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能增毛利降 光伏公司发力海外

证券时报记者 张珈

受

2010

年全球光伏市场火爆行

情拉动， 各大行业上市公司招兵买

马， 从下游组件到上游多晶硅产量

全面扩张。 今年以来， 随着产能释

放， 各环节供不应求的格局日渐改

变， 去年享受业绩高增长的上市公

司也开始承压。 从已披露一季报情

况来看， 部分上市公司毛利率显著

下降。

这一现象从东方日升季报中可见

一斑， 该公司在

2010

年营业收入增幅

排行榜独占鳌头。 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98

亿元， 同比增长

48%

； 实现净利

润

3744

万元， 同比增长

44%

。 期间毛

利率为

15%

， 同比下降约

6

个百分点，

环比下降约

7

个百分点。

“东方日升毛利率下降较多可能

主要因为组件价格下降。” 平安证券分

析师窦泽云认为， 东方日升一季度销

售的产品应该主要是去年底的订单，

成本相对较高而销售价格下降， 因此

毛利率下滑。 据统计，

2011

年一季度

光伏组件价格下降幅度在

5%~10%

，

而上游硅片降价幅度小于电池和组件，

因此对下游企业的盈利能力影响较大。

窦泽云预测， 从全年来看组件价格仍

将继续下降， 预计全年降幅将达

15%~

20%

， 但由于供需关系和产能建设进度

的不同， 上游行业的价格下降速度预

计较慢。

另有分析人士指出， 国内光伏公司

主要出口对象欧洲市场需求存不确定

性， 降价压力已经开始显现。 从公开信

息来看，

2010

年以来各大厂商多晶硅、

硅片、 电池组件产能大幅扩张， 而光伏

市场终端需求放缓， 产能释放及市场竞

争等因素也将拉低组件售价， 带来毛利

率下降的压力。

尽管有分析人士认为， 日本福岛

里氏

9

级地震引发的核泄漏事件， 可

能推动全球光伏产业的超预期增长。

但总体来看， 处在光伏产业链上游的

多晶硅料板块行业集中度相对较高，

议价能力普遍较强， 中下游的电池片

组件厂商则可能会继续面临两边挤压

的不利局面。

这种情况下， 开拓海外市场成为业

内公司的不二选择。 东方日升、 向日

葵、 超日太阳等公司均已在海外太阳能

市场谋篇布局。

2010

年高增长公司

今年业绩分化

证券时报记者 张珈

2010

年实现高增长的中小板创

业板公司， 迈入

2011

年门槛之后，

呈现出 “几家欢喜几家愁 ” 的局

面。 从一季报及半年报预告情况

来看， 一批佼佼者在新的一年更

上层楼 ， 也有部分公司业绩转而

掉头向下。

向日葵、 紫鑫药业继续享受行

业景气及产销两旺带来的业绩提升，

今年一季度净利润较上年成绩有更

大幅度增长。

年报显示， 向日葵

2010

年实现

营业收入

23.29

亿元、 净利润

2.51

亿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29%

、

166%

。

2010

年光伏市场需求爆发

时， 由于工艺技术和生产规模提

升较快 ， 公司产量和营收大幅提

升。 进入

2011

年第一季度， 向日

葵实现净利润比 上年同期劲增

757.77%

。

对于紫鑫药业而言， 人参业务

仍是业绩高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公

司

2010

年实现营业收入、 净利润分

别增长

150.66%

、

183.53%

。 而一季

报显示， 紫鑫药业实现营业总收入

同比增长

523.22%

， 实现净利润

6628.5

万元， 同比增长

465.88%

， 公

司预计

2011

年

1~6

月净利润同比增

长

338%~357%

。

此外， 大富科技、 汇川技术等

公司也延续了

2010

年的迅猛增长

势头。 大富科技一季度实现营业总

收 入 和 净 利 润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11.32%

、

166.38%

。 大富科技表

示， 业绩提升主要基于公司各项业

务进展顺利， 来自于核心客户的销

售收入大幅增长。

相比之下， 也有部分

2010

年

业绩良好的公司在今年一季度遭遇

滑铁卢。 曾经风光无限的百元股海

普瑞、 中瑞思创因一季报净利润下

滑而遭遇股价下挫 。 海普瑞

2011

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

39.11%

，

且由于产品销售价格的下降， 预

计

2011

年

1~6

月份净利润同比下

降幅度为

30%~50%

。 中瑞思创今

年 一 季 度 营 业 收 入 同 比 下 滑

12.62%

， 净利润同比下滑

18.46%

，

销售毛利率从上年

43.95%

的高位

掉到

34.83%

。

爆发———新能源公司扮靓高增长舞台

证券时报记者 张珈

回顾

2009

年中小板公司业绩增长

前三华孚色纺、 登海种业、 黑猫股份，

以及

2008

年增长状元新和成， 传统行

业上市公司往年一度占据绝对优势； 而

在刚刚过去的

2010

年， 新能源公司风

头正劲。 中小板业绩增幅居前的大族激

光、 天奇股份、 大港股份， 以及创业板

增幅前列的向日葵、 东方日升等公司均

涉足新能源产业。 受全球经济复苏、 太

阳能光伏行业市场回暖等因素的影响，

2010

年新能源产业迎来爆发性快速发

展， 相关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也因此实

现大幅度增长。

高增长公司“新”意盎然

Wind

统计显示， 截至

4

月

27

日，

573

家中小板公司中已有

560

家亮出年

报成绩单， 其中有

454

家公司净利润

实现同比增长， 占已披露年报中小板

公司八成以上， 有

143

家中小板公司

净利润增长幅度在五成以上， 占比达

到四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 中小板业绩增长前

五强大族激光、 天奇股份、 大港股份、

江苏宏宝及利达光电均已披上新能源外

衣 ， 业绩增幅分别高达

11916.11%

、

3649.21%

、

2202.91%

、

1004.82%

以及

808.69%

。 总体来看， 业绩高增长的中

小板公司主要集中在电子元器件、 化

工、 机械设备、 信息服务、 有色金属、

建筑建材等行业。

中小板创业板两大板块之中， 业绩

增长排行榜冠军是大族激光， 该公司也

曾被冠以

A

股 “

2010

年年报预增王”

的称号。 身为激光加工设备生产龙头，

大族激光近两年通过收购等方式逐步布

局新能源领域。 业绩增幅紧随大族激光

的是天奇股份和大港股份， 两家公司分

别涉足风电及光伏新能源。

值得注意的是， 考察主营业务收入

增幅这个指标， 勇夺冠军的公司也属于

新能源板块。 截至

4

月

27

日已披露年

报的中小板公司之中， 营业收入增幅居

前的公司从大到小依次为拓日新能、

*ST

钛白、 紫鑫药业， 增幅分别达到

156.23%

、

151.58%

、

150.66%

。 其中，

非晶硅电池供应商拓日新能

2010

年实

现营业收入

5.88

亿元 ， 同比增长

156.23%

； 净利润

9626.75

万元， 同比

增长

188.73%

， 拟每

10

股转增

5

股派

发现金

0.5

元。

总体来看， 上述公司业绩大幅度增

长主要是因为行业景气提升。

需要指出的是， 上年同期净利润基

数较低也是相关公司业绩大幅增长的原

因之一。 例如， 大族激光

2010

年业绩

暴涨，

2009

年的基数很低是一大因素。

受金融危机影响，

2009

年大族激光全

年净利润仅有

302

万元， 折合每股收益

为

0.0043

元， 与

2008

年相比每股收益

减少了

98%

， 倘若不是享受

1641

万元

的政府特殊科技补贴， 大族激光

2009

年将出现亏损。 无独有偶， 大港股份业

绩暴增也是受益于极低的可比基数和行

业景气度回暖。

2009

年， 大港股份净

利润仅

271.46

万元， 而

2010

年前三季

度公司净利润已经达到

2438.67

万元。

创业板增速不敌中小板

统计数据显示， 占据创业板增幅前

列的向日葵、 东方日升、 汇川技术也立

足于新能源产业， 上述三家公司营业收

入、 净利润同比均超越翻番。 截至

4

月

27

日，

209

家创业板公司中已有

207

家

披露年报， 其中有

176

家实现净利润同

比增长， 约占已披露公司的

85%

。

对比数据来看， 创业板公司总体增

速逊色于中小板。 统计显示， 有

47

家

创业板公司业绩增幅超五成， 占比

22.7%

， 高速增长公司比例低于中小板。

进一步比较高增长公司数据， 截至

4

月

27

日有

68

家中小板公司业绩增幅在

1

倍以上， 有

4

家中小板公司增幅在

10

倍以上； 而在创业板公司之中， 仅有

7

家净利润翻倍， 增幅无一超过两倍。 由

此看来， 创业板公司

2010

年增长步伐

总体趋缓。

尽管业绩增速不敌中小板， 不过

创业板公司由于股本较小， 在每股收

益上表现突出。

Wind

统计显示， 已公

布年报的

560

家中小板公司中有

95

家

每股收益超

1

元， 占比

16.96%

。 而创

业板公司中， 有

56

家每股收益超过

1

元， 占比

27.05%

， 比例明显高于中小

板。 创业板公司中， 汇川技术、 东富

龙、 汤臣倍健等

5

家公司每股收益达

2

元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 ， 中小板公司中

2010

年每股收益最高的是洋河股份，

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4.9

元。 值得一提的

是， 该公司一季报继续捍卫霸主地位，

实现每股收益

2.6

元， 居已披露一季报

的两市上市公司之首， 超过了该公司

2010

年上半年的基本每股收益

2.37

元。

业绩高速增长， 上市公司也慷慨地

为股东大派红包。 在中小板公司之中，

大比例高派送已经成为一大特色。 其

中， 海普瑞决定每

10

股转增

10

股派

20

元， 其中分配现金股利总额达

8

亿

元， 占其净利润的

66%

。 洋河股份分配

利润也是毫不吝啬， 宣布每

10

股转增

10

股派

10

元。 此外， 浙江永强与搜于

特也分别推出高派送方案， 浙江永强每

10

股派

10

元， 搜于特每

10

股转增

10

股派

10

元。

与中小板类似， 创业板公司

2010

年利润分配热情同样高涨， 高送转方案

屡见不鲜。 其中， 中瑞思创分配方案为

每

10

股转增

15

股派

15

元， 而大富科

技决定

10

派

12.3

元。 不吝分红的还有

汇川技术， 该公司决定每

10

股转增

10

股派

12

元。

� � � �受全球经济复苏
、

太阳能光伏行业市场回暖等因素的影响
，

2010

年新能源产业迎来
爆发性快速发展

，

相关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也因此实现大幅度增长
。

中小板业绩增长前五
强大族激光

、

天奇股份
、

大港股份
、

江苏宏宝及利达光电均已披上新能源外衣
，

占据创业
板增幅前列的向日葵

、

东方日升
、

汇川技术也立足于新能源产业
。

聚焦典型公司

大族激光：

中小板业绩增长冠军

大族激光不仅登上中小板业绩

增长状元榜， 在两市总成绩单中也

名列前茅。 大族激光

2010

年实现

营业总收入

31.09

亿元， 实现净利

润

3.76

亿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59.41%

和

11916.11%

。 年报显示，

公司毛利率由上年的

37.55%

上升

到

40.98%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

0.32

元， 比上年

大幅提高

113.33%

。 占大族激光营

收比例较大的激光信息标记设备、

激光焊接设备以及激光切割设备分

别实现销售增长

49.28%

、

94.5%

和

87.91%

。

除激光设备外， 大族激光近两

年通过收购等方式逐步布局新能源

领域。

2010

年， 大族激光新增大

族光伏和能联新源两个子公司， 专

门用于光伏设备的研发和生产。 该

公司年报显示， 新能源、 新光源领

域孕育着广阔的市场空间， 上述投

资将逐步成为大族激光未来新的业

务增长点。

来自长江证券的分析指出， 未

来大族激光将加大新能源、 新光

源设备投入力度， 拓宽高端装备

制造产品线， 光伏行业的高成长

带来广阔的进口设备替代空间，

此外

LED

设备亦成为公司未来新

的增长点。 据悉， 大族激光是国

内唯一能够生产焊线机的企业，

在现有固晶机、 分光机和装袋机

的基础上已经成功设计出焊线机

的样机， 其

LED

封装设备产品线

得到进一步完善。 （郑昱）

大港股份：

转型新能源初战告捷

面临房地产调控的多重压力，

不少地产商启动转型之旅， 大港股

份抓住光伏产业发展契机， 在向新

能源产业转型过程中初战告捷。 年

报显示， 大港股份

2010

年实现营

业总收入

19.76

亿元， 同比增长

74.45%

； 实现净利润

6251.56

万

元， 同比增长

2202.91%

。

公开数据显示， 大港股份目前

的业务分为三部分， 分别是大成新

能源的光伏业务、 房地产业务和化

工物流业务。 针对

2010

年净利润

巨幅增长， 大港股份表示， 公司新

能源产业销售大幅提高， 使其占营

业总收入的比例明显上升， 加之港

和新材的投产销售， 港东运输成立

后运营， 使得大港股份营业总收入

和净利润的构成发生较大变化。

受益于

2010

年太阳能光伏行

业的复苏， 大港股份全资子公司大

成新能源全年销售与上年同期相比

有了大幅提高， 实现营业总收入

4.93

亿 元 ，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201.64%

， 实现净利润

6297

万元，

扭亏为盈。 为做大做强新能源产

业， 大港股份决定趁热打铁， 旗下

大成新能源拟投资建设硅片扩产工

程项目， 项目总投资

2.3

亿元， 预

计建成后大成新能源年增产硅片

5760

万片。 （郑昱）

中小板

2010

年净利增长前十 （截至

4

月

27

日数据）

创业板

2010

年净利增长前十 （截至

4

月

27

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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