。以合力叉车、日立建机为龙头的工

程机械产业集群，以美亚光电、泰禾智

能为龙头的色选机产业集聚，以埃夫

特、藦卡机器人为龙头的机器人产业集

群，以中联农机、斯高德为龙头的现代

农机产业集群等，共同撑起了安徽高端

装备的基本盘。

政企合力加速出海

安徽沿江通海、居中靠东，乘着长

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东

风，逐步构建起国际经贸往来的黄金

通道。

证券时报记者从安徽港航集团了

解到，围绕长江主干流，安徽集装箱运

输呈现“一核两翼”格局，其中“一核”为

芜湖至上海联盟直达航线，“两翼”分别

为省内水上穿梭巴士“合芜小支线”（合

肥至芜湖）、“皖江小支线”（安庆-池

州-铜陵-芜湖）。

2022年，芜湖至上海洋山、外高桥

的两条外贸直达航线均升级为“点到

点”联盟航线，即由若干支线经营人共

同投入船舶组成运力，舱位对社会开放

共享，按固定班期往返于芜湖港与上海

港之间。

数据显示，芜湖—洋山联盟共舱线

开通以来，船舶装载率由过去平均的

55%上升至80%以上，大大提升了通航

效率。

“以合肥的企业产品出口为例，相

比经陆运通道至上海港‘出海’，芜湖港

直达航线可以节省超 1000 元运输成

本。”王燕给证券时报记者算了一笔账。

安徽港航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截

至目前港航集团开行航线达 64条，每

周开行257航次，到达港口包括下游的

上海、连云港、太仓、南通以及上游的宜

宾、重庆、武汉、长沙、南昌、周口、淮滨

等，并通过上海港中转至国内沿海港口

和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全球主要港口，

运输时间减少一半、运输效率提升一

倍，传统的“货等船”变为了“船等货”。

长江、淮河流域集装箱平均每箱物流成

本分别降低800元、1000元。

如果说航运通道为皖货出海打通

了“任督二脉”，那么自贸区的制度创新

则为出口插上了双翼。

2020年9月，中国（安徽）自由贸易

试验区挂牌成立，涵盖合肥片区、芜湖

片区、蚌埠片区。近三年来，自贸试验

区大胆创新，累计形成制度创新成果

162项，其中21项为全国首创。安徽自

贸试验区以不到 0.1%的面积，贡献了

全省约25%进出口，成为外向型经济的

先锋试验区。

今年前 11个月，安徽自贸试验区

进出口额为1798.6亿元，占全省进出口

总额的 24%，其中出口额为 1382.4 亿

元，同比增长 27%，占全省出口额的

29%。

2021年，合肥海关与上海海关携

手推出“联动接卸”江海一港通监管模

式，将芜湖港作为上海港的延伸，出口

货物仅需在芜湖港进行一次报关，省去

后续的转关申报和二次运抵等通关手

续。如今，“联动接卸”监管模式在全省

一类水运口岸全面铺开。据统计，“联

动接卸”可压缩 50%转驳运输时间、

30%物流成本。

在金融模式创新上，安徽自贸区推

行科创企业信用票据融资新模式，创新

信用贷、积分贷等评价机制，为85家科

创企业融资 2.6亿元。同时，探索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模式，完善知识产权评

估、交易、质物处置机制，打通“知产”变

“资产”的最后一公里。

随着“徽动全球”出海行动的持续

推进，政府助力企业出海在安徽省已成

为常态。安徽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以来，围绕重点国别、重点行

业，安徽省市县联动统筹，组织辖区超

4500家次企业参加了广交会、土耳其

汽配展、香港环球资源展、美国拉斯维

加斯纺织服装展等 300场境内外线下

国际知名展会，企业累计新签订意向订

单超420亿元。

今年9月，安徽省委书记韩俊率省

经贸友好代表团出访法国、德国，开展

高层会晤、产业推介、项目洽谈、参观座

谈等活动，深化安徽省与两国各领域务

实合作，并先后到访法国圣戈班集团、

佛瑞亚集团、德国大陆集团等企业，重

点为安徽汽车产业寻求更多合作。

产业集群助力外贸提质增量
安徽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沈凌

证券时报到了“三十而立”之

年，没想到我入市的时间和证券时

报的创立是同一年。怪不得我写

《复盘》回顾自己三十年来的投资

心得，最早能够得到证券时报的编

辑首肯，还在报上连载了一段时

间。因为彼此的经历相仿，自然也

就惺惺相惜。

我最早在证券时报上发表文

章，还是在1998年。那时候我入市

五年，经历了人生第一个牛市和熊

市的轮回，感触颇多。人在牛市的

时候，往往自我膨胀，以为自己的利

润都是凭自己的本事赚来的。人到

了熊市来临的时候，才能够静下心

来，检讨自己的得失，发现大部分的

利润都是时代潮流送给我们的，真

正凭本事赚来的那个部分并不多。

但是这个部分虽然不多，却是极其

重要，因为它是你能够战胜潮流和

社会平均水平的关键所在。

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一方

面不能自我膨胀，以为老子天下第

一；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妄自菲薄，

以为自己一无是处，完全没有战胜

市场的可能性。而其中的关键，就

是时时刻刻都要做自我反省，改进

自己对宏观经济的认识。因为需

要自我反省，那时候我就写了一些

自己的心得体会，得到证券时报编

辑的赏识，发表在“散户厅”专栏里

面，这给我增加了不少底气。

这样的精神修炼并非一蹴而

就。等到 2007年大牛市来临的时

候，我好像又多多少少重复了自我

膨胀，忘记了我的反省心得。导致在

2008年的熊市中获利回吐，没能保

住绝大部分的胜利果实。于是从

2012年开始，在漫长的熊市中，我

又一次提笔自我反省，重续和证券

时报的缘分。

这么说起来，我应该感谢股市

的熊市阶段。没有它，我和证券时

报的结缘或许就不会开始，有了开

始也会被迅速打断。而反过来讲，

我和证券时报居然结缘三十年而

不断，全靠中国股市三十年一直牛

熊交替。物质财富是次要的，精神

财富才是主要的。熊市虽然让我

损失了不少金钱，却让我赢得了和

证券时报这么多年的良缘。

无论是积累了物质财富还是

建立了友谊良缘，A股市场越来越

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重要组成

部分。最高领导层早就高瞻远瞩

地提出了要让老百姓增加财产性

收入。而唯有搞好A股市场，才能

在经济增长的新阶段，让资金回流

到科技创新者的手中，最大程度地

发挥其作用，为经济增长和中华复

兴大业助力。

证券时报作为一个投资者的

舆论平台，在这样的关键转轨期，

更加需要发挥独特作用。让散户

朋友找到监督上市公司和证券市

场机构参与者的有力抓手，从而更

加好地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

展。这应该是投资者对证券时报

的期待，也是投资者对自己的期

待。因为这三十年的经验教训总

结下来，我们会发现：一个好的时

代，是投资者获得丰厚回报的基础

条件。那么让我们的每一次行动

（无论是买入卖出亦或是舆论监

督）都具备一定的使命感，让它成

为助推市场潮流向着好时代去发

展的动力，让它既能够提高我们的

投资回报，也能够促进宏观环境的

改善和进步，这才是关键转型期的

投资者的最优策略。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回首往事，

心潮澎湃；展望未来，更加期待。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
博士）

入市三十年
与时报结缘三十年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水发燃气(603318)12月19日晚公

告，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水发燃气

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燃气集团”）持

有的曹县水发启航燃气有限公司（下

称“曹县启航”）51%股权，交易对价为

4658.65万元。

公告显示，曹县启航拥有已建成

年供气能力 1.8亿立方米的天然气门

站一座，2×60立方米LNG调峰储备站

一座，中压天然气管道约140公里，初

步形成了覆盖经营区域内各主要工业

区天然气供气管网系统。曹县启航拥

有曹县庄寨镇（包含原桃源镇行政区

域）燃气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期限为

2011年 11月 14日至 2041年 11月 13
日，对应由曹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下发

的《燃气经营许可证》经营期限为2023
年11月28日至2026年11月27日。

目前曹县启航开户工业客户 540
余家；气代煤用户 3871户；2022年实

现天然气销售 3587 万立方米；2023
年1至7月实现天然气销售1972万立

方米。

在气源方面，曹县启航管道天然

气引自平泰线 11#阀室，接自曹县东

合新能源有限公司分输站，日输气能

力28万立方米；并与东明鸿奥燃气有

限公司、东明宏昊燃气有限公司中压

燃气管网互联互通，日输气能力分别

为 5万立方米、2万立方米；未来在中

石油、中石化开户后，管道天然气气

源可靠稳定。

曹县启航 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3916万元，净利润 1741万元；2023年

1月至 7月实现营业收入 1928万元，

净利润726万元。

水发燃气表示，此次收购是为有

效解决公司与控股股东水发众兴及

其上级主管单位水发集团之间的同

业竞争，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公司在山

东地区的城市燃气市场布局和地位，

更好地实现立足山东的战略定位。

该项目与公司的高密豪佳、淄博绿周

等项目可以在山东省内形成一定规

模效应，有助于在共同获取气源、开

发客户方面形成一定合力，并扩大公

司品牌效益。

水发燃气曾用名“派思股份”，

2019年该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水发

众兴，水发众兴拥有山东国资背景。

2020年10月，上市公司对淄博绿周和

高密豪佳两个城镇燃气项目的收购

实施完成，当年淄博绿周实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4818万

元；高密豪佳2020年度实现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4563万元。

此后，水发燃气又于 2021 年 12
月 6日晚间发布公告，全资子公司水

发新能源拟以现金支付方式，购买通

辽隆圣峰、铁岭隆圣峰各51%股权，构

建以天然气利用为重点的全产业

链。2022年，水发燃气合并报表范围

新增通辽隆圣峰和铁岭隆圣峰，不但

增加了水发燃气的营收，也成为公司

新的利润增长点。

水发燃气 2022年 9月 15日晚间

公告，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水

发控股持有的鄂尔多斯水发 40.21%
股权；同时，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1亿元。本次交

易完成后，水发燃气将持有鄂尔多斯

水发100%股权，鄂尔多斯水发成为上

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水发燃气在2022年年报当中谈及

2023年工作时表示，努力拓展燃气新业

务，加强燃气板块上下游业务开发、燃

气应用、燃气研发等工作，不断延伸丰

富产业链，重点推进专业化整合。

水发燃气拟收购
曹县启航51%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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