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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移动发布了年
报。年报显示，中国移动去年全
年营业收入达 8482.58 亿元，同
比 增 长 10.4% ；归 母 净 利 润 为
1159.37 亿元，同比增长 7.5%。
不久前，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也
先后发布了年报，截至目前，三
大电信运营商 2021 年全年业绩
全部出炉。

三巨头业绩再创新高
财报数据显示，中国电信

2021 年营业收 4396 亿元，同比
增长 11.3%；净利润为 259.48 亿
元，同比增长约24.50%。中国移
动2021年营收8482.5亿元，同比
增长10.4%；净利润为1159.37亿
元，同比增长 7.5%。中国联通
2021 年营收 3279 亿元，同比增
长 7.9%；净利润为 144 亿元，同
比增长15%。

三大运营商 2021 年营收合
计约 1.6 万亿元，净利润约 1563
亿元，按照一年365天来算，日均
约赚4.28 亿元。从整体上看，三
大运营商的业绩均在去年再创新
高。对比三大运营商数据来看，
中国移动在营收规模、净利润规
模上都已遥遥领先，成为三家中
的“顶流”。其营收占三家运营商
总营收的约52%，其净利润占三
家运营商总利润的约74%。

去年，中国移动的数字化转
型收入达到1594亿元，同比增长
26.3 亿元，该新兴业务对通信服
务 收 入 增 量 贡 献 更 是 高 达
59.5%，由此可见，数字化转型也
已逐渐成为助力该公司收入增
长的驱动力。

此外，中国电信去年产业数
字化业务收入高达 989 亿元，同

比增长 19.4%，增速已保持稳定
提升；中国联通去年产业互联网
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28.2%，达到
548亿元，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联
通云”收入163亿元，大数据收入
26亿元，物联网收入60亿元。

5G建设已成主流趋势
据工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

去年年底，我国累计建成并开通
5G基站 142.5 万个，建成全球最
大的5G网络，实现5G覆盖全国
所有地级市城区、超过98%的县
城城区和 80%的乡镇镇区。5G
建设是三大运营商近几年的重
中之重。

中国移动年报显示，去年5G
相关投资为1140亿元，累计开通
超 73 万个 5G基站；中国电信年
报显示，去年累计完成 5G 投资
380 亿元，截至去年 12 月底，在
用 5G 基站数量超过 69万站；此
外，中国联通称，继续与中国电信
开展合作，开通5G基站31万站，
双方累计开通基站 69 万站。在
2022年，三大运营商表示会继续
将重点放在5G网络建设上，保持
5G相关的资本开支稳定增长。

在 5G 用户数量及渗透率
上，根据三大运营商统计口径，
截至去年年底，中国 5G 用户为
7.3 亿户，保持着快速增长趋势，
渗透率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据财报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移动
5G套餐用户已达3.87亿户，净增
长 2.22 亿户，中国电信则达 1.88
亿户，中国联通约达 1.55 亿户；
其中，中国移动的 5G 套餐用户
渗透率达 40%，而中国电信、中
国联通的 5G套餐用户渗透率则
分别高达50.40%和48.90%。

打破当初“不干预”承诺
美 的 收 购 库 卡 的 主 体 为

集 团 全 资 子 公 司 广 东 美 的 电
气 有 限 公 司 。 目 前 ，美 的 集
团 间 接 持 有 库 卡 95% 的 股
份 。 交 易 完 成 后 ，库 卡 也 将
成为美的集团 100%控制的境
外 子 公 司 ，并 从 法 兰 克 福 交
易所退市。

美的集团着手布局机器人
领域可以追溯到 2015 年。彼
时，在美的“智慧家居+智能制
造”的双智战略驱动下，美的
与日本安川电机设立两家机器
人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各 1 亿
元 ；2016 年 年 初 ，美 的 斥 资
1.78 亿元参股埃夫特 17.8%的
股权，同时向库卡发起 37 亿欧
元收购要约，并在 2017 年最终
完 成 收 购 ，持 有 94.55% 的 股
份；此外，美的还于 2017 年收
购以色列高创公司，构建起由
库卡和高创构成的机器人及自
动化系统板块。

“不干预”是美的成为库卡
绝对控股方时的承诺，美的在投
资协议中承诺保持库卡的独立
性，其中包括美的不会寻求库卡
退市等，为期 7 年半，到期日为
2024年年初。

不过，库卡在被收购之后
的几年里业绩一度陷入亏损，
股价也从 2017 年的 256 欧元/
股一路下探至 2020 年的 22.50
欧元/股。业内人士认为，眼下
库卡股价相对低迷，此时美的
加快私有化步伐，可以花费较
少代价；库卡在美的内部归属
于机器人与自动化事业群，私
有化将利于其与埃夫特、高创
等其他机器人相关业务进行内
部资源协同。

或提升库卡国产化率
1898年，库卡成立于德国奥

格斯堡，是世界几家顶级为自动
化生产行业提供柔性生产系统、
机器人、夹具、模具及备件的供
应商之一，与ABB、发那科、安川
电机并称世界工业机器人制造

“四大家族”。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增速最

快的机器人市场。据新财富数
据，去年中国机器人市场规模预
计达到 840 亿元，其中工业机器
人 446 亿元，占比 53%。蓬勃发
展的市场引发包括“四大家族”在
内的国际机器人企业加快本土化
布局，争相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

ABB在上海投建的新工厂，
计划在今年一季度投产，服务于
亚洲客户，致力于将其打造成全
球机器人行业最先进、最具柔
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工厂。
2018 年，库卡顺德园区启动建
设，成为广东省智能制造创新示
范园的重点项目，今年将继续加
快基建和研发的投入计划投入7
亿元，完成园区的基建工程和扩
大研发新产品开发，并将年产量
提升至3万台……

美的私有化库卡也被视为库
卡国产化率提升的重要契机。库
卡中国 CTO 李宏伟此前在采访
中透露：“库卡供应链的本土化一
直是我们的一个核心战略，我们
所说的本土化，是指零部件也在
国内生产，这样可以保证我们产
品的采购交期。目前我们国产化
率大概在80%，我们接下来会继
续提升这个比例。”

在 2022 年胡润全球富豪榜
上，80岁的何享健及其家族财富
达 2250 亿元，位列中国第六、全
球第35位。

随着消费升级，休闲食品行
业曾被寄予厚望。根据中商产业
研究院统计，去年中国休闲食品
市场规模已突破1.4亿元，近五年
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0%。

但开源证券数据显示，2020-
2022 年期间，休闲食品线上CR3
（行 业 前 三 总 量）基本在 15%-
30%徘徊。不只是线上，根据东
方证券研报，国内休闲食品整体
市场集中度呈现缓慢上升的趋
势，2012-2020 年间，CR5（行业
前 五 总 量 ）从 16.50% 提 升 至
17.30%，CR10（行业前十总量）从
26.60%提升至26.90%。

史上规模很大，但行业集中
度却不高，背后原因不难理解。

本质上是因为，休闲食品的产品
差异不大，导致同质化竞争严重，
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频出。朱
丹蓬分析称：“现在休闲零食市场
整体毛利偏低，同质化竞争压力
加剧，对良品铺子而言竞争压力
确实在加大，但这也是整个行业
都在面对的状况。目前线下商业
资源越来越少，租金越来越高，线
上获客成本也越来越高。更关键
的是，现在成本都在上升，原材料
价格也在上升。”

对此，在王鹏看来，企业要牢
牢控制自己的产业链上下游，如
果无法控制，那成本就会无限上
升。“仅仅依靠‘贴牌+代工’的生
产模式，没有掌握到核心的竞争

力，带来的就是盈利能力和口碑
的大幅下降”。

另外，王鹏表示，要想准确地
了解市场，就必要打出差异化。
对良品铺子而言，针对不同地域、
不同消费能力和年龄段的消费
者，包括疫情和非疫情期间的社
会需求，都可以进行针对性的产
品研发，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而不是一味同业复制。

不过，从财报看来，良品铺子
似乎并不太重视研发。数据显
示，去年良品铺子研发投入总额
仅占营业收入的0.43%，研发人员
数 量 占 公 司 总 人 数 的 比 例 为
1.45%。而与之对比的是2021年
销售费用同比上涨29.83%。

据 悉 ，国 联 安 上 证 科 创
50ETF联接基金于3月28日起正
式发行，为投资者布局科创板提
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便捷工具。

作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生力军、科技与产业创新的先
锋军，科创板公司以亮眼的业绩
凸显板块高成长特性，为国民经
济发展增添科创亮色。作为目
前唯一一只专门跟踪科创板的
指数，科创 50 指数真正实现了
对科技创新龙头的“优中选优”。

作 为 国 联 安 上 证 科 创
50ETF联接基金的管理人，指数
产品一直是国联安基金的强
项。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28 日，国联安半导体 ETF 成
立以来以及 2019 年-2021 年度
各年度净值增长率为：133.76%、
43.50%、45.83%、24.31%，在结构
性化行情中凭借过硬的投研实力
取得良好业绩。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A股市
场回调，当前科创 50 估值正处
于历史底部，为投资者提供了较
好的入场时机。业内人士认为，
科技创新是驱动中国经济长久
发展的最大动力，聚焦中国科技
创新的科创50指数长期价值显
著，投资者不妨借助国联安科创
50ETF 联接基金参与中国科技
的兴起。 （杨广）

良品铺子净利缘何首度下滑
作为“高端零食第一股”，公司却在产品质量上频频翻车

近日，良品铺子（603719）发布 2021 年年报。报告期内，良品铺子实现营收
93.24亿元，同比增长18.11%。作为营收近百亿元的零食企业，良品铺子是继三只
松鼠后的第二家，但只增收不增利。数据显示，良品铺子去年四季度亏损3371.04
万元，这是自2020年 2月上市以来，良品铺子出现首度净利润下滑。昨日，良品铺
子收报27.15元，相比2020年86.74元的辉煌时刻，市值只剩下彼时的近三分之一。

事实上，自2018年开始，良品铺子的净利润增长速度就一直在放缓，2020年营
收增长速度大幅下滑。难以杜绝的食品安全问题、疫情之下的线下销售难为、大股
东纷纷减持……品不良、轻研发的良品铺子路在何方？

财报显示，去年良品铺
子实现营收 93.24 亿元，同比
增 长 18.11% ，归 母 净 利 润
2.82 亿元，去年四季度营收
27.55 亿 元 ，亏 损 3371.04 万
元。这是自 2020 年 2 月上市
以来，良品铺子出现首度净
利润下滑。

净利润为何没有随着营收
一起增长？良品铺子解释称，
去年，公司积极面对线上经营
环境变化、部分原材料价格上
涨以及多点散发疫情的持续
影响等情况，主动优化调整经
营业务策略，进一步拓展传统
平台电商市场份额、加大布局
社交（直播）电商、社区电商等
新兴流量渠道，加大营销推广
费用投放，提升全渠道市场占
有份额。

此外，良品铺子相关人士
认为，受线上渠道占比提升等
因素影响，去年四季度线上业
务毛利率对比同期出现短期
下降，也是导致公司净利润对
比同期下降的原因。

当然，这不是第一个信
号。从近几年的财报来看，良
品铺子亟须提振业绩。2018-
2020年，良品铺子总营收分别
为 63.78 亿 元 、77.15 亿 元 、
78.94亿元，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17.58%、20.97%、2.32%，而同
期归属净利润分别为 2.385 亿

元、3.404 亿元、3.436 亿元，同
比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520.65% 、
42.68%、0.95%。

对于良品铺子的增收不
增利现象，艾媒咨询分析师
认为，休闲食品电商主要通
过创新玩法吸引流量关注，
从而扩大销售。但随着流量
成本越来越高，零售品牌逐
渐 沦 为 电 商 平 台 的“ 打 工
人”。比如，良品铺子相关人
士表示，近年来受电商销售
模式的影响，每年“618”“双
十一”“双十二”“年货节”等
打折促销期间，休闲食品的
销售规模会大幅增加，从而
导致公司业绩在年内存在一
定波动。尽管公司去年四季
度实现营收 27.55 亿元，占全
年营收的 29.55%，结果当季
却录得 3371.04 万元的亏损，
成了赔本赚吆喝。

中国人民大学高礼研究院
副教授王鹏则告诉记者，当企
业进行全品类扩张，或是在大
范围之内的品类扩张，必然会
带来盈利能力的相对下降。
年报显示，截至去年年末，良
品铺子有 1555 个 SKU，有 565
个产品是去年上新的。对比
靠缩减 SKU（库存管理单元）
来实现增利的同行三只松鼠，
良品铺子显然走的是一条截
然相反的路。

作为“高端零食第一股”，良
品铺子却在产品质量上频频翻
车。3 月 15 日，有消费者在黑猫
上投诉在良品铺子店买的猪肉脯
有霉点。无独有偶，同日还有消
费者投诉在良品铺子巴旦木中吃
出虫子。

良品铺子受到类似食品安全
的投诉在黑猫平台上并不少见，

“吃出石头”“吃出头发”等投诉屡
见不鲜。记者在各类投诉平台上
搜索相关投诉时，良品铺子投诉量
达上百例，主要问题集中在食物中
出现异物、变质等问题。这并不是

良品铺子存在的单体问题，三只松
鼠也曾深陷食品安全旋涡。

记者了解到，“代工+贴牌”是
休闲零食品牌的常见模式，但这
一模式下的食品安全问题屡见不
鲜。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
在去年便分析称：“三只松鼠近年
来频频陷入舆论风波的根源正在
于‘贴牌+代工’的生产模式，其代
工厂多是质量检控等方面配置较
低的小企业，产品问题频现。”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上，去年
良品铺子经历了多次股东减持。
去年 2 月 26 日，良品铺子发布公

告称，珠海高瓴、香港高瓴、宁波
高瓴三名股东因自身资金需求，
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及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减持。这
三家在良品铺子 IPO前总计占其
总股本的 11.67%，去年 8月 28日
发 布 的 公 告 则 显 示 共 减 持
2.69%。去年 10 月 8 日，三家又
公布了新一轮的减持计划。截至
今年 1 月 17 日，三家公司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591.18 万 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1.47%。截至目前，本次减持计
划尚未实施完毕。

美的集团全面私有化库卡
收购总价款约10.5亿元

羊城晚报记者 黄婷

时隔近七年，家电巨头美的集团不惜打破先前承
诺，要将工业机器人“四大家族”之一的库卡（KUKA）收
入囊中。美的集团近日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美
的电气全面收购库卡的股权并私有化，收购总价款约
1.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0.5亿元）。

去年增营收不增利 食品安全问题频出

休闲食品竞争严重

羊城晚报记者 杭莹

良品铺子线下门店 视觉中国供图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华
为这几年在芯片上遇到了不
少困难。在回答现场媒体关
于华为芯片问题的时候，郭平
表示，解决整个半导体的问
题，是一个非常复杂漫长的投
入工程，需要有耐心。在先进
工艺不可获得的情况下，单点
技术不可获得的情况下，华为
寻找系统的突破。未来的方
案可能会采用多核结构，为芯
片注入新的生命力，以提升芯
片性能，相信能够增加华为持

续供应的能力。
在回应收入下滑问题的

时候，孟晚舟表示，收入下滑
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供应链
持续承压，美国多轮制裁对华
为手机等业务影响很大；二是
中国 5G 建设在 2020 年基本
完成，客户需求减少；三是疫
情影响，华为与全球中国企
业，在疫情下承受了压力，无
论怎样，为客户服务是目标，会
持续保持在研发投放。郭平指
出：“我们还要为生存而战，有

许多困难要克服，但困难再大，
我们也要坚定不移地加大投
入，这样我们才有未来。”

其实，在克服困难的过程
中，华为不断和产业链伙伴紧
密合作。在过去的一年中，华
为秉承开放、协作、利他的理
念，着力打造繁荣的欧拉、昇
思、鸿蒙生态，超过 800 万名
开发者采用华为开放的平台、
开源的软件及丰富的开发工
具，探索创新的商业场景和商
业模式。

孟晚舟回国后首次公开亮相
华为去年净利润增长75.9%至1137亿元

3月28日下午，华为公司举行2021年财报发布会。值得一提的
是，这是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回国后首次公开亮相。孟晚舟在发布
会上透露，2021年，华为收入为6368亿元，同比下降28.6%；净利润为
1137亿元，同比上升75.9%。

“我上一次参加华为财报发布会还是在4年前”，孟晚舟在发布会
上表示，“过去4年，世界的变化很大，祖国的变化也很大，回国的几个
月中，我一直在努力学习，跟上这些变化。”当被问及回国后6个月的感
受是怎样的，孟晚舟用了中国一个俗语说：“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回家六个月，我唯有努力地不缺席，才能赶上祖国的变化。”

在发布会现场，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和孟晚舟还回答了包括羊城
晚报记者在内的媒体提问，谈到了芯片、手机、研发等问题。

羊城晚报记者 林曦

面向未来，华为持续加大
研发投入，2021年研发投入达
到1427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占全年收入的 22.4%，十年累
计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 8450
亿元。孟晚舟表示：“我们的
规模变小了，但我们的盈利能
力和现金流获取能力都在增
强，公司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在不断提升。”孟晚舟认为，华
为最大的财富不在报表上，华
为的最大财富是人才存储、思
想存储。华为的核心竞争力
在于长期在研发领域的投资。

得益于主营业务的盈利
能力提升，2021年华为经营现
金流有较大增长，达到597亿
元；资产负债率降低到 57.8%
的水平，整体的财务结构的韧
性和弹性都在加强。郭平指

出：“公司整体经营情况符合
预期，运营商业务表现稳定，
企业业务稳健增长，终端业务
快速发展新产业，生态建设进
入快车道。”

具体从三大业务来看，华
为在运营商业务领域实现销
售收入 2815 亿元，累计签署
了 3000 多个 5G 行业应用商
用合同，5G 在制造、矿山、钢
铁、港口、医疗等行业规模商
用。华为消费者业务滑落成
为第二大业务集团，实现销售
收入2434亿元，智能穿戴、智
慧屏、TWS 耳机及消费者云
服务均实现持续增长，其中可
穿戴设备和智慧屏业务收入
同 比 增 长 超 过 30% 。 搭 载
HarmonyOS的华为设备超过
2.2 亿台，成为全球发展速度

最快的移动终端操作系统。
华为企业业务实现销售

收入 1024 亿元，数字化转型
浪潮下，华为在全球700多个
城市、267 家世界 500 强企业
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面向
政府、交通、金融、能源以及制
造等重点行业，华为发布了
11 大场景化解决方案，成立
了煤矿、智慧公路、海关和港
口等军团，整合资源高效服务
客户。全球 700 多个城市、
267家世界500强选择华为开
展数字化转型，服务与运营伙
伴数量增长到6000多家。

孟晚舟表示，无论华为的
利润高低，都坚持以收入作为
基线进行研发投入，这是华为
真正能够持续为客户提供价
值的一个保障和基石。

从财报中可以看到，去年华为
的消费者业务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这主要是由于华为手机销量下滑
所导致。有相关调研机构的数据
显示，华为去年的手机出货量较
2020年下降了81.60%。

对此，郭平表示，美国连续多
年的制裁给华为带来了非常大的
困难，特别是华为的手机业务，因
为手机芯片需要有强算力、低功
耗和很小体积的需求，华为在获
得方面还有困难。华为在积极与
有关各方探讨手机的可持续发展
方案的同时，也在探索可穿戴等
领域发展的可能，公司可穿戴手
表手环已有超过1亿的用户，公司
会在若干新的领域寻找新的发展
机会。他同时指出，目前华为暂
无计划在海外推出搭载Harmon-
yOS的手机。

孟晚舟表示，过去是华为比较
艰难的时刻，现在，华为已经穿过
了“黑障区”。虽然手机业务受

阻，但是华为的 5G 业务发展得非
常好。目前，华为助力全球运营
商部署了领先的 5G 网络。据第
三方报告显示，在瑞士、德国、芬
兰、荷兰、韩国、沙特等 13 个国
家，华为承建的 5G 网络用户体验
均为最佳。华为和运营商、合作
伙伴一起，累计签署了 3000 多个
5G 行业应用商用合同，5G 在制
造、矿山、钢铁、港口、医疗等行业
规模商用。

此外，郭平在会上再次重申，
华为不造车，华为要用华为积累三
十多年的技术与汽车行业深度融
合，帮助车企造好车、卖好车。在
汽车领域，华为已与300多家合作
伙伴建立了合作关系。

郭平强调：“华为将沿着数字
化、智能化、低碳化方向前进，依靠
人才、科研和创新精神三要素，持续
加大投入，力求实现基础理论、架构
和软件的技术底座重构，构筑长期
竞争力。”

谈研发：最大的财富不在报表上

谈芯片：解决半导体问题需耐心

谈手机：在新的领域寻找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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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运营商日赚逾4亿元
今年会继续重点布局5G网络建设

羊城晚报记者 林曦 实习生 潘桂怡

国联安科创50ETF联接基金发行

孟晚舟首次公开亮相 华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