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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叶玲珍

发挥“左右逢源”、连南接北的区

位优势，安徽近年来聚焦新兴产业和

绿色发展，不断擦亮科技创新的金字

招牌，完成向新兴工业大省的跨越，并

朝着制造强省大步迈进。

安徽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

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突破 5万

亿元，达到 50875 亿元，较上年增长

8.9%，营收总量跃居全国第7位、中西

部第1位，晋级“中西部工业第一省”。

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安徽正加速

向“新”而行，向“绿”而动，让更多的科

技之花结出产业之果，在区域协同发

展中闯出一条中部崛起的新路。

产业升级进行时

近日，证券时报记者来到肥西新

能源汽车智能产业园，看见园区内工

程车辆、货运车辆川流不息，项目“进

度条”正在加速刷新中。

公开资料显示，前述项目建成后，

将生产由江淮汽车与华为联合打造的

豪华智能网联电动汽车。目前工厂各

单体车间机电安装已收尾并进入调试

阶段，工艺设备正陆续进场安装。

2023年 12月，江淮汽车与华为达

成协议，将基于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

案，在产品开发、生产制造、销售、服务

等多个领域全面合作，打造豪华智能

网联电动汽车。

进入华为朋友圈，江淮汽车向智

能化发力更具底气。“公司已经明确

了‘核心自研+关键共性技术开放合

作’的智能汽车生态体系发展路径。”

江淮汽车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 5年

将围绕“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生态

化”进行产品开发，预计研发投入超

200亿元，规划超30款产品，研发费用

占比达6%左右。

除华为外，江淮汽车还与中科星

驰、科大讯飞、百度、地平线等企业开

展了深度战略合作，其中与中科星驰

合作的自动驾驶汽车已于去年 9月在

合肥骆岗中央公园投入试运营。

作为“首位产业”，安徽汽车产业

近年来跑出了加速度。2023年，安徽

省汽车产量 249.1万辆，跃居全国第 2
位，同比增长 48.1%。其中，新能源汽

车产量 86.8万辆，位列全国第 4位，同

比增长 60.5%。一组数据或可显示安

徽汽车产业的“江湖地位”：全国每生

产 10辆新能源汽车，约有 1辆产自安

徽；全国每4辆出口汽车，就有1辆“安

徽造”。

从传统的燃油车到电动汽车，再

到智能网联汽车，安徽汽车产业正向

高精尖进发，也成为全省制造业转型

升级、集链成群的一个缩影。据统计，

2015 年~2023 年，安徽战略性新兴产

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由

22.4%提高到42.9%。

总部位于安徽宁国的中鼎股份，

起步于橡胶密封件，此前是一家传统

的汽车零部件企业，近年来抓住电动

化、智能化风口，驶入了发展快车道。

“相较于燃油车，新能源汽车对供

应链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要求

更高，部分零部件的单车价值也更

高。”中鼎股份副总经理、董秘蒋伟坚

表示，目前公司以空气悬挂、NVH轻量

化底盘为代表的智能底盘业务、热管

理总成、密封业务均有产品为新能源

汽车配套。2023年上半年，公司新能

源业务营收达 26亿元，占汽车业务整

体收入三成以上，其中国内新能源业

务营收达 17亿元，占国内营业收入的

四成以上。

近年来，中鼎股份新赛道业务逐

步放量，陆续获得国内外主机厂多个

定点项目，目前在手订单总金额达数

百亿元。

面对持续释放的市场需求，中鼎

股份的产品线也日益丰富。据悉，公

司空气弹簧产品已经开始量产，相关

业务合作正在加速推进，同时磁流变

减震器也在积极布局中。

科技创新底色尽显

探寻安徽的成长密码，科技创新

是其中关键要素。

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23》，安徽省区域创新能力排名全国

第 7，连续 12 年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另据安徽省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

2023年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

长 11.2%、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

率达 70.3%；安徽每万人口有效发明

专利拥有量28.2件、增长19%，创新能

力持续提升。在各个产业赛道，安徽

正将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变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走进位于巢湖之滨的安徽创新

馆，迎面而来的便是一股浓浓的科技

感。世界首个全超导托卡马克科学实

验装置EAST、世界首台量子计算机、

世界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墨子号”、

0.12毫米世界最薄玻璃等重大创新成

果在这里悉数展出，每一件展品彰显

着安徽的科创底色。

如何让科技成果走进实体经济，

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是安徽各地政府

和科创企业持续努力的方向。

“在量子科技发展的‘合肥模式’

中，‘让技术用起来’是对创新最大的

支持。”国盾量子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

时报记者，技术和产品的发展是要在

实际使用中不断迭代、不断前进的。

早期大多数人还不知道“量子”为何物

时，安徽合肥就敏锐地预见到了这一

技术在信息安全领域的应用前景，支

持启动了全球第一个大规模量子通信

试验示范网，合肥市相关政府部门则

成为国内第一批量子保密通信用户。

作为“量子科技第一股”，国盾量

子在量子信息科研成果转化方面走在

行业前列，并持续推动产业生态繁荣。

目前，国盾量子以“祖冲之号”高

性能超导量子计算机为核心搭建了量

子计算云平台，已面向全球开放。生

态合作方面，公司携手中国电信、科大

讯飞等，为“量子密话”、“量子城域网

解决方案”、“量子加密智能办公本”等

提供核心技术支持，其中量子密话全

国用户规模已突破100万。

人工智能龙头科大讯飞一直秉持

“顶天立地”发展战略，“顶天”是指核

心技术始终保持国际领先，“立地”是

让技术成果实现大规模产业化应用。

2023年5月6日，公司正式对外发布讯

飞星火认知大模型，经过历次升级迭

代，2024年1月30日面世的讯飞星火

V3.5语言理解、数学能力、语音交互能

力已超过 GPT-4 Turbo，综合能力逼

近GPT-4 Turbo。
“星火大模型的迭代一直是技术、

需求两条线并行驱动的。”科大讯飞相

关负责人表示，自发布以来，星火大模

型已在讯飞AI学习机、讯飞智能办公

本、讯飞听见APP、星火语伴APP、iFly⁃
Code智能编程助手、星火科研助手、讯

飞晓医等 C 端软硬件，以及教育、医

疗、汽车、金融、工业等B端业务赛道

全面落地应用。

绿色护航高质量发展

如果说科创是向新向精发展的驱

动器，那么绿色低碳则是产业行稳致

远的护航员。

近年来，安徽持续推动能源结构转

型，可再生能源装机及发电量均稳步提

升，传统行业因低碳焕发新生，新型能

源产业链加速完善，“产业绿色化、绿色

产业化”全新格局正徐徐开启。

数据显示，2023年安徽可再生能源

新增装机首次突破千万千瓦，达到1213
万千瓦，同比增长87.5%；可再生能源累

计装机达到4824万千瓦，占全社会发电

装机44.6%，比例为长三角最高。

在绿色低碳发展领域，曾被视为

“碳排放大户”的传统建材大厂海螺集

团表现颇为亮眼。

2018年，海螺集团成立新能源公

司，开启进军新能源领域的序幕；2021
年，新能源公司划入上市公司海螺水

泥，并在次年将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5
亿元增至 50亿元。目前，海螺新能源

业务范围不仅覆盖光伏发电，还将产

业链向上游延伸，投建了BIPV组件、

光伏玻璃等产线。

“水泥产业是电力消费大户，海螺

水泥年外购电量达到 140亿度，未来

在全面放开市场化交易的阶段，掌握

最终消纳权有助于提升新能源项目收

益。”海螺水泥相关负责人表示，硅基

新材料及光伏玻璃行业的产线与水泥

行业同属无机硅酸盐行业，关键工艺

流程及核心装备与水泥产线相似，公

司在运行管理及技术转型上具有先天

优势。

2023年，海螺新能源公司发（放）

电量达 4.29亿度，实现含税销售收入

3.7亿元，利润总额 1.32亿元，成为海

螺水泥新的业务增长极。

除发展新能源外，海螺集团还不

断以数智化赋能水泥生产，在提升运

营效率的同时助力减碳。早在 2016
年，公司便在全椒建成了全球首个水

泥全流程智能工厂，并在集团内快速

推 广 应 用 ，实 现 劳 动 生 产 率 提 升

19.9%、资源利用率提升5%、能源消耗

下降 1.2%、二氧化碳减排 1%、质量稳

定性提升3.7%。

放眼整个安徽，绿色化、智能化发

展已成为各行各业的常态。2023年，

全省完成规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

7737户、规下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应用

3.46万个；羚羊工业互联网平台入驻

用户107.2万户、服务企业510.1万次。

区域协同构建新格局

安徽地处中国地理十字坐标交会

处，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中部

崛起等多个国家战略在此叠加，区域

协同正激发出安徽更大的发展潜能。

目前，安徽正在全力打造“123出

行交通圈”，即合肥都市圈 1 小时通

勤，合肥到省内其他设区市、设区市到

所辖县 1小时通达，长三角城市群、合

肥到邻省省会 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

城市3小时覆盖。

2019年，安徽全域纳入长三角一

体化规划范围，自此全面融入长三角

产业分工协作，并在承接沪苏浙产业

转移过程中阔步前行。

数据显示，2023年沪苏浙在皖投资

在建亿元以上项目3789个，实际到位资

金8743.4亿元、同比增长7.2%；全年安

徽省共吸纳沪苏浙地区技术合同7090
项，合同成交额1061.49亿元，分别占全

省吸纳技术合同的20.2%和22.4%。

从入皖投资的企业类型来看，越

来越多的高新技术企业选择在安徽

落子。

“当时我们决定扩产的时候，考察

了全国二三十个城市，综合分析交通、

资源要素配套、营商环境等多方面因

素，最终还是将扩产地点选在了安徽

全椒。”亿晶光电董秘陈江明告诉证券

时报记者，当地政府对光伏产业发展

如数家珍，招商引资团队十分专业，解

决企业实际问题也颇为高效。

从投产进度来看，亿晶光电全椒光

伏电池及组件项目见证了“安徽速度”：

2022 年 9 月项目签约，11 月初动工，

2023年5月份主体厂房竣工交付，当年

6月份第一条电池产线便全线贯通，耗

时仅 9个月。“安徽给了长三角优质产

业更大的发展空间。”陈江明坦言。

安徽的区位优势也是吸引亿晶光

电的重要因素。“从公司总部常州金坛

到安徽全椒基地，开车只需要 2小时、

高铁则仅需 1小时。我们还开设了往

返全椒基地的班车，实现了‘两城一体

化’管理。”陈江明表示。

作为第一批入驻合肥循环经济示

范园区的光伏企业，协鑫集成在投资

安徽后，也尝到了产业转移、区域协同

的甜头。

“在公司诸多生产基地中，合肥基

地的综合成本最低。”合肥协鑫集成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翔表

示，从供应链来看，头部光伏玻璃及电

池厂商多数在安徽设有产能，产业集

聚效应明显；从市场端来看，安徽居中

靠东，通江达海，海陆空交通发达，外

销通道便捷；从人才端看，安徽合肥近

年来人才回流明显，大量高端人才涌

入也在为公司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一体化让产业链根基更为稳固，

安徽的创新势能也在加速释放。截至

目前，由沪苏浙皖四地政府牵头，长三

角相关企业与科研单位已组建了包括

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集

成电路等在内多个产业链联盟，其中

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链联盟理事长由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担任。刘庆峰

表示，后续围绕现实产业需求及产业

链联盟发展，将考虑从核心技术研发、

产业链安全、产业生态打造、应用场景

及投资等各个方面，做更多工作。

科技创新结硕果
安徽闯出中部崛起新路

受访公司受访公司//供图供图 彭春霞彭春霞//制图制图

证券时报记者 臧晓松

“免税龙头”中国中免(601888)3
月 27日晚间披露年报，2023年实现

营 业 收 入 675.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4.08%；归母净利润67.14亿元，同比

增长33.46%；基本每股收益3.25元。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16.5元（含税）。公司称，营业收

入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内受益于国内

旅游市场逐步恢复向好，带动销售收

入尤其是线下销售持续增长。

2023年，中国中免夯实“深耕海

南”战略。作为中国免税行业代表

企业，中国中免在海南省拥有6家离

岛免税店，包括目前全球第一大和

第二大的免税商业综合体——海口

国际免税城和三亚国际免税城。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强海南整

体运营规划布局：三亚凤凰机场免税

店二期实现开业，作为机场隔离区内

独栋免税购物综合体，涵盖腕表珠宝、

香化、电子产品等众多品类；三亚国际

免税城C区全球美妆广场开业运营，

并重点打造海南首家集合式 SPA中

心，为海南离岛免税提供新的消费场

景；三亚国际免税城二期云戒岛（原河

心岛）改造升级，实现LV等顶级重奢

品牌及Buccellati（布契拉提）等超30
家国际高端品牌开业。

2023年我国旅游市场快速复苏，

入出境旅游市场实现了预期增长。

据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统计，2023年，海南省全省接待游

客总人数为 9000.62万人次，同比增

长 49.9%；实现旅游总收入 1813.09
亿元，同比增长 71.9%。据《2024年

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数据显示，

2023 年 12 家 离 岛 免 税 店 销 售 额

580.9 亿元，同比增长 19.3%。海口

海关数据显示，2023年海口海关共

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437.6
亿元，同比增长 25.4%；购物人数

675.6万人次，同比增长 59.9%；购物

件数 5130万件，同比增长 3.8%。人

均购物金额6478元。

离岛免税购物是海南旅游消费

的“金字招牌”。

目前，海南离岛免税经营主体

共 6家，离岛免税店 12家。中国中

免在年报中表示，在经历 2022年的

市场遇冷后，2023年离岛免税市场

持续复苏，全年离岛免税店销售额

已恢复至2021年九成以上的水平。

此次，中国中免拟每 10股派现

16.5 元（含税）。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20.69亿股，以此

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34.14 亿

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

例为50.85%。

2023 年，中国中免持续优化业

务布局，稳步拓展渠道资源。

口岸渠道方面，公司与首都机

场、上海机场签署补充协议，有利于

进一步提高机场免税业务市场竞争

力；公司成功中标天津滨海国际机

场进出境免税店项目以及大连周水

子国际机场、云南天保口岸、云南瑞

丽口岸、云南畹町口岸等出境免税

店项目经营权，并获得成都双流国

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上海虹

桥国际机场、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广州南站等有税项目经营权，进一

步巩固公司在国内大中型机场及口

岸的渠道优势。

海外渠道方面，公司有序推进

海外项目拓展及免税经营权投标工

作，成功获取柬埔寨暹粒吴哥国际

机场免税店经营权并实现开业，中

标新加坡樟宜机场麒麟精品店经营

权，实现“爱达·魔都号”“地中海号”

邮轮免税店开业。

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中免全面支

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稳步有序推

进重点项目。具体来看，三亚国际免

税城一期 2号地商业部分已开业运

营，酒店部分推进地上结构施工；三

亚国际免税城三期完成建筑方案设

计及土方施工；海口国际免税城项

目，地块一实现主体结构封顶，地块

二（悦领湾项目）实现集中交付，地块

三（悦斓庭项目）实现竣工验收，其他

地块按计划有序推进中。

中 国 中 免 董 事 长 王 轩 表 示 ，

2024年，公司将继续保持战略定力，

聚焦旅游零售业务，打造具有全球

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世界一流旅游零

售运营商。

中国中免去年净利67亿元
拟分红超34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李曼宁

A股民航上市公司中，南方航空

(600029) 率 先 披 露 年 度 成 绩 单 。

2023年，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1599.29
亿元，同比增长 83.7%；归母净利润

亏损 42.09 亿元，虽未能扭亏，但较

上年同期 326.82 亿元的净亏损，已

大幅减亏。

南方航空的经营规模及业绩贡

献高度集中于客运板块。受益于航

空客运需求回暖，2023年，该集团客

运及客运相关服务收入达到1393.34
亿元，较上年增长 122.86%，该部分

收入占全部营收近九成。

南方航空的主要运营指标亦全

面修复。2023年，公司运输总周转

量为 297.91 亿吨公里，比上年同期

上升 81.83%；旅客运输量 1.42亿人

次，比上年同期上升 127.02%；客座

率为 78.09%，比上年同期上升 11.74
个百分点；飞机利用率为每日 8.93
小时，比上年同期增加3.89小时。

民航业有着“高投入”的行业特

点，航空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普遍较

高。2023年末，南方航空资产负债

率为 83.18%（2022年末为 82.34%），

依旧保持了较高的资产负债率。

从全行业表现看，2023 年全球

航空旅行需求持续复苏。国际航协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航空

客运量（按照收入客公里RPK计算）

同比增长36.9%，恢复至2019年水平

的 94.1%。从市场层面看，亚太、北

美和欧洲地区市场表现亮眼。得益

于中国等市场的快速复苏，亚太地

区航空公司的国际客运量同比增长

126.1%，成为拉动全球航空客运业

务增长的重要动力。

中国民航局数据显示，2023年，

中国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1188.3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6.2亿

人次、货邮运输量735.4万吨，同比分

别增长 98.3%、146.1%和 21%；2023
年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50亿元，

连续4年超千亿元；运输机场总量达

到259个，总容量达15.6亿人次。

展望2024年，南方航空认为，中

国民航业形势总体向好。2024年我

国运输生产回归自然增长，国内客

运将继续稳定增长，预计全年国内

航线旅客运输量将达 6.3 亿人次。

国际客运市场将加快恢复，预计

2024年底每周达 6000班左右，恢复

至2019年约80%。预计到“十四五”

末，航空服务将覆盖全国93.2%的地

级行政单元、91.6%的人口、94.5%的

经济总量，旅客周转量在综合交通

体系中占比将提升到35%。

对于 2024年的经营计划，南方

航空强调，2024年公司要继续保持

平稳的安全态势。

南方航空表示将全面提升市场

核心竞争力，解决关键制约因素着力

提质增效。其中包括将增强核心枢

纽网络衔接协同，大力推进全网全

通；推进客户经营体系落地，构建线

上线下全触点的客户经营能力；完善

产品体系建设，丰富个性化需求的产

品组合；深化生态圈建设，拓展产业

板块合作；提升货运核心竞争力，向

全价值链物流服务商转型等。

年报还显示，南方航空 2024年

将以边际贡献总量最大化为目标，

加大国内市场运力投入，提升国际

航线收益品质。国内航线计划增加

广州—郑州—巴彦淖尔、深圳—武

汉—吕梁等。国际及地区航线计划

增加广州—多哈、北京大兴—利雅

得、深圳—利雅得、乌鲁木齐—埃里

温、深圳—墨西哥城—蒂华纳—深

圳、北京大兴—澳门等。

南方航空去年营收增逾八成
亏损金额大幅缩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