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22 2022年10月11日 星期二
NEWS公司新闻

本版主编 于德良 责 编 石 柳 制 作 曹秉琛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本报记者 李昱丞
见习记者 李雯珊

10月10日，防水材料龙头科顺
股份发布回复深交所关于发行22亿
元可转债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据悉，科顺股份发行募集的22
亿元可转债资金用于投资安徽、福
建以及重庆三个防水材料扩产项
目，以及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和补
充流动资金。

深交所对科顺股份在房地产行
业整体调控背景下，大规模产能扩
建的必要性、合理性，相关订单及客
户是否足以支撑消化未来产能释放
计划，是否具备相应的项目组织实
施管理和募集资金管控能力等进行
问询。

前次募投项目中，渭南生产研
发基地建设项目受原材料价格上涨
及公司战略性调配订单影响，未达
到 预 计 收 益 ，原 预 计 毛 利 率 为
44.6%，实际毛利率不足30%，实际
产能利用率为28.01%。深交所从科
顺股份客户结构以及此前募投项目
实际产能利用及增长率的情况提出
质疑。

科顺股份本次募投项目的投产
计划在建设期第二年到第四年新增
的防水卷材/防水涂料产能分别为
2842万平方米/7.5万吨、1.5亿平方
米/21.5万 吨 、1.9亿 平 方 米/26.9万
吨。该公司预测若募投项目全部在
2025年达产，2021至2025年期间，防
水卷材产能复合增长率为13.73%，防
水涂料产能复合增长率为15.07%。

科顺股份董秘办相关人士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19年至
2021年，科顺股份防水卷材产能复
合增长率为23.82%，防水涂料产能
复合增长率为42.42%，本次募投项
目 低 于 公 司 报 告 期 内 产 能 增 长
率。至于更多详细情况暂时无法
透露。”

“考虑到防水材料的需求及防
水行业集中度仍将不断提升，公司

作为防水行业第一梯队企业，未来
收入增长空间广阔，针对公司未来
的发展计划，仍需增加大量产能支
撑，本次募投项目的产能释放计划
具有合理性。”科顺股份在回复深交
所的问询函中解释道。

公开资料显示，公开发行的22
亿元可转债中有15.4亿元用于项目
扩产或升级改造投入，其中6.58亿元
则是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科顺股份的下游主要是房地
产开发等建筑工程行业，2022年上
半年房地产客户华夏幸福、佳兆
业、恒大地产等经营状况恶化出
现债务危机或违约，房地产行业
增速下滑导致公司产品的市场需
求下滑，该公司面临房地产行业
调控风险。

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科顺
股 份 实 现 营 收 41.4亿 元 ，同 比 增
10.1%，归母净利润2.4亿元，同比降
48%；受沥青等原材料价格显著上
涨，毛利率同比下降至22.8%。

科顺股份的防水业务销售模式
采取“直销+经销”模式，直销模式主
要覆盖大型企业、重大项目的战略
合作，经销则集中于工业民用市
场。今年上半年，该公司经销业务
收入比例超过50%，超过直销业务
占比。

“今年上半年，直销与主要经
销商的项目一半以上为工商建筑
和市政基建项目，对房地产行业
的依赖性逐渐降低。预计三季度
及未来都将大力发展经销商以开
拓零售及市政基建客户，房企业
务的占比将会继续有所下滑不再
是业务重心。”上述董秘办相关人
士表示。

“从半年报数据显示，受成本上
升因素，科顺股份业绩下滑。同时，
公司在进行战略调整，但是不排除
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以及应收账款
带来坏账损失的风险，新业务拓展
有可能不及预期。”兴业证券相关行
业研究员向记者表示。

科顺股份回复深交所问询函
称产能释放计划具有合理性

本报记者 殷高峰

10月10日，国际医学披露公告
称，下属西安高新医院于近日收到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发的试
运行批复，决定批准该院试运行常
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卵胞浆内
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即通常所说
的“试管婴儿”技术)，试运行期限
一年。

“这意味着国际医学也站上了
人类辅助生殖这个风口，对公司未
来的业绩增长提供了又一支撑。”戊
戌资产合伙人丁炳中博士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专科布局实现重大突破

“经过多年的积极准备，公司辅
助生殖业务最终获准开展常规体外
受精胚胎移植及卵胞浆内单精子显
微注射技术（IVF/ICSI-ET），实现公
司在特色专科业务布局上的重大突
破。”国际医学相关负责人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在医疗领域，公司
正在打造的“综合医疗+特色专科”
业务模式，能够满足多层次、多样化
的医疗需求，提供高水平医疗服务，
开展复杂型医疗项目，同时在辅助
生殖、医美整形、康复、妇儿、特需、
质子治疗等特色专科业务板块进行
了积极布局。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运用医
学技术和方法对配子（精子和卵
子）、合子（受精卵）、胚胎进行人工
操作，以达到受孕目的的技术，辅
助生殖技术体外受精（IVF），是目
前治疗不孕不育症最有效的辅助
生殖技术。

据上述负责人介绍，国际医学
旗下的西安国际生殖医学中心于
2018年获准筹建开展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并先后于 2019年 1月份，
2020年10月份获得人工授精试运
行和正式运行资格，是陕西省第六
家获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
医疗机构。

“依托自身拥有的技术实力，公
司将能够提供高品质的医疗服务，

提升公司医疗服务能力，助力区域
生殖健康和优生优育事业持续发
展。”上述负责人表示，公司辅助生
殖医学中心技术团队实力雄厚，由
国内辅助生殖领域知名教授、专家
组成，此次获批准开展常规体外受
精胚胎移植及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
注射技术，将有利于公司打造全生
命周期医疗服务平台，有利于优化
业务结构，标志着公司综合实力进
一步增强。

行业规模快速增长

近年来，我国的不孕不育症发
病率逐渐上升，对于辅助生殖技术
的需求也持续增长。根据弗若斯特
沙利文的数据，2021年中国辅助生
殖市场规模约57亿美元，IVF取卵周
期数约102.3万个。

头豹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指出，
2020年，中国辅助生殖行业规模已
经达到434.1亿元。伴随着中国不孕
率上升、不孕夫妻数量增加及接受
试管婴儿IVF意愿增强等因素影响，
整体辅助生殖行业市场规模将持续
快速增长。如果按照年复合增长率
稳定在14.5%的速度持续增长，到
2025年，中国辅助生殖行业市场规
模将达到854.3亿元。

丁炳中表示，从市场容量方面
来讲，国际医学能够覆盖关中以及
西北地区，其中关中地区人口接近
3000万，在二胎和三胎政策的鼓励
下，辅助生殖技术已经成为不孕不
育症群体的必选项，也成为众多70
后和80后三胎选择的备选项。国际
医学有望使该项业务飞速发展。

华安证券研报指出，国家对辅
助生殖领域管控较为严格，准入的
高标准导致我国拥有牌照开展辅助
生殖的机构稀缺。

在丁炳中看来，在上市公司中，
获得试管婴儿牌照的公司依然是少
数，此次获批使得国际医学成为A股
上市公司中拥有试管婴儿牌照的少
数公司之一，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具
备了一定的稀缺性，有望获得资本
青睐。

国际医学旗下医院
获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业务

本报记者 王 鹤
见习记者 冯雨瑶

10月10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官
方网站发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贵州省推动复工复产复市促
进经济恢复提振行动方案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提出贵州省拟
推动工业全面发力，并发挥特色优
势产业支撑作用。

作为当地核心支柱产业，白酒产
业在《通知》中被多次提及。《通知》提
出，要加快推进“三个一批”，持续抓好
中小酒企规范发展，新培育一批规上
白酒企业，四季度白酒增加值增长
15%以上。

在提振旅游等消费方面，《通
知》强调，将组织省内龙头餐饮企业
联合优质酱香酒企业持续开展黔酒
黔菜促消费活动，优化完善活动规
则，扩大参与规模。同时大力发展
夜间经济，开放更多公共区域和场
所，支持商户经营并延长有效营业
时间，优化完善夜间公共交通线路
和运营时间，发展“无接触”式消费
新模式。

“该政策进一步加快贵州酱酒产
区的融合发展，也利于贵州当地酱酒
企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改善贵州酱
酒在全国市场的品牌、品类形象。”白
酒行业分析师、知趣咨询总经理蔡学
飞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酒业专家、武汉京魁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肖竹青对《证券日报》记者谈
道，贵州省的酱酒龙头企业是茅台，但
本次政策主要倾向中小酒企，主要是
从解决就业和带动关联产业方面考
虑。“茅台能解决的就业是有限的，但
整个贵州省的经济不是只能依靠茅
台，因此支持更多的中小酿酒企业发
展，对于解决就业、带动关联产业意义
重大。”

据贵州省统计局数据，2022年上
半年，全省十大工业产业规模以上工

业实现总产值5752.93亿元，同比增长
17.1%。其中酱香白酒产业实现工业
总 产 值 580.2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5.2%。据相关要求，全省十大工业
产业从2022年二季度起开始调整，调
整后酱香白酒成为贵州十大工业产
业之首。

白酒产业在贵州当地经济中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

今年1月份，《国务院关于支持贵
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
意见》（国发〔2022〕2号）提出深化国
企国资改革，稳妥推进白酒企业营销
体制改革。9月份，财政部发布《支持
贵州加快提升财政治理能力奋力闯

出高质量发展新路的实施方案》，提
出“优先支持贵州开展白酒企业营销
体制改革”。

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
监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支持
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重
点提及了白酒产业。其中包括支持贵
州开展酱香型白酒质量提升行动，在
贵州布局建设国家白酒产业计量测试
中心等四方面的内容。

在招商引资方面，贵州省也出台
了政策支持白酒产业发展。今年2月
份，贵州省发改委发布《贵州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大力推进实施

2022年2500个重点民间投资项目的
通知》，其中酒类项目56个，总投资超
过 735.5 亿 元 ，2022 年 拟 完 成 投 资
143.2亿元。

蔡学飞表示，中国酒业步入了高
质量发展阶段，同时也进入了名酒时
代。伴随着一批如茅台、国台、钓鱼
台、习酒等为代表的贵州本地白酒企
业的发展壮大，贵州白酒产业在全国
市场的领导地位将更为凸显，特别是
考虑到贵州当地特有稀缺的生态环境
所带来的酱酒较高的品类价值，在未
来一段时间内，这依然是中国酒类最
大的发展突破点，也是贵州酱酒最大
的发展支撑点。

贵州出台措施支持中小酒企发展
四季度白酒增加值计划增长15%以上

本报记者 谢 岚 见习记者 李如是

10月10日晚间，云天化发布前三季
度业绩预增公告称，公司预计2022年前
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3亿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增
加22.9亿元左右，同比增长约80.61%。

云天化总经理崔周全在与投资者
交流时表示，公司化肥销售正常，目前
正全力满足秋季市场，主要生产装置全
部满负荷运行。公司充分发挥多年来
硫磺战略采购和储备的优势，在高价期
时已控制采购节奏，目前硫磺库存成本
处于合理水平。

今年前三季度，云天化加快推进产
品转型升级与结构优化，非肥产品盈利
能力和占比进一步提升，新能源板块

“50万吨磷酸铁及配套装置项目”正在
加速落地。

化肥价格高位回调逐步企稳

据云天化披露的主要经营数据，今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化肥产品的销量
为：磷铵220.41万吨、复合（混）肥66.10
万吨、尿素101.11万吨；营收分别为：
86.19亿元、21.61亿元、27.27亿元，相比
去年同期均实现增长。

隆众资讯磷酸一铵行业分析师李
玲欣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22年
上半年，受原料价格持续上涨影响，成
本不断增压，加之地缘政治带动需求前
置，出口价格提升，国内需求跟进等利
好因素推动下，磷酸一铵价格涨势不
止；6月中旬附近，行情出现拐点，磷酸
一铵价格逐步回落。下半年，化肥的秋
销暂未见旺季，冬储启动缓慢。”

隆众资讯磷酸二铵行业分析师魏
倩也对记者表示：“9月份至今，磷酸二
铵市场弱势下滑，主流市场价格下滑
200元/吨左右，目前湖北64%二铵出厂
价3400元/吨至3500元/吨，预计二铵市
场价格维持稳中盘整运行。”

对于化肥价格的变动，云天化表
示，今年第三季度，硫磺、合成氨等主要
原料价格整体下滑，化肥、聚甲醛、饲钙

等公司主要产品价格从高位有所回调，
目前相关产品价格已企稳。面对化肥
市场的变化，公司持续加强各项成本费
用控制与优化，实施生产装置长周期运
行等举措成效显著，发挥磷矿、磷酸、合
成氨等原料自给的一体化优势，有效对
冲产品价格波动的不利影响，实现公司
经营业绩同比大幅增加。

加速推进磷酸铁项目建设

在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上，云天化财
务总监、董秘钟德红表示：“今年上半
年，公司主要生产装置实现高效、满负
荷、长周期运行，主要产品成本得到有
效控制和优化。公司聚甲醛、黄磷、饲
钙产品价格同比上涨，非肥产品盈利能
力和占比进一步提升。”

其中，云天化磷酸铁项目的建设是
公司非化肥业务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也是投资者在说明会上关注的焦点。
2022年9月30日，云天化发布公告称，公
司与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关于磷酸铁、磷酸铁锂项目合作意向协
议》，双方拟通过磷酸铁、磷酸铁锂产业
合作，推动50万吨/年磷酸铁、50万吨/年
磷酸铁锂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2021年10月30日，云天化发布公
告，计划投资72.86亿元拟在云南省安
宁市安宁工业园草铺化工园区内建设
50万吨/年磷酸铁电池新材料前驱体及
配套项目。海通国际研报显示，如今云
天化“携手”华友控股，或加速新能源项
目建设落地进程。

磷酸铁产业赛道持续火热，云天化现
有磷矿原矿生产能力1450万吨，保障了公
司精细磷化工、磷酸铁产业优质磷矿资源
供应，成为公司运营磷酸铁项目的优势。

据云天化介绍，目前，公司新建10万
吨/年磷酸铁装置8月份已进入设备调试、
试生产阶段，9月份进入全面投产阶段。
配套设施10万吨/年精制磷酸一期、二期
项目已经相继投产，20万吨/年双氧水项
目正在按计划推进。公司正积极加快2×20
万吨/年磷酸铁项目的用地、建设报批等
工作，计划于2023年底建成投产。

云天化前三季度净利预增超80%
携手华友控股加速推进新能源项目

本报记者 王 君

10月10日，海底捞发布公告，计划
回购最高2.4亿美元本金额度的2026年
票据。

2021年1月7日，海底捞与摩根士丹
利、中金公司、招银国际及瑞士信贷就
票据发行订立认购协议。在完成若干
条件规限下，将发行本金总额6亿美元
的票据，除非根据票据条款提前赎回，
否则票据将于2026年1月14日到期。票
据自2021年1月14日（包括该日）起以未
偿还本金额按年利率2.150%计息，并应
自2021年7月14日开始每半年期末于每
年1月14日及7月14日支付，惟须受票据
的条款及条件规限。

公告显示，在本次回购计划启动

前，即至2022年10月9日，海底捞已从公
开市场购回本金额合共为6071万美元
的2026年票据，有关票据将全部注销。
截至公告日，2026年票据的未偿还本金
总额为5.39亿美元。

对此，有行业人士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从大环境来看，近期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贬值，此时回购会产生大额汇
兑损失；在此背景下仍大量回购，或侧
面反映了海底捞的财务结构出现问题，
且带有急需改善的紧迫性，从而达到利
用该回购降低资金成本的可能性。

海底捞在公告中表示，此举系承诺
积极管理其资产负债表负债以及优化
债务结构之其中一项举措，使用其内部
资源为要约提供资金。海底捞2022年
半年报显示，截至6月末，海底捞持有的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约为63.28亿元，去
年同期约为35.24亿元。

广科咨询首席策略师沈萌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海底捞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内部结构优化，重
新调整了企业发展策略，大范围缩减门
店规模，加强对盈利结构的注重，因此
对于大规模资本支出的需求发生变化，
为了提高资金效率、降低资金成本，选
择提前赎回部分票据，既可以改善现有
现金资产的收益率，也可以降低利息成
本对业绩表现的影响，让资产负债结构
和业绩结构都更加符合当前环境。”

今年以来海底捞动作不断。除了将
至今仍未盈利且过去三年亏损持续扩大
的特海国际（海底捞海外业务分拆公司）
从海底捞拆分出来，并向港交所递交上

市申请外，今年年初，海底捞高层“大换
血”，杨利娟接任CEO并继续推动“啄木
鸟”计划，持续关注经营业绩不佳的门
店。截至2021年底，已有260家海底捞餐
厅在“啄木鸟计划”下永久关闭，32家餐
厅暂时停业休整。2022年上半年，海底
捞26家门店再次因“啄木鸟计划”关停。

或受“啄木鸟”计划影响，海底捞今年
整体翻台率有所提升。尤其是今年6月份
以来，海底捞整体翻台率月度环比已经明
显好转。据中信证券研报，海底捞今年6月
份整体翻台率同比增加20%，7月份整体翻
台率环比进一步提升，同比增加15%。

国庆假期，海底捞全国门店共接待
顾客超850万人次。海底捞相关负责人
介绍，9月30日到10月7日，海底捞共接到
家业务订单超19万笔，同比增长195%。

海底捞调整债务结构
拟回购最高2.4亿美元本金额度的2026年票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