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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李曼宁

A股民航上市公司中，白云机场

(600004)率先披露2023年业绩预告。

在连续 3个年度（2020年至 2022
年）亏损后，2023年，白云机场净利润

将重新转正，且实现大幅增长，预计年

度归母净利润为 4.38 亿元至 5.36 亿

元。与之对比的是，2022年该公司净

亏损达到10.71亿元。

民航上市企业是否能够实现盈

利，关键取决于生产指标的恢复程

度。回顾 2023年，国内航空市场需求

逐步恢复，白云机场的生产经营数据

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数据显示，

2023年，白云机场实现飞机起降架次

45.61 万架次、旅客吞吐量 6317.35 万

人次、货邮吞吐量203.11万吨，分别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71.06% 、141.95% 、

7.78%。值得一提的是，白云机场突破

6300万人次的全年累计客流吞吐量，

位居国内机场之首，并锁定了全国机

场年旅客吞吐量“四连冠”。

伴随着生产指标的逐步修复，自

2023年一季度，白云机场业绩便实现

开门红，一季度归母净利润为4472.62
万元，随后第二季度、第三季度，该公

司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 1.13 亿元、

1.16亿元。前三季度合计盈利达 2.74
亿元。以最新年度业绩预告测算，

2023年第四季度，白云机场单季归母

净利润预计约在1.64亿元至2.62亿元

区间，呈现出逐季向好的趋势。

白云机场曾在2023年11月份召开

的业绩说明会上表示，股价的变动受多

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市场情绪、行业景

气度、公司财务状况等。2023年以来，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持续向好，业务量稳

步提升的同时，经营业绩持续改善。

此外，上海机场、深圳机场2023年

前三季度也实现了盈利，两大A股机场

公司暂未披露年度业绩预告。二级市场

上，2023年，A股航空机场板块整体走

弱，白云机场年跌幅接近34%，上海机

场、深圳机场同期跌幅分别约43%、18%。

从全行业表现观察，龙头机场业

绩大幅扭亏，表明国内民航业正整体

转暖。根据航班管家测算，2023年我

国民航旅客运输量预计完成 6.2亿人

次，同比 2022年增长 145.9%，整体恢

复至2019年的93.8%。分航线类型来

看，国内航线预计完成旅客运输量5.8亿

人次，同比 2019年增长 1.5%，国际/地
区航线预计完成旅客运输量0.36亿人

次，同比 2019 年下降 58.4%（恢复率

41.6%）。

月恢复趋势上，国内市场恢复迅

速，从 2023年 4月份开始超过 2019年

同期，暑运期间达到峰值，超 2019年

10%以上，2023年第四季度有所回落，

但整体仍高于 2019年同期。国际/地
区市场恢复相对滞后，不过整体呈现

稳中有进、逐步恢复的态势，2023年年

末月度恢复率已超六成。

近期召开的全国民航工作会议透

露，2023年全行业大幅减亏1872亿元。

不 过 ，按 照 2022 年 披 露 数 据 测 算

（2022 年全行业亏损 2174.4 亿元），

2023年我国民航业仍然亏损约300亿元，

尚未实现盈亏平衡。

白云机场重新“起飞”
业绩预告净利大增

证券时报记者 叶玲珍

1月 12日晚间，六国化工(600470)
发布公告，公司于 1月 11日收到铜陵

市铜官区监察委员会签发的立案通知

书和留置通知书，常务副总经理黄建

红因涉嫌职务违法犯罪问题被立案调

查和实施留置措施。六国化工表示，

已对黄建红负责的相关工作进行了妥

善安排。

截至目前，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管

均正常履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没有受到该事件影响。“他（黄建红）任

职的单位比较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还不清楚。”六国化工相关负责人

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公司已经在第一

时间对黄建红负责的工作进行了相关

安排，不会影响公司经营。

对于黄建红被立案调查和留置的

原因，六国化工公告中仅透露是涉嫌

职务犯罪，具体涉及事项尚未可知。

根据公告，黄建红兼职单位颇多。除

担任六国化工常务副总经理外，还兼

任六国化工子公司安徽六国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子公

司吉林六国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执行董事，孙公司兰格（香港）商贸

有限公司(首任)董事。2020年1月，黄

建红被聘任为六国化工常务副总经

理，截至目前任职近 4 年。2020 年~
2022年，黄建红从上市公司取得的税

前报酬分别为 68.49 万元、102.67 万

元、82.48万元。

据悉，六国化工主营化肥肥料，主

要产品为磷酸二铵、磷酸一铵、复合

肥、尿素、水溶肥，拥有“六国”、“淮海”

等中国驰名商标。2023年11月，六国

化工控股股东铜化集团启动控制权变

更事项，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按照股权变更框架协议，化工龙

头万华化学及其关联方拟通过受让

股权、增资等方式，取得铜化集团化

工业务 51%股权，同时持有其非化工

业务 34%股权。若该交易顺利完成，

万华化学将成为铜化集团化工业务

的控股股东，六国化工及其兄弟上市

公司安纳达实控人将变更为烟台市

国资委。

按照约定，分立前的铜化集团股

权价值交易上限不超过 60亿元，各方

力争在 2023年 12月 31日前完成相关

股权的交割或变更。截至目前，前述

事项尚未有公开进展。

万华化学此前曾表示，将通过本

次收购完善上游原材料供应链，增强

电池业务核心竞争力。铜化集团钛白

粉在行业处于前十名，该业务与万华

化学现有涂料业务具有互补及协同效

应；与此同时，通过在铜化集团矿业业

务参股 34%，能够进一步保障磷矿资

源，解决磷资源需求瓶颈问题。

对于铜化集团而言，借助万华化

学成熟煤化工经验，其煤气化装置能

够得以优化，现有产品市场竞争力有

望提升。而在前述股权变更事项披露

之前，万华化学、铜化集团已经就相关

项目达成战略合作。

2023年 10月，前述两方与中国化

学工程集团、襄阳市政府达成协议，拟

在襄阳市南漳县联合投资建设中化学

新能源产业园，聚焦新能源、高端电子

化学品、食品级磷酸盐、工业级磷酸盐

等领域，打造全链条循环经济园区，实

现磷资源梯级开发利用，项目总投资

达350亿元。

作为铜化集团旗下化工板块的重

要一员，六国化工能否受益万华化学

入主后带来的协同效应，尚待时间观

察。截至目前，六国化工与万华化学

没有业务合作。从六国化工的转型路

径来看，或许有望在上述系列合作中

分得一杯羹。

据悉，公司正加快推进精细磷酸

盐、电子化学品、化工新材料和新型环

保肥料项目建设，其中电池级精制磷

酸已实现批量供货，并间接进入湖南

裕能、国轩高科等头部锂电企业供应

链。业绩方面，六国化工短期业绩承

压，2023年前三季度营收净利双降，其

中营业收入为 52.63 亿元，同比下滑

13.99%，净利润为亏损 1141.66万元，

同比由盈转亏。

高管涉嫌职务违法遭调查
六国化工称公司经营正常

证券时报记者 李小平

桐乡“化纤双雄”在股价遭到重

挫后，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1月12
日晚，新凤鸣（603225）公告业绩预

盈，桐昆股份（601233）则公告了盟

友增持进展。

新凤鸣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

计2023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10.3亿

元~11.3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

现扭亏为盈；预计 2023年度扣非净

利润 8.5亿元~9.5亿元。2022年，新

凤鸣归母净利润-2.05亿元；扣非净

利润-3.79亿元。

对于预盈的主要原因，新凤鸣

解释，2022年受原料成本大幅上涨

以及宏观经济下行影响，市场需求

发生阶段性萎缩，公司产销与价差

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2023年随着

国内稳增长政策的持续发力，行业

供需边际明显改善，公司产销与价

差有所扩大，景气度提升。同时，报

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主要由计入

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影响所致。

1月12日晚，桐昆股份披露的股

东增持进展显示，自2023年6月9日

至今，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浙江

磊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磊鑫

实业），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增

持公司股份 2411.5 万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 1%，累计增持金额为

3.26亿元。截至 2024年 1月 12日，

磊鑫实业持有公司 1.48 亿股股票，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13%。

磊鑫实业与桐昆股份属于关联

公司，实控人均为陈士良。1月11日

公告显示，自2023年6月9日至2024
年 1月 11日，磊鑫实业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合计增持上市公司 2378.5
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99%，

累计增持金额为 3.22亿元。1月 12
日，桐昆股份再获磊鑫实业增持 33
万股。

桐昆股份和新凤鸣释放积极信

号的背后，是一则备受业界关注的

巨额投资计划。

1月10日，新凤鸣发布了一则约

200亿元的投资计划公告，全资子公

司桐乡市中鸿新材料有限公司，拟

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在桐乡市融

杭经济区洲泉区块实施“年产250万

吨差别化聚酯纤维材料”、“10万吨

聚酯膜材料项目”，项目总用地约

1080亩，总投资约200亿元。

巨额产能扩充计划，引发市场

疑惑和担忧。1月11日，关系紧密的

桐乡“化纤双雄”新凤鸣和桐昆股

份，股价一度双双跌停。

就公司投资所需资金问题，新

凤鸣董秘杨剑飞表示，此次200亿元

投资计划项目分两期，其中一期有

明确规划，二期尚未规划。一期分3
年实施，共计需要资金约 35 亿元。

公司测算过，包括印尼项目和此次

200亿元投资的一期项目，两个项目

一年合计所需资金约 40亿元，而公

司这几年流动资金，每年约 50 亿

元。两个项目以自筹资金为主，同

时结合银行贷款。从资金角度来

说，完全能够运转得过来。

对于此次扩产是否会冲击行业

供需结构，杨剑飞表示，目前，一期

项目明确有时间表的落地项目，建

设 25万吨/年聚酯生产装置（阳离子

纤维产品）1套、40万吨/年聚酯生产

装置（差别化纤维产品）1套，其他项

目今后将视情况落地、推进。按照

目前的投资进度，对行业带来的增

加供给 5%。在此之前，行业平均产

能增加在 15%左右。而且，从 2023
年以来，同行的产能投资也降下来

了。所以，市场完全有能力消化。

一番积极“自救”的组合拳之后，

新凤鸣和桐昆股份的股价走势得到

改善。二级市场显示，1月 12日，新

凤鸣和桐昆股份涨幅均超过1%。

股价重挫后积极护盘
“化纤双雄”同步释放利好

证券时报记者 赵黎昀

2023 年下半年持续上行过后，

焦炭市场近两月出现高位回落，新

年已落地两轮降幅。

截至 1 月 12 日收盘，期货市场

上焦炭主力合约2405报2386元/吨，

较去年 11月末 2720元/吨的价格已

下跌超12%。而现货市场上，继新年

首周焦炭市场首轮提降落地，出现

100元/吨~110元/吨的降幅后，近日

焦炭二轮提降再度全面落地，累计

降幅达200元/吨~220元/吨。

“近期随着钢厂盈利下滑，检修

减产增多，钢企对原料采购及到货

节奏的积极性下降。”兰格钢铁研究

中心分析师王国清分析近期焦炭价

格走弱原因时称。据调研数据显

示，截至2024年1月12日，全国主要

钢铁企业高炉开工率为75.5%，较上

周下降 0.6个百分点；全国 201家生

产企业铁水日均产量为 216.98 万

吨，周环比减少 1.47 万吨。全国主

要钢企高炉开工率和铁水日均产量

均呈现小幅下降的态势。

华泰期货研报也称，近期钢厂

进入消费淡季，钢厂利润持续亏损，

铁水产量继续下降，焦炭刚需减

少。部分钢厂对焦炭进行二轮提

降，山东主流钢厂对焦炭提降落地，

市场成交仍显疲软，供应有所收紧，

目前部分焦企小幅累库。

“2023 年部分主流钢厂焦炭库

存同比上年有所修复，且钢厂实际

采购并未遇到明显压力，整体 2023
年焦炭供需相对平衡。2023 年 10
月，山西 4.3米焦炉产能退出，致使

钢厂焦炭库存有所下降，供需阶段

性错配使得个别钢厂库存有所回

落。但随着后期置换焦炭产能陆续

释放，钢厂焦炭库存逐步恢复。”对

于 2023年的焦炭市场表现，上海钢

联分析师杨昊称。

2023年国内焦炭市场走出先抑

后扬的走势，上半年在成本坍塌和

下游主动去库压力下，焦炭价格表

现为大幅下跌趋势。下半年随着钢

厂利润有所转好，下游需求持续处

于高位状态，伴随着低库存下钢厂

释放出的补库需求，焦炭走出震荡

上行行情。“对于钢铁市场而言，焦

炭价格的下行，可带来钢企成本下

行，扩大部分企业利润空间。但同

时使得成本对市场支撑作用减弱，

对于供需双弱的市场或增加其波动

压力。”王国清表示。

在产业矛盾积累、双焦继续回

落、淡季特征明显以及美元降息预期

减弱的大背景下，钢铁市场行情延续

震荡下跌状态，多个钢种基本回吐了

元旦后两天的涨幅，回到 2023年 12
月底的水平。期货盘面在预期减弱

回归弱现实，跌幅更大，远月螺纹价

格甚至贴水华东地区现货价。

对于焦炭后续价格走势，王国

清表示，随着春节逐步临近，钢材市

场呈现供需双弱局面，对焦炭需求

及价格形成一定的抑制。从供应端

来看，目前部分焦企将执行50%的限

产，焦炭供应面临一定收缩压力，但

整体供需偏弱态势仍将延续。华泰

期货也认为，焦企处于微亏损状态，

下游钢厂利润欠佳，原料冬储补库

意愿不足，煤矿出货未有明显改善，

部分矿点库存累积较大，双焦价格

继续承压运行。

杨昊称，焦化产能变化不会制约

焦炭产量释放，考虑低利润下，焦企会

有主动减产行为，下游消费小幅增长，

预计焦炭产量会同步小幅增长，整体

产量预估增加300万吨左右，焦炭产

能利用率77%，今年焦炭产能利用率

在亏损压力下或会下降1个百分点。

他认为，利润以及需求将成为

钢厂开工的主要制约点，在政策刺

激下，拉动内需成为今年需求主要

增长点，2024 年，粗钢产量预计微

增，焦炭需求增加约130万吨。总体

来看，2024年供需双增，但需求增幅

不及供应增量，焦炭开始累库。总体

来看，预计2024年焦炭产能保持继续

增长的局面，由于自身的供需趋向宽

松，整体焦化行业利润处于低位。焦

炭价格上预计全年震荡幅度收窄，价

格区间为 2100元/吨~2600元/吨（河

北邯郸准一干熄焦）。

供需双弱
焦炭价格或仍延续下行趋势

证券时报记者 曹晨

随着春节临近，餐饮消费持续火

爆，尤其是以团年宴为主题的餐饮宴

席需求激增。

近日，证券时报记者走访了北京

地区的多家餐厅发现，许多热门饭庄

的团年宴预订热潮已经提前到来，多

家餐企针对公司年会的团年宴订单大

幅增长，不少餐厅的家庭团年宴预订

趋近饱和，还有多家餐企精心准备的

年菜礼盒也迎来大卖。

“开年以来团年宴市场火爆，尤其

是高端餐厅订单量增长明显，反映出消

费者对于节日餐饮的需求持续增长。

这背后是经济逐步恢复的重要标志，也

是消费信心、消费意愿以及消费能力逐

步回暖的具体表现。”中国食品产业分

析师朱丹蓬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距离春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不

少餐厅门外早已张贴了年夜饭预订的

告示。“从去年中秋节开始，就有顾客

开始预约西贝的年夜饭，元旦前后顾

客预约迎来高峰期。以西贝莜面村北

京六里桥店为例，在元旦前夕全部包

间就基本预订完毕。西贝莜面村北京

其余门店的预订情况较往年有较大涨

幅。”西贝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多家老字号餐厅的预订热潮也提

前到来。证券时报记者走访了全聚德

北京和平台店，接待人员告诉记者，“今

年元旦以来，餐厅堂食消费颇为火爆。

在团年宴预订方面，除夕当天和春节前

三天的包厢都已在一周前预订完毕，就

连堂食大厅也没有空位。目前，初五、

初六还有少量包厢，预订需要抓紧。”

团年宴预订的火爆也传递到二级

市场。1月 10日、1月 11日，“烤鸭一

哥”全聚德个股涨幅分别为 9.98%、

2.8%，不过 1 月 12 日，全聚德收跌

0.37%，最新报收13.54元/股。

临近岁末，团年宴等餐饮宴席需

求的大幅增长，让火锅龙头海底捞外

送新业务订单迎来大增。“自去年 8月

上线以来，欢乐宴业务收入每月环比

平均增速达50%，尤其是临近岁末，团

队宴席需求明显升温，欢乐宴订单增

速更为明显。欢乐宴是海底捞一种定

制化的外送业务，外卖场景也不再局

限于家庭、办公场所。”海底捞社区营

运总经理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整体看，今年 1月以来，在美团平

台上线年夜饭堂食套餐的全国餐饮商

户数较前一个月同期增长近 4倍，相

关套餐订单量增长超300%。其中，武

汉、天津、上海、南京、无锡的预订需求

位居全国前列。除烤全羊、烤鸭等传

统硬菜，波龙、帝王蟹、鲍鱼等海鲜也

是今年市民岁末餐桌的新宠。

此外，线上订座的新消费趋势下，

不少餐厅开通了年夜饭桌位手机预订

功能。美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平台已

设置“岁末团圆夜家宴提前订”线上专

区，即日起到春节期间全程推广提供

此类服务的门店，帮助门店提升订单，

增加确定性收益。

除了团年宴预订热潮外，不少餐

企推出的年菜或年货礼盒备受消费者

关注。为了迎接农历新年，西贝在元

旦前推出“一桌年夜饭组合”“宝贝年

菜大礼包”“草原牛羊礼盒”等年菜礼

盒；全聚德也推出了“臻品家宴”系列

龙年新款家宴礼盒，以及镇桌盆菜“全

家福佛跳墙”、丰泽园“蒸蒸日上”等年

货产品。元旦期间，呷哺呷哺龙年春

节酱料礼盒上市。“今年春节礼盒我们

预定了 45万份，首批 17万份已到店，

部分门店三天内就售罄。”呷哺呷哺相

关负责人表示，礼盒主打的是春节在

家聚餐的消费场景，让消费者在堂食

以外的地方也能品尝到核心产品。

餐饮行业持续向好背景下，不少

餐企加快开店的步伐。西贝方面透

露，元旦前的两个月内，西贝莜面村在

9座城市连开了9家新店。2024年，西

贝莜面村将继续拓展门店，预计会突

破 400家；呷哺集团方面表示，元旦至

春节前夕，呷哺呷哺在全国将有 20余

家新店陆续亮相。“随着南下扩张战略

的落地，呷哺呷哺 2023年新开及焕新

店餐厅近 200家，平均每 1.8天就有一

家新餐厅亮相。”

中银证券最新研报认为，除夕年

夜饭可以视作餐饮业风向标之一，

2023年 12月以来，上海、广东、湖南、

陕西等地餐厅年夜饭预订已经启动，

许多热门餐厅的预订热潮提前到来，

公司主营业务餐饮宴席有望在节假

日迎来预订热潮，并快速兑现业绩

预期。

餐饮消费持续火热 餐企团年宴订单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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