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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报“交卷”时间，不少上市公司却纷纷修
正2022年度业绩预告。

据上海证券报记者统计，截至4月18日，共有
88家上市公司发布了2022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其中，61家公司向下修正业绩，占比69%；13家
公司上调业绩；14家公司的业绩预告修正未对业绩
产生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有15家公司业绩预告出现“变
脸”，其中13家公司业绩增势由“晴”转“阴”，变化
速度快、幅度大，令投资者大跌眼镜。

近七成公司下调业绩

整体来看，受宏观经济和行业等因素的影响，
2022年业绩预告向下修正的公司家数较多，占比
近七成。相应的，仅有13家公司上修业绩，占比不
足15%。

在下调业绩的公司中，有多家公司前后业绩预
告金额相差巨大，甚至由盈转亏。南华仪器就是其
中一例。公司4月12日发布公告，对此前发布的
2022年业绩预告进行修正，修正后预计2022年归
母净利润区间为-3500万元至-3000万元，同比由盈
转亏。此前，公司1月31日发布的第一份业绩预告
中，公司预计归母净利润为-350万元至-250万元。

前后两份业绩预告的净利润亏损额为何相差
10倍左右？南华仪器解释称，公司发布第一份业绩
预告时，年度审计工作尚未全面展开，所以对相关
理财产品减值准备计提并未确认。

公告显示，南华仪器在2021年7月30日以
6000万元认购重庆信托发行的“重庆信托?昆明融
创城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2022年4月30日，

公司收到重庆信托发来的临时公告称，债务人昆明
融创城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资金出现流动性
困难，到期未能偿还借款，构成实质违约，该信托计
划终止。因此，对该理财产品补提减值准备3029.4
万元是导致业绩预告“变脸”的直接原因。

然而，该理财产品的风险早在2022年4月30
日的时候南华仪器就已经知晓，因此，公司此时下
调业绩颇受市场质疑。

昔日“牛股”奥园美谷在4月15日披露2022年
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此前该公司预计2022年归母
净利润亏损金额为1.13亿元至1.68亿元，最新预计
亏损扩大至8亿元至16亿元，亏损金额最高可能增
加超14亿元。

奥园美谷直言，这是新增重大诉讼事项、补充
计提预计负债约10.21亿元造成的。记者注意到，
就在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前不久，奥园美谷副总裁、
财务总监林斌辞职。

记者还发现，有10家ST公司大幅向下修正业
绩，有的面临退市风险，有的收到监管关注函。

以ST海投为例，公司不仅向下修正业绩，还直
接“变脸”，净利从预盈变为至少亏损3.5亿元。

具体来看，ST海投此前预计2022年归母净利
润为6349.64万元至9524.46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40.68%至111.03%。修正后，公司预计2022年度归
母净利润亏损3.5亿元至5.25亿元，比上年同期下
降876.46%至1264.69%；扣非后的净利润区间为亏
损873.21万元至盈利1.66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17.10%至226.08%。公司一口气计提预计负债金
额逾5亿元是业绩修正的主要原因。

伴随业绩突然由盈转亏，深交所迅速向公司发
函，要求公司说明在财务管理及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等方面的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
*ST中昌不仅发布业绩预告更正公告，还明确

公司股票大概率触及财务类退市指标，或将于
2022年年报披露后被终止上市。

4月4日晚间，*ST中昌发布《2022年年度业绩
预告更正暨退市风险提示公告》，公司将此前预计
亏损区间2.9亿元至3.6亿元，更正为亏损5.2亿元
至6.2亿元；预计营业收入为1000万元至1200万
元，且2022年期末净资产为-2.5亿元至-2亿元。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2022年净利润为负且营业收
入低于1亿元、2022年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
将在2022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终止上市。

需要注意的是，*ST中昌不仅可能触发财务类
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还拉响了面值退市的警报。

此外，*ST蓝盾、*ST瑞德、*ST商城等多家ST公
司也大幅下修2022年度业绩预告。

15家公司业绩“大变脸”

统计数据显示，在修正业绩预告的88家公司
中，有15家公司业绩“大变脸”。细究业绩变化原
因，包括突发赔偿、担保、经营变故等事项而需补充
计提，可谓五花八门。其中，金圆股份、澳洋健康、
中颖电子等13家公司业绩预告由“晴”转“阴”，引
发市场质疑。

以金圆股份为例，公司在年初发布2022年度
业绩预告近三个月后，突然将此前预计盈利变更为
亏损，令投资者一片哗然。

4月17日，金圆股份发布2022年业绩预告修
正公告，预计2022年业绩由盈利转为亏损，亏损金
额为 1.9亿元至 2.3亿元，同比下降 320.16%至

366.51%；扣非后净利润亏损5亿至5.5亿元，同比下
降3562.56%至3908.81%。

此前的1月31日，金圆股份预计2022年归母净
利润区间为盈利1300万元至1800万元，扣非后的
净利润区间为亏损2.6亿元至3亿元。

其2022年业绩为何“变脸”？

记者发现，金圆股份此次业绩“暴雷”的原因或
与旗下子公司新金叶有关。2017年，金圆股份斥资
6.2亿元收购新金叶58%股权，正式进军固废危废
处理和稀旧贵金属回收的环保领域，原股东承诺
2016年至2018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3.23亿元。

然而，新金叶在3年承诺期后，业绩迅速“变
脸”。新金叶补充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补充调
整成本等，极大地影响了公司净利润。

奥普光电、微导纳米是少有的两家业绩预告由
“悲”转“喜”的公司。

奥普光电发布2022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将 2022年预告归母净利润区间由 1395万元至
2090万元，上修为7000万元至8000万元，由此前
同比下降73.81%至60.76%，上修为较上年同期增
长31.41%至50.19%。

奥普光电解释称，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收购
长光宇航40%股权的事项，持股比例由原来的
11.11%增至51.11%，长光宇航成为公司的子公司而实
现并表。公司在之前进行业绩预计时，由于对会计
准则理解有误，在进行初步合并过程中，未将原来
持有的长光宇航11.11%股权的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
间的差额进行调整并计入投资收益。

据《上海证券报》

白酒股价持续低迷

消息面上，龙头股贵州茅台和山西汾酒都公
告了今年一季度业绩。前者实现营业总收入
391.6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净利润205.2亿元，
同比增长19%。后者实现营收126.36亿元，同比
增长20%；净利润44.52亿元，同比增长20%。

一季度业绩迎来开门红，却不敌白酒板块股
价近期持续低迷。今年自2月22日白酒板块达
到阶段高点后便进入下跌通道。从数据上来看，
截至4月18日，中证酒指数今年以来上涨0.8%，
近三个月则下跌7.14%。中证白酒指数的表现更
甚，年内下跌0.16%，近三个月的跌幅达到9.25%。

白酒板块内，近七成个股录得负收益，股价
表现低迷，水井坊下滑22.13%，领跌整个板块，山
西汾酒、酒鬼酒、洋河股份、天佑德酒、五粮液、
迎驾贡酒6只个股的跌幅超过10%。

贵州茅台的股价4月以来震荡走弱，4月12
日盘中一度跌破1700元关口，创下年内新低；4
月17日上午，其市值被中国移动超越，失去第一
把交椅。

在酒主题基金方面，最大的白酒基金招商中

证白酒指数今年来的收益率为-0.56%，多只白酒
主题基金的年内收益率也告负。

消费淡季或是配置时间点

嘉实基金大消费研究团队对记者表示，作为
复苏后的第一次糖酒会，对于了解过去三年行
业变化、企业经营方针和未来趋势非常重要。
糖酒会展现出关注度非常之高，整个行业呈现
出稳中向上的趋势，春节销售表现超预期，催化
出更多热情。通过客观、理性的糖酒会调研，剥
离出情绪，可以看到，糖酒会符合整体预期。

中信保诚基金表示，市场的确在复苏，但经
销商目前还比较谨慎，市场的复苏可能比较平
缓，白酒行业在向龙头集中，集中度提升的趋势
还在过程之中，未来集中和分化会同时演绎，因
此可以更为关注高端白酒龙头，关注渠道库存
变化。

招商基金侯昊分析称，近期白酒板块产生的
负面因素都是基于3月份销售比较淡的状态。
但随着糖酒会的正常举办，继续观察“五一”“十
一”以及婚宴预订，根据宴席消费市场的繁荣程

度，估计市场又会有不一样的判断。
他表示，虽然白酒行业高增长的时代一去不

复返，但基础逻辑和行业逻辑都还在，不能被暂
时的困难改变对未来的信心和美好的期待。在
市场整体弱的环境下，白酒行业已经比其他消费
行业表现更好，并且白酒行业中也有很多好公司
凭借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走出了困境。“任何可能
造成市场波动的观点发表出来都应经过深思熟
虑，尤其是非官方数据的准确性到底如何，应该
更为谨慎一些。换个角度来看，其对市场造成了
一定的波动，反而是很好的配置时间点。”

消费升级寻找机会

长城基金量化与指数投资部总经理雷俊对
记者表示，白酒板块毫无疑问是一门好生意，商
业模式、盈利较好，值得长期配置。龙头地位稳
固，确定性较强，预期指引管理好，对行业有较
强的定海神针作用；同时，部分次高端以及二三
线白酒，成长性较好，受益于经济复苏和共同富
裕大趋势，对于老百姓的生活品质提升明显，中
间价格带成长空间巨大。

而对于整个消费行业，雷俊称，当前各地把
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以新场景、新服
务为特点的“新型消费”深受年轻人青睐，正释
放出消费新活力。新消费整体范畴较大，包括
数字新技术、新模式、新媒介和新消费关系所驱
动的消费行为，也是一种新型消费模式。核心
的驱动因素，还是来自消费升级、技术升级。

中信保诚基金经理管嘉琪表示，白酒是很多
消费基金的热衷板块，核心原因是其符合成长
快、商业模式也好的特征。但现在白酒板块的
预期回报在下行，仓位放在白酒上面就能躺赢
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如果估值跌到
合理位置可以赚钱，但也要挖掘其他行业的投
资机会。

中信保诚基金经理闾志刚称，应从大框架中
找到投资机会，比如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和消
费升级都是大势所趋，那医药、医疗服务就是比
较关注的方向。其次，基金公司应找到景气度
相对比较高的行业，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对相
关行业的引导，做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投资。

据《华夏时报》

业绩大变脸 多家公司临近“交卷”修正年报

A股上市险企一季度战绩已揭晓。截至4月
18日，A股五大上市险企2023年一季度保费收入
（文中保费收入皆为原保费收入）全部亮相，五大
上市险企期内共取得保费收入10563.16亿元，同比
增长4.9%，总体可谓“开门红”。从人身险业务看，
上市险企旗下人身险公司业绩呈现出分化态势；
从财产险业务看，财险“老三家”保费收入则均实
现较快增长。

展望未来，分析人士认为，财险业有望持续稳
健发展，而人身险业拐点已至，行业正在加快复苏。

人身险保费“两升三降”

一季度，除新华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微降外，其
他4家上市险企皆实现同比上涨。具体来看，中国
人寿一季度实现保费收入3272亿元，同比增长
3.9%；中国平安实现保费收入2601.59亿元，同比增
长5.55%；中国人保实现保费收入2497.34亿元，同
比增长7.47%；中国太保实现保费收入1544.53亿
元，同比增长3.85%；新华保险实现保费收入647.72
亿元，同比下降0.18%。

五大上市险企中，中国人寿和新华保险只经
营人身险业务，其他3家同时经营人身险和财产险
业务。从人身险业务看，一季度，5家上市险企共
取得保费收入7200.64亿元，同比增长2.62%，各险
企保费呈“两升三降”的分化状态。其中，中国平
安旗下的平安人寿保费收入同比增长5.63%，涨幅
位居第一；中国人保旗下的人保寿险和中国太保
旗下的太保寿险保费收入同比皆有所下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院长谢远涛对记
者表示，人身险业拐点已至，行业正在加快复苏，
代理人增员、展业及保险销售逐步恢复常态。在
去年低基数以及今年新单增长的带动下，预计上
市险企人身险新业务价值将持续增长。

财通证券分析师夏昌盛认为，部分上市险企
人身险保费收入上涨，主要是由于银保渠道高增
长，加上在定价利率下调的预期下，居民保险储蓄
需求较快释放，驱动新单保费高增。

谈及人身险业二季度走势，夏昌盛认为，二季
度人身险新单保费及新业务价值有望延续涨势，
主要有三大驱动力：一是居民预防性储蓄需求仍
维持高位，预计以增额终身寿险为主的储蓄险更
能承接低风险偏好下的居民储蓄迁移需求，叠加
定价利率下调的预期，热销势头有望持续；二是个
险销售队伍企稳；三是银行具备客户优势，有望抓
住增额终身寿险热销机遇。

财险保费实现较快增长

从财产险业务看，财险“老三家”一季度业绩
都实现了较快增长。其中，中国人保旗下的人保
财险取得保费收入1676.4亿元，同比增长10.19%；
中国平安旗下的平安产险取得保费收入769.6亿
元，同比增长5.4%；中国太保旗下的太保产险取得
保费收入575.43亿元，同比增长16.8%。

从披露的业务细分数据来看，人保财险一季
度信用保证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26.7%；农险保费
收入同比增长23.2%；车险保费同比增长6.5%。整
体来看，车险保费平稳增长，非车险保费收入实现
较快增长。平安产险一季度财险业务中的车险保
费收入为500.3亿元，同比增长6.25%；非车险保费
收入为201.5亿元，同比增长7.89%。

谈及车险业务，夏昌盛认为，在一季度中国汽
车销量同比下降6.7%的情况下车险业务仍实现了
平稳增长。预计车险量价齐升逻辑仍将延续，一
是在扩大内需的战略下，汽车消费支持政策有望
继续加码；二是新能源车渗透率持续提升，可能驱
动车均保费向上。大型险企凭借数据、定价、服务
等优势，增速有望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综合

在4月18日举办的“首届中国上市公司产业发
展暨分拆上市论坛”上，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党委委
员、副会长孙念瑞表示，在资本市场生态进一步改
善、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格局逐步形成同时，一些
多元化经营的大型上市公司不同的业务板块差异
比较大，其中高科技、高成长性子板块不一定就被
资本市场充分认可、充分定价，因此催生了分拆上
市制度。

在政策环境积极推动的影响下，A股分拆上市
热潮持续。据同花顺iFinD数据及上市公司公告不
完全统计，截至4月18日，A股已经有21家真正意
义上的“A拆A”分拆上市案例，同时已有100多家
上市公司发布分拆上市预案。

“分拆上市，一般是将母公司内的优质资产单
独打包，公开上市。一旦成功上市，对于公司而言
融资就有了巨大保障。同时，分拆上市子公司因
为是独立公开上市法人主体，在经营管理和激励
上会更加灵活方便，也可以增厚利润，方便母公司
经营管理，更有助于其聚焦主业发展。”东高科技
高级投资顾问齐亚州对记者表示。

2019年12月份，证监会正式发布《上市公司分

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A股境内
分拆上市通道正式开启，越来越多的优质资产及
企业回归A股市场。2022年，证监会发布的《上市
公司分拆规则（试行）》，整合境内外分拆上市规
则，统一境内外监管要求，同时也加快推动A股分
拆上市的需求。

“上市公司分拆子公司上市，会促进被分拆子
公司的独立发展和做大做强，同时反过来也能促
进合并报表后的母公司规模、业绩的成长，有利于
母子公司市值与股价的共同成长和稳定。”IPG中
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对记者表示。

从行业分布来看，按证监会大类行业，分拆上
市股主要集中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医药制造业等行业。从分拆上市目的地来
看，大多集中在科创板和创业板。

“分拆出来的子公司一般是处在成长期和
概念期的新兴产业，其定位更加适合创业板和
科创板。”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
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向
记者表示。

从企业性质看，在已实施分拆上市的21家上

市公司中，13家为国企，占比高达62%。
据万联证券统计，分拆上市新规实行以来，发

布分拆上市公告的上市公司中，国企（地方国有企
业+央企）占比49.43%。前述13家分拆上市成功的
国有企业中，3家为央企，10家为地方国企。

“国企在分拆上市中占比较高，一方面与国资
委大力推进国资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实现规
范运营的政策取向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前资本
更看好国企的市场资信、资源获取能力，以及企业
运营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所体现的资本价值有
关。”柏文喜表示。

万联证券表示，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在当
前中国特色估值体系下重要性进一步抬升，分拆
上市有助于实现国企整体估值重塑，因此受到央
企、地方国企青睐。

招商证券表示，分拆上市有利于培育战略性
新兴产业，在重点领域重塑国企上市公司的价值，
随着国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提高工作的推进，国
企控股上市平台将有更强烈的意愿对旗下业务进
行整合、分拆与剥离，未来或有更多国企启动分拆
上市进程。 据《证券日报》

“A拆A”热潮涌动 已有21家子公司成功登陆A股

“把酒”问投资：白酒股下跌3个月，该出手了吗？

今年以来白酒板块整体陷今年以来白酒板块整体陷
入调整入调整，，表现平平表现平平，，相关基金的相关基金的
净值也受到影响净值也受到影响。。近日举办的近日举办的
糖酒会作为疫情之后快消行业糖酒会作为疫情之后快消行业
的首个年度盛会的首个年度盛会，，也是投资界也是投资界
借此观察疫后消费行业复苏借此观察疫后消费行业复苏、、
了解食品饮料供销趋势的重要了解食品饮料供销趋势的重要
窗口窗口。。

多家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多家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
参与其中寻找投资机会参与其中寻找投资机会，，有的有的
直直言在市场走弱的情况下言在市场走弱的情况下，，可能可能
是很好的配置时间点是很好的配置时间点；；有的则认有的则认
为白酒板块的预期回报在下行为白酒板块的预期回报在下行，，
仓位放在白酒上面就能躺赢的仓位放在白酒上面就能躺赢的
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要挖掘消要挖掘消
费费升级中的投资机会升级中的投资机会。。

五大险企“一季报”揭晓
揽保1.06万亿同比增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