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 勇

神工股份3月18日披露了2022年年度报告，报告
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9亿元，同比增长7.0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8亿元，同比
下降28.44%。同日，神工股份还披露了一份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公告，公司拟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
募集资金不超过3亿元，用于主营业务相关项目及补
充流动资金。

年报显示，由于去年上游重要原料原始多晶硅市
场价格持续上涨，加上公司的硅零部件和半导体大尺
寸硅片产品仍处于开拓期，收入尚未能覆盖年内新增
设备折旧及相关费用，受此影响，2022年神工股份毛
利率有所下降，净利润出现一定下滑。

神工股份专注于集成电路刻蚀用单晶硅材料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同时公司也积极向下游拓展，硅零
部件业务和半导体大尺寸硅片业务也在快速发展。

年报数据显示，2022年公司大直径硅材料产品实
现收入4.76亿元，产能规模扩展到了500吨/年，继续保
持全球领先地位。年报中神工股份表示，在大直径硅
材料领域，凭借多年的技术积累及市场开拓，公司在
成本、良品率、参数一致性和产能规模等方面均具备
较明显的竞争优势，细分市场占有率不断上升，已扎
根于国际半导体供应链中。

硅材料业务优势不断巩固的同时，神工股份也
在持续优化产品结构。2022年硅材料业务中，16英
寸以上产品收入占比进一步提升到了28.95%，毛利
率达到70.63%。此外，公司近年着力推进的硅零部
件和半导体大尺寸硅片两项业务收入也增长明显，
2022年两类产品合计实现收入2655.15万元，同比增
长362.15%。

神工股份表示，公司硅零部件产品在北方华创、
中微公司等国产等离子刻蚀机厂商供应链中已从研
发机型向量产机型迈进，获得长江存储、福建晋华等
国内头部集成电路制造厂商认证通过。半导体大尺
寸硅片产品方面，一期5万片/月产能已经实现批量化
生产，某款硅片已经向日本客户定期出货，已成为多
家国内客户测试片合格供应商，多个料号在中国本土
头部集成电路制造厂认证进展顺利。

“区域销售数据显示，公司的硅材料主要供应境
外市场，硅零部件和硅片业务在国内的销售快速增
长。”新热点财富创始人李鹏岩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神工股份已构建了从上游晶体生长，
到下游硅电极成品等硅零部件产品以及半导体硅片
产品的完整产业链条一体化制造能力。在硅材料业
务牢牢站稳全球供应链的同时，由于贸易保护和技术
出口限制等影响，半导体芯片制造业也正加速本土自
主化，公司的硅零部件和大尺寸硅片产品将在本土供
应链安全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获得越来越
大的成长空间和发展动能。

李鹏岩认为，随着上游原始多晶硅价格的回归，
以及硅零部件、硅片等产品未来产能的提升和销售的
增长，以及公司大直径硅材料占比的不断提升，公司
的毛利率及盈利水平也有望快速修复。

神工股份同日披露了一份再融资计划显示，公司
拟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发行融资总额
不超过3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20%的股
票，所募集资金将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项目及补充
流动资金，这也是公司上市以来首次进行再融资。

对于神工股份拟进行再融资，有不愿具名的市场
投顾人士告诉记者，半导体芯片是一个有着较高资金
门槛和技术门槛的行业，神工股份正处于从原来以硅
材料为主向硅材料、硅零部件、大尺寸硅片业务全面
发展的重要时期，通过简易程序再融资，可以快速完
成发行获得资金，有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和战略规划
的落实。

此外，据神工股份披露的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
（含税），合计将派发现金红利1600万元，现金分红比
例为10.12%。

神工股份还表示，公司未来将持续聚焦主业，留
存的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研发投入、拓展新业务等发
展需求，以此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保持公司持续稳
定发展。

神工股份去年毛利率有所下滑
拟简易程序再融资不超3亿元

本报记者 桂小笋

3月17日晚间，长盛轴承发布
了对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内容，首
次就亿元投资无法收回的诸多细
节进行了回应。

然而，对于这份公告的解释内
容，有专业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里面有前后矛盾之处，“上市公司
此次受到损失，可能另有隐情。”

参与投资
却未被登记为合伙人

2020年9月份，长盛轴承董事
会审议通过议案，公司作为有限合
伙人，以自有资金1亿元出资成都
岑宏佾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成都岑宏佾”）。公
告显示，上海佾宏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佾宏实业”）担任成都
岑宏佾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
合伙人，出资 100万元；上海岑集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岑集实
业”）和长盛轴承担任成都岑宏佾
的有限合伙人，分别出资 1.2 亿
元、1.0 亿元；四川东方添富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方添富”）担任基金管理
人。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显示，长盛轴承并未登记为成
都岑宏佾的有限合伙人，佾宏实
业与岑集实业的出资金额也与公
司前期公告不符。

对此，长盛轴承在回复交易
所的公告中表示，《合伙协议》也
并未将办理工商变更作为增加合
伙人的必要条件。在签订书面合
伙协议后，公司已成为成都岑宏
佾的有限合伙人，工商变更登记
起到公示作用，但不会实质性影
响公司的有限合伙人权利。公司
正常参加成都岑宏佾的有关决
策。因此，上述未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的事项不影响公司行使合伙
人权利、履行合伙人义务。而且，
成都岑宏佾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报送的年度报告中已将公
司登记为成都岑宏佾的有限合伙
人，实缴出资1亿元。

需要注意的是，长盛轴承在公
告中提及，公司参与了成都岑宏佾
主要对外投资项目的投资决策。
但正是“投资决策”的表述，引起了
行业人士的怀疑。

长盛轴承称，成都岑宏佾对
外投资标的为上海博塘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博塘”），
该投资事项于 2020年 9月 1日经
成都岑宏佾合伙人会议审议通
过，成都岑宏佾全体合伙人一致
同意投资上海博塘不超过 15000
万元。成都岑宏佾在公司投资
前已计划定向投资上海博塘、上
海中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海
雅邦供应链有限公司、上海婷浩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国家基础
设施建设供应链企业，并向公司
推介。成都岑宏佾在公司投资
前已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与上海
博塘达成了投资协议，公司在审
议投资成都岑宏佾的相关事项
时已了解以上投资计划，并在公
司履行完成审议程序后，对成都
岑宏佾投资上海博塘事项予以
确认。成都岑宏佾投资上海博
塘总金额为 11000 万元，并取得
了 49%股权。

“在投资后，公司了解到成都
岑宏佾资金均投向了单一标的公
司。”长盛轴承在公告中称。

“从长盛轴承的表述来看，一
方面上市公司参与了对该投资事
项的审议并且投了赞成票，另一方
面上市公司又称是在投资完成后
方才得知‘资金投向了单一标的公
司’，上市公司的前后两处表述存
在明显矛盾。”上海明伦律师事务

所王智斌律师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

公司称
着手准备应对

在后续的风险把控上，长盛
轴承认为投向单一标的公司会有
相对较高的风险，成都岑宏佾为
保障公司的利益向公司允诺定期
按月分配收益，并据此实际执
行。2020 年 9 月份至 2022 年 12
月 份 ，公 司 共 获 得 投 资 收 益
2233.33万元。长盛轴承称，2023
年 1 月份至 2 月份公司未能按照
往常惯例收到成都岑宏佾分配的
收益，公司通过成都岑宏佾管理
人东方添富了解到：由于疫情影
响，被投企业业务人员居家，建
筑工地停工，供应链中断，被投
企业经营受较大影响，且至 2023

年 2月份下旬被投企业仍未正常
复工和结算收益，因此公司判断
成都岑宏佾“无法兑付公司本金
及收益”“合伙企业份额可能存
在减值风险”。公司得知上述事
项后，与各方沟通协商争取妥善
处理上述问题。同时公司也积极
收集相关材料，采取仲裁等应对
措施。

对此，王智斌对记者表示，“在
上市公司作为合伙人已投票同意
该投资事项的情况下，上市公司无
权基于该事项要求合伙企业定期
支付收益，上市公司关于该部分的
解释不符合常理。”

对于这个单一的投资标的，根
据长盛轴承的公告提及的内容可
知，上海博塘 2019年度财务报表
显示，其 2019 年年末净资产为
12785.97万元，2019年年度净利润
为4461.82万元。

但天眼查APP最新信息显示，
成都岑宏佾曾拟投资的上海中琴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目前参保人数
仅为2人、上海雅邦供应链有限公
司参保人数为4人、上海婷浩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参保人数为7人，而
最终获得投资的上海博塘最新参
保人数仅为8人，在其2019年年报
中，社保信息中的人数为12人。

对比上述信息，有行业人士认
为上海博塘的参保人数和净资产、
净利润之间的匹配度存在问题：

“供应链行业对劳动力有一定要
求，从上述数据中可知，公司无论
是拟投资对象还是最终投资对象，
数据的匹配度都有问题。”

广科咨询首席策略师沈萌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资金的投向
是否有问题，可以看投资之初是否
有做过尽职调查，以及尽职调查时
是否勤勉尽责。

长盛轴承回复“投资无法收回”细节
投资亿元企业目前仅8人参加社保

本报记者 刘 钊 见习记者 熊 悦

时隔不到 4个月，中天科技分
拆中天海缆上市计划再度搁浅。

3月 19日晚间，中天科技发布
公告称，鉴于中天科技海缆在中天
科技股份主营业务结构中的重要
性，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及未来业务
战略定位，出于对上市公司可持续
发展的推动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保
护，公司统筹安排业务发展和资本
运作规划，经过与相关各方充分沟
通及审慎论证，决定终止本次中天
科技海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
天海缆”）分拆上市事项。

中天科技表示，本次终止中天
海缆分拆上市，对公司及中天海缆
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不会造

成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阻碍公司
整体战略规划的实施。得益于碳
中和规划下的绿色能源装机需求，
作为海缆主流供应商，公司的海洋
产业将得到高速发展。未来，中天
海缆将按照既定战略规划进一步
推动产业布局，为我国海风“平价”
建设、海洋能源勘探提供稳定可靠
的技术支撑及创新引领。

3月 19日晚，上交所向中天科
技下发监管工作函，就公司子公司
分拆上市相关信息披露事项明确
监管要求。

实际上，这不是中天科技首次
终止分拆所属子公司上市。在
2020年 9月份，中天科技首次启动
筹划分拆中天海缆于科创板上
市。然而2021年5月份递交 IPO申

请仅 3个月，中天海缆即宣布撤回
上市申请，但彼时公司并未回复上
交所提出的首轮上市问询。

与首次终止分拆子公司上市
计划并未回复上交所问询相比，中
天科技此番点明了终止分拆子公
司上市计划的原因：中天海缆在中
天科技股份主营业务结构中具有
重要性。

中天科技是一家光电线缆制
造及系统集成服务商，在海底电
缆、海底光缆、海底光电复合缆等
海洋装备上具备竞争力。近 5年，
公司营收总体呈增长趋势。2021
年公司因被卷入“专网通信”案，导
致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当年归母净
利润和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分别大
幅下滑92.43%、97.82%。2022年公

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31.5亿元，同比
增长1547%至1711%。

中天海缆是中天科技海洋产
业板块下的重要子公司，处于海上
风电产业链的重要环节，为国内最
早从事海缆技术研发及产品制造
的企业之一，主营产品包括高、中、
低压及超高压交联电缆系列、海底
光缆（浅海、深海）系列、海底光电
复合缆系列等产品及其配套附件。

中天科技2022年半年报显示，
当期中天海缆的营收为 45.94 亿
元；净利润为 5.86亿元；同期，中天
科技的营收为 200.42亿元，归母净
利润为18.24亿元。

直至 2022年 11月 24日，中天
科技宣布再次启动中天海缆的分
拆上市筹备工作。根据计划，分拆

前中天科技及子公司持有中天海
缆 4.8亿股，占比 89.05%。预计中
天海缆增发 10%至 20%股份募资
后，中天科技及子公司对中天海缆
的持股将被稀释，但仍保持在 70%
以上。

北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投资顾问邢
星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尽管中天科技业绩表现向
好，但二级市场股价表现相对被
动，估值弹性不大，若实施分拆上
市，或更难以支撑股价，亦不利于
股东权益保护。近几年受双碳经
济发展和海洋基建景气度提升，中
天科技抓住了海缆商机，2022年业
绩出现大幅提升，而本次终止分
拆，或许还是因为时机尚不成熟。”

中天科技分拆子公司上市计划再搁浅
中天海缆对公司利润影响大或是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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