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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公司新闻

本报记者 张 敏
见习记者 李昱丞

在比亚迪总市值一度突破万
亿元大关之后，比亚迪 A 股产业
链小伙伴也迎来狂欢。

6 月 22 日，集泰股份再度上
演涨停，这是公司自 6 月 10 日以
来收获的第9个涨停板，累计区间
涨幅超136%。

据了解，集泰股份大涨与比
亚迪概念股存在关联。近日，集
泰股份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
公司已推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用胶解决方案，包括导热灌封及
硅凝胶等，产品适用于新能源汽
车的三电系统（动力锂电池、电
机、电控）等。公司电子胶产品的
重大客户有英飞特等知名企业，
并且已进入比亚迪等多家大型客
户的供应体系。

据《证券日报》记者观察，近日
来披露与比亚迪有业务合作的企
业数量突增。同花顺数据显示，A
股比亚迪概念股已达234只，总市
值超2万亿元。自6月1日至6月22
日，234只比亚迪概念股中，22家上
市公司区间涨幅超30%，其中浙江
世宝、集泰股份累计区间涨幅超
100%。

比亚迪概念股持续大涨

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6月
1 日至 6 月 22 日，比亚迪概念股
中，国机汽车、松芝股份、科创新
源、泰永长征、浙江世宝等24家上
市公司发布过股价异动公告。

汽车转向系统企业浙江世宝
自 6月 13日至 6月 22日收获 8连
板，股价期间涨幅超 100%。浙江
世宝去年 11月份在互动平台回答
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公司为比亚
迪配套商用车转向产品。

合金压铸企业广东鸿图 6 月
份以来股价涨幅超过 60%，公司

为比亚迪供应铝合金压铸零部件
和内外饰件产品等。此外，比亚
迪动力电池正极材料供应商德方
纳米、负极材料供应商翔丰华等 6
月以来股价涨幅均超过30%。

“随着比亚迪在二级市场上
市值一度突破万亿元，相关产业
链的关注度被推到了风口上。”巨
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谢后勤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比亚迪产
业链上涵盖的企业比较多，主要
分为零部件和动力电池两大类。
公司大部分的零部件主要是来自
内供，但是近两年来也开始引入
外部的供应商，比如像音响功放、
HUD、车灯、热管理等等，还有动
力电池中的正负极材料、结构件、
铝塑膜和隔膜等等。

谢后勤认为，随着比亚迪新
能源汽车快速放量，电池率先放
量走出国门，其他零部件也会紧
密跟上，将会成就更多的国产供
应商。

对于比亚迪产业链公司股价
大涨，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比亚迪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最
大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去年销量
超过 60万台，今年销量预计有更
大的增长，对于供应商而言也意
味着潜在的营业收入和利润。”

机构密集调研相关个股

除了在二级市场上表现亮眼，
比亚迪概念股也获得机构投资者
频繁调研。

同花顺数据显示，自6月1日至
6月22日，总计有51只比亚迪概念
股被机构调研，其中横店东磁、明泰
铝业、道氏技术等公司吸引超百家
机构调研，还有一些上市公司在调
研中透露了和比亚迪的合作情况。

例如，硅宝科技 6 月 22 日发
布的投资者调研活动信息时表

示，公司为新能源动力电池组装
用胶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已经开
发出系列高性能新能源动力电池
用有机硅密封材料，为动力电池
提供防水密封、结构粘接、线束粘
接、导热填充等，公司是比亚迪动
力电池用胶、汽车电子用胶的优
质供应商。

张翔认为，按市值来看比亚迪
目前是全球第三大车企，产品竞争
力较强，未来增长空间大，成为比
亚迪的供应商意味着后续订单或

有稳定增长。

信息披露须真实完整

6月21日，持续上涨的集泰股
份引来交易所的关注函。深交所
要求集泰股份列示应用于新能源
汽车、光伏组件领域的电子胶的毛
利率、在手订单、市场需求情况及
稳定性、公司产能及下游客户情
况、2021年销售金额及占比、2021
年向比亚迪间接销售金额及占比
等，分析说明相关业务基本面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并就股价短期大幅
波动进行充分风险提示。

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主任杨
兆全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中的蹭热点，存在的
主要问题是信息披露不完整。公
司往往只披露局部或者是有利的
信息，而对其他方面则有意忽略，
从而造成投资人对公司的误判。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赵喜
龙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投资
者要首先判断比亚迪概念股的
真实性，尽量规避蹭热点、借机
炒作的概念股。其次要看个股
的估值水平是否合理，尽量规避
市盈率过高、股价已经处于高位
的概念股。

234只比亚迪概念股被“团宠”背后：
机构调研、股价暴涨、个别公司遭问询

本报记者 李春莲
见习记者 贺王娟

上游原料抢手下游需求不足，焦
炭企业正面临“上下游夹击”的困境。

近日，中焦协市场委员会以视频
方式召开6月份市场分析会，山西、河
北、内蒙古、山东、江苏、陕西、江西、贵
州等地的主要焦化企业参加了会议。

与会企业一致同意，坚持亏损
不生产，没有利润不销售的原则，
全面限产，暂停煤炭采购；倾斜发
货，将有限资源供给信誉较好的客
户；坚守预收款政策不动摇。

行业低迷，焦炭期货大跌。数
据显示，本周以来，焦炭期货主力合
约持续走低。6月21日，周一暴跌后
焦炭期货主力合约盘中再创新低，
跌至2846.5元/吨，截至6月22日下午
收盘，焦炭期货主力合约企稳走跌，
报收2939.5元/吨，下跌0.47%。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受原材料价格
居高不下影响，焦炭企业生产成本

压力较大，而钢企对焦炭的提降
（编者注：本轮为降价，以下相同），
将进一步压缩焦炭企业利润空间。

焦炭降价焦企陷入亏损

6月21日，钢厂对焦炭采购价
首轮提降已全面落地，价格提降
300元/吨。

而继本周首轮提降之后，河北
的唐山、邯郸、邢台，以及山东、山
西、天津等地的部分钢厂计划联合
对焦炭再次提降200元/吨，预计6月
23日开始执行。

另外，因近期西北区域钢厂有检
修停炉现象，并停止原料采购，宁夏、
内蒙古区域焦企出货明显吃力，二级
冶金焦主流报价在2700元/吨，较前
期出售的高点价格回落450元/吨。

钢铁市场的疲软也带动了焦
炭价格的下行。

在中焦协会议上，有与会企业
表示，焦炭降价300元/吨后，大部分
企业都将处于严重亏损状态，个别

企业亏损将达到450元/吨。
“最近成材价格的下调，钢厂

利润空间收缩严重，因此钢铁在亏
损的状态下会向原料端寻找空
间。”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
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当前
的淡季钢材市场供需矛盾凸显，钢
材价格自今年4月份阶段性的高点
之后一路震荡下行，尤其是近期钢
材价格下跌更为明显。

王国清表示，从生产端来看，
虽然有些钢企处于亏损状态，但整
体的产量释放还是呈现高位运行
的态势，在需求淡季时这样的产量
对市场已经产生很大的供应消耗
压力，从钢厂库存来看，建材钢厂
库存以及中厚板钢厂库存已经连
续两周回升，侧面反映出市场需求
不畅。此外，近两周建材的成交量
也在持续下滑。

焦企无奈“抱团限产”

焦炭企业饱受“夹板气”亏损

严重，一方面来自钢企的提降压
力，另一方面上游焦煤价格坚挺。
在此情况下，焦企不得不限产“挺
价”。

中焦协会议还表示，目前焦企
均无库存，优质焦炭还十分抢手，
依然有催货现象。但以个别钢厂
的提降幅度，焦企将立即陷入困
境，生产难以为继。

易煤研究院研究员员杨洁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焦化企业
低库存需求较好的情况下，钢厂仍
对焦企提出了降价要求，更加剧了
焦企的亏损程度。若后期钢材市
场仍未恢复，焦炭企业会进一步加
大限产力度。

据Mysteel调研69家焦企结果
显示，降价落地后多数焦企仍保
持 正 常 生 产 ，少 数 焦 企 新 增 限
产，限产幅度集中在25%至40%；
部分焦企表示若进一步亏损或
焦炭继续有二轮提降则考虑新
增 限 产 ，预 计 限 产 幅 度 大 约 在
40%至50%。

Mysteel分析认为，目前焦钢企
业焦煤、焦炭库存低位，原料需求
仍较为旺盛，过快压价将快速击穿
焦企的盈亏平衡线，焦企亏损过大
必将通过主动限产来反制，后期大
概率钢厂与焦化厂将双双限产减
少用量的同时，控制原料到货来维
持自身经营，从而快速压降炼焦煤
价格。

在焦炭企业减产情况下，焦煤
价格有所松动。但目前焦煤库存
保持低位，焦煤仍处于供需紧平衡
的格局。

“虽然受减产影响焦煤采购
减少，市场转冷，但目前焦煤价格
仍旧坚挺。”杨洁对记者表示，当
前焦煤库存处于历史低位，生产
能力有限，叠加进口增量预期不
高供应受限，相对于其他品种，焦
煤价格一直坚挺。虽然当前焦煤
有走弱的趋势，还没有出现趋势
性的下跌，但不排除后期焦钢企
业亏损更加严重，倒逼焦煤价格
下行。

上游原料抢手下游需求不足 焦炭企业受“夹板气”抱团限产

本报记者 肖 伟 见习记者 王镜茹

6 月 22 日 ，韶 能 股 份 发 布 股 票 交 易 异 常 波
动 公 告 ，公 司 股 票 交 易 价 格 连 续 2 个 交 易 日
累 计 偏 离 -20.76%。自 6 月 17 日韶能股份第一
大股东部分股票被司法拍卖后，公司股价便急
转直下。

截至6月22日收盘，韶能股份报5.11元/股，跌幅
2.48%。韶能股份表示，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
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针对公司长期无实际控制人、存在巨额长期
借款、营业能力下滑等问题，《证券日报》记者向
韶能股份发去采访提纲。截至记者发稿，未收到
公司回复。

大股东部分股份被拍卖

5 月 12 日，韶能股份发布公告称，拟司法拍卖
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华利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利通”）持有的非限售流通股 1.42亿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3.11%。天眼查数据显示，韶能股
份第一大股东是华利通，华利通控股股东为宝能
集团。司法拍卖完成后，公司第一大股东将发生
变更。

公告显示，宝能集团 1.42亿股韶能股份被拍卖
的缘起为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观致汽车有限
公司、宝能集团、华利通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北京中信公证处（2021）京中信执字第 00875 号执
行证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信达金融向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请求强制被执行人偿付 4.83 亿元及利
息等。

6 月 17 日 上 午 ，1.42 亿 股 韶 能 股 份 开 始 竞
拍。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显示，深圳市方富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富实业”）以最高竞
价成功竞得，成交价为 13.05 亿元，按照股份数
量计算，折合价格为 9.218 元 /股，相比于起拍价
溢价 114%。

据公告，华利通原持股数量为 2.16 亿股，本
次拍卖完成后，其剩余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 6.84%。韶能股份表示，除本次拍卖外，不存
在其所持其他股份被拍卖的情形。值得注意的
是 ，近 年 来 ，韶 能 股 份 一 直 处 于 无 控 股 股 东 的
境地。

截至 2022年 4月 1日，韶能股份第二大股东为
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工
业”）、第三大股东为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日昇创沅”），持股比例分别为
14.43%和 7.07%。

年报数据显示，2017年 7月份，在换届选举产生
第九届董事会后，韶能股份控股股东由韶关工业变
更为无控股股东；2020年 7月份，公司推出非公开发
行方案，拟向华利通单独定向发行不超过 3.24 亿
股。若该定增方案成功实施，华利通持有股份的比
例将超过30%，成为控股股东。然而，随着2021年宝
能系陷入流动性危机，该定增方案在获得批文 12个
月有效期后，便不了了之。

此外，Wind 数据显示，韶能股份股权质押总
量为 2.45 亿股，均为无限售股份质押，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 22.63%。其中，华利通累计未解押股
数 1.68 亿股，日昇创沅累计未解押股数 7637.93
万股。

经营业绩下滑

股东负面消息不断以及股权质押，加之无控股
股东，是否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韶能股份
对此回应说：“公司会做好资金筹措以及平衡工作。
公司第一大及第三大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质押事项
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
响。”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有没有控股股东并不影响公司正常运作，只是有控
股股东的话，企业的长期经营策略更加清晰。但是，
如果股东负面消息不断、股权高质押率，可能造成股
权结构的不稳定。”

“总体而言大股东股权质押的潜在用意就是换
取流动性，类似民间抵押贷款，一定程度上表示大股
东现金流不充裕，需要通过质押股票来缓解。”华商
律师事务所张岩律师告诉记者。

此外，年报数据显示，2021年韶能股份营业总收
入 39.66亿元，同比下降 20.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767.01万元，同比下降 87.08%，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为-1083.95万元。

对于业绩同比大幅下降，韶能股份表示，公司
受疫情反复、国际物流（海运）紧张、大宗商品价格
高企、生物质能发电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未能及时
到位，以及来水量减少、水力发电业务发挥不理想
等因素影响，公司经营业务受到重大影响。进入
2022 年后，公司经营业绩依旧不见起色。公告显
示 ，一 季 度 韶 能 股 份 营 收 8.88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26.6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87.51 万
元，同比下降 6.45%。

除业绩下滑外，韶能股份存在的巨额借款也是
一大隐患。Wind数据显示，近五年来，公司借款数额
从 2017年的 17.46亿元上升至 47.02亿元，涨幅高达
169.30%。公司 2021年长期借款远高于当年的营业
总收入。

对此，韶能股份在互动易平台表示，公司长期借
款用于水电、生物质能发电、生态植物纤维制品等项
目的投资建设，短期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公司
旗下的水电站、生物质能发电厂、生态纸餐具项目已
投产。

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被拍卖
韶能股份能否摆脱困局

本报记者 吴奕萱
见习记者 邬霁霞

天邦食品、TCL 中环、绿能慧
充、力盛体育、普天科技、百花医
药、百纳千成……这些看似陌生的
上市公司简称，并不是资本市场的

“新兵”，而是早就“摸爬滚打”了许
久的老面孔，只不过在这个月刚换
了新名字。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除“戴帽”“摘帽”等被
动更名外，主动更换证券简称且
已生效的上市公司有 33 家，另有
多家上市公司更名运作正在推进
中，如“金田铜业”拟变更为“金田
股份”。

《证券日报》记者通过梳理发

现，上述 33 家上市公司有 24 家是
因为“主营业务”而更名的，占比
超七成，具体情况可分为以下几
种：

一是，原有证券简称已不能反
映企业目前主营业务的全貌，通过
更名将主业属性模糊化。例如，理
工环科的简称不能完整体现公司
业务情况、业务特点和发展方向，
容易对投资者造成一定的误解，故
变更为理工能科。

二是，企业在发展中主业优
势越来越突出，或业务更加聚焦
于某一细分领域，进而通过更名
增加企业辨识度。6 月 21 日，天
邦股份正式更名为天邦食品，公
司表示，这是根据公司“逐步实施
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向优质食

品供应商转型”的发展战略所做
出的决定。

三是，因为企业实现战略转
型，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更而进行
更名的。例如，6月16日，江泉实业
更名绿能慧充，公司主营业务将聚
焦以新能源充电及储能业务为主
业的业务布局。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钱向劲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近年来因主营业务更
名的上市公司较多，这不仅符合监
管方向，更有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
业，做强做大，有利于上市公司提
升市场竞争力，同时对于提升投资
者的认可度也有帮助。”

有的上市公司更名，除了更好
阐释主营业务外，还受众多因素影

响，企业易主就是其中之一。以东
望时代为例，2021年 7月公司完成
控制权转让，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
东阳市东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变更为东阳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基于
此，浙江广厦从 1月 20日起更名为
东望时代。

全联并购工会信用管理委员
会专家安光勇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名称是企业的符号之一，但
代表不了上市公司的真实业绩和
管理实力。任何更名行为都应当
源自公司经营发展实际需求，反映
公司主营业务、商标或品牌等与公
司经营特点有关的要素。”

近年来，公司的更名行为逐步
规范，绝大多数公司在更名时，更

加注重展示其行业属性或对未来
发展战略的思考。但也要注意到，
近年来仍有少部分公司或存在“蹭
热点”的行为。港股中国天化工就
是“蹭热点小能手”，2001年上市至
今已试图改名 7次，其中成功 4次，
每次改名基本都与资本市场上的
热点相关。

对此，看懂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程宇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蹭
热点”的行为或许能在短时间内拉
高股价，可在热点消退后，这类公
司的业绩能否支撑起相应的股价，
最终还是取决于公司的经营能力
与可持续发展潜力。从长远看，上
市公司如果无端更名，只会损害公
司自身商誉，降低投资者信任感，
让投机者钻空子。

年内33家上市公司主动更名 超七成与主营业务变化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