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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万晨曦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
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正是秉承着
这样的环保理念，有这样一家企业跨
界环保、水利、微生物领域之间，开创
高含水废弃物治理环保细分行业，用
持续的技术创新，打造更好的生态环
境，这就是位于中国光谷的科创企业
路德环境。

9 月 22 日路德环境登陆科创板。
“从公司 2006年注册成立之日起，进入
资本市场，获得更大的平台，一直是我
们奋斗的目标。坚持不懈地进行技术
创新，满足社会需要，实现环境效应、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同时重视规

范企业治理，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朝着
这几个目标去努力。”近日路德环境董
事长季光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填补高含水废弃物
处理行业空白

路德环境是一家主要从事先进环
保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应用的高新技术
企业，专注于河湖淤泥、工程泥浆及工
业糟渣等高含水废弃物的处理。高含
水废弃物是指含水率较高的废弃物，介
于液态和固态之间，通常存在一定流动
性，具有自然脱水难、存放占地大、污染
扩散易、治理要求高等特点，包括河湖

淤泥、工程泥浆、市政污泥、工业糟渣、
工业渣泥等，涉及水环境治理、城市建
设、食品饮料、生物医药、石化冶金等多
个行业。

据季光明介绍，目前路德环境业
务主要涵盖河湖淤泥、工程泥浆和工
业糟渣等领域，公司已在长三角、长江
中游、赤水河流域进行战略布局，并正
逐步向其他重要市场区域拓展。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环境治理行业发展迅速、未来
增长空间较大，各个细分行业蓬勃发
展，其中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和
固体废弃物治理行业规模较为庞大，而
横跨水污染治理与固体废弃物治理的
高含水废弃物处理与利用行业未来市
场空间巨大。

“科创属性关键的一点，就是是否
在这个行业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或者是
否获得了明显的竞争优势。路德环境
所在的这个行业，是一种集成，一种跨
界的创新。我们跨水利、环保、生物行
业，目前国内A股里面还没有这种类型
的公司。”季光明表示。

季光明毕业于全国著名的水利工
程专业学府——河海大学工程地质及
水文地质专业，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交
通部长江航运规划设计院、湖北省工
业建筑总承包集团公司岩土基础工
程分公司担任工程师和经理。路德
环境从 2006年开始自主技术研发，包
括河道、湖泊的治理技术，公司重点
在水利跟环保行业之间寻找空白市
场。2009 年路德环境处理的武汉沙
湖是公司第一个相关案例，也是国内
第一个城市内湖泊污染底泥的环保

处理项目。“这个项目开了国内行业
先河，实现了科技成果从 0 到 1 的产
业化。”季光明说。

如今，路德环境具备完善的研发
创新体系，拥有专利 59 项，另有 18 项
发明专利和 16 项实用新型专利已经
取得受理通知书或进入实质性审核
阶段。

“我们经过多年自主研发，核心技
术已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季光明说。

“柯桥模式”
实现产业化从1到N的跨越

如果 2009年路德环境的第一个项
目——武汉沙湖项目，是从 0到 1的突
破，那么“柯桥模式”则是产业化 1到N
的跨越式发展。

“浙江的‘柯桥模式’，是江南水乡
区域性治理的‘1’，这种淤泥集中性的
处理模式也复制到了宁波和温州。”季
光明说。

2014年，路德环境凭借自主研发的
泥浆脱水固结一体化技术体系，在绍兴
市柯桥区齐贤镇建立了河湖淤泥固化
处理中心，成功解决了当地瓜渚湖、三
江大河等约 70万立方米河湖淤泥的处
置难题，使淤泥大幅度减量，减少了土
地占用和二次污染。这种工厂化运营
模式被誉为河湖淤泥治理领域的“柯桥
模式”。

“由于‘柯桥模式’可以复制，路德
环境完成了发展模式上从 1到N的跨
越。”季光明说。

截至目前，河湖淤泥和工程泥浆领
域，公司累计运营了二十余个固化处理

中心，在浙江、湖北、江苏、安徽、广东、
河北等地共处理河湖淤泥、工程泥浆超
过2000万立方米。

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路德环境做
到了环保行业的“四化”：减量化、无害
化、稳定化、资源化。“跟传统污染的工
艺相比，路德环境的效能提高了 10倍，
公司的技术更完整、规范，资源的循环
利用更充分。这也是路德环境区别于
其他环保类上市公司的竞争优势。”季
光明说。

延伸产业链和业务布局

有了“柯桥模式”的成功探索，路
德环境依托自身先进的环保技术，做
产业链的延伸。具体而言，业务横向
延伸方面，公司在进行河湖淤泥治理
解决方案的探索过程中因地制宜、追
本溯源。发现河湖淤泥源头之一的
工程泥浆体量大，亦存在大量减量
化 、稳 定 化 和 资 源 化 的 市 场 需 求 ，
2016年 8月份开始运营绍兴滨海固化
处理中心，进行废弃物源头治理，并
在其他地区推广；在开展仁怀市盐津
河水环境治理项目业务过程中，发现
当地酒企酿酒产生的白酒糟及渗滤
液如未得到环保处理，易发生霉变，
产生黄曲霉毒素，会对当地土体、水
体造成污染，并存在养殖安全、食品
安全隐患。

公司对该业务进行横向布局，建
立起工业糟渣业务板块，一方面可以
从源头上控制污染源的产生；另一方
面变废为宝，将白酒糟转化为微生物
发酵饲料，实现资源化利用；对油泥、

碱渣、赤泥、铜尾渣、钛尾渣、脱硫石
膏等其他工业渣泥处理方法进行技
术储备并视产业化条件进行成果转
化。

业务纵向深化方面，公司继续完
善高含水废弃物处理技术体系，对处
理后的泥饼资源化利用加大研发投
入，已形成了研发成果，未来将加快实
现绿植土新型墙体材料等资源化利
用，实现零排放。

2020年7月份，路德环境与长江三
峡集团合作，成立武汉三峡路德环保技
术有限公司，由路德环境控股。

“今年有两个重要的事情，一是顺
利登陆资本市场，二是与长江三峡集团
的合作。”季光明说。

此次路德环境登陆资本市场，拟募
资3.5亿元，其中1.5亿元用于路德环境
技术研发中心升级；2000万用于信息化
项目建设。路德环境近三年的研发投入
为693.04万元、611.73万元和1095.27万
元，复合增长率达到25.71%。公司不断
进行自主创新并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坚
持以研发为导向，与同行业公司相比，
公司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逐年增
加。

“插上资本翅膀之后，路德环境一
方面巩固现有的传统优势，以长三角
为重点，逐步向中西部、粤港澳大湾区
进行业务扩张，这是地域的扩张；同时
面对国内大量的工业渣泥，重化工业
的渣泥和它的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
理，而与三峡集团的合作，旨在共同推
进水环境治理及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置
业务在长江经济带的全面布局。”季光
明说。

“中国淤泥第一股”今日登陆科创板
路德环境填补高含水废弃物处理行业空白

本报记者 殷高峰

在不少投资者眼中，瑞联新材是一
家显示面板领域的上市公司。“事实上，
作为一家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专用
有机新材料的科技型企业，显示面板领
域只是我们的材料应用方向之一，除了
显示材料之外，创新药中间体目前也是
公司重要的一个业务板块，公司主要的
研发方向还延伸至OLED/TFT-LCD面
板生产所需的关键膜材料、光刻胶及其
前端材料等领域，并在 5G产业关键材
料液晶聚合物（LCP）薄膜材料上进行
积极技术探索，逐步将业务延伸入高分
子材料领域，进一步拓展公司在电子信
息产业的成长空间。”瑞联新材董事长
刘晓春近日在接受《证券日报》独家专
访时表示。

成立于 1999年 4月份的瑞联新材
是位于陕西西安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不久前登陆科创板，也是陕西第 4家登
陆科创板的企业。

“进入资本市场后，公司将借助资
本市场的力量，加大研发投入，拓展业
务领域，以更好的业绩回报投资者。”刘
晓春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显示材料领军者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 OLED 材料、
单体液晶、医药中间体等专用有机新材
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刘晓春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目前显示材料是公司
营收的主要来源，经过多年的发展，公
司已进入全球主要OLED 终端材料和
混晶材料制造商的供应链体系，该等客
户合计分别占据全球市场约 70%、80%
的市场份额。

伴随5G技术的发展，OLED显示的
商业化应用趋势逐步显现。据 IHS预
计，2019年—2023年，AMOLED显示面
板的出货面积预计将由 807.62万平方
米上升至 1731.05万平方米，年均复合
增长率高达21%。此外，2019年—2023
年，TFT-LCD 面板的出货面积预计将
从2.23亿平方米增至2.49亿平方米，增
幅 12.2%。基于目前技术和产业化的
情况，液晶和OLED面板在市场上处于
或将长期处于共存状况，液晶技术仍有
望在较长时间内占据显示面板市场的
主要份额，尤其是电视面板等大尺寸面
板市场。OLED技术目前主要应用于智
能手机、可穿戴电子设备等新领域。随
着显示面板市场的增长，显示材料市场
预计也将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

作为国内极少数同时具备规模化
研发生产OLED 材料和液晶材料的企
业，受益于以OLED材料为代表的显示
技术的快速推广应用，瑞联新材营收稳
健增长，盈利能力较强。该公司财务数
据显示，2017年—2019年及2020年1—
6月份，公司营收分别为7.19亿元、8.57
亿元、9.90亿元、4.73亿元，归母净利润
分别为 0.78亿元、0.95亿元、1.48亿元、

0.82亿元。

加码医药领域应用

“尽管显示材料目前是公司的主要
营收支撑，但医药板块将是公司未来重
要的发展领域。”刘晓春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 ，公司今后将大力发展医药
CMO/CDMO 业务，并以OLED 材料，液
晶及其周边材料为两翼，形成公司新的
业务发展格局，使公司在医药CMO/CD⁃
MO领域实现领先地位。

据刘晓春介绍，瑞联新材依靠在显
示材料领域积累的丰富的化学合成、纯
化、痕量分析及量产体系的技术经验，
成功拓展了医药 CMO/CDMO 业务，构
建起“核心产品突出、梯度层次明晰”的
医药中间体产品结构，成为除显示材料
以外的重要利润增长点，2019年，该业
务毛利贡献占比达28.62%。

“公司处于在研阶段的医药中间体
项目超过 10 个，而 2019 年已实现 100
万元以上销售收入的产品达到 4 个。
截至2020年5月份，公司在手医药中间
体产品订单金额近 3300万元人民币。
2020年上半年，公司医药中间体业务收
入同比增长了约 50%。”刘晓春告诉记
者，公司受托完成合成路线工艺研发及
规模化生产的 PA0045，是某治疗非小
细胞肺癌新药的医药中间体，该肺癌治
疗药物已在日本、美国、欧洲等地注册
上市，并于 2018年在中国上市并进入

医保目录，2019年实现销售收入1.44亿
元。同时，公司另一种受托研发合成路
线工艺用于生产治疗子宫肌瘤药物的
医药中间体，其对应的药品研发已进入
临床三期，该医药中间体已进入放量阶
段，瑞联新材已取得该在研药品的中间
体订单金额超过400万美元。

瑞联新材此次募投项目主要包括
OLED及其他功能材料生产项目、高端
液晶显示材料生产项目、科研检测中心
项目、资源无害化处理项目、补充流动
资金。

“其他功能性材料的重点就是医药
领域的项目。”刘晓春告诉《证券日报》
记者，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医药板块的投
入，加大研发力量。

对于目前市场关注的研发费用，刘
晓春也藉此话题做了说明，“由于当初
的财务归类问题，目前的研发费用只是
小试阶段的研发费用，而事实上，在中
试过程中产生的大量费用是没有计算
在研发费用里面，而这一笔费用远远高
于小试费用。”

“也正是由于公司在研发方面的实
力，公司和罗氏等国外医药巨头建立了
长期的稳定的合作关系，目前，国内一些
医药企业也正在和公司进行洽谈。”刘晓
春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公司的原料药
项目也一直在计划之中，“未来公司将形
成医药制剂前端的完善产业链。”

据 Business Insights 统计，到 2021
年，全球CMO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025

亿美元，从2017年至2021年，年均复合增
长率约为13.03%，2021年，我国CMO行
业市场规模预计增至626亿元，从2017
年-2021年，年均复合增速为18.83%。

而在 CMO/CDMO 行业领域中，国
家也出台多项政策予以鼓励支持。

瑞联新材财务数据显示，2019年，该
公司医药中间体的营收占比已经达到
15.78%。“随着公司在研产品对应终端制

剂研发阶段的推进，更多的医药中间体
将随之进入放量阶段，再加上原料药的
生产，医药领域对公司的利润贡献可以
预见。”刘晓春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公司今后将加大研发投入，大幅
拓展核心技术在CMO/CDMO及其他行
业的延伸应用，致力于成为国际领先的
综合性有机新材料企业。”刘晓春再次
强调说。

瑞联新材董事长刘晓春：

努力成为医药CMO/CDMO及国际有机新材料的领先者

图为《证券日报》记者专访路德环境董事长季光明

图为瑞联新材董事长刘晓春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