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力设备行业：

刚刚过去的2022年，食品饮料行业业绩承
压，但凭借刚需、高频的赛道属性，仍然凸显出较
强的韧劲。青岛啤酒、青岛食品、日辰股份三家
上市公司总体表现稳健，利和味道、一船小鲜、乐
饮创新等新锐企业也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

2023年，随着扩内需、稳增长政策出台，消费
场景快速修复，居民消费意愿显著增强，食品饮
料行业将迎来更大的发展利好。与此同时，新消
费新业态崛起、线上线下消费场景加速融合等趋
势，也在考验着食品饮料企业的应变能力。

今年春节已经显露出“暖春”的信号——文
旅部数据显示，2023年春节国内出游3.08亿人
次，同比增长 23.1%，恢复至 2019 年 88.6%。中
国烹饪协会开展的“兔年春节期间重点餐饮企
业经营情况调研”数据显示，除夕至正月初六（1
月21日-27日）受访餐饮企业营业收入与去年
春节相比上涨 24.7%，与 2019 年春节相比上涨
1.9%；客流量与去年春节相比上涨26%，与2019
年春节基本持平，春节餐饮消费明显回暖。

龙头企业表现稳健

面对 2022 年疫情反复与成本上涨的双重
压力，龙头企业展现出“领头雁”作用，业绩表现
持续亮眼。

作为青岛食品饮料产业链链主企业，青岛
啤酒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实施高质量发展战
略，充分发挥青岛啤酒的品牌和品质优势，克服
疫情对国内部分餐饮、夜场等市场的影响，创新
营销模式，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持续推进品牌

优化和产品结构升级，同时积极开源节流、降本
增效，实现了产品销量、收入、利润的全面增
长。青岛啤酒还以体育营销+音乐营销+体验
营销为主线，加速布局 200 多家 TSINGTAO
1903青岛啤酒吧，首创青岛啤酒时光海岸精酿
啤酒花园，全面丰富和提升青岛啤酒品牌的国
际化、年轻化、时尚化内涵。

同样表现稳健的还有青岛食品，2022年前
三季度营收、利润均实现两位数增长。青岛食
品在产品研发上侧重于大健康系列产品的创新
与迭代，在品牌宣传上升级“青食”钙奶饼干、休
闲饼干、大健康系列等饼干的形象，在营销方面
实现区域市场的高效覆盖、扩大市场占有率。
青岛食品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公司已经在
石家庄和大连建设了 2 家营销中心，后期还要
建设6家营销中心。

生产复合调味料的日辰股份表示，由于疫情
冲击，预计2022年业绩有所下滑，但随着国内餐
饮消费逐步恢复，未来业务将触底回升。日辰股
份还酝酿进军预制菜，依托现有的餐饮连锁渠道
和线下商超渠道，凭借坚实的研发实力和深厚的
客户基础，拓展新品类，贡献第二增长曲线。

高端化换挡提速

进入后疫情消费时代，随着消费场景的复
苏，食品饮料行业有望在2023年迎来快速发展。

从短期来看，餐饮消费的恢复是酒企销售
加速的主要驱动力。中国啤酒产量在 2022 年
12 月产量出现较大增长，呈现淡季不淡的状

态。行业专家认为，12 月啤酒销量增长，除了
世界杯的影响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兔年春节较
往年提前一个月左右，行业压货、铺货提前，进
而影响产销。

兔年春节以及元宵节期间，青岛啤酒加密
了青岛原浆、鸿运当头等产品的生产频次，满足
消费者对于高品质生鲜产品的需求，并在青岛
啤酒博物馆、青岛啤酒时光海岸精酿啤酒花园
以及仙居崂山民宿等打造时尚消费新场景，进
一步深化两业融合创新实践。

从长期来看，以高端化转型为发展方向的
产业结构升级是酒企持续探索的重要方向。

继2022年推出“一世传奇”后，青岛啤酒在
2023年年初又推出“一世传奇”桶陈年份酒，以
全球首款过桶烈性琥珀拉格年份酒，重新定义
啤酒的文化属性，带动行业高端化转型。

值得一提的是，另一家链主企业青岛饮料
集团也在推动青岛葡萄酒、崂山矿泉水两个百
年老字号品牌战略升级，向打造“饮、养、智、造”
融合发展的大健康特色产业集团战略定位不断
转型，此前已发布青岛麦芽威士忌、冻凌系列透
明质酸钠葡萄酒等新品。

新兴赛道群雄逐鹿

食品饮料位列青岛 24 条产业链中的七大
传统优势产业链。除了充分竞争的传统领域，
青岛在预制菜、咖啡茶饮、休闲食品等新兴赛道
涌现了不少实力派选手。

盘点2023年可能爆发的新兴赛道，最受关

注的莫过于预制菜。艾媒咨询发布的《2022年
全国预制菜产业发展竞争状况与年度百强企业
研究报告》显示，2022 年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
达4196亿元，同比增长21.3%，预计2026年预制
菜市场规模将达10720亿元。

在万亿风口下，受到资本青睐的青岛企业
纷纷摩拳擦掌、跑步进场。完成D轮融资的利
和味道（青岛）食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打造惠
灵顿牛排、蒲烧鳗鱼、芝士牛肉卷等多款现象级
爆品，旗下品牌“朕宅”快速成长为国内领先的
预制菜品牌。聚焦特色鱼水饺的青岛一船小鲜
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也投产了一条预制菜生产
线，主攻鲜食小海鲜和汤两大品类。

咖啡、茶饮、烘焙市场也不容小觑。专注于
精品速溶咖啡产品工业化解决方案的乐饮创新
科技（青岛）有限公司，完成近5000万元A轮融
资，用于技术研发和产能扩充。完成第三轮融资
的荷田水铺（山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瞄准国内
养生茶饮的第一品牌目标，扩大全国线下门店布
局。打造社区烘焙连锁品牌的青岛萨么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近期亦完成600万元Pre-A轮投资。

青岛沃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1月
6 日递交 IPO 上会稿，其上交所主板上市的进
程又前进一步。这家开创“每日坚果”品类的公
司正逐步向多品类、多层次的综合型休闲食品
生产商发展，致力于“做坚果中的大队长”。

相关分析研报预测，2023年居民收入水平
会进一步提升，走亲访友、朋友聚餐的消费场景
明显增加，对高端消费形成支撑，食品饮料行业
有望迎来一波业绩上扬。

新能源发展孕育巨大商机

行业分析显示，预计到2030年，我国风电、
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将超过煤电
成为第一大电源，2060年前新能源发电量占比
有望超过50%。近年来，在行业的共同努力下，
新能源技术不断成熟，成本持续降低。从趋势
表现来看，2023年市场将持续快速攀升。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2年 1-9月我国
光伏新增装机量 52.60GW，同比增长 105.79%，
维持高增速长。同时，国外快速增长的需求也
推高了我国光伏的出口量。2022年 1-9月，我
国光伏组件累计出口量为 126.04GW，同比增
长 73.47%。西部证券预测，2023-2024 年全球
光伏装机需求将分别为 350GW 和 460GW，同
比增长31%和30%。

同样作为新能源主力之一的风电，随着海
上风电进入平价时代，产业链迎来更大发展空
间。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以来海上风机中标
价格稳定在3500-3800元/KW，较2020年底下
降超过 40%。从各地的“十四五”规划来看，部
署海上风电的步伐也在提速。西部证券公布的
一份报告显示，福建、海南、广东、江苏等多个省
份“十四五”期间合计规划装机容量约达
75.49GW。而这些需求将在未来几年陆续释
放。据预测，2023年国内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
量将约为12GW，同比增长100%。

新能源发电具有明显的“看天吃饭”的特
点。要保证电网的稳定，就离不开储能设施的
支撑。2023年新能源装机量的持续增长，势必
也将催生旺盛的储能需求。过去一年国内储能

市场招标越来越活跃，已经表现出这样的趋
势。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
分会统计，2022年国内仅新型储能项目就投运
231个，总装机规模较2021年增长接近两倍。

政策层面，新能源强制配储已经被越来越
多省份写入规划。截至 2022 年 11 月，全国已
有近 30 个省份出台相关文件，对集中式光伏、
分布式光伏以及风电的配套建设储能都提出
了明确要求，这将进一步推动2023年储能行业
发展。

与此同时，特高压建设经历了2022年的放
缓后，有望在2023年迎来全年提速。国内风光
大基地的持续推进建设，叠加社会用电需求的
持续蹿高，对电网输送能力提出越来越高的要
求。公开报道显示，2023年国家电网投资将超
过520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而据中信证券预
测，2023-2024年有望释放特高压投资约1500-
1600亿元。

从“传统”步入“新兴”

梳理青岛电力设备及新能源行业上市公司
可以发现，企业基本以传统电力设施生产制造
业务起家。汇金通、东方铁塔、天能重工、汉缆
股份、特锐德等企业聚焦于电力建设基础设施
领域，包括输电线路铁塔、风机塔架、户外箱式
电力设备、电缆等领域。此外，东软载波从事载
波通信业务，载波通信模块广泛应用于国内智
能电表中。

面对近年来能源行业的大变革，青岛企业
纷纷瞄准机遇，或延展产业链、拓展新业务，或
优化产能布局，构建起青岛电力设备及新能源

行业的发展新格局。
从生产制造向新能源发电业务延展是青

岛企业开拓新业务的路径之一。从事风机塔
架制造的天能重工，积极拓展新能源发电业
务，储备、投资建设并持有运营风力发电场、光
伏发电站业务。2022年上半年，新能源发电业
务实现营业收入约 2.8 亿元，占公司全部营业
收入的近1/4。

从事电缆业务的汉缆股份，在加快拓展海
缆业务的同时，培育发展了氢能业务。而氢能
的一个重要应用方向，正是储能。汉缆股份旗
下恒劲动力在氢燃料电池领域有较深厚的技术
积累。汉缆股份也已出资成立了青岛汉河氢能
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进行通信、电力、医院、数据
中心等氢能备用电源和氢能热电联供等产品的
研发和市场推广。

特锐德和东软载波，则不约而同将目光瞄
准了能源管理服务。越来越多的分布式发电
接入，是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特征。对应用光
伏或风力发电的企业或者园区来说，就需要对
内部电网进行管理，能源管理服务的需求应运
而生。目前，特锐德在新能源微电网业务领
域，已经推出包含光伏、储能、充电的新能源微
网产品，如园区级的新能源微网系统，将园区
的用能、屋顶的光伏、电动汽车的充电、放电、
储能等综合管理起来。东软载波已经搭建了
电力物联网云平台，可应用于各类能源服务应
用场景，其中包括微电网系统、园区能源管理
系统、分布式发电系统、电动汽车充电系统、储
能系统等。同时，也开展微电网、分布式能源、
节能改造、智能配电工程等的规划、设计、实
施、运维业务。

完善产能布局，大举拓展新业务

订单充足、新基地投产、新业务加码、产品
创新取得新突破……从已经披露的信息来看，
面对2023年的行业机遇，青岛电力设备上市公
司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过去一年，多家企业陆续中标重大项目，为
2023年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去年8月到12
月，主营输电线路铁塔、通讯塔、光伏支架等设
备的汇金通先后 3 次发布电网项目中标公告，
预计合计中标金额达5.76亿元，约占公司2021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23.05%。

聚焦于风电领域的天能重工，一方面持续
优化产能布局，另一方面加码风电项目建设，继
续加大新能源并网发电业务的规模。今年 1
月，天能重工发布公告，将向特定对象发行募资
不超过 15 亿元，用于天能重工武川 150M 风电
项目，以及多个生产线技改项目。而就在2022
年度，天能重工已对吉林大安、江苏、广东等地
工厂进行技改，目前公司在全国共有13个塔筒
生产基地（含在建）。

汉缆股份 2023 年将在海缆产能上实现新
突破。根据公司最新发布的公开信息，新建海
缆项目预计今年上半年投产，投产后公司海缆
产能将达到20亿以上，这将有助于海缆股份进
一步提升在海缆市场的市场占有率。同时，汉
缆股份的海缆新产品研发也步入快车道，
500kV三芯高压交流光电复合海底电缆、500kv
单芯海缆、±535kV 直流海底电缆等多个项目
在2022年均有新进展，想必这样的势头在2023
年将延续。

食品饮料行业：
逆势承压向上，探索新兴赛道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晓峰

中科蓝智获千万元融资
立足微藻生物技术产业化

本报讯 日前，青岛中科蓝智生物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简称“中科蓝智”）签署 A+轮战略融资
协议，金额数千万元，签约方包括天津海棠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尚势创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洋开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等。

中科蓝智成立于 2018 年，由中国科学院青
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的多名科研人员共同
创立，主攻微藻生物技术研究和创新产品应用
开发。公司利用海洋天然藻株，实现甘油葡糖
苷等高值化纯天然产物的绿色生物制造。甘油
葡糖苷拥有优异的保湿能力，是化妆品重要的
原料。另外，该技术可在不影响螺旋藻藻粉产
量和质量的同时实现高附加价值的甘油葡糖苷
稳定生产。

（丁倩倩）

抢抓“风”“光”机遇
近年来，电力设备以及新能

源一直是绿色低碳经济的“风
口”行业。在全球能源革命和我
国“双碳”目标的驱动下，电力设
备企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
代”。不论是国家大手笔投入的
特高压电力新基建，还是加速构
建的以新能源为重要构成的新
型电力系统，对企业来说都是巨
大的商机。

在青岛上市公司军团中，电
力设备企业是一支重要力量。
至少 8 家企业业务与电力及新
能源相关，涵盖电缆、输电线路
铁塔、输变电设备、电力载波通
信、储能等多个细分领域，其中
多家企业在技术、市场等方面已
具备较强竞争优势。从过往的
积累和过去一年的布局中看，
2023年青岛电力设备企业有望
迎来更好的发展。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孙 欣

胜华新材实控人变更
西海岸新区国资入主

本报讯 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胜华新材”）日前发布公告称，公司的控股股东
变更为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简称“石大控
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青岛西海岸新区
国有资产管理局。

据胜华新材披露，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经控集团”）通过石大
控 股 等 三 家 全 资 子 公 司 合 计 持 有 胜 华 新 材
23.31% 股 份 ，其 中 石 大 控 股 所 持 股 权 占 比 为
8.31%，此前石大控股承诺放弃全部表决权、提名
权、提案权，经控集团不持有胜华新材的控制
权。为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经营决策效
率，胜华新材股东大会于日前通过决议，豁免经
控集团子公司此前作出的部分自愿性承诺，同意
经控集团子公司与胜华新材董事长郭天明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基于该协议，石大控股合计可
实际支配公司24.28%股份的表决权，成为胜华新
材的控股股东。

经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青岛西海岸新区国
有资产管理局，基于《一致行动协议》，青岛西海岸
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局能够决定胜华新材董事会半
数以上成员选任，成为胜华新材实际控制人。

（丁倩倩）

南方电网材料集中采购
三青企各中标亿元订单

本报讯 近日，南方电网公司公示了2022年
主网线路材料第二批框架招标项目中标企业名
单，汇金通和东方铁塔位列其中，预中标金额在亿
元以上。

根据两家公司披露的公告显示，汇金通和东
方铁塔预中标金额分别为2.2亿元和1.39亿元，约
占公司2021年营业收入的8.79%、4.98%。汇金通
预中标的产品包括角钢塔、钢管塔、钢管杆等；东
方铁塔预中标产品为500kV和35kV-220kV交流
角钢塔。

2023 年 1 月，鼎信通讯也发布公告称中标了
南方电网2022年计量产品第二批框架招标项目，
预中标金额为1.78亿元。中标产品包括三相智能
电能表、单相智能电能表、低压集抄系统设备等。

（丁倩倩）

青岛海豚之星获
科创母基金直投

本报讯 日前，青岛海豚之星完成股权变更，
股东新增青岛科创母基金和青岛泉真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资本金由原来 555.56万
元增加到 579.87万元。此次变更后，青岛科创母
基金直接持有4.1665%的股权。

海豚之星成立于2017年，注册地为青岛市崂
山区，主要研发生产工业轻小型移动机器人。公
司产品线丰富，其自主研发生产的“小海豚机器
人”，在缩小体积的前提下，解决了运动控制和举
升平衡的问题，凭其创新性获得2020年度全国物
流机器人智能等级大赛一等奖和 2022 德国红点
产品设计奖。

（丁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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