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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贾 丽

8月 10日，“2022世界 5G大会”正式开幕，中国
铁塔元宇宙、5G海洋装备、华为鸿蒙小矿车、中国联
通 5G智慧港口等场景均在现场进行了展示，元宇
宙、6G、工业互联网等成为热词。

“从此次大会来看，工业互联网的创新应用最为
丰富，已逐步呈现规模化效应，元宇宙等成为 5G技
术应用创新的重要方向。作为基础移动通信，5G生
态已经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国产化、自主化的需求
将进一步加大，这也给光通信等产业链企业带来更
多新机会。”首都改革发展研究会理事肖旭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工业互联网规模化效应显现

5G正式商用已三年，如今在工业互联网等面向
企业领域的应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此次大会
上，5G前沿技术、典型应用悉数亮相。通信巨头华
为、中国联通、中国铁塔等公司均展示了最先进的技
术及应用场景。

从各大展区来看，华为展示了VR元宇宙、虚拟
健身、智慧矿山等 5G创新业务应用，其中一辆搭载
无人驾驶的矿车引发关注。

中国信科展出SoC系列等高端芯片、智慧光网及
特色 5G应用，并在光通信领域展示了针对煤炭、电
力、石化行业的典型应用场景；中国联通则设立 5G
智慧医疗、5G智慧工厂等展示内容；在“龙江数字经
济展区”，数字制造、农业技术等领域的发展前景也
得到体现；北大荒打造的5G数字农场，演示了人、机
等一体化的智能感知体系。

中国联通终端与渠道支撑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目前主力运营商已基本解决了 5G建设选址
难、进场难等问题。5G在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的众
多领域已首先实现规模化发展，相关效应正在显
现。”

在看懂研究院研究员、通信工程师袁博看来，目
前5G在垂直行业依然处于商用的探索期，在工业领
域的商用场景得到更多落地，5G在智慧矿山、智慧港
口等场景已经逐渐形成规模化效应，在工业制造、机
器视觉、仓储物流等场景也开始逐步走入正轨。

6G离我们还有多远？

被视为5G下一代的技术，6G此次也备受热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未来移动通信论坛理事长邬贺

铨在此次大会的先导论坛上表示，目前6G处于早期
愿景研究阶段，全球相关组织正在积极讨论6G相关
愿景和需求，并进行关键技术的研究。6G将全面支
撑全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智联万物和数字世界。

环球通信行业分析师马波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5G商用以来，实质上已经进入了从“样板间”到

“商品房”转变阶段，属于规模应用爆发的阶段，而6G
等技术布局也在酝酿。目前，5G还没有出现“杀手
级”应用，随着技术进一步发展，应用场景也将从 to
B领域加速向文旅、电竞等行业 to C业务拓展，有望
出现爆发性应用。

不过，袁博认为，5G目前的难点依然是成本和商
用场景问题，短期内还不会很快向 6G过渡，而是会
更聚焦于向 5.5G的演进，做厚行业的应用场景，让
5G在B端得到大规模的商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平表示，6G对新一轮技术创
新和产业变革至关重要。开展6G前瞻研究，对于发
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抢占技术高地、构建产业
生态、培训核心企业、取得战略主导权具有重要意
义。他建议，企业应坚定不移走独立创新的路线，破
解6G发展中的堵点。

元宇宙将成创新发展重要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元宇宙成为众多专家关注的 5G
创新方向，运营商、手机等企业亦在联合布局。

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在此次大会首设的元宇
宙论坛上表示，元宇宙将开创互联网发展的新局面，
推动网络进入第三代互联网，即从移动互联网到元
宇宙互联网。不过，元宇宙从概念到落地，还需要加
强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全面协同。

而行业产业联盟也得到落地。在“2022世界5G
大会”上，未来移动通信论坛、清华大学、HTC等联合
发起成立元宇宙产业与技术联盟。该联盟将为建立
元宇宙生态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在虚拟现实、人机交
互、数字孪生等领域形成发展合力。

在元宇宙相关展区，HTC 展出了全球首个全
息娱乐元宇宙平台；联想也展示阐述了图像识别
预警系统、用AR眼镜和控制器操作的晨星立式机
器人等。

联想集团副总裁毛世杰在论坛上表示，目前联
想围绕AR/VR这一元宇宙入口持续发力，已经打造
了制造业元宇宙与电力元宇宙、教育元宇宙等应用
场景，以支持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

不过，业内也对元宇宙提出了冷思考。工信部
高质量发展高层次咨询专家项立刚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5G生态的扩容带动元宇宙、车联
网等各类新兴应用场景蓬勃发展，但整体尚未在应
用上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很多领域仍存不确定性，
热效应不宜过度，资本也应更加理性。”

2022世界5G大会热词：
元宇宙、6G、工业互联网

本报记者 李春莲 李立平
见习记者 贺王娟

高温之下，多地用电负荷创新
高，而国家电网的电网建设也如火
如荼。

近日，国家电网上海电力公司
组织开展超导电缆大负荷试验，通
过连续 9 小时 1000 安以上、最大
1289 安的大负荷运行，初步验证
了超导电缆带大负荷运行的能力。

据了解，在日常运行情况下，
超导电缆的载流量相当于 4-5根
同电压等级普通电缆，在大负荷运
行状况下相当于 7-10 根普通电
缆，可解决大城市电网“窄通道大
容量”的输电难题。

受此影响，8月 10日，电缆概
念股持续受热捧。中超控股已经
是 5天 4板，永鼎股份、长高电新、
百利电气、金冠电气等股价也纷纷
大涨。

两大电网万亿元电网投资将
引发市场对电缆的需求。根据最
新发布的半年报，远东电缆、东方
电缆等公司上半年均手握百亿元
订单。

万亿元电网投资加速推进

近日，国家电网董事长辛保安
对外表示，下半年将开工建设新一
批特高压工程，总投资超 1500亿
元，进一步发挥电网投资拉动作用。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在建的
特高压工程 11项，线路全长 6828
公里，工程总投资 900 亿元。其
中，福州—厦门、驻马店—武汉特
高压交流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建设
当中。白鹤滩—江苏特高压直流
工程竣工投产，打通西电东送的战

略大动脉。
据了解，今年1至7月份，国家

电网在建项目总投资 8832亿元，
其中 110千伏及以上电网和抽水
蓄能电站 3299项。年内项目总投
资有望创历史新高，达到 1.3万亿
元，将带动上下游产业投资超 2.6
万亿元。

根据国家电网、南方电网数
据，二者“十四五”期间分别计划投
入约2.23万亿元、0.67万亿元用于
电网建设，加快推进电网数字化建
设及转型升级。如果进一步考虑
地区电网公司投资，预计“十四五”
期间全国电网总投资将突破 3万
亿元，年均超6000亿元规模投资。

对此，中宇资讯分析师柳东远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国家电网
重大项目投资主要包括电网扩容
以及新的大型电力联网，高压输电
包括特高压输电等一系列重大工
程，是优化电力资源配置、提升能
源电力安全保供能力、扩大有效投
资需求、巩固经济恢复基础的重要
举措。

电缆需求迎来爆发

在两大电网的投资以及海上
风电增长需求的拉动下，电缆需求
正在大幅增加。

8月10日晚间，远东股份发布
的 2022年半年报显示，公司智能
缆网实现营业收入 90.69亿元，同
比增长 15.44%；净利润 4.50亿元，
同比增长 43.59%；净利率 4.96%，
同比增长0.97个百分点。

公司表示，上半年中标/签约
千万元以上合同订单为 99.67 亿
元，同比增长 47.57%。公司加快
推进远东宜宾智能产业园项目、南

通远东高端海工海缆产业基地项
目、远东通讯光棒光纤项目的建
设，各计划已有效落地，年内部分
建成投产并加快全面达产。

远东股份董秘邵亮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公司下游涉及清洁
能源、智能电网、智能制造、智能交
通等领域，从上半年订单来看，智
能电网、智能制造是增速较快的领
域。公司已服务 30多条特高压输
电工程，几乎参与了国内所有特高
压输电工程建设。”

8月 6日，东方电缆在半年报
中表示，截至 7月 31日，公司在手
订单 105.22 亿元，其中海缆系统
63.11亿元(220kV及以上海缆约占

64%，脐带缆约占 10%)，陆缆系统
26.47亿元，海洋工程15.64亿元。

东方电缆表示，当前海上风电
已经在多国的零碳路径中处于至
关重要的位置，受益于“十四五”期
间国内及海外海风装机需求提振，
海上风电用海缆需求已经快速释
放，未来新增空间广阔。

三峡能源有关人士告诉《证券
日报》记者，当前三峡能源海上风
电业务大规模发展提速，也带动了
国内海缆产业的发展，目前整体而
言，市场上海缆还是处于供不应求
的状态。

据沿海各省发布的“十四五”
海上风电的发展目标，目前广东

省、福建省、山东省、江苏省、海南
省等省份海上风电的规划项目开
工总容量已超过 80GW，装机容量
达59GW，约为2020年底累计装机
规模的6.7倍。

受益海上风电发展，海底电缆
市场快速增长。据国金证券测算，
2025年“海缆+敷设”市场规模达
366亿元，2022年至2025年“海缆+
敷设”市场规模年复合增速达44%。

邵亮也表示，海缆毛利率跟净
利率都是现在所有产品里面最高
的。近年来，海上风电迅速发展带
动海缆需求迅速成长，远东股份也
因此补全了整个电线电缆全产品
链布局。

两大电网超万亿元投资加速布局中
远东电缆等上市公司已手握百亿元订单

本报记者 舒娅疆

8月 10日，新希望披露 7月份
生猪销售情况简报，公司在 7月份
销 售 生 猪 94.23 万 头 ，同 比 增 长
48.44%，商品猪销售均价由 6月份
的 15.97 元/公斤上涨至 7 月份的
21.09元/公斤，环比增长32.06%，同
比增长36.24%，生猪销售收入同比
大幅增长92.79%。

伴随着猪价出现上涨趋势，A
股生猪养殖企业7月份经营状况传
出好消息，其中，温氏股份猪产品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0.97%，唐人神
生 猪 销 售 收 入 同 比 增 速 达
106.75%。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
分析人士表示，7月份猪价“淡季不
淡”，2022年下半年猪价运行预计
将强于上半年，从业绩改善预期来

看，下半年上市猪企有望盈利，但
恐难以实现年度扭亏为盈。

生猪出栏均价
三个月涨幅超73%

根据多家上市猪企披露的信
息，商品猪价格在 7月份顺利突破

“2”字头大关，新希望、天邦食品、
正邦科技、牧原股份的商品猪价格
均在 21 元/公斤以上水平，温氏股
份 7月份的毛猪价格达到了 22.06
元/公斤。

据Mysteel农产品数据显示，截
至2022年8月10日，全国外三元生
猪出栏均价为 21.18 元/公斤，较 4
月 13 日的 12.23 元/公斤累计上涨
8.95元/公斤，涨幅73.18%。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乡村振兴
建设委员会副秘书长袁帅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7月份猪价淡季
不淡，主要是因为市场端供需不平
衡和疫情影响，加之饲料成本居高
不下，结合对 3月份以来受到政策
和情绪的影响，是猪价回升的延续
综合作用所导致。但是这并非正
常情况，后续猪价必然将出现回落
的局面。下半年中秋、国庆及年底
的消费旺季即将来临，看好生猪养
殖板块景气上行的大趋势，同时猪
价也将会出现波动。”

从未来趋势来看，2022年下半
年猪价水平或将好于上半年。对
此，上海钢联农产品事业部生猪分
析师吴梦雷表示：“下半年供需侧
整体偏好，猪价运行将强于上半
年，但二次育肥集中出栏、屠宰冻
品出库、新冠疫情的反复及南方部
分地区非洲猪瘟的不确定性等因
素，都会对市场带来阶段性的风险

调整压力。”

下半年猪企或将盈利
但年度仍难以扭亏

从企业端来看，经历了猪价触
底带来的冲击以后，生猪养殖企业正
积极通过产能调整、改善生产指标、
成本优化等方式熨平周期波动带来
的影响。以新希望为例，公司在7月
下旬举行的机构调研中介绍，2022
年上半年，公司生猪产业的受胎分娩
率、窝均活仔数、窝均断奶数均有明
显提高，有效推动了养殖成本的下
降，预计7月份养猪成本在17.4元/公
斤左右，9月份成本降至17元/公斤以
下，年底降至16元/公斤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猪价逐步
回暖，猪企的业绩改善预期也受到
投资者关注。2022年，生猪养殖企

业的盈利状况是否值得期待？
吴梦雷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根据公告，2022年前 7个月，温
氏、牧原、新希望、天邦、大北农、傲
农、唐人神、天康、金新农、中粮 10
家上市猪企的生猪累计出栏量为
6378.96万头，年度出栏计划平均完
成率为62.54%，且据能繁母猪存栏
量及传导周期、优化指标等综合因
素测算，下半年上市猪企出栏量要
少于上半年。“综合来看，因上半年
猪价过低，上市猪企亏损程度较
深，尽管自 6月中旬后猪价回升至
多数养殖企业成本线以上水平，并
且在 7月份持续保持 22元/公斤至
24元/公斤震荡运行，但因下半年猪
价大涨空间有限，上市猪企出栏量
预计偏少，所以下半年各上市猪企
将持有适当利润，但基本难以实现
年度扭亏为盈。”

7月份猪企上市公司销售收入同比大增
年度业绩扭亏为盈恐有难度

本报记者 许 洁
见习记者 靳卫星

8 月 9 日晚间，华东医药披露
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华
东拟以增资和受让股份的方式，
收购华仁科技 60%股权，成为其控
股股东，合计出资不超过 3.96 亿
元。同日，多瑞医药公告称，公司
拟收购湖北天济持有的亳州天济
40%股权。

近期，A股生物医药领域并购
活跃。同花顺 iFinD 数据显示，8
月以来，10天内共有 9家A股医药
生物机构启动并购，涉及总金额超
27 亿元。总体而言，收购原因包
含补充公司在创新板块的技术和
客群积累，完善产业布局，增强公
司盈利能力等。

某医疗投资机构产业投资总
监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相较
其他行业，医药行业存在几个特
点，一是对该行业监管力度相对较
强，二是进人门槛较高，三是有效

生产资源比较集中。此外，药物研
发尤其是创新药的研发，存在研发
周期长、研发费用大、研发人才密
集程度高、产品失败率相对较高等
特点。基于以上特点，医药企业要
想扩大规模和产品线，自建的代价
较大，并购是获取资源的更有效方
式，同时这是能够提高行业效率、
节约行业重复研发费用、符合行业
发展规则的趋势。”

最大并购金额超10亿元

对于上述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华东医药表示，此次对华仁科技的
收购将快速补充公司工业微生物
核苷版块在上述领域的技术积累
和客户资源，与工业微生物在核苷
版块已有的研发和产业布局形成
有效协同。多瑞医药则表示，公司
本次投资亳州天济，有利于加快推
进完善公司中医药产业布局，有利
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在 10 宗并购案中，最大额的

并购涉及金额超 10 亿元。8 月 7
日，某知名公司公告称拟以现金
约 10.03 亿元购买一家广州的医
药公司部分股权。交易完成后，
该公司将持有被收购标的 90%以
上的股份。

华润医药则开展了2起且涉及
总金额超过8亿元的收购活动。华
润医药 8月 4日公布称，旗下华润
双鹤药业股份（以下简称“华润双
鹤”）以 5.01亿元收购神舟生物科
技50.11%的股权，并以3.07亿元增
持天东制药31.25%的股权，增持后
合计持有天东制药70%股份。

对此，华润医药表示，收购神
舟生物股权预料有助增强未来盈
利能力，实现业务布局，快速进入
生物发酵领域，提升在生物发酵领
域产品获取能力，丰富产品管线。
而增持天东制药旨在加速资源整
合，推动天东制药快速发展，从而
提升盈利能力及综合竞争力。

此外，另有多家企业也加快了
并购步伐。深圳微芯生物科技于8

月6日宣布增资收购成都微芯药业
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收购金额为2.6
亿元；广东诚辉医疗于 8月 3日宣
布增资 1500万元收购广东科尼奥
医疗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启迪
药业于 8月 3日宣布以 2.2亿元购
买广东先通药业有限公司 100%股
权等。

频繁并购为哪般？

同花顺 iFinD 数据显示，在近
三年的并购统计数据中，生物医药
行业是仅次于机械设备的行业，并
购事件数量多达 901起，涉及金额
达 1710 亿元，数量占比为 8.26%，
机械设备数量占比为8.46%。

针对A股医药生物公司并购活
跃的现象，成都特威麟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药品注册和临床开发负责
人陈斌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
该领域并购已经成为行业趋势。
一方面生物医药行业本身是重研
发重技术的商业模式；另一方面，

行业发展和科技进步速度较快。
在此背景下，上市公司想要抓住机
会扩充管线和发展前沿技术，自建
该体系耗费时间长且费用高，收购
相关标的不失为一种更高效率的
选择。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生物医药
VC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近年
来，生物医药领域并购现象确实较
为普遍，企业可以避免重复建设和
无序扩张，并购的主要原因是补足
产品线、延伸销售市场等。”

“但有一些上市公司前期尽调
不足、风险识别不全、底数掌握不
清，对相关技术研发标的不看市场
变化，导致踩雷情况时有发生。另
外，也有一些上市公司存在‘为了
买而买’，只注重眼前的财务报表
是否好看的现象。”上述 VC 补充
道，鉴于此，生物医药企业在开展
并购活动时，应当夯实发展基础，
以长远的眼光看问题，避免四处出
击，提防盲目扩大业务范围带来的
风险。

10天内9家生物医药公司发布并购公告
涉资总额超27亿元

有业内专家表示，5G 目前的

难点依然是成本和商用场景问题，

短期内还不会很快向 6G 过渡，而

是会更聚焦于向5.5G的演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