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董梓童报道： 深圳市朗
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朗坤环
境”）在创业板首次公开募股（IPO）一事有
了新进展。 日前，朗坤环境回复了深交所
最新一轮问询。

据招股书，朗坤环境是一家综合型
环保企业， 主要围绕有机固废处理和
垃圾分类领域， 业务涵盖有机固废项
目，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投资、建
设和运营， 有机固废和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整体解决方
案 ， 以及处理后的资源化产品销售 。
2019 年-2021 年 ， 朗坤环境分别实现
营业收入 7.26 亿元、10.92 亿元和 15.4
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分别达 6648.18 万元、1.45 亿元和 2.01
亿元，均稳步增长。

这已是朗坤环境第二次提交 IPO 申
请。2016 年 8 月，朗坤环境在新三板挂牌，
不到一年便终止挂牌。 2019 年 6 月初，朗
坤环境向联交所提交 H 股发行申请材

料， 并于同年 11 月收到联交所关于同意
公开发行的通知。然而，2020 年 3 月，朗坤
环境以 “因战略调整和经营发展的需要”
为由，撤回了 H 股上市申请。 深交所对此
格外关注，在问询中多次要求朗坤环境说
明撤回原因。

朗坤环境回复称， 综合汇总询价情
况， 投资者给出的购买意向价格不及公
司预期，市场估值偏离公司真实价值。 根
据非交易路演的意向性报价情况，H 股
投资者给予公司的估值折合约 15 亿元，
虽和 H 股同行业公司估值水平相近，但
远低于公司 2019 年 4 月末在境内增资扩
股时的 20 亿元左右估值。 若在 A 股上
市， 按当时预计的 2020 年净利润 1.3 亿
元左右计算， 按 23 倍的发行市盈率发
行，公司估值将达到 30 亿元上下，远高
于 H 股。

从上述数据来看， 相较于在 A 股上
市， 朗坤环境在联交所的市值被低估，这
或许是朗坤环境只差临门一脚而撤回 H

股上市申请的原因之一。转道 A 股创业板
IPO， 本次朗坤环境拟募集资金总额
11.22 亿元。其中 6.56 亿元用于广州省中
山市南部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有机垃
圾资源化处理项目的建设，2.66 亿元用
于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剩余 2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安信证券分析
师指出， 随着全国多地完善生活垃圾管
理监督， 垃圾的分类处理与资源化利用
已经成为时下热点。

朗坤环境认为，中山市垃圾处理体系
规划布局以中心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
北部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和南部垃圾综合
处理基地三个跨区划的组团式垃圾处理
基地为骨架和主体，构建中山市垃圾处理
系统。 项目实施不仅将有利于公司业务规
模的扩张，还将为中山市循环经济发展贡
献力量。

近年来， 朗坤环境项目部署迅速。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朗坤环境手握数十
个项目，但部分项目存在资质、许可和

土地使用权问题。 这也引发深交所的质
疑。 深交所称，朗坤环境宝安项目因用
地问题无法解决，目前仅提供餐厨垃圾
的收运服务。 兴业项目、武冈项目、定南
项目，由于土地划拨或出让手续尚未办
结，项目暂无法开工建设。 福泉项目、修
水项目、玉屏项目因暂未完成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经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或者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核准备案，暂租赁设
施农用地。

朗坤环境则称，上述项目有的尚未供
应用地，或未办结土地权证，影响了项目
建设进度。 但由于项目签署了特许经营
权协议， 政府方解除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较为慎重， 因此解除特许经营权协议的
风险较低。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朗坤环境子公
司深圳市朗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
“朗坤生物”）涉嫌未批先建案和未验先投
案。 2021 年 10 月，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
岗管理局在对朗坤生物进行现场检查时
认定，未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其擅
自增设垃圾处理设备扩大垃圾处理量并
增加环保设备， 并下发 《行政处罚告知
书》。 今年 1 月，朗坤生物因不服提起听
证申请。 2 月底，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
管理局表示，鉴于朗坤生物限期内改正，
未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 但未报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擅自增设垃圾
处理设备，扩大餐厨垃圾处理量的违法行
为成立。

自 2021 年 6 月底 IPO 申请被受理以
来， 朗坤环境分别于 2021 年 11 月、2022
年 2 月及 4 月经历了深交所的三轮问询。
根据一般流程，三轮问询后且无需更新财
务数据，IPO 企业及其保荐机构若不主动
撤销上市申请，则将排队进入创业板股票
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即可注册并正式
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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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初，国家发改委指出，进入 2022 年，受多重
因素影响，国际能源供应形势复杂，能源价格不断攀升
并屡创新高，同时国内煤炭消耗呈快速增长态势，对煤
炭保供稳价形成新的挑战。 国家发改委多次召开煤电油
气运保障工作部际协调机制专题会议，围绕煤炭稳产增
产工作，探索出台增产保供的新政策新举措。

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
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强调要完善煤、电价格传导
机制， 鼓励电力中长期合同设置上网电价与煤炭中长期
价格挂钩；此外要健全煤炭价格调控机制，主要通过提升
煤炭市场供需调节能力、 强化煤炭市场预期管理和加强
煤电市场监管措施。

中国煤炭运销协会日前发布的信息显示， 为保障今
年到明年开春发电供热用煤稳定可靠供应，2022 年煤炭
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专项核查工作已于 3 月 30 日正式

开始。 按照要求，煤炭企业签订的中长期合同数量应达到
自有资源量的 80%以上，发电供热企业年度用煤应实现中
长期供需合同全覆盖。

国盛证券分析师张津铭指出：“我国仍将立足以煤
为主的基本国情，传统能源不会过快退出，在新增产能
及存量挖潜空间有限的背景下，煤价中枢抬升，有助于
煤炭企业业绩的稳定释放和估值修复。 此外，我国动力
煤、焦煤、焦炭价格均为全球价格洼地，价格倒挂下将显
著影响我国进口数量，甚至部分品种加工产成品后存在
出口套利空间，均将对我国煤价形成强支撑。 ”

“‘十四五’期间，煤炭在我国能源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和压舱石作用不会改变，在国内供应增量有限、进口煤管
控常态化的背景下，行业供需总体平稳，集中度有望进一
步提高，在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的背景下，煤
炭行业高质量发展可期。 ”张津铭表示。

煤价高位运行推涨业绩

2021 年煤炭企业业绩走高，与去年煤炭价格上涨、市
场需求量增加不无关系。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末，环渤海动力煤（5500
大卡）价格指数为 737 元/吨，较上年末上升 152 元/吨；全
年指数均价 673 元/吨，同比上升 124 元/吨，增幅 18.4%。
国际市场上， 纽卡斯尔 NEWC 动力煤现货价格 2021 年
年中最高升至 253.55 美元/吨，年末为 165.86 美元/吨，较
上年末增长 98.1%。

在需求侧，2021 年国内煤炭消费增长明显，全国煤炭
消费总量较上年增长约 4.6%。其中，电力行业耗煤量增长
10.0%，约占全国煤炭消费总量的 56.4%；建材、化工行业
耗煤量同比分别增长 10.2%和 6.9%。

以中国神华为例，其在年报中指出，2021 年煤炭市场
需求旺盛， 煤炭价格上涨， 集团全年实现煤炭销售量
482.3 百万吨，相较于 2020 年的 446.4 百万吨，同比增长

8%，实现煤炭销售平均价格 588 元/吨，相较于 2020 年的
410 元/吨，同比增长 43.4%。

中煤能源也在年报中表示，2021 年业绩大增，主要是
公司自产商品煤、煤化工产品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以及煤
炭销售规模扩大等使收入同比增加。 据披露，中煤能源全
年完成煤炭销售量 29117 万吨，同比增长 9.7%。 自产商品
煤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202 元/吨， 买断贸易煤销售价格同
比上涨 331 元/吨，煤炭业务营业收入 2021.93 亿元，同比
增长 77.5%。

兖矿能源 2021 年销售煤炭 10564 万吨， 同比减少
28.4%，兖矿能源称，主要是由于自产煤产量同比减少，
同时贸易煤销量同比减少。 但 2021 年兖矿能源实现煤
炭销售价格 793.19 元/吨， 相较于上年的 470.45 元/
吨，同比增长 68.6%，实现煤炭销售收入 837.97 亿元，同
比增加 20.7%。

根据梳理，目前已发布 2021 年业绩报告的
煤炭上市公司包括中国神华、中煤能源、兖矿
能源、淮北矿业、上海能源、陕西黑猫、平煤股
份等共 11 家企业。

其中，营收最高的是第一大煤炭上市公司
中国神华，2021 年共实现营收 3352 亿元，同比
增长 43.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02.7 亿元，同比增长 28.3%。

紧随其后的是中煤能源，2021 年共实现
营业收入 2311 亿元，同比增长 64%；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2.8 亿元，同比增
长 124.8%。 营收排在第三位的是兖矿能源，
2021 年共实现营业收入 1520 亿元，同比下降
29.3%；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2.6 亿元，同比增长 128.3%。

上述三家“巨头”之外，其余企业营收则
均在千亿元以下 。 其中以淮北矿业居首 ，
2021 年实现营收 650.4 亿，同比上涨 24.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8 亿
元，同比增长 37.8%。 接着是伊泰煤炭，2021
年实现营收 506.8 亿元，同比增长 50%；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4 亿元，相
较于去年同期亏损 6.57 亿元， 同比大增超
1400%。 另外 6 家企业 2021 年营收在 40 亿
元—300 亿元之间， 其中除了云煤能源亏损
2972 万元外，其余 5 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在 3 亿元—30 亿元之间。

业绩大增的背景下，各大煤炭上市企业也
大方分红。 除了陕西黑猫以及亏损企业云煤
能源不分配不转增外，其余 9 家均发布了分
红计划。 其中最大方的企业仍属营收第一的
中国神华， 每 10 股派息 25.4 元， 合计派息
504.66 亿元， 超过 2021 年实现的归母净利
润。兖矿能源计划每 10 股派息 20 元，分红额
度为历年之最。

营收净利双双大增

稳价保供是“主旋律”

朗坤环境二次冲击 IPO转道 A 股

易成新能 2021年
亏损近 2亿元

本报讯 记者李玲报道：4 月 7
日，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易成新能”）发布 《2021
年度报告》。 根据报告，2021 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7.78 亿元，同
比增长 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85 亿元， 亏损同比
扩大 257.77%。

易成新能表示， 报告期利润下
降的主要原因为受市场行情影响，
硅片价格上涨，电池片成本增加，利
润减少。 报告披露，易成新能 2021
年营业成本 54.5 亿 ， 同比增长
47.9%， 高于营业收入 45.4%的增
速，导致毛利率下降 1.6%。 期间费
用率为 10.2%，较去年下降 2.6%。经
营性现金流由 2.5 亿下降至-2.6
亿，同比下降 205.8%。

当前， 易成新能主要业务包括
高效单晶硅电池片和锂电池的生产
与销售、 太阳能电站的投资建设运
营，超高功率石墨电极、负极材料的
生产与销售。具体来看，易成新能营
收主要来源于石墨电极及相关产
品、电池片、石墨产品、光伏发电等，
其中来自电池片的营收最大 ，达
43.01 亿 元 ， 在 总 营 收 中 占 比
74.44%，毛利率为 2.31%；来自石墨
电极及相关产品的营收为 8.34 亿
元，在总营收中占比 14.44%，毛利
率为 19.18%。

资料显示，易成新能前身为河
南新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新大新材”）， 曾是中国最早和规
模最大的晶硅片切割刃料生产企
业之一 ，2010 年在深交所上市 。
2013 年 4 月，新大新材收购平顶山
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中国平
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实控人为河南省国资委。 2015
年 11 月，公司证券简称变更为“易
成新能”。

值得注意的是， 年报发布的同
时， 易成新能还披露了免去公司副
总裁张闱祺职务的公告。 此前的 2
月 28 日，张闱祺被中共灵宝市纪律
检查委员会、 灵宝市监察委员会采
取留置措施并进行立案调查。

派能科技
业绩增速创新低

本报讯 记者李玲报道：4 月 8
日，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 “派能科技 ”）发布 《2021
年度报告》。 根据报告，派能科技
2021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20.63 亿
元，同比增长 84.14%，增速较快，
但全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3.16 亿
元， 仅同比增长 15.19%， 增速为
2018 年以来最低。

对于营业收入增长的原因，派
能科技指出，一方面，公司在保持存
量储能市场竞争优势的同时， 加快
并提升新区域新市场的开拓速度与
效率， 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公司在储
能市场上的占有率及行业地位，销
售规模快速扩张；另一方面，随着公
司募投项目的部分建成投产， 产能
大幅释放 。 本年度销售量总计
1540.34Mwh,同比增加 111.86%，产
销量的大幅上涨带来了营业总收入
的增加。

但与此同时， 派能科技的营业
成本也大幅增长。 2021 年营业成本
14.43 亿元，同比增长 128.15%。 因
此，报告期内，派能科技销售业务毛
利率为 30.03% ， 较 2020 年下降
13.50 个百分点。 派能科技称，受原
材料价格大幅上涨， 国际海运运力
不足、物流成本增加，人民币持续升
值等不利因素影响， 公司整体毛利
率有所下降。同时，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3.3 亿元，较上年同
期减少-217.62%， 主要系上游供应
商供需关系紧张，原材料价格上涨，
公司备货及预付货款、 物流运力物
流成本上升、 公司人员增加导致现
金支付增加。 2021 年，派能科技物
料采购方面的预付款高达 1.77 亿
元， 期末金额较上期期末变动比例
达 2569.87%。

资料显示， 派能科技是行业领
先的锂电池储能系统提供商， 专注
于磷酸铁锂电芯、 模组及储能电池
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在全
球电化学储能市场中具有较高品牌
知名度和较强市场竞争力， 产品主
要应用于分布式工商业储能、 家庭
储能、通信基站储能、车载储能、移
动储能等应用方向。

已已披披露露年年报报的的 1111家家煤煤炭炭企企业业中中，，99家家净净利利润润大大增增——————

煤煤炭炭上上市市公公司司业业绩绩全全面面飘飘红红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玲玲

������2021 年，对于煤炭行业来说，可谓是一个
“大年”。

得益于煤炭市场需求旺盛，煤炭价格上涨
等因素， 多数煤炭企业 2021 年产品销售量和
平均销售价格均同比上涨，业绩飘红。 据记者
不完全统计，截至 4 月 7 日，已披露 2021 年业
绩报告的煤炭上市企业共 11 家，其中 10 家营
业收入大增， 最大增幅达 97%，9 家净利润大
增，最大增幅超 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