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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市场行情持续震荡，
投资者不妨择优质“固收+”
基金。建信基金旗下建信稳
定得利、建信泓利一年、建信
优享稳健养老一年 FOF 等

“固收+”产品各具特色，投资
运作良好，能够满足投资者
多元资产配置需求。

在“固收+”产品的背后

有建信基金专业投研团队护
航，他们将充分发挥主动管
理优势，根据宏观环境、市场
行情等因素搭配合适的资产
配置比例，并通过深度研究
精选优质个券、个股布局，使

“固收+”产品在不同市场环
境中都具有较强的适应能
力。 （杨广）

近日，顺丰同城发布上市
后首份年度业绩公告。财报
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顺 丰 同 城 收 入 人 民 币
81.7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了
68.8%。实现毛利由负转正，
毛利润为9480万元。但年度
净亏损达到 8.99 亿元，相比
2020年度亏损的7.58亿元有
所增长。值得一提的是，这
已经是顺丰同城第四年连续
亏损。截至4月 7日收盘，顺
丰同城股价报收 7.15 港元/
股 ，跌 幅 为 0.69% ，市 值 为
66.7亿港元，对比上市首日蒸
发了过半。

业务大增为何还亏

顺丰同城的营收结构主
要有同城配送业务和最后
一 公 里 配 送 两 大 业 务 贡
献。主营业务同城配送业
务 2021 年营收为 50.9 亿元，
同比增长 58%。其中，非餐
配 送 场 景 收 入 同 比 增 加
105% 至 人 民 币 18.7 亿 元 。
在 2021 年，活跃消费者人数
增加至 1060 万人。最后一
公里配送服务收入为人民
币 30.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9%。如此出色的成绩，为
何顺丰同城还是亏了？

从成本来看，2021 年顺
丰同城营业成本同比增长了
60.6%至 80.8 亿元。根据顺
丰同城公布的具体信息来
看，排名前三的营业成本类
型分别为劳务外包成本、雇
员福利开支和营销推广费
用。其中，劳务外包成本由
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49.14 亿
元扩大至 80.27 亿元。顺丰
同城的骑手成本一直以来都
是沉重的包袱。相关数据显
示，2018 年-2021 年顺丰同
城外包成本分别占了总营业
成 本 的 85% 、86% 、96% 、
88%。据悉 2021年公司活跃
骑手数量超 60.6 万人，同比
增长32%。

销 售 及 营 销 开 支 从 人

民 币 1.11 亿 元 增 至 2.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3.5% 。 对
于 营 销 成 本 的 增 长 ，顺 丰
同 城 方 面 指 出 ，主 要 是 因
为 推 广 和 营 销 活 动 的 增
加 、持 续 扩 大 地 区 营 销 团
队而造成的。

同城业务如何突围？

与 顺 丰 同 城 提 供 类 似
服 务 的 还 有 美 团 、京 东 到
家、饿了么等公司，并且美
团和饿了么占领了绝大多
数的市场份额，可见行业竞
争激烈，顺丰同城要突围并
不容易。

“我们的市值表现没有
达到我们的预期。”在业绩发
布媒体电话会议上，顺丰同
城首席执行官孙海金表示。
事实上，自顺丰同城上市以
来，公司股价一路下滑，目前
股价较 IPO 时候已经腰斩。
所以，该公司也在努力找新
出路。

孙海金也承认，外卖配送
这个部分的格局比较固定，
增速相对低。但他同时表
示，一些新的渠道还有非常
大的机会。财报指出，餐饮
外卖场景以外的配送业务增
长了 105%。非餐场景主要
包括同城零售、近场电商和
近场服务，占同城配送总收
入的37%。

近年来，顺丰同城业务的
快速增长主要来源于医药行
业、服装行业及数码 3C行业
商家。孙海金表示，目前餐
饮配送收入在顺丰同城配送
收入中的占比已降到 40%，
未来公司将坚持发展全场景
业务，餐饮配送收入会维持
在30%至50%以内。

有行业观点认为，即时
配送行业目前还处于厮杀
状态，从几家上市公司的财
务情况来看，仍然是困难重
重，该如何改变现状对整个
即时配送行业来说都是很
大的挑战。

建信基金
“固收+”系列产品满足投资者多元需求

经济新动能 民企新力量

创二代来啦！

上市后首份年报出炉

顺丰同城连亏四年
市值较上市首日折半

羊城晚报记者 林曦 实习生 徐政媛

“三代”接班“花样百出”

改革开放40余年，大部
分当年热血的企业家一代都
面临着退休接班与传承的问
题了。当大家都把目光放在
二代交班之时，也有很多企
业家三代已经悄然上线、担
纲起了企业大梁。在他们之
中，有的正在成为公司实际
管理者，有的昙花一现已过，
或从头开始、或连自家江山
都“归零”了。

民企万花齐放，接班人
自然也各有特色。对占A股
公司数量三成的家族上市公
司来说，开疆拓土的第一代
创始人正在慢慢老去，有的
更已离世，二代也面临退休，
为公司选择和培养继承者和
新鲜血液，已刻不容缓。企
业如何打破“富不过三代”的
“魔咒”？从二代、三代的接
班风格来看，管中窥豹，也代
表了企业自身和一代民企的
盛衰变化。

3 月 22 日，在第十七届
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金圆
桌奖”评选上，美锦能源董
事长姚锦龙获选“最具战略
眼 光 董 事 长 ”。 事 实 上 ，
1974 年生的姚锦龙是个不
折 不 扣 的 第 三 代 接 班 人 。
尽管表现卓越，但显然相比
管理权的放手，姚家父辈们
对于股权的接班要谨慎得
多。至今，姚锦龙也没有获
得公司持股。

姚锦龙 10 岁时，爷爷姚
巨货靠10万元创办了美锦集
团，在山西这个以煤矿闻名
的 地 方 以 煤 炭 生 意 起 家 ，
2006 年，美锦能源成功借壳
上市，一时风头无两。2014

年，长子姚俊良在父亲病逝
后接掌了企业。随后，留学
归国，在集团旗下多家公司
任过职的家族第三代、姚巨
货之孙姚锦龙则继续接棒，
担 任 美 锦 能 源 集 团 董 事
长。相比逐渐下滑的煤炭
领域，姚锦龙选择了氢能源
的风口，现在看来，其决策
可谓明智。

收购佛山的飞驰客车，在
青岛投资氢能及燃料电池，
在电动汽车大热时，姚锦龙
一门心思发展氢能源汽车，
2021 年 4 月，美锦氢能新能
源商用车获得国家批准。数
据显示，2021 年美锦能源预
计盈利25亿到 30亿元，同比

增长260%-331%。今年3月
28 日，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旗下的山西美锦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传出消息称，近日
和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在北京签订战略合作备
忘录。

号称“三晋第一户”的姚
氏家族，2021 年 7 人上榜胡
润百富榜，登上山西首富宝
座。天眼查数据显示，美锦
能源股权都集中在姚俊良
和其兄弟姐妹手中，其中，
姚俊良持股 28.57%。而不
持有股份的“打工人”姚锦
龙，尽管表现不错，但控制
人位置坐得牢固与否，还需
要打个问号。

有辛勤打工的“职业经
理人”三代，自然也有持股

“不干活”的三代。
位于山东淄博的鲁泰集

团，前身是淄川区与泰国方
面合资创办的棉纺厂。彼时
任厂长的刘石祯带领着鲁泰
发展成为全球高档色织面料
生产商之一。2016 年 10 月
12 日，上市公司鲁泰A发布
公告，原实际控制人刘石祯
将公司控股股东淄博鲁诚
21%的股权即 1328.46 万元
出资转让给其孙刘德铭，股
权转让后，刘石祯不再持有
淄博鲁诚的股权。

淄博鲁诚持有15.21%的

鲁泰 A 股份，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受让淄博鲁诚部
分股权后，家族第三代刘德
铭 将 间 接 持 有 上 市 公 司
2947.43 万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3.19%，成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而当时，持有
鲁泰 A0.02%股权及淄博鲁
诚4%权益的家族第二代、刘
石祯之子刘子斌同年才从父
亲刘石祯手中接过鲁泰A董
事长、总经理的职务。

据 媒 体 报 道 ，出 生 于
1990 年的刘德铭，彼时在淄

博鲁诚工作，但并未担任董事
长或者总经理职务，也未在上
市公司任职。这波操作当时
可谓是让市场跌破眼镜。从
所有权关系上看，家族第三代
刘德铭是公司老板，其父刘子
斌在给自己打工。但在公司
的行政职务上，职务仅为总经
理助理、市场部经理的刘德
铭，又是董事长父亲的手下。
鲁泰A“儿子掌权、孙子控股”
的局面，也被外界称为鲁泰式
接班。

南有老干妈，北有十三
香。这两家主攻单款产品的
企业，有许多的相似之处，比
如都用创始人头像做商标、比
如坚持不上市。但也有不同
在于，老干妈还在选接班的二
代，“王守义十三香”（简称“十
三香”）的三代已经接班出局
了。

王守义十三香位于河南
的驻马店，由王守义1984年创
办。而在 2021 河南民营企业
100 强榜单中，十三香已跌出
百强榜单。最新数据显示，
2020 年 王 守 义 十 三 香 营 收
24.2369 亿元。同为调味品巨
头，此时王守义十三香的营收
不 及 老 干 妈（54 亿 元）的 一
半。纵观十三香的跌落，很难
不与第三代掌门人的战略有
关。

目前十三香的掌门人是
二代王银良，尽管已经70岁高
龄，但从当地媒体的报道来
看，他并没有培养接班人的计
划。而回顾前几年的报道，王
银良大哥王铁良的儿子、长孙
王太白曾在当时被指定为十
三香接班人。显然，王太白已
经被二叔踢出接班局了。

和很多的二三代一样，王

太白学生时代是在国外接受
教育的，2008年在英国谢菲尔
德留学期间豪掷千万元买下
十余套房子，却赶上金融风暴
而资产迅速缩水。回国后，他
没有放弃房地产投资，再次踏
足房地产行业。据公开报道，
王太白曾立下“30岁前赚够一
个亿”的目标。2014 年，王太
白接受媒体采访，谈到创业失
败接手家族事业、执掌调料王
国。他表示自己已经蜕变了，
赚 1个亿不是自己的目标，传
承家族企业才是他的使命，毕
竟父辈们都老了。他称，自己
会团结兄弟姐妹，不停地吸收
新东西，力争打破“富不过三
代”的魔咒。

如今来看，王太白并没有
让十三香走得更远，更是失去
了话事权。在王银良的手中，
十三香逐渐从家族企业转变
成现代化企业管理的集团，尝
试过各种跨界，譬如进军火锅
餐饮品牌，跨界广告公司、商
贸公司以及建筑设备租赁公
司，但大多以注销而终。多元
化惨败后，十三香选择固守主
打产品，但市场已经向前走了
很远。

相较于“二代们”，“三代”
在学生时代，家里的企业都
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因此，
他 们 过 苦 日 子 的 理 念 要 比

“二代”薄弱得多，物质生活
更加优越。

不可否认，有的接班人
属于被“速成培养”，但大部
分表现不错的“二代”和“三
代”们，在掌舵家族企业前，
都需要经历相当长时间的基
层历练。

姚锦龙曾称，2002 年美
国 留 学 归 来 后 ，随 着 公 司
上 市 计 划 的 浮 出 ，他 开 始
在 高 层 经 营 中 建 言 献 策 ，

“ 其 中 主 要 源 于 父 辈 们 的
信 任 ，更 重 要 的 是 之 前 相
关 理 论 的 实 战 积 累 。”王 太
白 或 许 想 转 化 赛 道 让 十 三
香 更 香 ，但 事 实 证 明 ，没 有
打 好 地 基 就 想 盖 楼 ，结 果
只能是楼塌归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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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增量再创新高 钱都去
哪儿了

？

从银行年报看信贷投放:总量提升结构优化,六大行多渠道释放信贷资源服务实体经济

年报数据看经济，金
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
固。羊城晚报记者梳理包
括最新发布的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
银行、邮储银行、交通银行
六大国有银行的 2021 年
年报数据发现，六大银行
多渠道释放信贷资源，贷
款总量出现较大幅度增
长。截至2021年年末，六
大行发放的贷款总额达
85.21 万 亿 元 ，增 速 达
11.7%。多家国有行贷款
增量达到同期新高，六家
银行合计新增贷款约为
8.96 万亿元，创下历史新
高。从结构来看，信贷支
持实体经济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增强，具体到重点领
域，年报显示，六大行均明
显加大经济转型升级重点
领域的信贷支持。

2021 年 ，包 括 工 商 银
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
国银行、邮储银行、交通银行
等在内的六大国有银行合计
实现营业收入 3.68 万亿元、

归母净利润 1.27 万亿元，净
利润增速均超为双位数。国
有六大银行的资产规模、营
收和利润水平均创下历史新
高。

从信贷数据来看，六家
国有大行多渠道释放信贷资
源，坚持金融回归本源服务
实体经济。年报显示，2021
年六大行新增贷款8.96万亿
元，多家银行的贷款增量创
出新高。

工商银行的年报显示，
2021 年其境内人民币贷款
新增 2.12 万亿元，同比多增

2433 亿元，增量创同期新
高；农业银行贷款余额 17.2
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2 万
亿元，新增信贷投放创历史
新高；中国银行境内本外币
贷款增加 1.45 万亿元，增量
创近十年新高；交通银行贷
款余额 6.56 万亿元，较上年
末 增 加 0.71 万 亿 元 ，增 幅
12.17%，为近年来最高水平。

从结构来看，六大行对
实体经济的支持主要体现在
公司类贷款、中长期贷款的
快速增长和占比提升，尤其
是对制造业、普惠小微、绿色
环保等重点领域投放力度增
加，持续加大“两新一重”、先
进制造业、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等重点领域的资源
投入。

建设银行的年报显示，
2021 年发放贷款和垫款较
上年增加 1.94 万亿元，增幅
11.95%，其中基础设施行业
贷款增加7331.08亿元，制造
业中长期贷款增加 1519.93

亿元，民营企业贷款增加
4387.49亿元。

截至 2021 年年末，邮储
银行公司贷款余额2.25万亿
元，较上年末增长 13.96%；
制 造 业 中 长 期 贷 款 增 长
42.72%；服务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超过 1000
家；民营企业贷款新发放占
比提高4.70个百分点。工商
银行投向制造业贷款增加
3197 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
增加2427亿元，优化科创金
融服务模式，国家重点支持
的高新技术领域贷款余额突
破万亿元。

如何 传承魔咒

羊城晚报记者 杭莹

“打工人”姚锦龙：只干活不持股

鲁泰式接班：儿子掌权、孙子控股

“三代”接班
仍需长期基层历练

羊城晚报记者 戴曼曼 胡彦

六大行规模、营收及利润均创新高

支持实体经济 贷款增量创同期新高

重点领域多输血 制造业等获力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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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普惠金融增量降本 多家银行放贷破万亿

绿色金融成亮点 中行增速最快工行放贷最多5

富不过三代？

在普惠金融方面，国有六
大行的普惠金融贷款余额均
较上年末有所增长，其中中国
银 行 、工 商 银 行 增 速 超 过
50%，领跑六大行。从普惠金
融贷款余额来看，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均突破 1
万亿大关。

工商银行董事长陈四清在
年报致辞中表示：“工行坚持心
怀‘国之大者’”。截至 2021 年
年末，该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10990.12 亿 元 ，比 年 初 增 加

3784.48 亿元，增长 52.5%；普惠
型小微企业贷款客户79.5 万户，
比年初增加20.4万户。

截至2021年年末，建设银行
普惠金融贷款余额1.87万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 31.6%；普惠金融
贷款客户193.67 万户，较上年末
新增 24.12 万户；当年新发放普
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 4.16%，
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

值得留意的是，在年报季多
家银行通过公告或者业绩发布
会展望了 2022 年的计划。其

中，中国银行行长刘金表示，全
年信贷计划方面，一是规模保持
稳健增长对标构建新发展格局
要求，继续扩大新增贷款规模，
预计境内人民币贷款同比多增，
增幅不低于 10%。二是结构继
续优化。从行业维度看，中行将
持续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
新、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的支持
力度，合理管控“两高一剩”信贷
投放。初步计划，2022年普惠金
融贷款新增 3000 亿元，与去年
保持同等的增量水平。

强化落实绿色发展理念，
推动实体经济绿色转型，绿色
金融也成为六大行年报中的亮
点。截至 2021 年年末，六大行
绿色贷款余额 6.24 万亿元，中
国银行的绿色信贷增速达到了
57%，领跑六大行，而绿色贷款
余额最多的依然是工商银行，

达到2.48万亿元。
截至 2021 年年末，工商银

行投向绿色产业的贷款余额
2.48 万 亿 元 ，较 上 年 增 长
34.4%。建设银行绿色贷款余
额为 1.96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35.61%。中国银行绿色信贷余
额突破 1.4 万亿元，贷款增速约

57%。农业银行绿色信贷余额
达到 1.98 万亿元，较年初增加
了 4629 亿 元 ，较 上 年 增 长
30%。交通银行绿色贷款余额
4767.63 亿 元 ，较 上 年 增 长
31.37% 邮储银行绿色贷款余
额 3722.94 亿 元 ，较 上 年 增 长
32.52%。

编者按：
上市公司年报是经济

的晴雨表，作为向实体经济
供血的重要链条，上市银行
的年报信息量巨大，不仅透
露出宏观经济的脉动，也折
射出民生财富密码的变化，
最新公布的银行 2021 年年
报释放了哪些信号？又会如
何影响你我的钱袋子？今起
羊城晚报推出的《银行年报
“财知道”》系列报道，带你
透视银行年报，看懂事关财
富密码的那些“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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