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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吴志

春秋航空（601021）二代接班进

程正在加速。2月26日晚，春秋航空

披露了公司创始人王正华的最新

动作。

公告显示，公司控股股东春秋国

旅及其一致行动人春秋包机的股东

王正华、王煜、王炜已签署股权赠与

协议。协议约定，王正华将其持有的

部分春秋国旅和春秋包机的股权赠

与王煜。

王正华生于1944年，现年80岁，

系春秋航空创始人。王煜系王正华

长子，王炜系王正华次子。

向长子赠与股权

春秋国旅为春秋航空当前控股

股东，春秋包机、上海春翼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春翼投资”）、上海春

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翔投

资”）是春秋国旅的一致行动人。

春秋航空创始人王正华及其子

王煜通过控制春秋国旅、春秋包机及

春秋国旅的一致行动人春翔投资、春

翼投资，合计拥有春秋航空56.64%股

份对应的表决权，是公司的共同实际

控制人。王炜也是王正华、王煜的一

致行动人。

根据春秋航空公告，本次股权赠

与实施前，王正华、王煜、王炜分别持

有春秋国旅 32.37%、21.58%、10.79%
的 股 权 ，以 及 春 秋 包 机 25.91% 、

17.27%、8.64%的股权。

股权赠与实施后，王正华、王煜、

王炜分别持有春秋国旅1%、52.95%、

10.79%的股权，以及春秋包机 1%、

42.19%、8.64%的股权。

简单来说，王正华将大部分春秋

国旅及春秋包机股权，赠与了其子王

煜。不过，春秋国旅及春秋包机、春

翔投资、春翼投资持有春秋航空的股

份数量及比例未发生变化，王正华、

王煜仍是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王

炜为一致行动人。

值得一提的是，王煜和王炜目前

持有的春秋国旅、春秋包机股权，也

是 2023 年 11 月才取得的。2023 年

11月，春秋国旅和春秋包机发生股权

变动，起因是王正华之妻陈秀珍于

2022年 3月逝世，根据陈秀珍女士的

遗嘱，其去世后财产由王正华、王煜、

王炜三人共同继承。

在该次权益变动前，王正华持有

春秋国旅64.74%股权，持有春秋包机

51.82%股权。这些股权作为夫妻共

同财产，由王正华及陈秀珍分别拥有

二分之一的所有权。

根据遗嘱并经王正华、王煜、王

炜三人协商一致，王煜继承春秋国旅

21.58%股权和春秋包机 17.27%股

权；王炜继承春秋国旅10.79%股权和

春秋包机8.64%股权。正是在这次权

益变动后，春秋航空的实际控制人由

王正华一人，变更为王正华和王煜。

春秋航空当时表示，该次变动系

在遗嘱继承的前提下，就陈秀珍遗产

的继承，既考虑遗产分割的独立性，

同时兼顾春秋航空的长远发展。

“二代”走上前台

资 料 显 示 ，王 正 华 生 于 1944
年。1981年，王正华创立上海春秋旅

行社并担任社长。1987年至今担任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即春秋国旅)董事长。2004年，王正

华创立春秋航空。

王正华长子王煜生于 1970 年，

他毕业于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并曾

先后在罗兰贝格、毕博、翰威特等公

司任职。此后，王煜曾担任春秋航空

董事兼总裁、春秋国旅董事、春翼投

资董事长等职。

2017年 3月，王正华辞去春秋航

空董事长职务，同时申请辞去公司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一职，但仍在

公司继续担任董事。王正华辞任后，

王煜开始担任春秋航空董事长至今。

王正华次子王炜也在家族企业

中担任要职。资料显示，王炜 1975
年出生，毕业于日本下关市立大学。

2011年起，王炜先后担任春秋航空日

本株式会社筹备室室长、社长、会长；

春秋国旅日本地区总代表；春秋国旅

副总裁等职。2022年 6月以来，王炜

任春秋国旅总裁，并自2023年6月以

来担任春秋航空董事。

秉持节俭理念

春秋航空最新市值超过 550 亿

元。2023 年胡润百富榜显示，王正

华、王煜合计拥有财富 215亿元，排

名243位。

不过，多年来，王正华一直秉持

节俭理念，并被外界津津乐道。王正

华曾在一次演讲中表示，“就算赚了

钱，也要过苦日子，我们家里一直到

今天仍然是这样”。他在演讲现场向

观众展示自己身上的西装穿了 20多

年，最大的补丁有24cm×34cm。

“不是钱的问题，我现在是亿万

富翁，关键是资源问题，地球的资源

是整个人类的，不是有钱就去挥

霍。”王正华表示。

王正华还提到，他的办公室里什

么都有，但是最值钱的是当年 100元

买的坐了 20多年的沙发，“到现在为

止，来了贵宾就坐在这个 100元的沙

发上，我在没有卸任的时候，1 年有

100天晚上就睡在这沙发上面”。

王正华次子王炜也曾对外表示，

无论是自己成长的家庭氛围，还是之

后去日本留学的独立、艰苦，都让自

己在日后的工作、生活中，从未与“奢

华”有太多关联。

八旬创始人向长子赠与股权
春秋航空接班格局落定

证券时报记者 赵黎昀

春节过后，各行各业陆续复工复

产，随着天气逐步转暖，建筑行业也

将迎来一年一度的新春开工旺季。

近期广西、福建、广东等地水泥市场

价格有回暖迹象，但据行业人士反

馈，当前下游需求依然偏弱运行。

“春节之后，广西、福建、山东、广

东水泥价格通知上涨 20元/吨~30元/
吨，目前市场反馈，市场落实情况不

一，部分区域价格上涨后，实际并无成

交。”百年建筑网水泥分析师汪如

意称。

卓创资讯数据也显示，节后广

西、福建、广东水泥和熟料价格上涨

20 元/吨~30 元/吨，但四川、重庆、江

苏、上海、浙江、江西水泥价格则在春

节期间和节后陆续下调了 10元/吨~
30元/吨不等。

“春节前两广和福建地区部分企

业的主流品种水泥价格降至成本线

附近或者低于成本线，节后市场需求

虽还未启动，但主导企业已开始进行

价格推涨，主要是为了扭亏为盈。”对

于节后部分地区的价格宣涨，卓创资

讯分析师侯林林表示，受低温寒潮天

气和春节前工地、搅拌站回款较差影

响，春节后社会资金流动性不足，水

泥市场需求恢复十分缓慢，目前各地

水泥销量实际只有正常水平两成到

四成不等，并且很多企业的涨价，市

场反应还未有执行到位。

“广西和福建部分企业散装水泥

涨价若执行到位，那么高标号散装水

泥的价格也仅仅是回到含税保本价附

近，暂时很难真正扭亏为盈。”她说。

汪如意也分析，近期部分地区水

泥涨价主要是厂家急需修复利润，而

春节前后，各地执行错峰生产，目前

厂家库存压力较小，为涨价提供一定

支撑。

据百年建筑网首期开复工调研

显示，广西市场首期项目开复工率达

33.7%，劳务上工率 26.9%，居华南区

域前列。节后复工节奏进一步加快，

部分基建工程散装水泥需求量回升，

为价格上涨提供一定的需求支撑。

据南宁水泥企业反馈，元宵节后南宁

周边部分高速、机场周边等项目陆续

复工，需求较之前有小幅提升，较为

看好本轮涨价落实。同时，广西市场

节前散装水泥价格持续低位，同比去

年同期下跌80元/吨至100元/吨。部

分企业存在亏本出量的情况，因此涨

价意向较为强烈，此轮涨价也是为了

修复利润。

水泥生产的原燃材料主要为石

灰石、煤炭、矿粉等，其中煤炭成本在

水泥生产成本中占比达 40%左右。

2023年国内动力煤市场价格维持高

位震荡运行，使得水泥生产成本处于

高位，行业利润伴随价格下行持续下

降，部分商家处于亏损状态。

2023年国内水泥产量达到近年

低点，同年 6月至 10月，水泥价格也

跌至近年低位，华东地区甚至出现

230元/吨至 240元/吨的低价，企业生

产一吨要亏损几十元，全年水泥生产

亏损时长达五个月。

在汪如意看来，随着水泥均价持

续下移，预计今年水泥行业利润持续

下探，但降幅或有所收窄。

她表示，从百年建筑网调研的施

工开复工，及水泥、混凝土出库量相

关数据来看，节后开复工数据同比去

年有所提升，但是水泥、混凝土出库

量同比去年均有下降，主要因为部分

项目开复工后，实际工程进度尚未跟

上，后期随着雨雪天气好转，需求或

将进一步回升。

此外，从项目总数来看，今年项

目数量总体有所下滑，春季总体需求

或将呈现旺季不旺的态势，价格震荡

运行，一季度全国多地执行错峰生

产，在厂家急于修复利润的情况下，

涨价有一定支撑，另一方面也是以涨

止跌，刺激下游发货，随着 4月各地

错峰生产结束后，供应压力或将有所

增加。

侯林林判断，由于社会资金偏

紧、房地产和基建类施工项目同比减

少，预计今春市场需求启动后，可能

恢复迟缓，需求量也将较往年同期偏

弱。3月下旬到 5月份，是水泥行业

传统旺季，水泥需求可能出现季节性

好转，但总量将少于往年同期。水泥

企业加大错峰停窑的力度，也是为了

提升开年的价格基础。预计传统旺

季，需求可能旺季不旺，不过在主导

企业错峰生产和成本压力驱动下，水

泥价格将有震荡上涨趋势，但总体涨

幅较小。

节后部分地区水泥价格小幅上涨

证券时报记者 刘灿邦

回A不到一年，阿特斯(688472)在产

能扩张上毫不含糊，多个大项目相继上

马。2月26日晚间，阿特斯公告，为快速

提升N型先进产能规模及产品竞争力，

增加市场占有率，公司计划在江苏省淮

安市涟水县建设年产14GW切片+14GW
电池+14GW 组件新能源产业园项目。

预期 2024年 3月土建设备进场，安装调

试完成后快速形成产能。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96.3亿元（含

配套流动资金），将分三期建设，一期项

目的代建厂房自土地摘牌后1个月内开

工建设，每期项目厂房建设周期不超过

7个月，设备安装周期计划不超过6个月

（设备进场之日起算），投资回收期为

3.15年（不含建设期）。

谈及本次投资的影响，阿特斯称，项

目符合淮安市制造业重点项目认定标

准，有利于加快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

新能源产业集群，可享受地方政府招商

引资相关优惠政策的大力扶持。

此外，由于淮安市涟水产业园靠近

公司现有宿迁、盐城、扬州三大基地，公

司可以通过产能集群效应，实现人才和

技术等资源共享，提升企业整体运营效

率，是公司平衡调整各地产能落地节奏、

优化产能布局的选择。项目建设将增强

公司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加市场份额。

关于本次投资，阿特斯提示风险说，

本项目预计投入资金较大，后续需要公

司通过银行融资、股权融资等方式解决

资金问题，相关资金筹措情况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因此可能存在资金筹措的

进度或规模不达预期的风险，进而影响

本投资项目的投资规模及建设进度。同

时，随着光伏产能逐步扩大，组件价格也

在逐步降低，从而影响电池、切片及下游

产品价格，影响项目盈利。需要时刻保

持技术先进性、开发新产品、提高市场占

有率，从而降低经济风险。

4个月前，阿特斯于 2023年 10月底

宣布，计划在美国组件产能投资的基础

上，持续布局海外N型电池片产能，启动

美国阿特斯年产 5GW高效N型电池片

项目计划，预期将于 2025 年底投入

生产。

在去年10月的一场电话会议中，阿

特斯表示，公司 2023年N型 TOPCon扩

产分为三个基地，一是宿迁基地 8GW
TOPCon电池片产能已于当年4月投产，

二是扬州基地 14GW TOPCon电池片产

能，三是泰国基地 8GW TOPCon电池片

产能，均正常爬坡推进中。此外，去年8
月，阿特斯内蒙古呼和浩特新能源全产

业链项目开工。

阿特斯近百亿元的新项目投资计划

目的十分明确，一是扩大产能，保障自身

供应能力，二是提升N型产能占比。阿

特斯此前曾表示，2023 年公司 TOPCon
产量还没完全释放，预计2024年会有大

幅提升。

不过，“前有强敌后有追兵”或许是

对阿特斯当前境况更好的概括。根据

InfoLink 发布的数据，2023 年，通威股

份、阿特斯并列全球组件出货量榜单第

五。与此同时，组件厂家之间分水岭划

分明显，2022年前四名厂家与第五名开

始的厂家出货量差距 20GW，但到了

2023 年 ，前 四 名 出 货 规 模 起 步 高 达

60GW，与 后 段 厂 家 的 差 异 增 加 到

30GW。

阿特斯在调研中表示，至 2024 年

末，公司预计拉棒、硅片、电池片和组件

产能将分别达到 50.4GW、55GW、60GW
和 61GW，这一规划中的产能规模与前

四名厂家当前规模就已存在较大差距。

从“后有追兵”的角度讲，回溯过往

资料，阿特斯已稳定在榜单中段长达 5
年以上，但通威股份2022年才刚刚进入

榜单前十，仅仅一年，组件出货量就跃升

至与阿特斯同一水平。在产能规划方

面，阿特斯也不及2023年出货量第七的

正泰新能。

据悉，截至 2023年底，正泰新能已

达成电池产能 53GW，组件产能 55GW，

其中TOPCon占比 81%。2024年规划电

池产能 65GW，组件产能 75GW，TOPCon
占比85%；2025年规划电池产能90GW，

组件产能 100GW，TOPCon 占比 90%。

此外，正泰新能规划2024年组件出货目

标为50GW~60GW。

相比之下，在今年 1月的机构调研

中，阿特斯表示，2024年，公司全年预计

组件出货量在 42GW~47GW，全年预计

大 型 储 能 系 统 出 货 量 在 6.0GWh~
6.5GWh之间，相比2023年增速较大。

InfoLink 的预测显示，2024 年组件

需求增幅将出现放缓，年增率仅约11%，

量体约 460GW~519GW，前十榜单中的

厂家规划高达700GW的量体，竞争激烈

的态势将持续至2024年。

阿特斯拟近百亿资金
投建光伏项目

证券时报记者 吴志

因拟将自用房产转为投资性房

产，精伦电子（600355）此前收到交易

所监管工作函。2月26日，精伦电子

对工作函予以回复。精伦电子表示，

公司不存在规避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的情形。

近期，精伦电子股价大涨。自 2
月19日以来已连续6个交易日涨停，

其间涨幅达 77%。2月 26日精伦电

子收于4.39元/股，市值21.6亿元。

2月 7日，精伦电子公告，拟将部

分已经用于对外出租的自有房地产，

转为投资性房地产进行核算。

精伦电子表示，为了提高公司总

部办公环境的利用效率，从 2020 年

开始，公司已将部分空置的自用房地

产用于对外出租获得收益。经过近

三年发展，出租面积的比例稳定达到

90%以上，租金和服务收入成为公司

稳定和持续的收入来源之一。公司

拟将此部分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

产进行核算。

通过评估，对该投资性房地产公

允价值进行估价后调整房地产账面

价值和所有者权益。本次评估增值

1.55 亿元，计入所有者权益 1.32 亿

元，计入递延所得税负债2324万元。

预计上述调整对 2023年及以前

不影响，2024年 1~12月减少折旧摊

销 132万元，利润总额增加预计 132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号——

投资性房地产》，投资性房地产，是指

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

而持有的房地产。投资性房地产应

当能够单独计量和出售。

自用房地产，即为生产商品、提供

劳务或者经营管理而持有的房地产不

属于投资性房地产。企业有确凿证据

表明房地产用途发生改变，如有自用

建筑物停止自用，改为出租等情形，应

当将其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精伦电子表示，公司目前投资性

房地产项目位于所在城市的核心区

域，有活跃的交易市场，采用公允价

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具

有可操作性。公司将部分自用闲置

房地产拟计入投资性房地产，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 3号——投资性房

地产》规定。

不过，2月7日精伦电子收到上交

所监管工作函。监管工作函要求公司

说明此次调整核算方式的具体原因、

依据及合理性，本次调整是否存在避

免2024年及以后年度净资产为负，从

而规避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2月 26日，精伦电子回应监管工

作函。对于此次调整核算方式的具

体原因，公司表示，公司总部办公楼

房地产于 2007 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初期预留了一部分办公区域用于扩

大经营规模。从 2020 年开始，公司

将部分空置的自用房地产（2 栋、3
栋、4栋）用于对外出租获得收益。

2020年至 2022年为疫情影响期

间，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到房屋

出租业务的稳定性需要进一步观察，

未将已出租的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

产核算。2023年随着经济陆续恢复，

公司预计未来出租率将维持在一个稳

定的区间。因此计划将已出租的房地

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

精伦电子公告显示，其拟转换的

办公楼，2021年至 2023年的整体出

租率由69.6%上升至87%。

2022年租金收入为861.93万元，

约占当年营业收入的 4.8%。2023年

的租金收入为894.8万元。

精伦电子另表示，公司披露的

2023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89亿元，

根据公司历年的经营情况和发展趋

势，不会触及净资产为负值的情况。

此次通过评估对前述房地产公

允价值进行估价后调整房地产账面

价值，计入所有者权益 1.32亿元，虽

然对公司的净资产账面价值有较大

影响，但并不存在为了规避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而调整净资产的行为。

精伦电子是一家从事工业用缝

制设备等产品生产的企业，公司早在

2002年即已上市。近期，精伦电子股

价大涨，已连续6个交易日涨停。

股价六连板 精伦电子回复交易所监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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