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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企管的临时退出，让皖通科
技第一大股东南方银谷的盟军阵营
遭受损失。与此同时，世纪金源系股
东西藏景源来势汹汹，通过不断增
持，目前已单方面持有皖通科技
13.73%的股份，恰与南方银谷持平。

一方面，外界质疑西藏景源存在
隐形的盟军；另一方面，安华企管的离
去，导致南方银谷方面（联合易增辉）
的持股比例降至17.21%，令皖通科技
未来控制权的争夺更加迷雾重重。

第一大股东
盟友关系提前解除

近日，皖通科技发布公告称，公
司第一大股东南方银谷及其一致行
动人安华企管签署《表决权委托与一
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议》。从公告内
容来看，双方于 2020年 5月 8日签署
的《表决权委托与一致行动协议》，时
隔不到七个月，就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提前解除。

回顾双方的联手，南方银谷和安
华企管于 2020年 5月 8日签署《表决
权委托与一致行动协议》，安华企管
将其持有的皖通科技 1652万股，合
计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4.01%股份
对应的表决权无条件、不可撤销地委
托南方银谷行使，期限为协议生效之
日起18个月。

对于“同盟军”的提前撤退，南方
银谷方面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这场股权之争时间比较久，目前
看还没有一个明朗的结果，所以双方
解除了这个协议，这是公司一个正常
的行为。”

资料显示，安华企管唯一的有限
合伙人为蚌埠经开区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出资比例为 99.8%，其实控人
为蚌埠市国资委；普通合伙人为自然
人刘宇恒，曾任皖通科技高级副总
裁。安华企管于 2020年 4月 21日刚
刚成立，在 4月 24日至 5月 8日期间

火速增持皖通科技，持有 1652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01%。后续为支
持南方银谷夺权，安华企管又进行了
增持，最终持有皖通科技 1974.72万
股，持股比例为4.79%。

南方银谷与安华企管结盟，主要
是为了稳固第一大股东的地位。彼
时，南方银谷虽是皖通科技控股股
东，但上市公司董事会被世纪金源系
董事控制，周发展（南方银谷实控人）
的上市公司董事长一职于今年3月4
日的董事会上被罢免。

与此同时，有世纪金源背景的
股东西藏景源开始不断增持，对南
方银谷控制皖通科技构成严重威
胁。于是，南方银谷顺理成章地与
安华企管走到了一起，并向皖通科
技董事会提请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要求罢免世纪金源系董事，重
新进行选举。但事与愿违，临时股
东大会不仅未能提前召开，周发展
还被世纪金源系董事踢出了董事
会，南方银谷最终饮恨 6 月 24 日的
年度股东大会。

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南方银谷、
易增辉、安华企管三方作为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有皖通科技股份 9049.15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1.96%。
本次权益变动后，南方银谷及其一致

行动人易增辉持有公司股份7093.69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21%。

一位接近上市公司的业内人士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安华企管是
由蚌埠市国资委控制的基金，临近年
底，大概是出于国资保值增值的需
要，选择了提前撤退。“照目前情形
看，国资企业不太可能长时间为皖通
科技这样一家民营企业背书。”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安华企
管增持皖通科技股票的成本约在 11
元/股左右，以 12月 3日收盘价 12.91
元/股计算，该笔投资账面浮盈 3155
万元。据上述业内人士透露，此前双
方结成一致行动关系，使得安华企管
无法自由减持。关系解除后，由于安
华企管持股比例未超过 5%，不属于
重要股东，则可以自由减持套现。

两股东
对战董事会步步惊心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作为此
次争夺皖通科技控制权的两个主角，
南方银谷和西藏景源经过多次增持
后，现直接持股比例已基本一致，皖
通科技的股权争斗在不断升级中日
渐胶着。

回顾双方股权之争，南方银谷通

过参与皖通科技定向增发的方式认
购 2401.32万股股份，占当时公司总
股本的5.82%。

紧接着，皖通科技原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等三
人将合计持有的约2060万股股票（约
占公司总股本的5%）对应的表决权委
托给南方银谷，委托期限18个月，双方
结成一致行动人关系。这使得南方银
谷合计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占比达
10.83%，成为皖通科技控股股东，周发
展成为上市公司实控人。

原本以为，皖通科技将因此迎来
“二次创业”，孰料却成为股东内斗的
开始。

今年 3月 4日，周发展董事长一
职被皖通科技董事会罢免，理由是：
其在任期间，未能清晰规划公司战略
发展路径，不能胜任公司董事长职
务。3月11日，公司又火速召开董事
会，选举廖凯为新任董事长，此前廖
凯的职务为上市公司董事、总经理。

随着周发展与廖凯、甄峰、李臻
等人矛盾的公开化，皖通科技第一
大股东南方银谷与世纪金源系股东
西藏景源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争夺
开始逐步升级。资料显示，西藏景
源的股东为世纪金源股东黄涛、黄
世荧。

先是南方银谷联合安华企管要
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罢免世纪金源
系董事，同时选举新的董事。但该提
议最终未能实现。后来，在6月24日
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周发展又被剥夺
了董事身份，南方银谷彻底无缘上市
公司董事会。

8月10日，皖通科技曝出原董事
长周发展涉嫌职务侵占，合肥市公安
局高新分局决定立案，公司已收到

《立案告知书》。9月 2日，合肥市公
安局高新分局认为周发展无职务侵
占犯罪事实，决定撤销此案。最终，
投资者虚惊一场。

南方银谷虽然暂时失势，但随时
在寻找反击机会。9月14日，南方银
谷与关键少数股东易增辉签署《一致

行动协议》，加上自然人股东王晟（持
有皖通科技8.49%股份）的参与，在9
月 16日召开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上，三方“合力”将陈翔炜挡在了皖通
科技的董事会门外。资料显示，陈翔
炜与世纪金源颇有渊源。

随后，南方银谷乘胜追击，迅速
联合易增辉，向皖通科技董事会提请
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要求罢免
李臻、廖凯、王辉、甄峰等4名世纪金
源系董事，但被董事会否决。后来，
该提请意外获得公司监事会通过，却
随后又被取消。

截至目前，皖通科技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能否再度召开仍是悬念。
但南方银谷方面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公司已向监管部门投诉，上市
公司无权单方面取消股东大会的召
开，这种行为损害了股东权益。

西藏景源持股
直逼第一大股东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两大股
东围绕皖通科技控制权和董事会进
行争夺的同时，也在不断扩充持股比
例。西藏景源方面，今年以来通过二
级市场不断增持，所持股份比例迅速
增加，而南方银谷则选择“结盟”来增
加弹药。

周发展的董事长一职于3月4日
被罢免后，西藏景源就在 3月 9日增
持 60.69万股，增持后持股比例首次
突破 5%。此后，西藏景源就开启了
二级市场“买买买”的模式。最新公
告显示，截至11月18日，西藏景源的
持股数量为 5656.88万股，持股比例
达 13.73%，仅比南方银谷持股数量
相差2.42万股。

“这是一种巧合吧？西藏景源一
直在不断增持股份，近期二级市场成
交量也比较大。”南方银谷方面人士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皖通科技的股权争斗将去向何
处，恐怕还需等待下一次股东大会方
见分晓。

第一大股东痛失“盟友”皖通科技控制权悬念再起

本报记者 矫 月

前沿新材料是未来产业发展的
制高点，也是世界各国争相发力的焦
点，具有颠覆现有生产模式、引领新
的万亿元级产业的美好前景。在业
内人士看来，未来十年，前沿新材料
发展的控制权归属至关重要。

在充满机会与挑战的发展前景
下，从煤炭行业成功转型新材料行业
的华阳集团又是如何选择的呢？作为
这支“火箭军”的领头人，华阳集团董
事长翟红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专访
时表示：“我们曾是煤炭行业世界500
强，现在在新材料产业中，我们也要跑
出加速度，用三年到五年时间，跻身新
材料行业的世界500强，真正做到用新
材料为大众带来新生活。”

老牌煤企转型新材料

翟红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称：
“华阳集团的前身是阳煤集团，此前
是省属重点煤炭能源类企业，为国家
的煤炭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山西省国企转型的背景下，这
家煤炭能源企业开始逐步探索新的
发展路径，最后的选择就是向新材料
产业转型。

据翟红介绍，阳煤集团从 2017
年起开始进行新材料方面的探索，经
过几年的努力，确立定气凝胶绿色节
能建筑新材料、功能性纤维新材料、
新能源蓄能新材料、石墨烯新材料、
铝镁合金新材料等五个发展方向。

在选择转型产业的布局方向上，
翟红颇有一套心得，他将之总结为

“两头抓一头”：“原料端和市场端只
要占了一头，就可以做；如果两头一
头都不占，就不做。”

翟红还向记者介绍了“延链、补
链、强链”的工作思路。“延链是将原
有产业链延长；补链就是补充研发科
技、核心竞争力的不足；强链是把产
业集群打通。以煤化工为例，华阳集
团可以把煤炭做成原料乙二醇、己内
酰胺，但市场需要的是涤纶、锦纶，那
么就要引入有核心技术的团队，补足
生产链上缺失的部分，完善产业链。”

依据这个思路，华阳集团积极引
进强力“外援”。在石墨烯产业链布局
上，公司与山东如意、高烯科技合作；
在二氧化硅气凝胶产业链布局上，与
中凝科技、华豹公司、赛龙公司合作；
在陶瓷气凝胶产业链上，公司与东华
大学、富瑞邦新材料公司合作。这些
合作举措，均为华阳集团打破原料和
产品间的技术壁垒提供了助力，为集

团向新材料转型打下了坚实基础。
目前，在新材料应用上，华阳集

团已走在行业前列。翟红向《证券日
报》记者介绍称：“运用集团生产的新
材料建造的装配式节能小屋，外墙是
气凝胶板，室内是石墨烯地采暖，玻
璃是气凝胶玻璃，窗帘是石墨烯窗
帘，既隔热又保温，能做到真正的冬
暖夏凉。屋顶是光伏瓦，装配钠离子
储能电池，供电可自给自足，用不完
还可以入网卖电，这样的建筑在不久
的将来便可实现。”

剥离资产不等于放弃煤炭

山西省自 2017年启动新一轮国
企改革以来，先后公布的三批“腾笼
换鸟”或混改项目中，涉及阳煤集团
参股或控股的有七个项目，涉及煤
炭、化工、地产等行业，尤其是阳煤集
团整体更名华阳集团转型新材料行
业后，对部分煤炭及装备制造板块资
产进行了剥离，被很多投资者质疑

“集团抵御风险能力将有所减弱”。
对此，翟红认为，“腾笼换鸟”的

最终目的是换来一些“好的鸟、活的
鸟”，并不会减少华阳集团的资产体
量，反而可以增强企业活力、增加盈
利能力。资产的边界是动态的，并不

会一成不变。但华阳集团的基本盘
不会变，质量甚至还会越来越好。

外界一直担心公司对煤炭资产的
剥离，但翟红表示，煤炭事业部作为华
阳集团七大事业部之一，地位也是举
足轻重的。“随着5G智慧矿山项目的
落地，华阳集团旗下的煤炭产量不但
不会减少，反而会在新疆五彩湾煤矿、
西上庄煤矿、泊里煤矿、七元煤矿建成
投产后，煤炭产量会保持在年产8000
万吨左右，未来产能有望超过1亿吨。”

翟红还强调：“华阳集团布局新材
料的前提，也是以煤炭为基础，除了煤
炭资产对企业的支撑外，很多新材料
也是以煤炭及其相关副产品为原材
料，所以华阳集团不仅不会放弃煤炭
板块，反而要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不要把煤简单地认为是燃料，
它还是重要的原料。”翟红向《证券日
报》记者介绍称，我们将按照“碳基”
材料发展方向，把煤当作原料，加工
成材料、高端新材料，并一直延伸，让
煤发挥更大价值，对社会的贡献更多
些、更大些。

做大做强七大产业

对于华阳集团的未来，翟红充满
信心：“华阳集团将积极践行‘127’战

略。‘1’是一个方向，聚焦转型蹚新路
这一战略方向；‘2’是两条路径，坚持
走碳基材料和数字资产两条路径；

‘7’是七个支撑，即气凝胶绿色节能
建筑新材料、功能性纤维新材料、新
能源蓄能新材料、石墨烯新材料、铝
镁合金新材料、大数据物联网、5G智
慧矿山等七个产业支撑。

“我们不仅要把这七个产业做大
做强，未来还要形成模块化，可以实
现配置最经济、成本最低，让项目落
地便捷，更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翟
红如是说。

据了解，华阳集团除了在七大产
业发力外，还非常注重对企业管理水
平的提升。早在5年前，集团就已开
始对管理制度改革，实行部门工资定
额制，减员不减薪，既调动了员工积
极性，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另外，华阳集团还尝试在各个煤
矿开展模拟合伙人制，确定经营指
标，签订契约；每年每人拿出30万元

“模拟入股”煤矿，年终超额收益部
分，50%用来优先兑付 30 万元入股
金，其余部分由“股东”分红。这一制
度由每个矿扩展到每个采煤队、掘进
队、工作面，员工不再只是为单位工
作，更是在为自己工作，积极性调动
起来了，管理就变得简单了。

专访华阳集团董事长翟红：

力争三到五年跻身新材料产业“世界500强”

本报记者 谢若琳
见习记者 李豪悦

“94.50港元！”
12月 8日，京东健康（6618.HK）开盘价一公

布，在喜气洋洋的京东健康上市庆祝仪式现场立
时一阵欢呼，这个价格比 70.58港元的每股发行
价涨了33.89%！当日，该股股价一度突破120港
元/股，最高上冲 123.90 港元/股，最终以 110 港
元/股报收，收涨55.85%。

12 月 9 日，京东健康股价再接再厉，报收
112.20港元/股。以总股本31.27亿股计算，市值
超过 3500亿港元，成为港交所同领域上市企业
中市值最高者。

京东健康CEO辛利军在上市庆祝仪式的致
辞中称，“感谢刘强东先生，正是他的战略格局和
超前眼光，我们才能走得更远、更好、更踏实。”

卖药更要“卖健康”

自2019年5月份的A轮融资之后，京东健康
的名字开始真正进入行业视野。但实际上，早在
2014年2月，医药健康就作为京东的独立业务类
目开始运营，经过 6年多的经营后，京东健康已
在营收上领先同行最先踏入百亿元大关。

京东健康发布的招股书显示，2017 年至
2019年，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56亿元、82亿
元、108亿元；2020年前三季度，京东健康的收入
已达132亿元。

零售药房业务占据京东健康总收入的大部
分。京东健康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2018
年、2019年以及2020年上半年，零售药房业务的
医药和健康产品销售收入分别占其总营收的
88.4%、88.8%、87.0%、87.6%。京东自建物流体
系与供应链体系运输药品的优势，以及拥有中药
饮片供应链、药品冷链，以及药品或非药品批发
等独有业务，都为这项业务占据主要营收提供了
支撑。

京东健康同时也是上市互联网医疗上市企
业中最快盈利并稳定增长的公司。招股书显示，
虽然目前京东健康的在线医疗健康服务占总收
入比重并不大，但收入额随着扩大线上平台、全
渠道布局、在线医疗健康解决方案而不断增长。

“互联网医疗企业普遍存在靠卖药支撑营收
的问题。”京东健康看懂App医疗健康行业分析
师陈乔姗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称，“即便是线
下医院，卖药获得的收入也占很大比重。”

米内网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三大终端六
大市场药品销售额实现 17955 亿元，同比增长
4.8%。从三大药品销售终端的销售额来看，公
立医院的终端市场份额最大，占比66.6%。

但京东健康的招股书显示，公司的收入并不
主要依赖“卖药”，反而是非药产品的销售更受青
睐。截至2017年-2019年，公司药品销售产生的
商品收入分别占商品总收入的21%、25%、27%，
2020年上半年，该占比为29%。同期，公司的非
药产品销售产生的商品收入分别占京东健康商
品总收入的 79%、75%、73%和 71%。据了解，公
司的非药产品包括保健产品以及医疗用品及器
械。其中，医疗用品及器械主要包括隐形眼镜、
成人用品、计划生育产品，以及用于家庭医疗保
健、康复和健康监测的医疗设备。

据介绍，京东健康并非简单地将药房搬到线
上、将药品当做外卖来销售，而是将其打造成一
个新的增量入口。京东大药房披露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5月，京东大药房平台45%的药品品规
未曾在线下药房销售或不以线下药房为主要销
售渠道，而这些药品贡献了京东大药房超50%的
专科用药销售额。这些药品中，有过半订单被发
往三线以下城市，在提升药品可及性方面做出了
重要贡献。

处方外流市场潜力巨大

虽然卖药已成为很多互联网医疗企业默认
的“致富之路”，但这并不代表套用过往模式就可
一劳永逸。每个想把线上零售之路走得“更远、
更好、更踏实”的医药企业，都绕不开处方药市
场。

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预计，中国门诊药品销
售额中，高达 87.6%的可以在医院外流通，该销
售额中高达32.5%的药品可以在线分销，表明中
国处方外流的市场潜力巨大。不过，处方外流市
场也存在一定挑战性，由于各地医保政策不同，
各类互联网医疗健康企业目前仍无法直接连通
线下所有医保。

从现有政策来看，关于处方外流市场方面
的政策正在逐渐明朗。《“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规划》中提到，全面深化公立医院改
革，严禁公立医院提高药品价格。受该政策影
响，公立医院无法通过药品销售获利，从而降低
了公立医院药品销售的积极性，导致公立医院
药品销售收入贡献日益减少。此外，《全国零售
药店分类分级管理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及

《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
的若干意见》的发布，亦对处方药院外流通改革
作出了指引。

京东健康的产业链布局以“医+药”为双轮
驱动。一位不愿具名的的业内人士向《证券日
报》记者透露，带量采购、药价零加成会把医院医
生的这部分收入砍下去。一部分升迁无望或没
有学术追求的医生，可能会选择去其他平台发
展。”

HHC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刘兆瑞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京东健康长期的挑战在于

‘医+药’双轮驱动能否形成良性驱动。”

京东健康上市两日
市值突破3500亿元
产业链布局靠“医+药”双轮驱动

本报记者 贾 丽

受不锈钢、锌合金等原材料价格
大涨影响，空调价格应声上涨。近
日，格力电器发布通知称，自今年12
月15日起进行结构性调价。其中，新
国标挂机涨价100元，新国标柜机涨
价200元。此外，奥克斯、志高、美博
等家电品牌也同步调价，空调价格分
别上涨100元至300元不等。

除空调涨价外，包括电视、冰箱等
在内的其他大家电产品也均受上游材
料价格上涨影响，出现部分调价现
象。这已是家电行业今年第三次出现

“企业集体调价、产品集体涨价”的情
况，前两次分别发生在7月份和9月份。

原材料价格一涨再涨的原因何
在？明年会否延续？下游的家电企
业又该如何应对？

原材料价格普涨

年前，虽然产品价格涨声一片，

但并没有降低家电企业的促销热
情。但随着铜、铝、钢、液晶面板等原
材料价格的上涨，开始倒逼家电企业
普遍涨价。

不仅如此，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还传递到众多制造行业产业链。国
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的中国采
购经理指数显示，随着近期大宗商品
价格普遍上涨，以及企业生产、采购
活动加快，11月份制造业原材料采购
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均有明显上
升。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
厂价格指数为62.6%和56.5%，分别
高于上月3.8个百分点和3.3个百分
点，均为年内高点。从行业情况看，
受下游行业需求拉动，上游产品价格
上涨幅度更为明显。

中钢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胡
麒牧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空调行业只是制造业中的一
个细分行业，不锈钢、锌、铁、铝等金
属材料价格是由制造业总体需求和

供给决定的，即使在空调终端需求低
迷时，大宗金属材料价格依然在上
涨。”

对于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的原
因，胡麒牧分析认为，当前工业金属
类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一方面反映的
是未来新冠疫苗上市后对全球经济
复苏的预期；另一方面，当前原材料
社会库存处于低位。预计未来随着
经济复苏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多，需求
侧还会持续刺激大宗金属材料价格
的上涨。另外，家电等制造产业，原
材料成本占比高达八成以上，家电行
业对铜、铝、钢材、塑料等大宗原材料
的需求量大，导致核心原料上涨，特
别是在年末出货的高峰期。

看懂研究员、投资人程宇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
投资领域相关的产品价格上涨明显，
但终端需求不足，供应链涨价而下游
需求不足，这是空调行业面临的问
题，也是整个中国制造业面临的问
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在拉动终端

需求上发力。
国资委机械工业经管院创新中

心主任宋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关键原材料、关键零部件是整个
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对最终产品价
格有很大影响，对行业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家电整机
厂商在销量与利润呈现“双高”情况
时，要注意维护整个供应链和供应
商的稳定。

涨价不是唯一方式

面对成本上涨，众多家电厂商
最终选择以涨价来消化成本压力。
同时，部分龙头企业还选择加大促
销力度，调整内部产品结构，加大创
新带动高端产品迭代，以增加利润
空间。

胡麒牧认为，通常，成本上升会
顺着产业链由上游向下游传导。但
当需求低迷时，产品提价会导致销售
不畅。尤其是需求价格弹性较大时，

提价带来的销量损失会让总的销售
收入降低。所以，成本最好由制造业
内部消化，比如通过降本增效或工艺
改进对冲成本上升。如果不能完全
对冲，就会影响产品的利润。

“应该鼓励企业积极创新，寻求
更多利润空间，带动产业升级，这是
企业的使命。”胡麒牧认为。

制造企业如何应对上游突发情
况？胡麒牧认为，一是，有条件的企
业可利用期货市场对原材料进行套
期保值；二是，做好生产环节的降本
增效；三是，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对
成本上升的消化能力。

宋嘉表示，当前制造业行业分
工、生产网络环环相扣，少数关键
零部件的供应不稳定或将影响产
业链的稳定性。产业界应该研究
推动建立起市场化的长效价格与
供应协调机制，形成坚韧、有序的
供应链生态系统和长效价格体系，
以保证整个产业生态的和谐、规范
发展。

应对原材料价格上涨 家电企业年内第三次提价

董事长面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