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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刘灿邦

8月8日晚间，中国移动(600941)
披露了2024年半年报，今年上半年，

中国移动营运收入达到 5467亿元，

同比增长 3.0%，其中通信服务收入

达到 4636亿元，同比增长 2.5%。总

连接数超 35.0亿，净增 1.5亿。“第二

曲线”数字化转型收入达到 1471亿

元，同比增长 11.0%，占通信服务收

入比达到 31.7%，较上年同期提升

2.4个百分点。

上半年，中国移动实现净利润

802亿元，同比增长 5.3%，每股盈利

为 3.75 元；年化净资产收益率达

11.8%，同比提升 0.3个百分点。中

国移动决定 2024 年中期派息每股

2.60 港元 (A 股股东每股股息折合

2.3789元），同比增长7.0%。

业务经营方面，上半年，中国移

动个人市场收入达到 2552亿元；移

动客户突破 10亿户，净增 926万户，

其中 5G网络客户达到 5.14亿户，净

增0.49亿户，渗透率达到51.4%。个

人移动云盘收入达到 48亿元，同比

增长 47.7%；权益融合客户达到 3.15
亿户，权益产品收入达到 140亿元，

同比增长37.2%。

在家庭市场，中国移动上半年

实现收入 698亿元，同比增长 7.5%；

家庭宽带客户达到 2.72亿户，净增

848万户，规模行业领先，千兆家庭

宽带客户渗透率为 33.5%，较 2023
年底提升 3.5个百分点。移动高清

客户达到2.08亿户，收入达到151亿

元，同比增长5.7%；智能组网客户达

到 1.52 亿户；家庭安防客户达到

5864万户。

在政企市场，中国移动上半年

实 现 收 入 112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3%；政企客户数达到3038万家，净

增 201万家。公开招标市场中标份

额达到 18.4%，全行业领先，成功打

造30个面向细分领域的“三化”解决

方案。移动云收入达到504亿元，同

比增长 19.3%。5G垂直行业应用保

持领先，累计签约 5G行业商用案例

超4万个，在智慧城市、智慧工厂、智

慧园区、智慧校园等细分领域规模

发展成效显著，拉动 5G专网收入达

到39亿元，同比增长53.7%。

在新兴市场，中国移动上半年

收 入 达 到 26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2%。国际业务方面，推进海外数

字基础设施升级，持续深化国际领

域生态合作，上半年国际业务收入

达到 118亿元，同比增长 16.3%。股

权投资方面，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产业数字化转型等领域

进行投资布局，资本纽带和赋能作

用进一步发挥。数字内容方面，上

半年数字内容收入达到145亿元，同

比增长11.3%，云游戏全场景月活跃

客户达到 1.23亿户，用户规模行业

第一。金融科技方面，发挥金融对

主业赋能与促进作用，上半年产业

链金融业务规模达到379亿元，同比

增长72.1%，服务链上企业户数同比

增长55.5%；打造一体化全场景数字

消费入口，和包交易月活跃客户同

比增长15.8%。

此外，上半年，中国移动的个人

数字化收入同比增长34.6%；家庭数

字化收入同比增长 4.5%；政企数字

化收入同比增长 7.9%；新兴市场数

字化收入同比增长9.7%。

根据半年报，中国移动加速推

进“两个新型”升级，上半年完成资

本开支640亿元，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双千兆”保持领先。累

计开通 5G基站超 229万个，目前已

在超 280 个城市推进 5G-A 商用部

署，千兆宽带覆盖住户达到 4.38亿

户。持续引领算网布局，通用算力

规模达到8.2EFLOPS，智能算力规模

达到19.6EFLOPS。
新型信息服务体系方面，连接

规模再创新高，总连接数超35亿，净

增 1.5亿。移动客户突破 10亿户大

关。产品拓展动能强劲，公众市场

17项产品客户规模过亿，政企市场6
项产品收入规模超百亿。算网业

务，拓展智算项目超70个，累计签约

金额超20亿元；大数据业务，依托梧

桐大数据平台，沉淀数据资源超

2000PB，数据年调用量达千亿次；视

联网业务，累计实现 7030万路视频

云端互联。

此外，中国移动抢抓机遇，“AI+”
行动取得突破。发布由万卡级智算

集群、千亿多模态大模型、百大要素

生态平台构成的“九天”人工智能基

座。共沉淀 450项AI 能力、赋能近

1000项行业应用。加快大模型产业

化、规模化发展，开放大模型训练基

地、评测基地、产业创新基地，向全社

会提供模型训推、AI+原生应用孵化

等一站式产业融通服务。加速“AI+”
商用变现，推出23款AI+产品及20个

AI+DICT行业应用，布局40个细分领

域的高性能行业大模型，上半年已发

布17个自研九天行业大模型，政务、

物联水利、社会综治等多款行业大模

型实现应用落地。

中国移动指出，近期，以人工智

能、算力网络、大数据、区块链为代

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

用，推动经济社会从“+AI”向“AI+”

转变，为千行百业、千家万户注智赋

能，促进新兴技术融合创新，加快多

域智能深度集成应用，驱动形成巨

大新蓝海。

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表示，面

对新形势新机遇，公司将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进数智化转型、高质量发展，不断

开创世界一流信息服务科技创新公

司新局面。

中国移动上半年实现净利802亿元
加速推进“两个新型”升级

证券时报记者 曹晨

A 股公司筹划泰国建厂再添新案

例。8月 8日晚间，长城科技(603897)公
告，公司拟在泰国投资新建生产基地，

该项目计划投资金额不超过 6000万美

元。长城科技同时披露半年报，上半年

实 现 净 利 润 1.1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5.14%；公司拟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7
元（含税）。

具体来看，为更好地满足业务发展

和海外生产基地布局的需要，积极响应

并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公司拟在泰国

投资新建生产基地。该项目计划投资金

额不超过6000万美元，包括但不限于购

买土地、购建固定资产等相关事项，实际

投资金额以主管部门批准金额为准。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

有资金和自筹资金；公司计划购买位

于泰国春武里府的土地。公司拟分阶

段实施建设泰国生产基地，并计划于

2026 年实现一定规模的量产；公司计

划在泰国设立子公司，泰国子公司的

注册登记信息最终以当地登记机关核

准为准。

谈及本次对外投资计划，长城科技

表示，本次对外投资的实施能进一步完

善公司海外生产基地的布局，更好地为

公司现有及潜在大客户提供产品服务，

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公司优化

生产成本，提高公司经济效益。

不过，公司亦提示风险称，本次投

资是依据公司业务实际发展需求及未

来发展战略所做的经营决策，但由于泰

国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与中国

存在较大区别，因此在实际经营过程

中，有可能面临运营管理、市场变化、法

律监管等风险。

长城科技主营业务为电磁线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电机、

电器等实现电能和磁能转换的场合，是

国民经济中重要的工业基础产品。目

前公司产品已形成上千个规格，应用可

覆盖工业电机、家用电器、汽车电机、电

动工具、仪器仪表等领域。公司自成立

以来专注于电磁线业务领域，产品销量

居于国内同行业前列。

今年上半年，长城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63.1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46%；归母

净利润1.16亿元，同比增长85.14%。

谈及上半年业绩增长，长城科技此

前在业绩预告中表示，公司通过把握市

场机遇、提升运营效率、紧抓成本管控

等措施，主要产品实现高产稳产优产，

经营业绩同比大幅增长。

实际上，长城科技可以视为近期众

多A股上市公司筹划在泰国建设生产基

地的缩影。

7 月 29 日晚间，湘油泵 (603319)公
告，公司拟在泰国投资新建美湖智造泰

国生产基地项目，投资金额不超过 1.5
亿元。该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完善公司

生产基地布局、开拓国际市场以及应对

海外客户需求，有利于公司更加灵活地

应对宏观环境以及国际贸易格局等潜

在变化对公司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有

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等。

7 月 4 日晚，兴瑞科技 (002937)宣
布，为落实海外汽车电子及服务器结

构件业务的战略规划布局，公司拟在

泰国设立子公司并投资建设生产基

地。项目一期计划投资金额不超过

1100万美元，包括但不限于购买土地、

购建固定资产等相关事项。同日，澳

弘电子(605058)公告称，基于公司发展

战略和澳弘电子（泰国）建设的需要，

公司增资澳弘电子（泰国），使其注册

资本由 500 万泰铢增至 4 亿泰铢。上

述增资是澳弘电子在泰国投建生产基

地计划的一部分。

7 月 1 日，铂科新材 (300811)披露，

拟在泰国设立项目公司，并通过项目

公司投资建设泰国高端金属软磁材料

及磁元件生产基地。项目首期投资不

超过 1 亿元。本次对外投资是为了顺

应全球新能源及 AI 产业的发展趋势，

更好地满足海外市场对公司金属软磁

材料及芯片电感等产品日益旺盛的市

场需求，是公司实施全球化发展战略

的重要步骤。

6月 4日，协创数据(300857)宣布通

过全资子公司投建泰国生产基地，投资

金额约3.68亿元。项目建成后可实现智

慧存储、摄像机、智能穿戴、边缘计算、服

务器等设备的生产能力，对公司产品销

售、市场拓展等产生积极的影响。

上市公司泰国建厂再添新例
长城科技拟6000万美元新建基地

证券时报记者 唐强

8月8日晚间，贵州茅台（600519）
正式发布 2024年半年报，今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19.31亿元，

同 比 增 长 17.76% ；实 现 净 利 润

416.96亿元，同比增长 15.88%；扣非

净 利 润 为 416.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5.9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 额 为 366.2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0.52%。

需要指出的是，贵州茅台系列

酒营收增长迅猛，同比提升超 30%，

营收规模占比达16.05%；此外，贵州

茅台采纳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上

投资者的提议，2024～2026年期间，

每年度现金分红总额不低于当年实

现净利润的75%。

系列酒营收增长超30%

在 2023年度报告中，贵州茅台

曾提出2024年主要目标是实现营业

总收入增长15%左右。按照2023年

营收总额（1505.6 亿元）测算，2024
年贵州茅台的营收目标为 1731.44
亿元左右；今年上半年，贵州茅台营

收总额为 834.51 亿元，完成了全年

目标的48.19%。

按照产品档次来看，上半年，茅

台酒和系列酒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685.67亿元、131.47亿元，分别同比

增长 15.64%和 30.5%；从营收占比

看，贵州茅台系列酒体量占到了

16.05%，2023年同期占比为14.48%，

系列酒业绩贡献度显著提升。

若以渠道而言，贵州茅台直销

收入达到 337.28亿元，通过“i茅台”

数字营销平台实现酒类不含税收入

102.5亿元，批发代理模式的营业收

入为 479.86 亿元。截至上半年末，

贵州茅台国内经销商数量为2097家

（新增加 18家、减少 1家），国外经销

商则保持不变，仍为106家。

“上半年市场环境复杂多变，

在行业调整周期中，茅台能够取

得收入与利润的高双位数增长，

应 该 说 这 份 半 年 报 的 含 金 量 很

高。”知趣咨询总经理、酒类分析

师蔡学飞对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

表示，半年 800 亿元的销售体量与

400 亿元的利润规模，证明了茅台

的品牌号召力与行业领导地位，

也证明了中国头部名酒穿越周期

的超强韧性。

每年度现金分红两次

8月 8日晚间，贵州茅台不仅带

来了亮丽成绩单，同时还公布了

《2024～2026 年度现金分红回报规

划》，在此期间内，贵州茅台每年度

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不低于当年实

现净利润的 75%，每年度的现金分

红分两次(年度和中期分红)实施。

在分红方面，贵州茅台一般年

份的分红率是 50%，2023年加上特

别分红达到了 75%。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上，有投资者建议，希望未来

贵州茅台能够将分红率稳定在 75%
或以上。如今，贵州茅台正面回应

了股东相关诉求。截至2024年上半

年 末 ，贵 州 茅 台 未 分 配 利 润 为

1737.72亿元。

向“新商务”转型
飞天价格企稳

过去半年，贵州茅台研发费用

出现了相应的增长，产品周转率明

显改善，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更是

大涨了 20%，说明茅台的整体经营

质量得到大幅提升。

总的来看，蔡学飞认为，更加

完善的产品矩阵和多元化的渠道

销售结构，带动了茅台整体产销效

率进一步提高，让茅台整体的盈利

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为下半年的

增长奠定了市场与产品基础。按

照这样的发展趋势，贵州茅台今

年实现 15%的增长目标也是大概

率事件。

今年 7月，贵州茅台提出，将从

“道”的层面主动向“新商务”转型，

做好客群、场景、服务等方面的“三

大转型”。

中国酒业评论人肖竹青告诉

证券时报记者，近日，通过调研茅

台一线业务市场，某省贵州茅台直

营公司目前客户结构包括经销商

新增客户结构已经取得良好的成

效。肖竹青认为，贵州茅台三大转

型会构建一个长期的利好，对此充

满信心。

回顾 2013年，茅台经历过从政

务消费到商务消费的成功转型，飞

天茅台市场价格最低跌破 800 元/
瓶，从政务消费转型商务消费以后，

市场实际成交价格长时间站稳 2300
元/瓶以上。

肖竹青从茅台经销商处了解

到，茅台市场价格稳步上升，销售形

势好转。主要原因包括：茅台公司

销售政策调整，不再要求专卖店任

何产品拆箱；茅台根据经销商和直

营店库存、动销等节点分批次发

货，有效影响市场情绪和市场预

期；十五年茅台、珍品茅台不再强

制配货，改为自愿申购，以市场手

段影响市场预期，防止供过于求带

来的价格波动。

另外，蔡学飞称，整个白酒市

场需求疲软，也为贵州茅台的未

来 销 售 增 长 带 来 许 多 不 确 定 风

险。不过，名酒品牌价值、稀缺产

能、市场刚需，是茅台能够穿越周

期发展的保障。客观来说，贵州

茅台的有限产能在中国 14 亿人的

商务与礼品市场面前依然是稀缺

的，茅台在社会消费中依然具有

不可替代性价值。从最近这段时

间的震荡来看，茅台价格已经在

筑底阶段，且下半年随着白酒饮

用季到来和节日的增多，价格有

望逐渐趋于稳定。

据第三方平台酒价数据，7月以

来，飞天茅台酒终端市场价格企稳

回升，重新站上 2300元/瓶。截至 8
月8日，2024年出厂53度500ml的原

箱飞天茅台市场价约为 2710元/瓶；

而同年份和规格的散装飞天茅台市

场价为2440元/瓶。

值得一提的是，8月5日，中国酒

业协会理事长宋书玉在“2024中国

白酒国家评委年会”上表示，今年上

半年，全国白酒产量、销售收入、利

润分别同比增长 3%、11%、15%，实

现量、价、利齐升的局面。在已经预

见到的市场波动中，白酒产业仍然

显示出了强大的韧性。

贵州茅台上半年营收净利双位数增长
未来三年每年分红率不低于75%

证券时报记者 王一鸣

8月8日晚间，中芯国际（688981）披

露未经审核业绩，公司今年第二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 19亿美元，环比增长 8.6%，

同比增长 21.8%，市场预估为 18.4亿美

元；第二季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1.646亿

美元，同比下降59%；当季公司毛利率为

13.9%，2024年第一季度为 13.7%，2023
年第二季度为20.3%。

中芯国际是世界领先的集成电路

晶圆代工企业之一，也是中国内地集成

电路制造业领导者，拥有领先的工艺制

造能力、产能优势、服务配套，向全球客

户提供 8英寸和 12英寸晶圆代工与技

术服务。

谈及经营情况，中芯国际管理层

称，公司二季度的销售收入和毛利率皆

好于指引。销售收入19亿美元，环比增

长约 9%。其中，出货超过 211万片 8英

寸晶圆约当量，环比增长18%，平均销售

单价因产品组合变动环比下降8%。

从收入分析来看，以地区分类，公

司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区、美国区和欧亚

区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80.3%、16.0%和

3.7%；今年一季度和去年二季度的对应

数据则分别为 81.6%、14.9%、3.5%以及

79.6%、17.6%和2.8%。

晶圆收入以应用分类，公司今年第

二季度智能手机、电脑与平板、消费电

子、互联与可穿戴、工业与汽车对应业

务占比分别为 32.0%、13.3%、35.6%、

11.0%和 8.1%，这一数据与今年一季度

相差不大，但与去年同期数据相比变化

明显；公司2023年第二季度相应业务占

比数据分别为 26.8%、23.8%、26.5%、

11.9%、11.0%。

以尺寸分类，公司当季 8英寸晶圆

和 12英寸晶圆业务占比分别为 26.4%、

73.6%。这与今年一季度和去年二季度

的对应数据相差无几。

产能方面，中芯国际月产能由 2024
年第一季度的 81.45万片 8英寸晶圆约

当量增加至 2024年第二季度的 83.7万

片8英寸晶圆约当量。公司产能利用率

由 2024 年第一季度的 80.8%升至 2024
年第二季度的85.2%。

资本开支方面，公司2024年第二季

度资本开支为 22.51亿美元，2024年第

一季度为22.35亿美元。

“三季度，公司给出的收入指引是

环比增长 13%～15%，毛利率介于 18%
至20%的范围内。公司将持续深耕晶圆

制造，站在未来的角度安排今天的布

局，拥抱直面而来的机遇与挑战。”中芯

国际管理层在展望三季度时表示。

同日，国内另一家晶圆代工企业华

虹半导体亦披露2024年第二季度业绩，

当季该公司销售收入 4.785亿美元，上

年同期为 6.314亿美元，上季度为 4.6亿

美元。母公司拥有人应占溢利670万美

元，上年同期为 7850万美元，上季度为

3180万美元。华虹半导体预计 2024年

第三季度销售收入约在5.0亿美元至5.2
亿美元之间，预计毛利率约在 10%至

12%之间。

华虹半导体总裁唐均君对 2024年

第二季度业绩评论称，半导体市场正在

经历从底部开始的缓慢复苏。在经历

了数个季度的持续疲软后，市场在部分

消费电子等领域的带动下出现了企稳

复苏信号。2024 年第二季度，华虹半

导体的销售收入达到 4.785亿美元、符

合指引，毛利率为 10.5%、优于指引，均

实现了环比增长。产能利用率也较上

季度进一步提升，已接近全方位满产。

公司第二条 12英寸生产线的建设正在

紧锣密鼓地推进中，预计年底前可以试

生产。

中芯国际二季度营收好于指引
半导体市场脱离底部开始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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