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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唐强

6 月 28 日，五粮液（000858）正式

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五粮液集团

（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曾从钦，

股份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

理蒋文格等高管出席。股东大会还吸

引了私募人士林园、前海开源基金首

席经济学家杨德龙等超过上千名投资

者和机构研究员。

在大会上，曾从钦表示，五粮液要

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公司高管层是打

工人，要以企业长期稳健的发展和实实

在在的更好业绩回报投资者的信任和

支持。2024年，五粮液将继续稳步提

升现金分红，持续加大投资者回报。

此外，针对白酒行业的预判和营

销策略等焦点话题，五粮液多位高管

也都给予回应。

提升分红回报投资者

由于报名参会股东人数众多，参

会人数是原定预估的 400人规模一倍

以上，总人数超过 1000人，远超原定

会议召开地点会场容量，五粮液临时

将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

地点调整为上市公司多功能厅。

2023年，五粮液顺利完成去年初

制定的经营目标，即营业总收入实现两

位数增长。根据 2023年年报显示，五

粮液实现营业收入833亿元，同比增长

12.58%；实现净利润 302亿元，同比增

长 13.19%。其中，“五粮液”产品实现

营业收入628亿元，同比增长13.5%；其

他酒类产品营业收入为136亿元，同比

增长 11.58%。在产能上，“五粮液”产

品 全 年 生 产 40135 吨 ，同 比 增 长

18.77%，名酒产量创历史最好水平，10
万吨生态酿酒项目一期投窖生产。

在股东大会上，曾从钦表示，2024
年，五粮液将坚持系统治理，统筹兼顾体

系建设和效能提升，持续以现代管理水

平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同时，继续稳步

提升现金分红，持续加大投资者回报。

曾从钦指出，2023年以来，五粮液

保持稳健发展的战略定力，真抓实干、

善作善成，总体延续稳中有进、进中提

质的发展态势，“稳”的基础更加牢固、

“进”的动能不断蓄积、“好”的效应持

续显现。五粮液在较高基数上持续实

现稳健增长，各项主要经营指标再创

新高，可以概括为“双8”“双4”“双3”。
具体来看，“双8”，2023年销售收入

达到833亿元，连续8年销售收入、利润

总额保持两位数稳健增长；“双4”，销售

收入连续4年每年迈上一个百亿台阶，

现金分红已连续 4年每年超过 100亿

元，其中2023年年度拟分红181亿元，

分红规模深市第三，连续9年深市白酒

上市公司第一。需要指出的是，五粮液

2023年年度分红率60%，同比增长5个

百分点，年度增幅为高端白酒中最高。

此外，“双3”是指2023年归母净利润

突破300亿元、上缴税金达到316亿元。

识变应变

当前，我国白酒行业挤压式存量

竞争态势持续演进，行业竞争的格局

正加快重塑。

“实际上，中国白酒是长周期、重资

产的行业，对这个产业要有基本的定

位。”曾从钦如是表示，近年来，白酒行

业规上企业，已经从1600余家降到900
多家，说明白酒行业不是谁来做都行。

中国酒业协会数据显示，2023年

全国白酒行业实现总产量 629 万千

升，同比下降5.1%。目前，白酒主力消

费群体呈现出明显的代际交替特征，

30岁～40岁人群占比 34%，“95后”职

场新人占比 18%，他们将逐步成为新

的白酒消费主力。

对于行业的变化，曾从钦认为，市

场对白酒的需求还在，五粮液要识变

应变、谋时取势，坚定不移推动企业稳

健发展。总体来看，白酒长周期时间

产业的价值属性和螺旋式上升趋势的

产业发展底层逻辑没有改变，酒业发

展的市场需求没有改变。

对五粮液而言，要用五粮液的确定

性来应对行业的不确定性，五粮液部分

产品还是供不应求。曾从钦表示，五粮

液不追求高增长，五粮液要不忘初心、

稳健增长。五粮液将始终秉承“为消费

者创造美好，为投资者创造良好回报，

为员工创造幸福 ”的初心使命。

投放量不盲目求增

在股东大会上，曾从钦表示，今年

核心产品第八代五粮液遵循量价平衡

原则，持续优化投放节奏和商家结构，

投放计划量不盲目求增。新增投放量

将向其他主要产品倾斜，主要包括

1618五粮液、39度五粮液、45度五粮

液和68度五粮液，加强市场布局。

同时，坚持经典五粮液的核心战略

产品地位不动摇，近期将推出经典五粮

液10、20、30、50。目前，公司已组建成

立经典五粮液品牌专营公司，统一开展

品牌推广、渠道建设、产品销售、消费培

育等工作；以团购销售为重点，构建经

典五粮液品牌高端团购销售网络。

五粮液高管透露，五粮液主品牌

传统渠道新开发经销商 81家、新增核

心终端2.6万家，终端累计扫码进货增

长 35%；新兴渠道加速布局抖音、快

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拓展美团、

饿了么等社区电商，导入五粮液文创、

专属礼盒等产品。

在直营渠道方面，五粮液将加快

推进“三店一家”建设，2024年完成所

有专卖店第五代门头的升级建设，并

对 5年以上的老店进行整店翻新；同

时，持续加强核心商圈、高端商场专卖

店布局力度；新增投放 500家“五粮浓

香·和美万家”集合店资源，进一步强

化品牌露出；十四五末，再新增 1000
家“三店一家”。

从销售模式来看，2023年，五粮液

经销模式实现营业收入 460亿元，同

比增长 13.56%；直销模式营业收入为

305 亿元，同比增长 12.53%。截至

2023年年末，五粮液上市公司全国经

销商数量为3384家，净增加240家。

此外，在五粮液市场培育方面，市

场建设多维发力。2023年，五粮液拜

访开发大企业共 8000家次，开展五粮

和美回厂行 815场，2.4万余人次。老

酒运营平台落地运转，开展八场巡演、

三场拍卖。国际市场方面，启动实施

“五粮液和美全球行”，跨越三洲五城，

先后走进法国、新西兰、智利、巴西、土

耳其；海外渠道已实现中免集团主要

门店全覆盖。

第八代五粮液的价格在千元价位

段比较稳定，全年有望保持稳中有升

的态势。对此，五粮液股份公司副总

经理蒋佳表示：“在第八代五粮液的产

品投放上，我们让市场合理投放，保持

一定的产品稀缺性。目前，五粮液也

在积极谋划中秋、国庆营销战略，积极

拓展培育消费圈层，组织回厂游、体育

活动，增强消费者粘性。”

6月28日，记者了解到，泸州老窖

也在控制核心大单品投放量。日前，国

窖酒类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停

止接收国窖38度经典装订单及货物发

运的通知》称，即日起停止接收38度国

窖1573经典装订单及货物发运。

据行业人士分析，此次泸州老窖

对38度国窖1573经典装停止接单，可

能是淡季控货挺价的举措，也有助于

经销商去库存。

五粮液董事长曾从钦：

继续提升现金分红 核心产品量价平衡

证券时报记者 叶玲珍

受新能源汽车增速放缓影响，锂

电材料价格下行，产业链利润普遍承

压。2023年，容百科技(688005)净利为

5.81亿元，同比下滑 57%；今年一季度

亏损 3724万元。6月 28日下午，容百

科技召开 2023年年度暨 2024年第一

季度业绩说明会，就经营、产能、研发

等市场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展开

交流。

对于一季度陷入亏损的情况，容

百科技作出正面回应：受春节假期开

工率不足，海外业务和钠电、锰铁锂等

新业务投入增加等影响，公司一季度

业绩短暂承压。数据显示，容百科技

一季度单季毛利率为 5.15%，同比、环

比分别下滑 3.57个百分点、2.81个百

分点。

不过，积极信号已经显现。今年4
月底，容百科技曾在接待机构调研时

表示，进入 3月后公司开工率和产能

快速上升，已实现扭亏转盈，预计二季

度销量将保持在高位，市占率持续提

升。同时，锰铁锂与钠电市场开拓取

得积极进展，预计利润会得到进一步

改善。

作为三元材料龙头企业，容百科

技2023年出货量约10万吨，同比增长

11%，全球市占率超 10%，连续三年保

持行业首位。目前，公司已建成正极

产能 20余万吨，其中，磷酸锰铁锂产

能 1万吨，钠电产能可满足客户订单

和产品研发需求。

在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国际车企

产业链本土化要求提升的背景下，锂

电企业出海成为常态。2023年，容百

科技发布全球化战略，加速布局海外

产能。在业绩说明会上，公司透露了

海外生产基地的建设进展，韩国一期

2万吨/年高镍三元正极和 0.6万吨/年
前驱体产能建成投产，产能预计将在

今年三、四季度逐渐爬坡，今年年底

或明年年初将迎来大规模量产；二期

4 吨/年三元材料和 2 万吨/年磷酸锰

铁锂项目已于 2023年 8月正式开工，

目前正在加速建设中。容百科技表

示，韩国产能满足美国相关法案的

要求。

此外，容百科技在欧洲和美国布

局进展顺利，已完成北美子公司注册，

在欧洲产能布局上也取得实质性进

展，预计可满足未来两到三年欧洲以

及北美客户的需求。

海外市场拓展方面，2023年容百

科技分别与日韩客户签订合作框架协

议，预计2025年至2027年累计销售量

逾 10万吨，实现向欧美主流车企客户

的规模化出货，四季度单月出货规模

达千吨。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公司

表示目前正在持续完善客户结构，一

季度海外客户开发取得积极进展，客

户集中度有所降低。

在技术路线上，容百科技坚持高

端化，高镍及超高镍出货占比逐步提

升，2023年超高镍 9系产品出货近万

吨，今年一季度单月最高出货量近

3000吨。

业绩说明会上，投资者对容百科

技在固态电池领域的布局颇为关心。

公司表示，目前半固态电池正极材料

已实现批量稳定出货，一季度 9系固

态电池正极材料出货近百吨，与宁德

时代、卫蓝新能源等国内外 40余家电

池及整车企业建立合作关系。2023
年，容百科技Ni90高镍产品已批量供

货卫蓝新能源 360Wh/kg 半固态电池

体系，正式应用在蔚来ET7等三款车

型上。

与此同时，容百科技拥有湿法、干

电极制备固态电解质膜技术储备，已

成功开发多种固态电解质材料，硫化

物系固态电解质计划今年实现中试，

明年进行试生产，固态电解质与固体

电解质膜已与海外重点客户建立合作

开发关系，并获得客户好评。

二级市场方面，容百科技股价今

年以来震荡下行，目前为 23.28元/股，

市值 112.45亿元。业绩说明会期间，

公司表示对未来发展非常有信心。

2023年11月以来，容百科技已完成两

轮回购，累计斥资约 2 亿元。今年 6
月，公司再度宣布启动新一轮回购计

划，回购规模为5000万元至1亿元，回

购股份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

员工持股计划。

二季度销量保持高位
容百科技加速布局海外产能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百花医药(600721)6月28日召开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终止

向 特 定 对 象 发 行 股 票 事 项 的 议

案》。百花医药 2021 年 5 月披露定

增预案，至此番宣布终止，已历时

3年。

回溯前情，百花医药 2021 年 5
月 29日公告，拟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39 亿元，扣

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该次发行对象为华凌国

际医疗，华凌国际医疗系公司控股

股东华凌工贸的全资子公司，华凌

国际医疗以现金方式认购。

据百花医药彼时公告，考虑公

司现金周转效率、日常经营付现成

本、费用支出等因素，公司在日常经

营中需要保有一定量的货币资金。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人才——技术密

集型行业，公司日常运营需投入大

量流动资金组织原材料和服务的采

购、支付人员工资等。

2022年 2月 8日，百花医药已收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单》。不过在那之后，百花医药多次

公告，宣布将定增股份的有效期延

长。最近一次，公司定增方案有效

期延长12个月至2025年6月14日。

百花医药谈及终止原因时表

示，基于此次发行对象控股股东的

发展策略、实际情况等原因，经审慎

研究并与发行对象协商一致，公司

决定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

项，并向上交所申请撤回相关申请

文件。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

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百花医药 2024
年 6月 18日曾发布关于收到新疆证

监局警示函的公告。经新疆证监局

查明，百花医药、华凌工贸、华凌控

股及百花医药实际控制人米在齐、

米恩华、杨小玲在百花医药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过程中，存在违

规情形。2024年2月4日，华凌控股

与米恩华、杨小玲签订《增资扩股协

议书》，通过向百花医药直接控股股

东华凌工贸增资6亿元，持有华凌工

贸 54.55%股份，成为公司间接控股

股东。

2024年 2月 8日，华凌工贸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营业执

照。米在齐为华凌控股唯一股东，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米恩华、杨小玲

夫妇之子，此次增资后米在齐通过

持有华凌控股 100%的股份、华凌控

股持有华凌工贸 54.5454%股份，间

接持有公司20.83%的权益。百花医

药认定增加米在齐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之一，公司实际控制人由米恩华、

杨小玲变更为米在齐、米恩华、杨

小玲。

百花医药于2024年2月21日获

得控股股东工商变更信息，并知晓

上述相关事项，直到2024年3月2日

才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增资暨公司

增加实际控制人的公告》，该行为违

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有关

规定。而华凌控股、华凌工贸及相

关责任人未将上述事项主动告知百

花医药，且未按规则要求及时聘请

财务顾问，致使上市公司迟至 2024
年 3月 2日才披露控股股东增资暨

公司增加实际控制人的公告和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并于 2024 年 3 月

14日才披露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上

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有关规定。

按照相关规定，新疆证监局决

定对百花医药、华凌工贸、华凌控股

及米在齐、米恩华、杨小玲采取出具

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并记入资

本市场诚信档案。

百花医药终止定向增发

公司公司//供图供图 陈锦兴陈锦兴//制图制图

证券时报记者 李小平

6月 28日，新湖中宝(600208)股
价突然跳水。当日晚间，公司火速

发布了第一大股东衢州智宝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增持计划。

增持计划显示，基于对公司未

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公司价值的

认可，新湖中宝第一大股东衢州智

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

自 2024年 7月 1日起 6个月内，通过

上交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上市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

1000万元，不超过2000万元，增持价

格不高于2.00元/股。

衢州智宝隶属衢州国资，此次

拟增持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同时，

衢州智宝还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

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据悉，新湖中宝是长三角地区

知名老牌地产公司，在房地产市场

持续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新湖中

宝 2023年营收增长超 33%；去年公

司归母净利润下滑12%，主要系公司

遵循谨慎性原则，对部分开发项目

和部分投资项目计提了减值准备

14.86亿元。若剔除资产计划这部分

影响，公司实际净利正增长。

为了推进公司转型，进一步全

面深化合作，优化公司股东架构，

2023年 2月、2024年 1月，新湖集团

方面与衢州国资方面签订了相关的

股份转让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已于

今年 6月 6日全部完成。由此，衢州

国资成为新湖中宝第一大股东。

此次衢州国资增持前，衢州智宝

及其关联人衢州市新安财通智造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

有新湖中宝 24.28 亿股，占总股本

28.54%；其中，衢州智宝直接持有公

司 股 份 15.68 亿 股 ，占 总 股 本 的

18.43%，新安财通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8.6亿股，占总股本的10.11%。

6月28日上午，新湖中宝的股价

突然跳水。而股价大跌的背后，与

相关媒体报道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新湖集团”）的“华鑫

信托·新湖集团单一资金信托”的兑

付安排等事项不无关系。为此，6月

28日午间，新湖中宝发布澄清公告。

新湖中宝表示，上述信托产品

非该公司设立的产品。其底层资产

不涉及该公司，资金也未投入该公

司，公司也未投资该产品。上述信

托产品的后续兑付安排与公司无

关，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也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同时，新湖中宝还表示，华鑫信

托·新湖集团单一资金信托自 2012
年成立以来每年开放申请，按期兑

付本息，延续至今。现华鑫信托与

新湖集团协商，将信托计划原状返

还。基于此，目前新湖集团正与投

资者协商兑付事宜。

上述澄清公告的发布，投资者

也给予了正面反应。下午开盘后，

新湖中宝的股价从跌停板迅速打

开。不过，随后又逐渐回落。截至6
月28日收盘，公司股价还是跌停，但

封单不多，仅为8470手。

盘后发布的龙虎榜显示，6月28
日，沪股通专用席位、国泰君安证券

总部和华泰证券总部等，在此次大

跌中买入，买入金额前五名的席位，

合计买入4147万元。卖出席位沪股

通和4个券商营业部，合计卖出3749
万元。

新湖中宝第一大股东
衢州国资将出手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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