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田 鹏

开年以来，A股有32家企业首发上
市，但也有多家拟IPO企业铩羽而归。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2
月23日，开年来已有19家企业终止
IPO。细究其中原因不难看出，技术创
新能力不强及经营能力存疑成为企业
IPO折戟的主要原因。同时，监管部门
对信息披露质量的要求显著提高。

多位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
专家表示，监管部门秉持多层次市场定
位，严格把控入口端，主要是为了IPO
企业更好地匹配到适合自身发展的资
源。对于板块而言，则有利于营造健康
稳定的增长环境，发挥板块特色，进而
巩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奠定资本市
场良性循环基础。

多维度考察企业“底色”

数据显示，19家IPO终止企业中，
以萨技术、昱章电气、新中大、天松医
疗、三峰透平等5家企业均由于科技创
新能力相关问题而停止了IPO进程；钰
泰股份、中孚环境、宏瑞兴、博澳股份、
艾郎科技、金米特、科佳股份、环科股份
等8家企业则因为“业绩可持续性存疑”
而终止上市。

“短期来看，经营能力、业绩是判断
企业成色的依据；长期来看，创新、技术
能力则是企业业绩可持续的保障。”北京
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昇立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在IPO审核过程中重点审
核技术及经营能力，是对投资者负责。

粤开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梦洁
认为，对科技创新能力的甄别实质上是
对企业创新属性和核心竞争力的评判。

值得注意的是，从拟上市板块来
看，19家IPO终止企业中，有6家拟登陆
科创板，其中3家或因不符合“硬科技”
要求而终止IPO，占比达50%。

对此，金长川资本董事长兼总裁刘

平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围绕板块
定位严守入口，对企业而言有利于认清
自身发展和经营情况，降低企业IPO财务
成本和机会成本；对板块而言，有利于进
一步巩固定位，突出自身特色，形成品牌
口碑；对市场而言，多层次资本市场可以
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需求。

信息披露质量成重点

除了创新能力及经营业绩两个重
点审核维度外，信息披露质量也是关系
企业IPO成败的重点。数据显示，前述
19家企业中，以萨技术、天松医疗、槟城
电子、亿力机电等4家企业在信息披露
方面存在问题。

以天松医疗为例，在北交所上市委
员会召开的第4次上市委员会审议会议
上，上市委员会审议认为，发行人及中介
机构对前次暂缓的审议意见中关于经销
商的经营情况、商业合理性未能按要求
进行充分核查并排除合理怀疑，对经销
商是否存在代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的核
查及论证依据不足，未能充分说明发行
人的研发能力及技术创新性与其招股说
明书披露的相关内容匹配，募投项目用
于扩大产能的合理性依据不充分。

随着全面注册制实施，监管部门对
信息披露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刘平安称，全面注册制下，信息披
露是监管的关键环节，对企业披露信息
的及时性、准确性、全面性、真实性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
长陈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应该增
加对企业风险控制能力的考量，这项能
力可以作为企业能否在市场上稳健发
展的评判标准，也可以成为投资者寻找
长期投资标的参考指标，有利于市场引
入长期资金。

张昇立表示，审核应坚持以上市规
则为核心的系统化审查，同时针对不同
企业的特点来细化审核问题。

开年以来19家企业首发上市折戟

信息披露质量已成企业IPO成败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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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林艳 张军兵

2月23日，中科海钠与思皓新能
源打造的行业首台钠离子电池试验
车公开亮相。据了解，此次装车试验
的思皓花仙子首次应用蜂窝电池技
术的钠离子电池包。该款车型续航
里程为252km，电池容量为25KWh，
快充充电时间为15分钟至20分钟。

一石激起千层浪，锂资源的紧缺本
已令钠离子电池热度居高不下，而首辆
试验车的亮相更使业界为之一振。

“钠离子电池试验车的亮相给新
能源行业带来了积极影响。当下锂
离子电池产业瓶颈凸显，制约了电动
车的发展。而钠离子电池产业化加
速，随着技术不断完善，其应用场景
还会逐渐扩大。”深度科技研究院院
长张孝荣对《证券日报》记者说。

今年是钠电池产业化元年？

此次钠离子电池试验车的亮相，
实现了钠离子电池“从0到1”的突破，
那么，这是否有助于未来钠离子电池
取代锂电池的“江湖地位”？

钠离子电池在多维度都具备较
强竞争力，成本优势首当其冲。浙商
证券数据显示，钠离子电池当前小
试、中试电芯成本在0.8元/Wh至1元/
Wh范围内波动，预计产业链配套形
成后，电芯成本有望下降到0.5元/Wh
至0.6元/Wh，中长期进一步下探至
0.4元/Wh至0.5元/Wh，降本近30%。

在电池回收领域，钠离子电池更
具环保性。“锂离子电池回收技术与
设备基本适用于钠离子电池。钠离
子电池的回收利用相对更加安全，由
于没有钴或石墨等原材料，钠离子电
池对环境的危害更小。”张孝荣表示。

不过有业内人士认为，由于钠离
子电池质量能量密度低，无法支持长
续航，因此应用场景相对有限。据了
解，目前钠离子电池还可以用于国标
电动二轮车、储能电池和IDC备用电
源等场景。

但随着钠离子电池技术和性能

的进一步成熟，其应用场景和市场规
模有望进一步扩大。

“截至2022年底，钠离子电池已
规划产能达到48GWh，叠加宁德时
代、孚能科技等公司明确的全面产业
化规划，钠离子电池有望在2023年实
现产能爆发。”浙商证券汽车分析师
施毅表示。

中金公司预期，2023年有望成
为钠离子产业化的元年，2025年，全
球钠离子电池出货量有望超90GWh。

需要注意的是，钠离子电池产业
化窗口与锂价高度相关。国联证券
表示，预计今年锂价或在40万元/吨至
45万元/吨左右高位震荡，首批量产的
钠离子电池具备较明显的价格优势；
预计2026年碳酸锂价或将维持在30
万元/吨以上，并且只要2026年碳酸锂
价格在15万元/吨以上，钠离子电池即
有望具备较大的产业化机会。

负极材料为产业化难点

目前，多氟多、传艺科技等上市

公司在钠离子电池产业化方面进展
较快。

2月23日，《证券日报》记者以投
资者身份拨打多氟多投资者热线，询
问公司钠离子电池进展，多氟多工作
人员表示：“搭载公司钠离子电池的
车企将在3月份发布通知，目前不方
便透露合作方信息。”

当日，传艺科技在投资者互动平
台上表示，公司钠离子电池项目一期
产能规划为4.5GWh，二期产能建设
规划将视一期项目进展情况和市场
需求情况具体制定。

据浙商证券数据，目前，国轩高
科、亿纬锂能、欣旺达等企业处于钠
离子电池研发和技术储备阶段；派能
科技、百川股份等公司处于小试阶
段；鹏辉能源、同兴环保、传艺科技等
已进入中试阶段；宁德时代、维科技
术、孚能科技则具有明确的产能规
划，处于量产布局初期。

“现在不少公司都已进入钠电池
小批量生产阶段，但上游材料还未量
产导致成本较高，尤其是负极材料成

本很高，钠电池短期内实现量产仍有
难度，因此钠电池汽车目前还处在概
念阶段。”一家钠离子电池相关上市
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

据悉，目前钠离子电池产业链上
游的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液、隔
膜和集流体等材料企业发展也还不
够成熟，正极材料和负极材料供货尚
不稳定。

对此，施毅表示，负极材料是钠
离子电池产业化的核心难点，目前
量产进度较慢。而负极材料投产项
目累计实现年产能仅为0.2万吨，相
对于规划年产能15.4万吨，整体还
未放量。

国 联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认 为 ，目
前，负极材料对于钠离子电池产业
化形成了制约，主要原因在于生产
工艺适配性差、原材料批次一致性
差、依赖日本进口成本高企等。随
着国内企业的技术研发推进，负极
材料等核心原料供给有望提升，
2025年钠离子电池价格仍有望低
于锂离子电池。

行业首台钠离子电池试验车亮相
锂电池“江湖地位”将被钠电池取代？

本报记者 徐一鸣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2月23日，
已有66家科创板上市公司率先披露
2022年业绩快报。报告期内，47家公
司去年实现归母净利润增长，占比
71.21%，合计净利润达222.68亿元。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
部副部长刘向东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从已披露数据来看，科创
板上市公司业绩整体表现优良，说明
科技驱动发展具有强大的内生力量，
进而有效推动了科技成果转化。

根据业绩快报，47家科创板公司
中，同益中、芯源微、有研硅、微电生
理、瀚川智能等5家公司去年归母净利

润同比增长均超100%，合计净利润超
8亿元。

“公司在保证民用市场大客户订
单的同时，加大复合材料市场的开拓
力度，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和复合
材料均实现了毛利率的提升以及销售
收入的增长，使得公司经营业绩大幅
增长。”同益中在其业绩快报中表示。
数据显示，同益中去年实现营业总收
入6.16亿元，同比增长86.26%；实现归
母 净 利 润 1.7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26.74%。

“公司向全球客户提供0.35微米
到FinFET不同技术节点的晶圆代工与
技术服务。”电子行业龙头中芯国际业
绩快报显示，公司去年营业收入跨越

至72亿美元，同比增长34%，实现2021
年、2022年连续两年年增幅超过三
成。此外，2022年毛利率增长至38%，
创历史新高。

“针对氢能安全和锂电池热失控
应用领域的MEMS氢气/VOCs传感器
的研发已实现量产，目前下游客户正
在验证阶段。”元琛科技董秘蒯赟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科技驱动发展
具有强大的内生力量，科创成果为公
司未来成长夯实了重要基础。

“1,3-丙二醇作为重要的单体和
中间体，主要用作合成PTT。受限于
国内工业化技术和量产瓶颈，我国1,
3-丙二醇仍主要依赖进口，2020年进
口依赖度约78%，进口产品主要来自

杜邦。”华恒生物董秘樊义告诉《证券
日报》记者，2022年，公司成功突破生
物法生产1,3-丙二醇技术工艺，并建
设年产5万吨1,3-丙二醇工业化生产
装置，项目建成后，有助于解决PTT生
产过程中的“卡脖子材料”问题。

在壹石通董秘邵森看来，新能源
产业发展迅速，作为锂电池涂覆材料
生产供应商，公司将形成主营业务与
核心技术之间的协同效应，紧跟客户
应用需求，持续通过科技创新，提升产
品市占率。

刘向东认为，科创板上市公司多
数得到了“硬科技”加持。而“含科量”
越高的公司，越受到市场关注，优良的
业绩表现也越具可持续性。

66家科创板上市公司披露去年业绩快报

“硬科技”加持的公司业绩整体向好

本报记者 邬霁霞

2月23日，苏泊尔披露2022年业绩
快报，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201.71
亿元，同比下降6.55%；归母净利20.68
亿元，同比增长6.36%。

事实上，过去一年里，厨房小家电
企业的日子都不好过。奥维云网传统
渠道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厨房小家
电共计13个品类实现零售额520.3亿
元，同比下降6.7%；零售量22049万
台，同比下降12.7%。同时，行业内几
家主流厨房小家电上市公司业绩也出
现分化。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多位
业内人士认为，绿色健康化、智能化以
及功能多样化将是厨房小家电行业扭
转颓势的重要突破口。

小家电公司业绩分化

对于厨房小家电行业来说，2022
年本来应该是“回调年”，但最终市场
走势不尽人意。钉科技创始人丁少将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由于消费者
消费意愿不强，去年厨房小家电市场
继续遇冷；不仅如此，厨房小家电产能
过剩、市场饱和，也是影响发展的重要
因素。”

具体来看，行业内几家主流厨房
小家电企业业绩表现也冷暖不一。例
如，相较于苏泊尔的营收下降、净利微
涨，北鼎股份则面临营收、净利双降：
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8.05亿元，同
比下降4.98%；归母净利4753.14万元，
同比下降56.19%。

而爱仕达、ST德豪则继续处于亏
损状态。根据业绩预告，爱仕达去年
预计亏损4867.90万元至6903.57万元，
ST德豪则预计亏损3.8亿元至4.8亿元。

与上述企业相比，小熊股份、比依
股份却在去年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小
熊股份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41.15亿
元，同比增长14.12%，归母净利润3.72
亿元，同比增长31.21%。而比依股份
预计去年实现归母净利润1.7亿元至
2.0亿元，同比增长41.82%到66.85%。

丁少将认为，“厨房小家电市场

仍有增长空间，目前只是阶段性遇到
了压力。由此说明那些仍能实现中
高速增长的企业正处于良性发展轨
道。”

行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

奥维云网小家电事业部总经理李
婷认为，从需求端来看，消费者为更高
品质的商品支付合理溢价的意愿在悄
然提升。从供给端来看，更新迭代成
为确定的方向。

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智库专
家、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
研究员洪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目前，我国厨房小家电市
场的产品品质不断提高，从最初的低
价位、低质量产品转变为品牌化、高端
化、智能化。”

“目前厨房小家电市场消费升级、
产品结构升级表现明显，行业不断向
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未来厨房小家电
将继续朝着智能化、个性化、健康化等
方向发展。相关企业也都希望在高端

市场上有所突破，因为这意味着更高
的毛利率和更高的产品附加值。”洪勇
补充道。

为了迎合消费者的新需求，厨房
小家电行业也越来越“卷”。比如苏泊
尔针对小家庭推出小容量远红外IH本
釜电饭煲，升级空气炸锅可拆洗技术，
推出行业内首款可搅拌养生壶。此
外，苏泊尔紧跟科技发展，推出全新形
态“IOT料理快锅”，将科技和烹饪相结
合，快速实现人机交互。比依股份则
在去年推出全行业首款带称重功能的
智能空气炸锅，能根据不同食物的重
量精准烹饪，目前已在国内外市场接
到大批量订单。公司新研发的系列可
视空气炸锅也已投放市场并取得了不
错的销量。

武汉大学客座研究员唐大杰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厨房小家电应
着重于挖掘消费者需求，不断创新，满
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相关企业要加
强基于真实生活场景的差异化创新，
同时可以赋予品牌文化内涵，打造和
引领新型生活方式。”

厨房小家电上市公司去年业绩分化
行业追求差异化、品牌化 服务消费升级

本报记者 李昱丞

2月23日，比亚迪高端品牌腾势开
启D9 EV全球交付。同日，吉利汽车举
办新能源战略发布会，公司旗下中高端
新能源系列品牌“吉利银河”正式面世，
首款电混SUV银河L7同步亮相。

除了比亚迪和吉利汽车，近来广汽
埃安、长安汽车等车企相继筹划推出中
高端新能源汽车。借助新能源汽车渗
透率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自主品牌车
企试图以高端化实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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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处
于发展高峰期，合资品牌在新能源转型
上相对较慢，传统自主品牌则希望复制
蔚小理等造车新势力在高端市场的成
功，实现弯道超车。”

多家车企进军高端市场

除了新发布的吉利银河，此前，吉
利汽车旗下首款纯电高端品牌极氪公
布了第三款车型，据悉，这一车型有望
于今年第三季度上市。

不仅仅是吉利汽车，近期自主品牌
车企相继发力中高端新能源汽车。例
如，去年拿下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冠的比
亚迪1月份推出全新高端汽车品牌仰
望，定价跻身百万元级别。广汽埃安旗
下高端品牌昊铂则在去年12月30日发
布了第二款产品Hyper GT。

长安汽车旗下深蓝品牌也有新动
作。有报道称长安深蓝首款SUV S7将
在今年3月初亮相，预计在6月份正式上
市。此外，长安汽车、华为、宁德时代三
方合作品牌阿维塔计划在年内发布阿
维塔11单电机版和全新中大型轿车
E12。

长城汽车同样尝试布局高端智能
电动车，旗下高端新能源品牌沙龙首款
量产车去年11月份在广州车展亮相，目
前在组织管理上与欧拉品牌进行整合。

“我国自主品牌车企在新能源方面
的积累更深厚，从原料到整车制造以及
销售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自主品
牌车企有能力、有底气推出中高端新能
源汽车。”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雒佑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

而合资品牌在新能源转型方面力
度普遍偏弱。乘联会报告显示，1月份，
自主品牌中的新能源车渗透率达到了
43.8%；豪华车中的新能源车渗透率为
21.4%；而主流合资品牌中的新能源车

渗透率仅有2.7%，较2022年12月份下
降2.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这些自主品牌车企推出
的中高端产品承载着不同的使命。例
如吉利银河有望填充几何与极氪两大
品牌的空白，深蓝SUV L7重在补充深
蓝品牌的产品序列，而比亚迪仰望的推
出或更着重于对品牌调性的提升。

中高端市场成主战场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中低端市
场渐趋饱和，中高端市场俨然成为了车
企博弈的胜负手。

乘联会数据显示，2022年新能源汽
车市场中，C级别（高端）汽车累计零售
668787辆，同比增速达到145.6%。尤
其是C级纯电汽车，去年零售销量同比
增长201.3%，领跑各级别纯电汽车。B
级别汽车去年累计销售1347419辆，同
比增速达到88.4%，增速也较快。

从价格带上看，去年中国30万元及
以上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807819辆，同
比增速达到71.4%。其中，纯电车型零
售 销 量 达 到 577587 量 ，同 比 增 长
74.4%。

自主品牌车企今年普遍提出了不低
的销售增速目标。例如长安汽车拟冲击
全年280万辆目标；吉利汽车提出了165
万辆的年度销量目标，同比增长15%；长
城汽车目标销量为160万辆，同比增长
50%以上。看似乐观的成长目标背后，
实则需要中高端市场的鼎力支持。

雒佑认为，经过前期的发展，国内
新能源汽车低端市场已被瓜分完毕，争
夺中高端市场成为今后国内车企的主
战场，也更能完善产品布局。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低端车型利润微薄，

“国补”退潮后生存艰难；中高端车型利
润空间高，潜在市场大，厂家适时推出
中高端车型可以满足市场需求，也能够
扩大生存空间。

自主品牌车企凭借完善的产业布
局和销售渠道向新能源汽车中高端市
场发起冲击，势必挤压合资燃油车以及
造车新势力的生存空间，未来竞争或日
趋白热化。

原本在中高端市场深耕的造车新
势力已经感受到了压力。“高端新能源
汽车的市场容量也是有限的，此前理
想、蔚来等成功对奥德赛、讴歌、英菲尼
迪等传统高端品牌造成冲击，而随着新
竞争者的进入，技术落后的产品也面临
被淘汰的风险。”张翔表示。

自主品牌车企进军新势力“领地”
新能源车高端市场竞争白热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