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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昱丞

7 月 20 日 ，集 泰 股 份 一 口 气
发布三份与减持相关的公告，分
别是《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
告》《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出售完
毕暨终止的公告》《持股 5%以上
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超过 1%暨持
股比例低于 5%的权益变动提示
性公告》。

在 6月 10日至 6月 29日期间的
14个交易日内，集泰股份的股价收获
12个涨停，区间累计涨幅 231.72%。
在股价暴涨之际，集泰股份的董监
高、重要股东及员工持股计划纷纷
减持，引发市场广泛关注。

对此，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
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
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一般情况下，上市
公司股价如果出现毫无理由的大
涨，然后伴随重要股东高位减持，
监管部门肯定要跟进调查，看是否
存 在 股 价 操 控 或 内 幕 交 易 的 行

为。如果不存在违规减持问题，可
能就是部分重要股东利用市场非
理性炒作而进行的套现行为。

三类重要股东忙减持

7 月 20 日，集泰股份发布公告
称 ，公 司 董 事 林 武 宣 、监 事 周 雅
蔓、副总经理罗鸿桥在 7月份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分别减持公司股
份 8.06万股、4.07万股、17.13万股，
减持均价在 11.710 元/股至 11.755
元/股不等，据此计算三人分别套现
约 94.77万元、47.83万元、200.59万
元。此次减持之后，林武宣、周雅
蔓、罗鸿桥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仅为100股、46股和98股，几
乎是“清仓式”减持。

此外，集泰股份原第二大股东
也借股价上涨之机进行了大举减
持。集泰股份发布的公告显示，公
司原第二大股东胜帮凯米在 7月 18
日、7月19日通过大宗交易分别减持
公司股份 745.50万股、520.51万股，
合计减持 1266.01万股，占总股本比

例的 3.4%；减持价格为 11.66元，合
计套现约1.48亿元。

公司一季报显示，截至今年一
季度末，胜帮凯米持有集泰股份
3129.77万股，持股比例为 8.4%。此
次减持后，胜帮凯米所持上市公司
股份比例降至5%以下。

集泰股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也在股价上涨期间完成了减持。根
据集泰股份发布的公告，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于今年 6月
18日届满，后经董事会审议展期 12
个月。展期后的一个月，恰好与集
泰股份股价大涨时间段有所交叉。
在此期间，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出售 100.74万股，至
此集泰股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所
持有的公司股票已全部出售完毕。

上半年扣非净利润预亏

集泰股份因涉“比亚迪概念”，曾
引发市场广泛关注。《证券日报》记者
发现，在1月21日、3月29日、6月15
日、6月17日集泰股份投资者调研纪

要中，公司曾四度透露旗下产品进入
比亚迪供应体系的相关信息。

6月21日，集泰股份因股价持续
大幅上涨而收到深交所关注函，要
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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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回复
关注函时明确表示，基本面未发生
重大变化，2021年向比亚迪间接销
售金额仅为46.74万元。

为此，集泰股份的股价大幅波
动一度被外界质疑。在涨超 2倍之
后，集泰股份的股价急转直下，在 6
月 30 日至 7 月 20 日期间累计跌超
42%，日均换手率达13.57%。

在股价大起大落的背后，集泰
股份的业绩表现并不喜人。7月 15
日，公司发布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
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120
万元至 180 万元，同比下降 88.79%
至 92.52%；预计扣非净利润为亏损
175万元至亏损 235万元，远远不及
去年同期盈利1310.93万元的表现。

对于上半年业绩预亏，集泰股
份解释称，上半年受集装箱行业景

气度高位波动、华东及华北地区建
筑业二季度大面积停工等因素的影
响，公司的集装箱与建筑工程装修
领域产品收入同比下降，导致公司
业务收入小幅下滑，净利润下降。

资料显示，集泰股份主营密封
胶、涂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2021年，公司营收16.76亿元，其中来
自建筑工程及装修行业、集装箱行业
的收入分别为 9.47亿元、4.42亿元，
在营收中占比合计82.86%。

今年上半年业绩预亏，也是集泰
股份自2017年上市以来首次遭遇半
年度业绩出现亏损。今年一季度集
泰股份扣非净利润亏损 77.04万元，
第二季度亏损额有进一步放大迹象。

IPG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只要合法合
规，上市公司高管及重要股东在股价
上涨时减持套现并无不当。但集泰股
份在上半年业绩同比大幅下滑、扣非
净利润亏损的情况下，股价莫名奇妙
持续性上涨，高管、重要股东及员工持
股计划却恰逢其时地大举减持，很难
摆脱市场对其“操纵股价”的怀疑。

14个交易日股价上涨231.72% 集泰股份三类重要股东借机减持

本报记者 李 婷

7 月 19 日，《证券日报》记者从
相关人士处获悉，在福建省宁德市
中级人民法院的调解下，宁德时代
与蜂巢能源就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达成和解，宁德时代收到蜂巢能源
的和解款 500万元。这起因不正当
竞争引发的诉讼案就此落幕。

蜂巢能源对外回应称，锂电行
业人才的有序流动有利于行业融合
与创新，只有协同合作才能避免行
业内卷，更好地推动中国新能源行
业健康发展，助力中国锂电产业在
全球领先。

7 月 20 日，《证券日报》记者从
相关人士处获悉，宁德时代与蜂巢
能源的不正当竞争纠纷主要涉及人
才“挖角”及竞业限制规定。

对此，北京诺威律师事务所杨
兆全律师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反不正当竞争法》是维护市场竞争
秩序的有力武器，在鼓励创新的市
场环境下，加强了对知识产权和商
业秘密的保护。从企业角度来看，
过去那种“挖墙脚”的方式已经不行
了，不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和商业秘
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忽视他人权
益、扰乱市场秩序，会给自身带来重
大法律风险，

锂电业发动反“挖角”行动

宁德时代与蜂巢能源的不正当
竞争纠纷达成和解，与此案相关联
的另外九起宁德时代与离职员工的
案件也已获得二审判决。

据中国判决文书网公开信息显
示，2020年9月份至2021年9月份，九
名离职员工与宁德时代竞业限制纠纷
均获二审判决，支持九名员工向宁德
时代分别支付100万元违约金。而九

名离职员工入职的无锡天宏以及保定
亿新均与蜂巢能源实质关联。

据此前报道，这九名员工中，有
人在新公司入职仅 3 个月，月薪仅
8000元。然而，无论入职多长时间，
一旦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保密竞
业限制，就需履约而行。

杨兆全表示，竞业限制的根本作
用在于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知
识产权。对违反竞业限制的人员判决
赔偿，有利于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
益，维护合理有序的劳动关系。

中博智联库特聘专家张翔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电池行业互
相高薪“挖角”现象一直存在，此前
也有日韩电池厂员工被高薪挖掘到
中国企业，韩系电池企业之间互相

“挖角”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电池企业拥有相对较高的技术

专利门槛，新能源行业的快速发展
进一步加剧了相关企业对人才的争

夺。为了留住宝贵的人才，新能源
企业的竞业限制也在进一步加强，
曾有网友评价称，“宁德时代的竞业
限制范围大到超乎想象。”

同业应避免内卷式竞争

新能源行业持续快速发展造成
了持续的人才缺口。数据显示，
2021年宁德时代在职员工数量约为
8.36万人，较 2020年末增加 5.05万
人。据《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
预测，到2025年，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行业的人才需求将达120万人，人才
缺口将达103万人。

今年以来，中国动力电池企业的
发展持续快速增长。7月18日，韩国
研究机构SNE Research发布最新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有 6家中资
动力电池企业入围全球前十，装机量
同比增速均超过 100%。其中，宁德

时代装车量为 69GWh，市占率达到
34%，同比增速为111%，继续稳居第
一。蜂巢能源装车量为3GWh，市占
率为1%，同比增速为152%。曾因专
利问题与宁德时代产生过纠纷的中
创新航排名榜单第七位。

张翔表示，宁德时代和蜂巢能
源纠纷的发生，反映出同业竞争的
现状。作为行业龙头的宁德时代希
望通过对人才和专利的保护，进一
步阻止技术外流、保持业内领先地
位。但其诉讼的目的不应该局限于
打击竞争对手，而应该引导行业有
序竞争，避免内卷式竞争。

杨兆全则表示，在新能源产业
延续高景气度的背景下，人才流动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但
人才流动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不能损害原单位的合法权益，也
不能侵害他人的商业秘密，要遵守
竞业限制的规定。

与宁德时代不正当竞争纠纷和解
蜂巢能源“挖墙脚”付出500万元代价 本报记者 李昱丞 见习记者 李雯珊

7月 19日晚，特发信息发布公告称，因连续
多年财务数据信息披露不准确，违反相关规定，
收到深圳证监局的警示函。据了解，公司之所
以出现财务数据披露失真，与在 2015年并购的
全资子公司特发东智有关。

同日晚间，特发信息还发布公告称，收到深
圳市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针对陈传荣
涉嫌合同诈骗一案，公安机关认为符合立案条
件，现已立案侦查。据悉，陈传荣是前述特发信
息子公司特发东智的原实控人。

“关于陈传荣涉嫌合同诈骗一案，是由特发
信息向公安机关报的案。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介
入，并进行全面刑侦，但不方便透露关于此案的
具体举报内容究竟与哪些事项相关。”特发信息
董秘办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信披违规
特发信息收警示函

上述事件的发生源于一场收购。2015年，
特发信息花费 1.9 亿元收购特发东智 100%股
权，双方签订了一份 2015年至 2020年为期 6年
的业绩承诺书。根据约定，2015 年、2016 年、
2017年特发东智的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750
万元、4688万元、5860万元，或三年累积承诺净
利润总额不低于14298万元；补充业绩承诺期为
2018年至2020年，每年净利润均不低于5860万
元。

特发东智顺利完成了 2015年至 2018年的
业绩承诺，但在2019年、2020年的净利润分别为
2051.2万元、-3.89亿元，均未达业绩承诺。2021
年，特发信息实现净利润-6.18亿元，主要是受
疫情、芯片短缺及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等因素
影响，全资子公司特发东智的经营不及预期，对
相关的应收账款和存货计提大额减值损失所
致。

2022年4月30日，特发信息披露《关于前期
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称，2021年，特发信息对
全资子公司特发东智部分业务相关事项进行内
部核查，发现特发东智在收购前实施了负债延
迟入账、少计负债等行为，导致特发东智并购日
的净资产多计以及 2015年度至 2020年度财务
报表之未分配利润、应付账款、存货、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等相关科目会计核算存在会计差错。

上述信息的发布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深
圳证监局发送给特发信息的警示函称，4月30日
公司披露《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追
溯调整 2015年至 2020年财务报表。更正事项
反映出，公司2015年至2020年年度报告中相关
财务数据信息披露不准确，违反了《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

特发信息在5月24日回复深交所问询函中
曾表示，公司在特发东智对赌期结束后，对其进
行全面的资产清查，通过核查特发东智供应商
对账单、付款流水凭证等，发现特发东智并购前
存在未入账供应商货款、少计负债导致多计净
资产的情况，特发东智于2019年通过多计收入、
多结转成本，消化并购前未入账供应商货款对
应的存货。

特发信息为何在业绩对赌期结束后，才对
特发东智进行全面资产清查，在时隔近7年后才
发现存在的问题？

对此，特发信息董秘办相关人士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在与子公司特发东智业绩对赌
期间，特发信息实质上由特发东智原实控人陈
传荣负责经营管理。虽然特发信息在此期间有
做一定的经营管控，但并没有很深入，很多问题
当时并没有发现。在业绩对赌结束后，我们进
行深入梳理，才发现问题。”

涉嫌合同诈骗
特发东智原实控人被立案

7月 19日晚，特发信息再披露一则公告称，
特发东智原实控人陈传荣涉嫌合同诈骗一案，
公安机关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现已立案侦查。
对此，《证券日报》记者联系到特发信息董秘办
相关人士，但其并未透露具体细节。

“涉合同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
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
相、设定陷阱等手段骗取对方财产的行为。或
者是合同一方当事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故
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
误的意思表示，从而与之签订或履行合同的行
为。因金额特别巨大，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在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还要追缴全部违法
所得和罚款。”广东圣马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田
勇向记者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因特发东智在 2019 年及
2020年没有达到承诺业绩，陈传荣要在年度审计
报告出具日30天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补足差额。

针对上述问题，特发信息董秘办回应：“根据
上述协议，在任何情况下，因标的资产实际净利
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而发生的补偿、因标的资
产减值而发生的补偿数额以及因补充业绩承诺
补偿的金额之和不得超过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即1.9亿元）。截至2021年3月31日，陈传荣已
向公司支付1.2亿元，尚有7000万元未偿付。”

不过，特发信息获得的补偿远远小于特发
东智资产减值带来的损失。上述董秘办相关人
士表示：“公司将全力保护投资者权益，维护市
场稳定，落实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打击犯罪，
绝不手软。”

特发信息因信披不准确收警示函
子公司原实控人被立案侦查

本报记者 向炎涛
见习记者 贺王娟

7月 20日晚间，中国电建发布
1月份至6月份经营情况公告，公告
显示，上半年中国电建新签项目
4087 个，新签合同金额达 5771.43
亿元，同比增长50.98%。

“上半年新签合同数大幅增
长，主要是受益于新能源与抽水蓄
能业务板块增长较快。”中国电建
方面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公司方面正在全力加快
推进抽水蓄能和新能源的发展，目
前订单情况也是十分积极。”

新能源业务发力
拉动订单暴涨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中国
电建此次新签合同金额在5亿元以
上大项目达 76 个，较 2021 年同期
23个5亿元以上项目增长2.3倍。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电建
首次将中标项目按业务类型来划
分，其中能源电力新签项目数达
2231个，新签金额达 2265.21亿元，
水资源与环境新签项目数达 597
个，新签金额达 1249.96亿元，基础
设施新签项目数达 967个，新签金
额达 2162.46亿元，加上其他项目，
共 计 新 签 项 目 4087 个 ，金 额 达
5771.43亿元。

从披露的 5 亿元以上的 76 个
项目名称来看，2022年上半年中国
电建主要中标的项目涉及光伏、风
电、抽水蓄能等方面的EPC项目。

对此，有行业分析师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从中国电建披露
的新签合同数来看，上半年的表现

是十分亮眼的，新签合同金额超预
期，预计随着行业景气度的不断攀
升，新能源以及抽水蓄能项目发展
的提速，下半年中国电建的中标项
目有望更多。

《证券日报》记者从中国电建
方面了解到，中国电建新能源业务
聚焦在，推动实现“水风光”清洁能
源一体化协同开发三北区域（沙
漠、荒漠和戈壁上风光清洁）、流域
梯级干热河谷的水电基地，以及黄
海、东海、南海区域的海上风电基
地三个区域。

此外，作为抽水蓄能规划设
计、施工建设的龙头企业，中国电
建也投资开发蓄能电站，并且目前
正加大对电站前期工作和施工准
备方面的投入，以获得工程建设的
主动性，加快建设进度，降低施工
成本，提高投资效益。

抽水蓄能发展提速
上市公司竞相发力

近日，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以来，国家能源局组织
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在规划实施
方案基础上，制定抽水蓄能项目工
作计划。初步分析，“十四五”可核
准装机规模 2.7亿千瓦，总投资 1.6
万亿元，涉及 28个省（区、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

国家能源局印发的《抽水蓄能
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年）》
提出，到2030年抽水蓄能投产总规
模 1.2亿千瓦左右；规划布局了 340
个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的抽水蓄
能优质项目，总装机容量约 4.2 亿
千瓦；并储备了247个项目，总装机
容量约3.1亿千瓦。

抽水蓄能广阔的市场空间引
发上市公司竞相布局，同时带动了
相关概念股的火爆。东方财富数
据显示，近3个月以来，抽水蓄能板
块指数涨幅达42.41%。

投资者也表达了对上市公司
相关业务的关注。国电南自在互
动平台回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公
司从事水电站自动化专业多年，可
为抽水蓄能项目提供整体解决方
案及相关产品，公司将结合技术优
势，继续推广。

三峡能源在互动平台回答投
资者提问时表示，目前公司储能
业务主要分为抽水蓄能和以电化
学为主的新型储能。抽水蓄能的

建 设 成 本 约 4500 元/kW 至 7000
元/kW，常见的锂电池储能约 1500
元/kWh至 1800元/kWh。

中铁工业 7 月 19 日在机构电
话会议上表示，中铁工业自主研发
制造的盾构机/TBM产品在抽水蓄
能、矿山、铁路等新兴市场的占有
率保持领先地位，在整体订单和收
入中所占比重正在持续提升，将成
为未来公司盾构机/TBM业务的新
增长点和“第二增长曲线”。

值得一提的是，在政策推动
下，7 月份以来，国内已有多个抽
水蓄能项目密集开工。如“十四
五”时期华南地区首个抽水蓄能
电站广西南宁抽水蓄能电站、黑

龙江省“十四五”期间首个核准的
抽水蓄能电站尚志抽水蓄能电站
项目等。

截至2021年底，全国抽水蓄能
电站装机容量达到3639万千瓦，比
2012 年 增 加 近 80% ，年 均 增 速
6.7%;2021年，全国抽水蓄能发电量
达到 390亿千瓦时，比 2012年增长
超3倍，年均增长17.3%。

安信证券表示，我国电力建设
投资体量庞大，目前新型电力系统
全面推进，政策密集发布，“十四
五”期间新能源电力建设需求强
劲，抽水蓄能需求空间广阔，水利
建设明显提速，龙头企业有望充分
受益。

新能源与抽水蓄能业务板块助力
中国电建上半年新签合同金额同比增长50.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