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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唐强

6月 25日，四川长虹（600839）正

式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公司董

事长柳江、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杨金、

董事会秘书赵其林等高管团队出席

会议，并吸引了多位投资者参加现场

会议。

这是柳江成为四川长虹新任“掌

门”后，首次主持公司年度股东大会。

年报显示，2023年四川长虹实现

营 业 收 入 974.5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38%；实现净利润 6.88亿元，同比增

长46.98%；扣非净利润为3.93亿元，同

比增长20.23%。四川长虹表示，公司

家电业务、通用设备制造业务积极把

握海运费下降、大宗材料价格下降等

有利因素，通过抢抓订单、产品线协

同、精细化管理、效率提升和增收降本

等措施，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深入推进

业务转型，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进入2024年以来，四川长虹延续了

增长势头。今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237.72亿元，同比增长3.61%；

实 现 净 利 润 1.7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1.77%。

在股东大会上，柳江认为，2023
年是充满挑战与机遇、奋斗与收获的

一年。“在这一年里，全球政治经济形

势严峻复杂，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

头，行业竞争加剧，消费和经济恢复

不及预期。在这种错综复杂充满不

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完成了董

事会、监事会以及经营层的换届调

整，新班子带领公司积极应对风险和

挑战，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用户为

中心，不断提升产品市场渠道的核心

竞争力，持续做大做强主业，积极培

育新产业，公司整体业绩稳步向好。”

柳江表示。

据了解，四川长虹产业发展呈现

三大特征，即智慧家居业务大幅增

长、通用设备业务全球领先和 ICT服

务业务稳中有增。

其中，四川长虹旗下电视、空调

等家电业务2023年实现收入391.1亿

元，同比增长 14.57%；实现利润总额

8.39亿元，同比增长28.29%。

奥维云网（AVC）推总数据显示，

2023年度国内电视行业零售量同比

下 滑 18.60% ，零 售 额 同 比 下 滑

0.50%。在行业大盘量、额双降的情

况下，四川长虹国内业务实现逆势增

长，量、额市场份额占比均实现提

升。2023年，四川长虹电视业务累计

生 产 约 1541 万 台 ，同 比 增 长 约

2.55%；累计销售约1493万台，实现收

入约145.44亿元，同比增长约6.71%。

在冰箱（柜）业务方面，2023年，

四川长虹冰箱（柜）业务累计生产约

839万台，同比增长约 32%；累计销售

约 824万台，实现收入约 96.60亿元，

同比增长约18%。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长虹洗衣机

业务通过差异化错位竞争策略，对产

品结构进行优化与调整，业绩提升显

著。2023年，四川长虹洗衣机业务累

计生产约142万台，同比增长约70%；

累计销售约 141 万台，实现收入约

13.67亿元，同比增长约71%。

此外，通用设备业务保持全球领

先。2023年四川长虹冰箱压缩机销量

突破7200万台，连续11年居全球行业

第一，近三年复合增长率为9.3%，高于

全球行业（1.2%）增长水平。

公司 ICT服务业务稳中有增，通

过线上、线下渠道全力拓展优势产品

线，全年实现收入 340.63亿元，同比

增长2.85%。

据悉，四川长虹 ICT服务业务主要

为下属控股子公司长虹佳华（03991.
HK）旗下业务，该公司在云计算、虚拟

现实、安全等方向持续扩大上下游资源

的拓展和布局，加速商业模式迭代和市

场开发。目前，长虹佳华主要合作伙伴

包括苹果、联想等知名企业。

在股东大会上，柳江特别强调，

四川长虹主业是家电、核心零部件和

ICT服务业务，新一届董事会依然坚

持做强主业，公司会通过各种措施做

强做大主业，这不是一句空话。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柳江经过前

期调研走访后准备了三份建议，主要

涉及AI大模型、工业互联网、家庭服

务机器人等领域。对此，柳江对证券

时报·e公司记者表示，AI会改变生产

和生活方式，四川长虹也将进一步强

化AI技术与应用，寻找新的机遇。

另外，6月 24日，全国科技大会、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

会在京召开，会上揭晓“2023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奖”，其中四川长虹“集成

光场显示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国家技

术发明奖二等奖。

据记者了解，上述成果攻克了图

像增强、光场重构等方面的关键技

术，将应用于元宇宙、AI交互等显示

产业相关领域。

四川长虹相关负责人表示，科技

创新是四川长虹推进新型工业化过

程中的“最大增量”。未来，四川长虹

将继续聚焦科技制造领域的核心技

术攻关，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为科

技强国贡献力量。

四川长虹董事长:做强核心主业 寻找AI新机遇

证券时报记者 赵黎昀

为控制经营规模快速增长过程

中资产负债率过高可能带来的财务

风险，明阳智能（601615）对电站运营

业务采取了“滚动开发”的整体战略，

即新增电站资产不断投建过程中，持

续对成熟电站项目择机出让，总体控

制存量资产规模。近日来，该公司陆

续披露了出让成熟电站的消息。

6月25日晚间，明阳智能公告，全

资子公司内蒙古明阳新能源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下称“内蒙古新能源”）将出

售其全资子公司奈曼旗明阳智慧能源

有限公司（下称“奈曼旗明阳”）100%的

股权给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下称“中

广核风电”），交易对价为5.58亿元。

中广核风电为中国广核集团有

限公司的子公司，主营业务为风能、

太阳能的开发、投资和运营等。而奈

曼旗明阳持有奈曼旗明阳智慧能源

有限公司“火风光储制研一体化”示

范项目奈曼旗 30 万千瓦风电项目。

该项目已建成投运。

明阳智能表示，交易完成后，预

计将使公司 2024年利润总额和现金

流有所增加，具体数据以审计结果为

准。奈曼旗明阳交易前申请的固定

资产融资贷款，后续将由中广核风电

承接；公司为奈曼旗明阳申请融资贷

款提供的保证担保和内蒙古新能源

的股权质押将及时办理解除程序；该

事项尚需获得债权人的同意。此次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此外，公司与奈曼旗明阳之间不

存在委托理财关系，截至基准日，奈

曼旗明阳合计应付公司6156万元，根

据股权转让协议，奈曼旗明阳将在过

渡期内归还上述款项。

近年来，明阳智能推出新能源电

站滚动开发战略，通过风光储氢的一

体化布局，提升自身新能源电站的开

发和运营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司

自建自营新能源电站的收益能力。

在适当时机对外转让部分风电项目

公司的股权，提高资本的流动性和灵

活性，实现轻资产的运营模式。

2023年，明阳智能共实现电站运

营收入 14.99亿元，同比增长 12%；电

站运营业务毛利率为 63%，同比增长

3.12个百分点；公司运营电站平均发

电小时数 1568小时。截至 2023年期

末，公司运营的新能源电站装机容量

2.56GW，相比上年同期增长 70%；在

建 装 机 容 量 3.3GW，同 比 下 降

3.49%。2023年，公司运营的新能源

电站共实现发电量 40.16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40%。

在此番出让奈曼旗明阳前，6月

22日明阳智能公告，内蒙古新能源将

出售其全资子公司开鲁县明阳智慧

能源有限公司（下称“开鲁明阳”）

100%的股权给中广核风电，交易对价

为9.6亿元。

开鲁明阳成立于2020年，持有开

鲁县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火风光储

制研一体化”示范项目开鲁县60万千

瓦风电项目。该项目也已建成投运。

推进滚动开发战略 明阳智能5.58亿元再售电站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6月25日晚，鼎龙股份（300054）、

大连重工（002204）、米奥会展（300795）
等公司披露2024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其中，鼎龙股份预计上半年实现

净利润 2.01亿元至 2.21亿元，同比增

长 110%至 130%；预计上半年实现扣

非净利润 1.81亿元至 2.01亿元，同比

增长166%至194%。

鼎龙股份称，上半年业绩之所以

能够大幅预增，主要是受到国内半导

体及OLED显示面板行业下游稼动率

以及公司产品市占率显著提升的影

响。公司光电半导体板块业务含半

导体材料业务及集成电路芯片设计

和应用业务，实现营业收入约 6.4亿

元（其中芯片业务收入已剔除内部抵

消），营收占比从2023年的32%，持续

提升至约42%的水平。

另外，鼎龙股份的打印复印通用

耗材业务在今年上半年保持稳步发

展，预计实现营业收入约 8.8亿元，同

比略有增长。对此，鼎龙股份表示，

公司通过降本增效、产品结构优化等

多方面政策提升产品毛利率，夯实公

司在行业的竞争力。

大连重工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

润 2.52 亿元至 3.08 亿元，同比预增

13.02%至 38.14%；实现扣非净利润

2.15 亿 元 至 2.6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2.36%至87.79%。报告期内，公司营

业收入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10%以

上，其中主要是物料搬运设备及冶金

设备产品收入同比增长明显，带动公

司产品毛利上升。

与鼎龙股份、大连重工上半年业

绩预增有所不同的是，米奥会展预计

2024年半年度净利润为 3700万元至

4100 万 元 ，同 比 下 降 46.19% 至

51.44% ；扣 非 净 利 润 3400 万 元 至

3800 万 元 ，同 比 下 降 48.28% 至

53.72%。

报告期内，米奥会展营业收入和

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均下降，主要

系与去年上半年相比，部分展会举办

时间有所变化。

除 上 述 3 家 公 司 外 ，ST 易 购

（002024）6月 25日晚间公告，2024年

二季度，公司持续聚焦降本增效，坪

效、人效环比改善。同时，公司门店

销售环比改善。综上，2024 年二季

度，经过初步测算，公司预计净利润

较上年同期扭亏为盈。

公告显示，二季度ST易购持续聚

焦降本增效，提高企业管理及经营效

率，带来坪效、人效环比改善。与此

同时，公司紧抓“以旧换新”产业政策

机遇，依托门店网络优势，一方面深

入新老小区，贴近用户需求精准获

客；另一方面借助直播和即时配送等

本地生活平台，拓展门店的获客渠

道。二季度公司适度加快了核心商

圈门店的新开及形象升级，有效提升

门店体验和单店规模。由此带来公

司门店销售环比改善。

同时，ST易购还发布了回购股份

报告书，公司将以不低于8000万元且

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金额回购公司

股票。此前，ST易购公布了管理层增

持股份计划，叠加二季度盈利、回购

公司股票等事宜。

6月 12日，ST易购公布了管理层

增持股份计划，包括ST易购总裁任峻

在内的31名高管团队参与股份增持，

合计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500万元。

多家公司预告上半年业绩
鼎龙股份预增逾110% 证券时报记者 王小伟

美的置业拟将房地产开发业务

进行内部重组，迅速点燃了市场新预

期。6月 24日，该公司港股股价一度

飙升100%，25日再度上扬3.77%。

市场新预期的基础在于业务重

构。按照计划，将会有私人公司持有

美的置业的房地产开发业务，同时通

过实物分派私人公司股份+现金选择

权的方式，将私人公司从上市公司剥

离。交易落地后，上市公司不再持有

私人公司任何股份，由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和其他选择实物分派的股东共

同持有私人公司股份。这种业务重

构，使部分机构大幅上调美的置业目

标价。

实际上，此前A股就有类似案例。

4月底，华远地产开始筹划将公

司持有的房地产开发业务相关资产

及负债转让至控股股东华远集团，此

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由

此，华远退出房地产业务，保留及发

力轻资产业务，如代建、资产管理与

运营、物业管理、城市运营服务等。

这被视为华远地产转型为服务型公

司的一大标志性动作。

从华远地产到美的置业，有一个

共同点：业务方面“去重取轻”。这有

利于聚焦资源、聚焦精力发展轻资产

业务，进而推进转型。同时，财务方

面“轻装上阵”，能降低企业的杠杆率

及负债水平，尤其是减轻偿债压力，

进而助力地产企业增强抗风险能力，

穿越产业周期。

由此，近年房地产演进的三个节

点已经较为明晰。此前更多的是政

策博弈，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开始

向博弈基本面过渡。目前来看，从某

种意义上说，上市公司正在进入加速

自身资本运作的新阶段。

在这股运作潮中，并非只有“缩

表”一种模式。最典型的是万通发

展，公司日前启动作价 3.24亿美元收

购索尔思光电 1.24亿股股份事项，切

入光模块领域，推进通信与数字科技

领域发展。按照计划，光通信模块生

产商逐步将制造基地向以中国为代

表的发展中国家转移，提升公司综合

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

不过，从方案公布后的股价连续

大跌来看，这种发展模式，暂不被市

场认可。原因之一，与地产商跨界并

购风险考量有关。

二级市场之所以对去重取轻式的

“缩表”模式给出的反馈更为乐观积

极，或许因为这种重组是对新常态下

房地产业务转型更切合实际的探索。

比如，重资产拿地与开发运营分

离，让土地回归资本、开发回归能力，

可以实现各归其位、各得其所。这是

凭借股东信用优势，进行资产负债表

收缩的最快办法，甚至比债务重整的

效率都要高，且可以避免盲目跨界扩

张所带来的更大风险。

以上三个案例，可以视为中国房

地产行业发展趋势变化浪潮中，在关

键时间点的一次重要变化。相对来

看，市场资金对于企业做减法、走向

轻资产这条路径，更为认可。这种认

可，从本质来看，与当前的经济周期

是适配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地产

公司都能“复制”这种模式。

去重取轻的剥离模式伴随着负

债的转移，首要条件就是不能影响到

债权人的利益。无论从美的置业控

股股东实力来看，还是从华远地产的

国资背景来看，这条路径相对顺畅。

而相当比例的地产公司，可能在开发

业务一次性剥离方面存在掣肘。

在上市公司层面收缩资产负债

表，做深做精轻资产运营和服务，或

是行业的大势所趋。尤其在上市公

司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

既需要在上市公司层面保留住核心

资产、减少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资金占

用，削减不必要的杠杆，又要防止空

心化。这个天平两端的权衡，将是待

解的新命题。

从华远地产到美的置业：
上市房企“缩表”去重取轻

证券时报记者 赵黎昀

在签订收购意向协议两个多月

后，艾迪药业（688488）披露了重大资

产购买的进一步细节。

6月25日晚间，艾迪药业披露，拟

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华西银峰、湖

南可成、许志怀、陈雷和姚繁狄合计

持有的南京南大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南大药业”）31.16%的股权。

此前在 2022年 7月，艾迪药业通

过股权受让的方式获得南大药业

19.96%的股权，并达成尿激酶粗品购

销业务、创新型尿激酶纯化技术的合

作、尿激酶制剂等产品生产产能的放

大合作及尿激酶制剂脑梗溶栓市场

的开发合作等战略合作约定，进一步

巩固人源蛋白业务市场。

2023年，艾迪药业实现人源蛋白

粗品收入 2.6亿元，其中向南大药业

销售尿激酶粗品 1.62亿元，占人源蛋

白粗品收入 62.4%，为公司人源蛋白

业务提供稳定现金流。而此次交易

完成后，南大药业将成为艾迪药业的

控股子公司。

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充分协

商，南大药业100%股权的最终交易价

格确定为4.8亿元，此次交易标的南大

药业31.16%的股权作价为1.5亿元。

南大药业主要从事生化药品制

剂、原料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

产品为溶栓药物注射用尿激酶制剂

和抗凝药物低分子量肝素钠原料药。

南大药业前身为教育部直属高

校南京大学下属的南京大学生物化

学厂、南京大学制药厂、南京大学生

物生化制品厂及南京大学保健品厂，

核心产品尿激酶的科技成果“天然溶

栓物质尿激酶的研制”曾获国家教育

委员会科学进步一等奖。

公告披露，自 1998年成立以来，

南大药业专注于从事人源蛋白产品

尿激酶的制剂及原料药的生产、销

售，并围绕生化药物技术和心血管疾

病领域开展了低分子量肝素钠原料

药、注射用奥扎格雷钠等原料药、制

剂产品的生产销售以及外用制剂的

受托加工业务。南大药业是国内为

数不多的同时持有尿激酶原料药和

注射用尿激酶制剂生产批文的“原料

药+制剂”一体化生产企业，与国内众

多知名医药配送经销商建立了稳定

的合作关系，具有较强的销售能力和

成本控制能力。

根据药融云数据库统计，2014年

至今，南大药业的注射用尿激酶制剂

已连续多年占据国内医院端市场占

有率第一的地位。

艾迪药业成立于2009年，公司起

步于人源蛋白产品的生产与销售，随

着创新能力的提高，公司聚焦于抗艾

滋病药物及人源蛋白产品双核心发

展领域，同时开展部分仿制药业务。

在人源蛋白领域，公司构建了以

在线吸附技术为核心的人源蛋白树

脂吸附工艺生产体系，攻克了环境污

染、规模化收集纯化的技术难题，公

司逐渐发展成为行业内能够大规模

向下游人源蛋白制剂厂商提供粗品

原料的供应商。

人体尿液中含有多种微量活性

成分，对疾病具有治疗作用。公司人

源蛋白业务即以尿液作为来源提取

纯化多种人源蛋白产品。随着公司

不断拓展海内外人源蛋白粗品市场，

积极布局上下游产业生态，公司在尿

激酶粗品领域进一步发力，进而巩固

了人源蛋白原料上游资源。

对于此番收购，艾迪药业认为，

人源蛋白业务为上市公司主营业务

之一，上市公司对外销售的人源蛋白

产品主要包括尿激酶粗品、乌司他丁

粗品和尤瑞克林粗品。交易标的南

大药业主要从事生化药品原料药、制

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

括注射用尿激酶制剂和低分子量肝

素钠原料药。

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拥有尿

激酶产业价值链的整合业务模式，实

现从原料的供应、原料药的生产到尿

激酶制剂生产的“人源蛋白原料-制

剂一体化”战略布局。

拟1.5亿再购入股权
艾迪药业实现控股南大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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