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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季落幕，37 家 A 股印刷包装上市公司
2022 年成绩单均已出炉。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公布的各公司年报来
看，37家印包上市公司全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331.57亿元，总利润93.53亿元。除2022年印刷
包装行业新增3家A股上市公司外，与2021年同
期相比，总营收实现 10.38%的增长，总利润下

滑6.6%。作为经济的“晴雨表”，对服务于各行各业的印刷包装业
来说，2022年确实是艰难“闯关”的一年。2022年印包上市公司
整体状况如何？哪些公司业绩表现更为吸睛？哪些公司业绩面临
压力……《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对37家A股印包上市公司
年报进行了梳理。

在披露2022年报的同时，A
股印刷包装上市公司 2023 年一
季报也先后披露。艰难“闯关”
之后，A股印刷包装上市公司在
2023 年能否迎来“翻盘”？《中
国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报》 记 者 对
2022 年资产总额超 50 亿元的 10
家A股印包上市公司的一季度业
绩进行梳理对比，可从他们身上
一窥A股市场整体情况。

10 家资产总额超 50 亿元的
A股印包上市公司分别为恩捷股
份、裕同科技、奥瑞金、紫江企
业、劲嘉股份、合兴包装、宝钢
包装、东风股份、美盈森和长荣
股份。2022年全年，7家印企营
收同比增长，5家印企利润同比
增长。而从一季报来看，10 家

印企营收均出现同比下滑，8家
印企利润出现同比下滑。在资产
总额方面，与上年末相比，4家
印企资产总额出现增长，6家有
所缩水。整体来看，一季度业绩
表现偏弱。

具体来看，5家企业一季度
营收超 20 亿元，其中以奥瑞金
为首，营收为33.52亿元，其后
分别是合兴包装 （29.77 亿元）、
裕同科技（29.12亿元）、恩捷股
份 （25.68 亿 元）、 紫 江 企 业
（22.42 亿元）。在奥瑞金的收入
构成中，按 2022 年数据，其金
属 包 装 产 品 及 服 务 占 比 高 达
88.02%。本报告期内，奥瑞金募
集资金将用于投建二片罐生产
线，提升营收能力和盈利水平。

同时投资建设新能源精密电池结
构件项目，进一步推动其在食品
饮料包装之外的金属包装生产和
研发领域的整体发展。

一季度利润已过亿元的有6
家，包括恩捷股份（6.49亿元）、东
风股份（2.25亿元）、奥瑞金（2.11
亿元）、裕同科技（1.81亿元）、劲嘉
股份（1.59亿元）、紫江企业（1.19
亿元）。其中，东风股份和奥瑞金是
净利润同比增长的企业。

根据一季报，恩捷股份净
利润水平下降 29.1%，主要由于
财务、研发、管理等费用大幅增
长，合计约 4 亿元，同比增长约
2.4 亿元。其中，恩捷股份研发费
用约2亿元，同比增长89.72%，以
持续投入研发强化技术攻关。

当然，一季报并不能代表全
年情况，受市场环境影响，业绩
可能出现前低后高现象。而各家
A 股印包上市公司对 2023 年全
年已有详尽计划。如裕同科技将
加大研发创新投入，深化产业链
延伸，并进一步推动自动化和智
能化改造，实现降本增效的同
时，提升行业竞争力。恩捷股份
将持续关注并重视前沿技术发
展，开展如固态电解质涂层隔膜
项目，进一步完善在隔膜领域的
战略布局。劲嘉股份将不断加大
研发创新领域的投入力度，围绕
包装印刷领域等进行相关新产
品、新材料和新工艺和新应用领
域的技术开发，争取取得对集团
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

2023年10家A股印包上市公司一季报业绩显示：

研发投入将成竞争高地
□本报记者 祝小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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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1 恩捷股份

上榜理由：净利润40亿元
亮 点：报告期内，继续聚焦锂电池隔膜业务，按计划

推进产能建设，不断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保障下游
客户对高品质锂电池隔膜产品的稳定供应和及时性需求。同时
通过技术、工艺、设备等方面的改良升级实现降本增效，业务
规模、盈利能力及市场地位持续提升。

TOP2 裕同科技

上榜理由：净利润14.88亿元
亮 点：加快拓展环保业务和酒包、烟包业务布局，实

现环保包装和化妆品包装等多项业务增长。在巩固国内市场的
同时，不断扩大欧美市场份额，已成功合作航空餐饮和连锁商
超等大型国际客户，品牌营销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TOP3 紫江企业

上榜理由：净利润6.03亿元
亮 点：2022年，饮料包装产业集群巩固战略客户市

场份额，继续拓展东鹏饮料、怡宝等知名品牌份额以及喜茶等
新兴客户市场。精益管理方面，2022年提报的精益项目362
个，获准立项的333个，全年预计可测算的财务收益比2021
年提升20%。

点评：与2021年相比，裕同科技排名上升，紫江企
业为新上榜企业。3家印企或通过继续加强研发投入，巩
固技术优势；或提升战略客户市场份额，拓展新兴市场；
或加强精益管理，实现降本增效，在面对不利的市场环境
时实现了突破。

TOP1 裕同科技

上榜理由：营收163.62亿元
亮 点：报告期内，持续发挥一体化产品线、全球化布

局和智能制造等多方面优势，进一步加强大客户服务和精细化
管理，并加大新业务和新兴细分市场投入，从而实现整体业绩
稳健增长。

TOP2 合兴包装

上榜理由：营收153.75亿元
亮 点：有序推进在建工程建设和对既有生产线进行智

能化技改，聚焦客户需求、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同时注重产
品研发与品牌价值提升，多措并举克服市场竞争加剧、物流管
制等不利因素。

TOP3 奥瑞金

上榜理由：营收140.67亿元
亮 点：报告期内，持续推广自有品牌业务，增强发展

新动力，通过自主研发、与知名企业合作等模式，向市场推出
了一系列自有品牌产品，目前已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推广销
售。同时推进可转债发行，优化资本结构，增加产能储备。

点评：营收榜前三位上榜企业不变，但名次出现变
化，裕同科技反超合兴包装跃上榜首。从增长数据看，仅
裕同科技营收出现 9.49%的增长，合兴包装营收出现
12.39%的下滑，奥瑞金基本持平，仅增长0.63%。面对2022
年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国内消费市场明显承压等压力，3
家印企迎难而上，实现平稳运行。

TOP1 新宏泽

上榜理由：净利润增长744.42%
亮 点：深挖现有客户需求，充分发挥在经营发展策

略、生产管理水平、研发技术创新等方面的领先优势，不断
巩固市场份额并优化产品结构，持续提升主业竞争力。加大
市场开发力度，推进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开发应用，提升整体
竞争力。

TOP2 创源股份

上榜理由：净利润增长691.65%
亮 点：强化成本管理，强化产品线思维，提高产品附

加值，使报告期内毛利率同比提高。同时提升研发创新能力，
不断加强新材料开发和新产品研发，全年累计开发1033款新
品及新材料。

TOP3 陕西金叶

上榜理由：净利润增长100.66%
亮 点：报告期内，在新市场开拓、新产品研发等方面

下足功夫，取得预期效果，并持续加强微观经营工作，技改按
计划稳步实施。同时，教育产业子集团公司明德源教育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成功组建，标志着“一体两翼”的全新发展格局基
本确立。

点评：以上 3 家印企净利润增长均实现翻番，一方
面，是主业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如新宏泽深挖烟标市
场、发掘市场潜力，创源股份继续深耕主业，积极进行科
技升级和数字化改造。另一方面，则是加大创新力度，通
过控制成本、调整产品结构、推进精益管理等内部管理措
施，实现利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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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年报

37 家 A 股 印 包 上 市 公 司
中，虽行业头部上市公司业绩较
为稳健，但头部之间的竞争愈演
愈烈。从营收维度看，裕同科技
以163.62亿元反超合兴包装，高
居营收榜印包上市公司榜首，合
兴包装以153.75亿元落于其后，
奥瑞金则以140.67亿元依然位居
第三。值得一提的是，恩捷股份
以125.91亿元营收冲到榜单第四
位，让2022年营收破百亿元阵列
再添1名新成员。

4家营收破百亿元印企的合
计营收达583.95亿元，占总营收
的 43.85% 。 综 合 分 析 年 报 可
知 ， 2022 年 ， 受 国 际 政 治 环
境、通胀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
全球经济复苏趋势放缓，下游消
费终端需求疲软。面对严峻的经

营环境，头部印企进一步加强大
客户服务和精细化管理，并加
大 新 业 务 和 新 兴 细 分 市 场 投
入，从而实现了整体业绩稳健
增长。

37 家印包上市公司中，营
收在50亿元以上的企业共9家，
比上年同期增加1家，除营收榜
4家过百亿元之外，还有紫江企
业 （96.1 亿 元）、 宝 钢 包 装
（85.43 亿元）、渤海化学 （60.48
亿 元）、 吉 宏 股 份 （53.76 亿
元）、劲嘉股份 （51.89 亿元）。
其中，渤海化学的营收增长出乎
意料，其从 2020 年开始，营收
从 20 亿元阵营升至 40 亿元阵
营，再到如今超过 60 亿元。其
年报显示，重大资产重组完成
后，石化业务成为渤海化学的核

心业务板块，而磁卡原有业务也
实现了扭亏为盈。

营收 10 亿元以上、不满 50
亿元的企业有16家，营收1亿元
以上、10 亿元以下的企业有 12
家。其中，爱司凯年报显示，其
主营业务相关的业务收入包括计
算机直接制版机相关业务和 3D
砂型打印机相关业务，房屋租
赁、销售材料和非经常性服务业
务与主营业务无关。

从净利润维度分析，2022
年A股印包上市公司赚钱榜前五
位则出现大洗牌。恩捷股份以
40 亿元利润依然位居榜首，裕
同科技以14.88亿元超过上年的
劲嘉股份成为第二，奥瑞金以
5.65亿元跌至第四位，紫江企业
和永新股份则分别以6.03亿元和

3.63亿元闯入榜单前五名。
紫江企业年报显示，2022

年，其饮料包装产业集群继续
巩固战略客户市场份额，软包
与新材料产业集群以创新提升
企业竞争力。永新股份充分发
挥规模和产业链配套优势，利
用集团化管理，母公司与子公
司联动，保生产、保交货，并
以技术创新支撑市场开发，降低
成本、提升效能。

从量级分布看，净利润上
亿元的企业共 19 家，占比从上
年 同 期 的 55.88% 降 低 至
51.35%，其中 15 家净利润在 5 亿
元以下。盈利但净利润不满亿
元的有 9 家。安妮股份、上海易
连、鸿博股份、长荣股份等 9 家
出现亏损。

头部排名变换 行业龙头竞争激烈

年报的出炉，总归是有喜有
忧，整体看 A 股印包上市公司
2022 年实现盈利的有 28 家，占
比 75.68%。但同上一年相比，
利润未实现增长的公司超过了一
半，占比高达62.16%。

除翔港科技净利润增减显示
“不适用”外，净利润出现增长
的印包上市公司有 13 家，占比
达 35.14%。其中新宏泽和创源
股份最受关注，前者净利润增幅
达 744.42% ， 后 者 增 幅 达
691.65%。新宏泽年报显示，其
积极应对内外部环境带来的挑
战，把握下游市场机会，加强
供应链管理，强化运营能力、
提升生产经营效率，为经营业
绩 的 稳 健 增 长 提 供 了 坚 实 保
障。创源股份则是继续深耕主
业，积极进行科技升级和数字
化改造，加大创新力度，通过
控制成本、调整产品结构、推

进精益管理等内部管理措施，
实现利润增长。

在业绩下滑的企业中，净
利润降幅超过 100%的有 9 家，
包括鸿博股份 （-921.42%）、安
妮股份 （-708.31%）、长荣股份
（-295.54%） 等。出现 500%以
上的降幅，鸿博股份年报解释
称，主要是由于 2022 年市场环
境及市场竞争双重因素影响，
整体毛利率有所下降，同时因
融资、搬迁等事项导致报告期
内费用有所增长。安妮股份同
样也是受宏观经济及大环境不
确定因素等影响，版权服务业
务部分项目进展未达预期，业
务拓展未能按计划进行，同时
控股子公司欧森营地业务研学
教育基本暂停，导致业绩锐减。

37 家印包上市公司中，21
家公司营收同比实现了增长，占
总 数 的 56.76% ， 与 上 年 占 比

85.29%相比大幅下滑。其中，仅
恩捷股份1家实现营收50%以上
的增长，实现50%以下、10%以
上增长的企业有9家，增长率低
于 10%的企业有 11 家。在营收
同比下降的16家企业中，8家出
现10%以上的营收下滑，金时科
技降幅最大，为-52.29%。

值 得 关 注 的 是 ， 2022 年
度，37 家印刷包装 A 股上市公
司总资产达到 1978.59 亿元，并
出现1家资产超过300亿元的企
业，即恩捷股份资产总额386.23
亿元，同比增长 47.85%。受益
于新能源行业快速发展，恩捷股
份提前战略性布局带动产能、产
销量的稳步增长，虽然有各种不
利 因 素 干 扰 ， 但 恩 捷 股 份 在
2022 年依然实现了业绩持续高
速增长，年度营收、净利润均再
创新高。随着投资并购的持续推
进，恩捷股份资产规模迅速扩

大。2016 年登陆 A 股市场时，
其总资产为 18.90 亿元，如今 6
年已增长近20倍。

此外，裕同科技总资产超
200亿元，达到210.66亿元，连
同奥瑞金170.4亿元、紫江企业
120.77亿元，进入A股印包上市
公司资产超百亿元阵营。

总资产为50亿元到100亿元
的“中量级”企业共6家，包括
劲嘉股份 （94.37 亿元）、合兴
包装 （88.32 亿元）、宝钢包装
（82.99 亿 元 ）、 东 风 股 份
（81.63 亿元）、美盈森 （74.03
亿 元）、 长 荣 股 份 （63.85 亿
元）。10 亿元到 50 亿元阵营中
包括渤海化学、陕西金叶等 25
家企业，10 亿元以下阵营里有
爱 司 凯 和 新 宏 泽 等 2 家 。 其
中，新宏泽总资产 5.06 亿元，
属 A 股印包上市公司中资产最
少的企业。

利润表现不佳 资产规模逼近2000亿元

37家A股印包上市公司2022年实现总营收1331.57亿元、总利润93.53亿元——

“闯关”两千亿 资产规模提升
□本报记者 祝小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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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人：本报记者 祝小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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