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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桂小笋

10月 10日晚间，柏楚电子和平煤股份发布了今
年第三季度报告，这也是 A 股首批正式发布的三
季报。

财报显示，柏楚电子第三季度营业收入约为 3.3
亿元，同比上涨 35.52%；前三季度营业收入约为 9.9
亿元，同比增长 51.91%。第三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2.1 亿元，同比上涨
51.42%；前三季度约为5.7亿元，同比增长47.99%。

柏楚电子主要从事激光切割控制系统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为各类激光切割设备制造商提供以激
光切割控制系统为核心的各类自动化产品，所处行
业为激光切割设备控制系统软件设计行业。对于这
份三季度“成绩单”，公司方面表示，业绩变动的原因
是公司不断开拓新市场，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激光
加工控制系统业务订单量持续增长，智能切割头业
务订单量增幅较大。

平煤股份第三季度报告显示，公司第三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约为 71.27亿元，前三季度则约为 230.96
亿元。公司第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约为9.04亿元，前三季度约为31.38亿元。

除了上述两家公司外，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10
月 10日记者发稿，已有 155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前三
季度业绩预告。据记者梳理，155家公司中，34家公
司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最大增幅超过了100%；
15家公司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将超过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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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盘和林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已经发布的三季报预告来
看，部分制造业企业采取积极举措，有效对冲了经营
压力。

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告诉《证券日报》记
者：“在已发布三季报预告的上市公司中，一些高新
技术企业由于拥有明显的技术护城河，在一些细分
领域掌握了话语权，为其业绩提供了有力支撑。”

A股首批三季报发布
柏楚电子、平煤股份“拔头筹”

本报记者 丁 蓉

10月10日，生益电子披露核心技术人员杜红兵
离职的公告。这也是自今年6月20日以来，该公司第
三名核心技术人员离职。

透镜公司研究创始人况玉清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叠加研发投
入下降，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研发创新能力，对
企业长期可持续成长发展构成不利影响。”

研发人员数量骤降

根据生益电子10月10日公告，核心技术人员杜
红兵于近日因个人原因辞职。

杜红兵1975年出生，2004年加入生益电子，先后
担任工艺部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研发中心主任工程
师、经理助理、副经理、技术中心研发部专家等职务，
离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这是短短3个多月时间里，生益电子第三名离职
的核心技术人员。根据该公司6月20日公告，核心技
术人员纪成光因个人原因辞职。纪成光1982年出
生，2008年加入生益电子，先后任研发部工程师、经
理助理、副经理、经理、技术中心工艺部经理、东城一
厂生产工艺部经理等职务。

9月1日，生益电子公告称，核心技术人员袁继旺
因个人原因辞职。袁继旺1975年出生，1999年8月份
至2010年8月份先后担任生益电子工艺部工程师、高
级工程师、主任工程师、研发中心副经理，2013年6月
份至2023年8月份，先后担任生益电子高级经理、技
术副总监。

10月10日上午，生益电子证券部相关负责人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公司的技术
研发工作均正常进行，这些核心技术人员的离职不
会对公司整体研发创新能力等产生实质性影响。”

而公司2023年半年报数据显示，生益电子今年
上半年不仅研发投入下滑，且研发人员数量骤降，由
去年同期的809人减少到678人。

市场陷入低迷

生益电子所属的PCB（印制电路板）行业，被称为
“电子产品之母”，其对企业技术研发创新能力的要
求很高。

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企业需要不
断根据客户对产品设计和需求的变化，进行新产品、
新工艺、新材料的研发，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对公司带
来的不利影响将更明显，可能导致业务流程的中断
和延误，进而带来技术实力下降、客户信任缺失等一
系列问题。”

生益电子于2021年2月份从生益科技分拆上
市。生益电子与生益科技均处于PCB产业链，前者处
于产业链中游PCB制造，后者处于产业链上游PCB
材料。

在今年上半年全球PCB市场收缩的背景下，PCB
制造与PCB材料产业均陷入低迷。Wind数据显示，A
股7家PCB材料上市公司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平均下滑
50.46%，生益科技下滑40.67%。A股42家PCB制造上
市公司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平均下滑30.47%，生益电
子上半年归母净利润9571.29万元，同比下滑94.05%。

上述生益电子证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
将加大研发投入，持续经营好主营业务，进一步强化
内部成本管理，提高运营效率。”

生益电子又一核心技术人员离职
公司回应：目前技术研发正常进行

本报记者 李万晨曦 施 露

10月9日国庆假期结束后至春
运前，民航业将迎来传统淡季。记
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上看到，目前多
条航线机票价格远低于节假日期
间价格。

去哪儿数据显示，10月 9日至
10 月 31 日，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

“十一”期间降低近四成。热门城
市中，飞往杭州、乌鲁木齐、深圳、
沈阳、成都、西安、北京、上海、重
庆、南京、长沙等 20余个城市的机
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十一”期间降
低400元以上。

节后机票大降价

去哪儿研究院研究员肖鹏向

《证券日报》记者介绍，10月9日起，
旅客量下降到正常水平，机票价格
迎来大跳水。

春秋旅游内部人士对记者表
示：“节后出游的人均客单价普遍
降低，目的地为三亚的机票比国
庆便宜近半。除了国内航班外，
节后出境机票价格也出现明显下
降。”

“现已进入航司传统淡季，在
线旅游平台上的机票价格下降明
显，或迎错峰出游机会。”吉祥航空
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

从业绩上看，中国国航、中国
东航、南方航空三大A股航空业上
市公司过去三年亏损均逾 600 亿
元。今年上半年，中国国航、中国
东 航 、南 方 航 空 实 现 营 收 总 计

1808.68亿元，同比增超 1倍，亏损
总 计 125.74 亿 元 ，同 比 减 亏 超
七成。

下半年，随着暑运、“黄金周”
和境外旅游目的地不断扩围等，民
航迎来了更多业绩修复的机会。

首先是暑运数据亮眼。据中
国民航局网站消息，2023 年暑运
期间，民航运输旅客 1.3 亿人次，
较 2019年暑运增长 7.4%。特别是
国内航空市场出行需求远超预
期，拉动民航整体客流量快速增
长，日均运输国内旅客 197.6 万人
次 ，比 2019 年 暑 运 同 期 增 长
16.9%。

其次是“黄金周”期间长线出
行热度高涨。多家航司加大了运
力投放，同时对于热门航线采取了
加密航班量，部分已超2019年同期

水平。

航司多措并举迎淡季

面临传统淡季，多家航司也提
前进行了布局。

10 月 9 日，吉祥航空公布了 9
月 25 日机票直播首秀销售成绩
单。“这是我们开拓销售渠道的又
一新举措，也创下中国民航航企单
日直播销售机票的新纪录。”吉祥
航空上述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公司
利用直播等多种形式拓宽销售渠
道为淡季做准备。

9月下旬以来，南方航空、春秋
航空为应对客运淡季将“随心飞”相
关产品返场，这也是今年以来两家航
司第二次推“随心飞”套票产品。

海航控股方面则表示，只靠低

价抢客，并不能保证航司收益。目
前公司吸引客源的一个措施是推出
精品航线及地区性特色航线；此外，
全服务航线也能够吸引客流，针对
商务旅客推出特色服务，如贵宾通
道、专属值机窗口、特色餐食等。

对于今年全年和明年行业的整
体预期，春秋航空董事长王煜在 10
月9日的业绩说明会上介绍，2023年
以来大众旅行意愿得以释放，航空旅
游行业迎来了复苏拐点，航班量、旅
客人次、通航点等重要数据均逐步改
善。从淡旺季角度来看，淡季经营表
现随着经济复苏的节奏逐步恢复，而
旺季出行需求的爆发不容小觑，五
一、端午、暑运以及刚刚过去的中秋
国庆假期，均表现出旺盛的需求，尤
其是国内航线需求的增长，明年旅游
旺季的量价增长值得期待。

上市航司积极应对民航客运淡季
“随心飞”再度返场

本报记者 徐一鸣
见习记者 张文湘

10月10日，威马汽车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马汽车”）
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了一份告知
函。威马汽车表示，法院已于10月
7日受理了公司的预重整申请，公
司“希望通过调整企业战略，解决
财务债务问题，获得投资人参与重
构和发展等展开积极自救”。

威马汽车称，预重整将引入全
球范围内的战略投资人，以实现威
马汽车的重生，“威马汽车不会躺
平，更不会倒下”。威马汽车的发
展 走 势 ，又 一 次 引 发 了 市 场 的
热议。

年内多次“自救”

威马汽车近年来持续出现各
种负面传闻，深陷裁员、债务、股权
冻结等风波。与此同时，公司也开

始 通 过 各 种 方 式 寻 求“ 自 救 ”。
2023年 1月份，威马汽车宣布与港
股上市公司Apollo出行达成协议，
Apollo出行拟20.2亿美元收购威马
汽车，业内人士认为，本次交易威
马汽车欲通过Apollo出行完成借壳
上市。而在今年 9月 10日，威马汽
车宣布终止本次交易。

今年 9月 11日，美股上市公司
开心汽车宣布，和威马汽车签署非
约束性并购意向书，计划以增发新
股的方式，并购威马汽车股东持有
的100%股权。截至目前，本次合作
仍然没有进一步的官方动态。

而威马汽车近日申请破产重
整的消息，再一次引起市场的广泛
关注。“威马破产重整完成后，有望
豁免部分债务和企业责任。后续
如果有企业想收购威马，收购的负
担能有所降低，对威马和收购方都
有一定利好。”广东瀚海律师事务
所专职律师余韬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

在业内人士看来，威马汽车的
资产仍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开
心汽车官网公布的资料显示，威马
汽车是少数几家拥有自己的智能
制造工厂、两张新能源乘用车制造
许可证的中国汽车公司之一，在温
州和黄冈拥有并运营两家工业 4.0
智能制造工厂，制造工厂最高年产
能为25万辆。

“申请破产后能免除部分债
务，威马汽车有望轻装上阵。”黄河
科技学院客座教授张翔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分析，威马多
年来积累了完整的研发生产资源
和销售渠道，重整之后如能自主掌
握核心技术，在智能网联、自动驾
驶方面形成核心竞争力，借着中国
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机遇，威马
汽车仍然有重新崛起的机会。

威马缘何深陷困境

公开资料显示，威马汽车成立

于 2015年，是较早一批造车“新势
力”品牌，创始人沈晖曾任职于吉
利汽车。

威马汽车成立后一直缺乏造
血能力。公司此前递交的招股说
明书显示，2019年至 2021年，威马
汽车归母净利润分别为-41.45 亿
元、-50.84亿元以及-82.06亿元，三
年累计亏损超 174 亿元。2021 年
末，威马汽车净资产为-205亿元，
公司也深陷裁员、高管离职、关店
等传闻。

今年 9月份，《证券日报》记者
曾经实地走访威马汽车上海总
部，彼时公司总部大厦已经人去
楼空，包括保安等工作人员在内，
现场人员也不过五六人，而这里
最高峰时员工曾经超过千人。记
者通过威马汽车官网找到其位于
上海市松江区的 4S 网点，原网点
也于今年 5 月份被改造成一家咖
啡厅。

对于公司目前困境的成因，威

马汽车官方的解释是：“近年来，因
受疫情影响，资本市场不景气、原
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及获取经营发
展资金受挫等客观原因影响，威马
陷入了经营困境。”

而张翔则认为，威马汽车旗下
产品一直以来缺少创新，公司主打

“性价比”，产品价格在 15 万元左
右，随着新能源汽车竞争逐渐加
剧，威马逐渐成为低端品牌，失去
了向上发展的潜力，“另一方面，威
马的市场营销也有问题，公司最初
不愿意在广告上花钱，说是要让利
给消费者，这使其错过了早期市场
推广的红利期。当公司认识到这
个问题之后，已经为时已晚，后面
开发的 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车卖
得也不好。”

“威马长期把核心技术外包，
以前一直跟百度合作搞自动驾
驶。重整之后，威马还是需要自主
掌握核心技术，自主研发才能形成
竞争力。”张翔如是说。

拟预重整全球招募战略投资人 威马汽车宣称“不会躺平”

本报记者 肖 伟

核电、风电、水电、石化等能源
细分市场变革不断，为国产高端滑
动轴承制造业提供了发展机遇。

“到11月12日，崇德科技成立
就有20年了。这20年里公司专攻
滑动轴承，通过自主创新和反复验
证，在工艺、材料和结构上不断推
出新品，目标是打造属于中国人自
己的‘重器之心’。”10月9日，崇德
科技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
总监龙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介绍道。

下游市场前景广阔
创新带来重磅订单

轴承按照动、静部件之间摩
擦方式不同，可分为滚动轴承和
滑动轴承两大类。与滚动轴承相
比，滑动轴承一般承载能力和旋
转精度较高、使用寿命较长、抗振
性和刚性较好，运动时几乎无噪
音，但标准化程度较低、制造难度
工艺要求较高。滑动轴承主要用
于核电、火电、风电、水电、石化装
置等应用领域，是大型汽轮机、大
型发电机、核主泵设备、重型燃
机、乙烯三机等国家重型机械设
备的关键零部件。

由于核电、火电、风电、水电以
及石化、船舰的生产场景要求极
高。很多部件吊装到位后处于高
强度连续运行状态，这就要求处在
核心位置的滑动轴承有极高可靠
性。如果滑动轴承出现问题，生产
现场将会极难管控，严重时会造成
重大经济损失，甚至是安全事故。
龙畅表示：“以前，在上述应用场景
中，项目商和整机厂更倾向于购买
欧美厂家的产品。但是现在，我们
的产品也不输给国际同行，公司现
已经是多个国内重大项目的唯一

合格资质供方。”
在崇德科技官方网站上，分类

展示20年间崇德科技在能源产业
取得的一系列成绩。例如公司拿
下了巴基斯坦恰西玛核电、中广核
华龙一号、霞浦 600MW示范快堆
的核电主泵订单，又拿下了方家
山、福清、田湾、昌江、红沿河、宁
德、阳江、防城港、台山、卡拉奇等
核电项目的核电机电订单，还斩获
了火电泵机、火电齿轮箱、分布式
能源燃气轮机、垃圾发电汽轮机、
石化大装置等多个领域的订单。
在此基础上，拥有百年制造历史的
全球知名滚动轴承企业斯凯孚（中
国）也是崇德科技股东之一。根据
IPO招股书，斯凯孚（中国）持股比
例为5.22%。

反复验证夯实基础
细分市场景气度高

取得这一系列成绩，得益于崇
德科技在滑动轴承领域的不断自
主创新。举例而言，动压油膜滑动
轴承在工作时需要润滑油形成极
高承载能力的动压油膜，不仅降低
摩擦系数，并且防止发热膨胀进而
产生卡死，实现工作期间无接触磨
损。人的头发丝直径是 90微米，
崇德科技的科研人员研制的高端
滑动轴承可以允许设备长期在 10
微米至 15微米油膜厚度下运行，
这厚度仅为头发丝的八分之一
左右。

崇德科技工程师鲁学良向《证
券日报》记者介绍自主创新的验证
流程：“每次我们有一个创新的想
法，需要做大量的验证工作反复推
敲。首先，搭建虚拟仿真环境，在
计算机上模拟各类极限条件，考验
滑动轴承数字模型的工作状态，找
出问题进行参数优化。其次，搭建
真实仿真环境，在工作平台上实地

模拟各类工作环境，对滑动轴承的
物理模型再次进行优化和迭代。
最后，还要在放大环境、真实环境
和客户实验室中进行多次验证，直
到我们和客户双方都满意为止。”

在从创新设想到成熟方案的
管理流程中，崇德科技还建立了大
数据库，可以回溯每一个关键节点
上每一个滑动轴承所产生的数据，
进行因果分析。这一严谨的创新
管理流程帮助崇德科技实现了产
品家族化，不仅有高速滑动轴承组
件产品、滑动轴承总成产品、永磁
高速电机产品、风电滑动轴承产品
及工业传动和服务等系列产品及
服务，也形成了锡基巴氏合金、铜
基合金、高温合金、铜粉熔覆合金、
高分子聚合物材料等为基础的满
足客户差异化需求的滑动轴承产
品家族。

崇德科技的不断创新，也赢得

了各界的一致认同。崇德科技先
后主持或参与了14项滑动轴承领
域相关国家标准的起草，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公司获得专利
172项，其中发明专利36项。崇德
科技还入选了国家工业和信息化
部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名
单，获得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

“工人先锋号”、中国通用机械工业
协会授予的“重大装备突出贡献
奖”、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授予的“湖南省智能制造示范车
间”、“湖南省工业领域知识产权运
用标杆企业”等奖项。

华金证券分析师李蕙表示：
“崇德科技的核心产品是动压油膜
滑动轴承，可助力高端滑动轴承的
进口替代。该公司创始人及核心
技术人员在各种复杂工况环境下
积累了20年的数据和修正迭代经
验，核心产品动压油膜滑动轴承主

要参数方面达到甚至部分优于国
际龙头产品。”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统计
数据，目前，全球滑动轴承市场规
模在整个轴承制造行业中的占比
约为 11.9%。预计 2020年至 2026
年全球及国内滑动轴承行业市场
规 模 的 年 均 复 合 增 速 分 别 为
9.2%、9.8%；到 2026年，全球及国
内市场规模将分别达到 238亿美
元、240亿元。

李蕙认为：“从细分市场来
看，风电领域正在推动‘以滑代
滚’，使用滑动轴承的风机数量有
望上升。核电领域自主成套设备
出口加速，国内核电项目上马加
快，有望扩大滑动轴承市场需
求。石化领域‘减油增化’提速明
显，石油大化工装置开工率迅速
增长，有望带来国产高端滑动轴
承增量市场。”

抓住能源产业变革机遇 崇德科技潜心打造“重器之心”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崇德科技公司外貌 肖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