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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2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
称，根据《药品管理法》相关规定，按
照药品特别审批程序，进行应急审评
审批，附条件批准辉瑞公司（以下同
辉瑞）新冠病毒治疗药物奈玛特韦片/
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即 Paxlovid)进
口注册。

针对Paxlovid未来中国的定价及
生产供应能力，《证券日报》记者询问
辉瑞公司，不过相关人士表示，目前
还没有进一步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新冠口服药物是
当下的市场热点，辉瑞公司新冠口服
药物的获批已经引发A股相关概念股

“提前涨停”。此外，还有国内企业称
收到了来自辉瑞公司的大单。

辉瑞新冠口服药物获批

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信息，
Paxlovid为口服小分子新冠病毒治疗
药物，用于治疗成人伴有进展为重症
高风险因素的轻至中度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COVID-19)患者，例如伴有高
龄、慢性肾脏疾病、糖尿病、心血管疾
病、慢性肺病等重症高风险因素的患
者。患者应在医师指导下严格按说
明书用药，使用中应高度关注说明书
中列明的与其他药物相互作用信息。

国家药监局要求上市许可持有
人继续开展相关研究工作，限期完成
附条件的要求，及时提交后续研究结
果。

在全球新冠疫情蔓延的当下，辉
瑞推出了包括新冠疫苗及新冠口服
药物在内的两大重磅产品。

2月 10日，辉瑞官微公布了 2021
年成绩单。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813亿美元，同比增长 92%。除去
新冠疫苗 Comirnaty和新冠口服药物
Paxlovid之外的营收为444亿美元，同
比增长 6%。此外，辉瑞提供 2022年
全年创纪录的收入指导，预计为 980
亿美元至 1020 亿美元。2022 年将
Comirnaty的收入预期提供至约320亿
美元。Paxlovid2022 年收入预计约
220亿美元。

相关概念股已涨停

新冠口服药物概念股已经成为
热点。国金证券发布的研报认为，随
着口服新冠药物（原研+仿制）取得的
进展，看好制药工业上游CDMO及其
上游偏精细化工供应链相关产品放
量预期。

记者注意到，在投资者互动平台
上，投资者纷纷问询上市公司是否收
到与新冠口服药物相关的订单。

2月11日晚间，博腾股份公告称，
近日，公司收到跨国制药公司 Pfizer
Inc.（以下简称“辉瑞”）旗下Pfizer Ire⁃
land Pharmaceuticals 的新一批 《采
购订单》，公司将为其提供合同定制
研发生产（CDMO）服务。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新获得订单金额合计 6.81亿
美元，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营业收入的50%。

值得一提的是，新冠概念股精华
制药、雅本化学曾一度暴涨。

2021 年 12 月 21 日以来，精华制
药一度从 6元/股涨至 2022年 1月 21
日的22.45元/股，涨幅超200%。精华
制药此前在发布的股价异动公告中
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森萱医药目前未
与辉瑞公司签订利托那韦医药中间
体相关购销合同；森萱医药已销售的
利托那韦系列中间体主要应用于抗
艾滋病原料药利托那韦的合成。

2021 年 12 月 20 日以来，雅本化
学从 7.34元/股涨至至 2022年 1月 14
日的最高价 27.32元/股，累计涨幅超
270%。因为股价连续异常波动，雅本
化学收到交易所关注函。

不过，精华制药、雅本化学近日
来持续调整。截至 2月 11日，精华制

药的收盘价为 11.33元/股，雅本化学
的收盘价为15.3元/股。

国内口服药物加速研发

辉瑞 Paxlovid 的特效药物分子
Nirmatrelvir的靶标是3CL蛋白酶。当
下，国内众多药企布局的多个新冠病
毒候选药物靶向也是3CL蛋白酶。

随着辉瑞Paxlovid在国内获得紧
急批准，国内的在研新冠口服药物进
展又引起了市场的关注。

2022 年 1 月 25 日，全球健康药
物研发中心（GHDDI）公布，以新型冠
状病毒3CL蛋白酶为靶标的临床前候
选特效药物分子GDI-4405加速推进
多项临床试验申报研究和药物生产，
预计2022年下半年进入临床。

“3CL蛋白酶作为新冠病毒的主
要蛋白酶对病毒的复制和生长是必
需的，因此也是极好的抗病毒药物靶
点。”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相关人
士向记者表示。

1月17日，据报道，国内唯一获批
进入临床试验的新冠治疗小分子药
物 VV116，年内通过临床试验后，有
望在 2022 年下半年递交新药上市
（NDA）申请。VV116 由中国科学院
上海药物研究所、旺山旺水等共同研
发。2021年10月份，君实生物宣布与

旺山旺水达成合作，共同承担该药物
在全球范围内的临床开发和产业化
工作。

2 月 12 日，君实生物 CEO 李宁、
董秘陈英格等召开了电话会议，相关
人士表示，“此次辉瑞Paxlovid获批是
利好消息，国家把口服药纳入考虑
中。我们认为口服药是终结疫情武
器之一，说明国家态度也是非常正面
的，是切实需要的。”

此外，君实生物介绍，VV116 在
国内3个 I期临床已经全部结束，正在
进行国际多中心 II/III期临床。有与
辉瑞临床类似的轻中度人群，2个月-
3个月完成入组，在世界多国已经有
了相当病人储备，入组速度会比较
快。中国病人相对少，尽量多入。和
CDE（国家药品审评中心）沟通过，海
外数据为主的结果可以支持国内申
报。研究重点会在海外，其他国家也
在争取。美国 IND也在积极沟通，较
近时间会申报。

“全球新冠疫情持续发展，迫切
需要更为有效和方便的口服抗新冠
药物，满足全球的药物可及性。到目
前为止，3CL蛋白酶针对当前的变异
毒株仍有效。另外，未来可能会有对
药物产生耐药的变异毒株出现。”一
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向本报记者
表示。

辉瑞新冠口服药物获国内紧急批准
概念股已提前“涨停”

本报记者 谢岚 见习记者 李雯珊

2月12日，苹果电子产业链巨头立
讯精密，一口气向市场发布了两则合计
投资总额约110亿元的交易。一是立讯
精密控股股东立讯有限拟以100.54亿
元购买青岛五道口持有的奇瑞控股
19.88%股权、奇瑞股份7.87%股权和奇
瑞新能源6.24%等“奇瑞系”股权；二是
通过境外全资子公司以11.04亿港元收
购港股汇聚科技74.67%的股权。

硬闯新能源造车领域

立讯精密发布公告称，将与奇瑞
新能源拟共同组建合资公司，专业从
事新能源汽车的整车研发及制造，为
该公司汽车核心零部件业务提供前沿
的研发设计、量产平台及出海口，致力
于实现公司成为汽车零部件Tier 1领
导厂商的中长期目标。

其中，立讯精密拟认缴5亿元持有合
作子公司注册资本的30%、奇瑞新能源认
缴11.67亿元并持有注册资本的70%的股
权。双方之间的合作具有排他性，即奇
瑞集团不能与其他汽车代工企业合作代
工造车业务，但可以独立代工业务或与
汽车品牌企业合作代工业务等。

“立讯精密在此前一直在寻找合
适的汽车厂商布局新能源汽车领域，
奇瑞汽车一直与立讯在业务上有着不
少往来，此次官宣合作并不意外，两家
合作的计划早已排在议程上。同时，
在市场上可供立讯精密选择投资合作
的汽车厂并不多，有的合作成本比较
高，有的则是协同效应较弱。”一家广
州本土券商消费电子研究员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根据立讯精密近年来的年报显示，
该公司在汽车领域，专注于整车“血管
和神经系统”，具体产品包括整车及特
种线束、新能源车高压线束和连接器、
车载通讯单元（TCU）及中央网关等功
能。根据该公司2021年半年报显示，汽
车互联产品及精密组件占公司营业收
入的3.68%，约为17.7亿元。

“这次该公司最终达成与奇瑞的
合作，主要是想尽快深入迈进汽车领
域。消费电子因受到市场环境的影响
早已不如前几年，主要业务略显疲态，
对于立讯精密而言，急需寻找新的业
务增长点维持企业的快速发展。”上述
研究员表示。

“立讯精密除了在消费电子代工
领域是龙头外，本身早已布局汽车领
域，和国内国际整车品牌也早有合
作。消费电子巨头进军汽车产业的布
局可以使它在旧有产业和核心能力上
布局新的增长飞轮，这对每个公司的

业绩和市值增长是很重要的，其在原
有的研发、生产、制造、代工、管理方面
的积累也有助于快速进军产品秉性相
近的汽车电子领域。”锦华基金总经理
秦若涵向记者表示。

据悉，奇瑞集团在今年1月初发布
了2021年年度销量数据，其2021年累计
销售汽车达到历史性的96.19万辆，同
比增长31.7%。其中，出口26.92万辆，
同比增长136.3%；新能源汽车销量10.9
万辆，同比增长144.6%。2022年，奇瑞
集团提出了确保年销量150万辆、力争
200万辆，年营业收入2000亿元的目标。

同时，立讯精密投拟资11亿港元收
购港股汇聚科技74.76%股权。汇聚科
技是一家定制电线互连方案供货商，主
要产品应用于数据中心、工业及医疗设
备、通讯等领域。立讯精密表示，与汇
聚科技有较强的互补性，从产品、客户、
市场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公司在通信、
医疗、汽车、工业等领域的互联产品战
略布局。2020年汇聚科技共实现营业
收入30.08亿港元，净利润2.26亿港元。

瞄准新能源业务

实际上，立讯精密并不是第一个
要纵深跨界经营以谋求发展的公司。

长盈精密在2021年初发布公告
称，拟以总额约88亿元投资动力电池
结构件自动化产线项目，扩建项目的
选址与宁德时代扩产项目选址一致，
将目标直接瞄准“宁王”。

蓝思科技在去年底宣布与光伏原
片龙头企业凯盛科技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并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南蓝思新能
源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光伏项目等业
务，注册资本10亿元。这意味着蓝思
科技光伏产业将正式拉开帷幕。同
时，该公司早前还表示对新能源汽车
业务增长有信心，力争2022年实现较
高增长。上海临港的汽车项目也会积
极推进，内部正在做布局的规划，同时
公司还会对全球范围布局进行规划。

根据公告，蓝思科技预计2021年
净利润为20亿元至23亿元，同比下降
51%至59%；长盈精密则预计2021年净
利润亏损4.9亿元至6.9亿元。

“由于手机换机周期变长，从原来
的2年到现在的3年多，总体需求下滑，
手机产业链并不如从前景气，有部分产
业链公司业绩变化明显。”上海景领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研究总监王胜向记者
表示，汽车行业正处在由传统制造向科
技制造的过程中，汽车逐渐由单纯的代
步工具发展为集娱乐、办公、消费等一
体的互联空间，汽车在未来10年将会类
似于功能手机向智能手机终端的过渡
升级，汽车电子的需求会被高度激发。

“果链”立讯精密豪掷100亿元
携手奇瑞硬闯造车领域

本报记者 贾 丽

在抛出高分红方案后，格力电器
提前进行演练。2月13日晚间，格力电
器发布公告称，综合考虑当前经营情
况、发展规划、资金状况以及现金分红
政策的一贯性等因素，拟实施2021年
中期分红。

格力电器表示，公司2021年上半
年实现净利润78.88亿元(未经审计)，
截至2021年6月30日，可供股东分配的
利润为596.7亿元(未经审计)。

结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拟暂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股利10元(含税)，不送红股，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派发现金
股利55.37亿元。

在这之前，格力电器公开宣称计
划在未来三年每年拿出利润的一半进
行分红。

今年1月24日，制订了《未来三年
股东回报规划（2022年-2024年）》，其
中指出在公司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
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2022年
至2024年每年累计现金分红总额不低
于当年净利润的50%。

实际上，格力电器此前还曾发布
过两次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计划，实施
阶段分别为2012年至2014年及2016年
至2018年。

格力电器表示，公司可以采取现
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
式分配利润，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同时，两份规划书均提到，在公司
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的前提下，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
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
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30%。近
年来，格力电器的分红比例大幅上涨，
一度达到70%。

根据公开数据信息，自1996年上市
至2020年，格力电器累计实现分红22
次，分红总金额达到675.66亿元，占期
间归母净利润的40%以上。2012年后
的六年里，除2017年公司业绩出现较大
动荡未实施分红外，其余各年分红金额
分别达到30.08亿元、45.12亿元、90.24
亿元、108.28亿元和126.33亿元。分红
金额占净利润比例最高为72%。而在
2020年，在格力完成混改的第一年里，
格力电器更是豪气分红226.74亿元，分
红率为102.25%。

从此次格力电器公布信息来看，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元(含税)的分红方
案也可谓慷慨。其拟派发的55.37亿元
分红，约占上半年净利润78.88亿元(未
经审计)的70%。

千门资产投研总监宣继游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常愿
意实施高分红的上市公司会有不错的
资本市场表现，格力电器高分红方案
的释放，可见其对未来充满信心，资金
充裕，也更有机会吸引到机构投资
者。格力电器的‘故事’讲得比较充
分，发展前景和发展方向也比较明确，
接下来就是看其能否真正夯实业绩。”

“格力电器一系列的分红方案，
预计对本月底公司董事会改选，会产
生一定影响。不过，高分红也是一把
双刃剑。高分红形成了惯例，偶有不
分红就会引发股民不满，对股价形成
反向拉动。2017年格力未不派发现
金红利，其股价应声下跌了9%。稳定
分红也是公司经营状况的体现。同
时对企业利润分配比例过大，容易对
后续研发投入、重大并购及进入新产
业领域产生影响，企业要在投资扩
张、分红比例上也要做好资金的合理
分配。”家电业观察家刘步尘对记者
表示。

格力电器拟分红55.37亿元
高分红彰显资金充裕

本报记者 李春莲

近期，不少上市公司因为业绩亏
损或是巨额商誉不断收到交易所问询
函。

2月 11日，启迪环境再次发布关
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
公告。此前，启迪环境涉嫌虚增资产，
深交所于 2021年 10月 22日下发关注
函，在历经15个延期回复公告后，截至
目前公司及中介机构仍未提交回复函
并对外披露。

多位律师向《证券日报》记者提
到，已有启迪环境的投资者来问询维
权事宜。

“目前有数十位投资者在我处办
理了索赔登记，初步条件为 2021年 10
月 22日之前买入启迪环境的股票，并
且在 2021年 10月 22日之后卖出或者
继续持有该股票的受损投资者。”上海
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斌律师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根据公开信息可
以确定初步的索赔区间之后，我们会
通知已办理登记的投资者准备诉讼材
料。”

被质疑财务“大洗澡”
迟迟不澄清

根据深交所下发的关注函，要求
公司说明是否存在跨期利润调节、进
行财务“大洗澡”的行为，并在 2月 14
日前公开回复。

关注函指出，2022 年 1 月 28 日，

公司披露《2021 年年度业绩预告》，
称公司预计 2021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38 亿元至亏损
48 亿元，亏损原因为对已停建项目、
拟退出项目计提资产减值；对资产
运营效率较低、不能持续运营和公
司整体战略涵盖不到的项目进行退
出、转让处置；对部分款项回收存在
实质性障碍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
款、长期应收款及应收票据计提信
用减值损失等。

深交所还要求公司以列表形式披
露涉及计提资产减值的已停建项目、
拟退出项目明细情况；公司进行退出、
转让处置的项目具体明细、相应的损
失金额及相关会计处理，并说明定价
依据、定价是否公允；以及计提信用减
值损失的具体情况等。

启迪环境有关人士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正在组织多部门进行回复
的准备工作，相关问题已经转达董秘
办，目前不能做出其他更多解释。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0月份，有媒
体质疑启迪环境涉嫌财务造假，由此
引发深交所火速发出关注函，要求启
迪环境自查并书面说明。但是现在离
深交所要求的回复时间已过去三个多
月，启迪环境至今都没有回复，反而发
了十多份延期回复公告。

另外，启迪环境 2022年 1月 19日
公告收到《湖北证监局责令改正监管
措施决定书》，其中，湖北证监局指出
启迪环境信息披露存在违规之处，具
体指 2021年 7月启迪环境《关于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中披
露了 12个在建工程项目的执行进度，
经查发现部分项目进展的描述与实际
情况存在差异。

“结合上述情况来看，说明启迪环
境此前披露的 12个在建工程项目，有
信息不实之处。”北京时择律师事务所
臧小丽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上市
公司是否存在财务造假，是关系到声
誉的大事。在实践中，上市公司如果
遭遇媒体质疑报道，即便交易所不发

《问询函》或者《关注函》，很多公司会
火速发布澄清公告。反观启迪环境，
不仅不做澄清，反而迟迟不回复交易
所关注函，现在又爆出 2022年业绩预
亏。种种迹象表明，媒体对启迪环境

“业绩大洗澡”的质疑，恐怕不是空穴
来风。至于是否的确存在“在建工程
财务造假”问题，不能仅凭猜测，有待
监管部门介入核查。

业绩巨亏
资金链趋紧

除了或将面临投资者维权，对于
启迪环境来说，仍旧问题重重。

自 2018年开始，启迪环境业绩便
开始呈大幅下降态势。2018年归母净
利润由 2017 年的 12.51 亿元下降为
6.44亿元，2019年继续下降为 3.59亿
元。2020年启迪环境归母净利润亏损
15.37亿元。

去年三季报显示，截至 2021年三
季度末，启迪环境资产总额 354.9 亿

元，负债总额 233.7亿元。其中，短期
借款54.01亿元，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49.2亿元，其他应付款 24.2亿元，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6亿元，流动
负债合计 148.6亿元。而账面货币资
金为11.88亿元。

启迪环境也曾多次提及，受行业
因素以及外部融资整体环境影响，公
司整体资金趋紧，金融债务偿付压力
较大，同时由于市政公用类业务应收
账款周转率等因素，公司流动资金出
现阶段性紧张。

据悉，启迪环境主营业务包括固
废收集处置全产业链及水务生态综合
治理领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化
环境治理整体解决方案。

从启迪环境公布的这几年亏损的
原因来看，对主营业务具体经营情况
提及不多。

但实际上，在双碳背景下，环保行
业打开成长天花板，业内多看好相关
公司的盈利预期。

比如首创环保就预计2021年净利
润增加 7.35亿元至 8.82亿元，同比增
加 50%到 60%。报告期内，公司积极
拓展主营业务，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新建项目陆续投入运营，存量项目盈
利能力不断提升，城镇水务运营及固
废运营等各业务板块持续增长。

有行业业内人士向《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在经历了行业重组和调整后，
自去年开始，环保企业早已开始向好，
启迪环境的亏损跟大环境无关，主要
是自身经营出了问题。

启迪环境被疑财务“大洗澡”迟迟不澄清
连续两年巨亏投资者已准备索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