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RPORATE INSIGHT公司纵深

本版主编 于 南 责 编 刘 慧 制 作 曹秉琛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BB22 2023年12月5日 星期二

本报记者 肖 伟

临近年末，成都、广州、长
沙、上海等多地举办宠物展会，
涉及宠物及水族产业、宠物食
品、宠物医疗、宠物服务及周边
等。艾媒咨询预计，随着宠物市
场经济进入景气区间，国内市场
规模持续增长，未来有望达到
8000 亿元的市场规模。这也引
来上市公司积极投身于宠物经
济这一蓝海市场，布局宠物食
品、配方调料、宠物用品、服务连
锁等领域。

多地集中举办宠物展会

12 月 1 日至 3 日，长沙首届
宠物及水族产业博览会在长沙
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览总
面积约 3 万平方米，汇聚 800 余
家参展商及 3000 多个潮流品
牌。除了猫狗等宠物品种外，在
博览会上还展出了观赏鱼虾蟹、
节肢类动物等特色宠物。参展
商还带来宠物诊断、宠物食品、
宠物服装、宠物住所等不同周边
服务和产品。

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现
场 管 理 人 员 刘 欣 悦 向 记 者 介
绍：“长沙花、鸟、鱼、虫市场兴
起于清朝，而盛于当下。由于
前期缺少规划，市场分散且占
地小，未能体现湖南在花、鸟、
鱼、虫方面的独特魅力和本土
优势。未来，在多项需求推动
下，湖南宠物水族市场规模有
望日益攀升。”

另外，成都、广州等地也将
在近期举办宠物题材博览会。
而年内最具有代表性的宠物博
览会当属中国国际宠物水族展
览会，将于 12 月 7 日至 12 月 10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

多地集中举办宠物展会或
与当下宠物经济持续高增长有
着密切关系。据艾媒咨询数据，
2022 年中国宠物经济产业规模
达到4936亿元，同比增长25.2%，
预计 2025年国内市场规模将达
8114亿元。

上市公司多点布局

在宠物食品方面，12月4日，
源飞宠物在接待信达证券调研
时介绍，公司已通过电商渠道销
售宠物牵引用具、宠物零食、宠
物主粮、宠物保健品、猫砂等，并
着手扩建柬埔寨爱淘新增租赁
土地，未来将用于生产宠物零食
及配套工序。

在宠物食品添加剂方面，将
于近期上市的索宝蛋白表示，旗
下大豆浓缩蛋白已在宠物食品
中得到运用，预计该市场的快速
成长将推动对应产品需求稳步
增长。圣泉集团亦表示，旗下木
糖已用于宠物食品添加成分，作
为无热量甜味剂对宠物健康更
为有利。

在宠物医疗方面，正在推
进定增事项的生物股份表示，
随着宠物经济日趋活跃，宠物
健康安全得到饲主重视，对宠
物疫苗需求量正在上升，公司
在狂犬病灭活疫苗领域已有成
熟产品和对应批文。公司同时
表示，宠物用化学药物的市场
容量比宠物疫苗更大，公司已
着手布局。

在宠物用品方面，天元宠物
在接受调研时表示，公司以猫爬
架和宠物窝垫起步，逐步切入到
高附加值的宠物玩具、宠物服
饰、宠物日用品、电子产品等多
个领域，成功打入美国、欧盟、澳
大利亚、日本等海外宠物市场。

宠物经济火热
业界预计相关产业规模将持续增长

本报记者 李豪悦

12月 4日，国家新闻出版署
下发了11月份国产游戏版号，共
87个。截至 12月 4日，今年国产
游戏版号总量到873个。另据记
者不完全统计，雷霆游戏、网易
游戏或是 2023年目前为止拿到
版号数量最多的运营单位，分别
到手7个。

但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
露，版号常态化并未解决游戏市
场版号稀缺的问题。

一位上市游戏公司负责人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一年7
个版号对于大厂来说是杯水车
薪，大公司一年在研项目都不止
7个，还不包括跟其他公司共同
合作的游戏。中小公司的局面
只会更加艰难。”

“版号越来越少，研发越来
越‘卷’，导致许多中小企业被迫
要跟大厂站在同一起跑线。”某
新锐游戏公司负责人杨真真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从2020年至
今，中小公司游戏能稳定进入
IOS游戏畅销榜前十的机会在减
少，大部分爆款游戏仍然来自玩
家所熟悉的几家大厂。

以七麦数据为例，12月 4日
当天游戏畅销榜前十中，8款游
戏来自腾讯和网易。

“中小游戏公司已经没有太
多试错机会。例如，时间成本对
游戏研发尤其宝贵。只花费2年

时间能从游戏立项到上线，都算
是非常顺利的情况。但是前期
立项的游戏不是都能拿到版号，
拿到版号的游戏也不一定真的
能上线，一轮一轮淘汰下来最后
跟玩家见面的游戏，是不是真的
能盈利也是未知数。”杨真真表
示，在版号相对宽松的时期，一
款游戏不行还可以试另一款。

“但是现在没有这么多机会。项
目不行就解散、裁员。”

多位从业者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今年冬天裁员的游戏
公司不仅一家大厂。成都、杭
州、深圳很多大厂工作室都在裁
员。“因为解散的项目太多了。”

2023 年越来越多游戏公司
开始退场。天眼查 APP 显示，
截 至 12 月 4 日 ，注 册 资 本 在
1000 万元以上的存续、在业游
戏公司，已经降至 2554 家。而
2020 年到 2022 年，这一数字保
持增长态势，分别为 2354 家、
2776家、2977家。

中经传媒智库专家、文娱分
析师张书乐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版号的数量限制，提高了
市场门槛，但的确倒逼绝大部分
游戏公司去研究精品游戏，越来
越多公司意识到 3A游戏的重要
性。“在版号下发之前，中小游戏
公司可以尝试出海，验证自己的
产品能力、参与全球竞争，国内
已是一片红海，向外走反而还有
机会。”

11月份87款游戏
获批国产游戏版号

本报记者 桂小笋

12月4日，*ST华仪、*ST泛海、*ST柏
龙3家公司的股价再次收于1元/股以
下。从这些公司的公开信息来看，股价
跌破1元/股，和公司本身存在多重风险、
基本面恶化相关。而考虑风险，投资者
选择“用脚投票”，最终也使得上述公司
股价呈现出持续下挫的状态。

根据相关规定，若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1元/股，
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斌律师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监管零容忍之下，上
市公司和其他资本市场主体被揪出来的
违法违规行为也在增加，随着改革的深

化以及被退市公司的增加，此前投资者
“炒差”的风气得到扼制。

*ST华仪的公开信息显示，因公司
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公司于2023年11月21日收到
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
罚事先告知书》，公司2017年至2022年年
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公司与会计师对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所涉及的虚假记
载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情况已核实，经
测算，公司2016年至2019年的归母净利
润均为负，可能触及规定的重大违法强
制退市情形，公司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

*ST泛海的信息则显示，根据公司
已披露的《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

2023年9月末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为-120.54亿元（未经审计）。由
于法院已裁定终结公司预重整程序，若
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在2023年内无法得到
有效改善，则根据规定，公司股票面临较
大的财务类强制退市风险。

*ST柏龙的基本面也不乐观，公司存
在最近一年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2022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
值的状况。根据规定，“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
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
值”，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在上述这些风险的叠加之下，近日，
*ST华仪、*ST泛海、*ST柏龙股价持续低
于1元/股收盘。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当前资本市场的环境对
于上市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比较看
重，而面临面值退市风险的公司，大多
叠加了其他风险，例如违法违规等，这
类企业的业务健康发展能力存疑，被
市场淘汰是正常现象。“资本市场有进
有出，对于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是
件好事。”

而对于很多有多重风险在身的上市
公司而言，面临退市风险也不代表着“故
事”的全部。“目前，*ST柏龙和*ST华仪
均被投资者推上了被告席。其中，*ST
柏龙已被法院判决向投资者承担赔偿责
任，而*ST华仪涉及的投资者诉讼案于
12月1日完成庭审。”王智斌说。

投资者“用脚投票”
3家ST公司收盘价持续低于1元/股

本报记者 何文英

近 日 ，特 斯 拉 电 动 皮 卡 Cyber⁃
truck于美国德州工厂正式交付上市，
该款新车分为三个版本，起售价为
60990美元。另据报道，目前Cyber⁃
truck订单已超过210万辆。

而特斯拉Cybertruck的交付也引发
了资本市场高度关注，中国金融智库特
邀研究员余丰慧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就此分析称：“特斯拉Cybertruck
有望引领电动汽车技术及产品创新，不
仅为其供应链带来更多商机和市场份
额，也会促进电动汽车市场发展。”

据了解，Cybertruck整个车身采用
的是不锈钢外骨骼，配备有装甲玻
璃。内饰方面，前后排都配备有触控
大屏，前排配备了18.6英寸的悬浮式中
控大屏，后排则配备了9.4英寸的触控
屏。动力方面，入门版车型搭载的是
后置单电机，纯电续航402公里，零百
加速6.7秒。

中信证券研报分析，Cybertruck预
计2024年和2025年的销量分别为7.8万
辆和20万辆，交付量主要受较高定价
与生产复杂度影响。交付节奏上，预
计特斯拉2024年将先交付Cyberbeast高
性能版本与全轮驱动版本，后轮驱动
版本预计2025年上市。而关于产能，
特斯拉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1
月份曾表示，希望在扩大生产后每年
生产超20万辆Cybertruck。

在此基础上，中信证券认为，考虑
到Cybertruck较高的生产难度，预计其
产线将在2024年至2025年持续爬坡，
产能情况有望在2025年得到改善。

西南证券认为，按照特斯拉的产
线规划，预计今年四季度开始将迎来
Cybertruck产品周期。在市场看来，特

斯拉Cybertruck供应链相关企业将受益
于Cybertruck产品周期的开启。

据了解，与特斯拉其他车型类似，
Cybertruck产业链汇聚了拓普集团、旭
升集团、三花智控、新泉股份、岱美股
份、福耀玻璃、蓝思科技、银轮股份、爱
柯迪、嵘泰股份等上市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拓普集团主要为
Cybertruck供应减震件、底盘轻量化、
内饰板等零部件；旭升集团主要配套
三电壳体；三花智控配套热管理组件；
新泉股份配套主副仪表板、门板、立柱
板等；岱美股份主要提供遮阳板、顶棚
系统总成等；福耀玻璃、蓝思科技是

Cybertruck的汽车玻璃供应商；银轮股
份配套空调箱及其他热管理产品；爱
柯迪提供结构件；嵘泰股份配套铝合
金精密压铸件等。

一位特斯拉产业链人士向《证券
日报》记者证实：“蓝思科技参与了
Cybertruck的中控屏、B柱、C柱、后座
显示屏等产品供应，除了Cybertruck的
中控屏外，该公司还配合特斯拉量产
所 有 车 型 中 控 的 汽 车 平 板 电 子 玻
璃。”

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近日也有
多家公司回应了与Cybertruck供货的相
关问题。祥鑫科技表示，“公司的墨西

哥工厂位于蒙特雷，目前已为多家知
名汽车座椅系统零部件企业提供配套
产品，间接为T客户供应相关的部件产
品”；巨一科技表示，“公司为该客户皮
卡的生产提供了焊接工艺技术与装备
服务”；宝武镁业表示，公司为Cyber⁃
truck皮卡车供应镁合金方向盘和后座
扶手架，同时给其一级供应商提供铝
合金锻造控制臂。

贝恩公司全球商品战略顾问总监
潘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特斯拉Cybertruck的交付将提升其
供应链的整体产值，促进相关企业扩
大产能，提高生产效率。”

特斯拉电动皮卡交付引关注
多家A股公司置身相关供应链

本报记者 李万晨曦

12月 4日，A股氢能源板块异动拉
升，国机通用等多股涨停。消息面上，
12月 1日，首届中国燃料电池汽车大会
开幕式上发布了《共建中国氢能高速行
动倡议》。

财经评论员、传播星球APP专家张
雪峰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随着能源转型和环境保护的需求增
强，氢能源将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支
持。

政策暖风频吹
氢燃料电池产业发展提速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今年三季
度以来，各地相继出台氢能利好政策。
多地明确，将对符合条件的氢燃料电池
汽车给予购置补贴或运营补贴支持。
深圳 11 月份发布相关政策，支持综合
能源补给站（氢、油、电）、换电站及多功
能智能杆建设，对符合建设条件的项目
予以支持。制定出台加氢站管理办法，
对建成并投入使用且日加氢能力 500
公斤及以上的加氢站，按照相关政策予
以支持。

11月 23日，河北保定市发布《保定
市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安全监督和管
理办法（试行）》，对氢燃料汽车生产发
展，化石能源制氢系统的设计、制造和

安装以及氢能生产企业使用特种设备
要求做出了规定。

绿色未来信息科技创始人张仕元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
国燃料电池产业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
阶段，并且建设氢能高速网络将进一步
促进其规模化发展。

据中汽协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
年，国内氢燃料电池商用车的销量为
2085辆，同比增长 102%，约为同期新能
源商用车整体增速的两倍。近期，氢燃
料电池技术的应用也实现了突破。

11 月 28 日，郑州公交的 100 辆宇
通氢燃料公交车，是 2023 年以来国内
最大批量的氢燃料公交车订单。10月
11 日，国内首艘入级中国船级社氢燃
料电池动力船“三峡氢舟 1 号”，在湖
北宜昌顺利完成首航。这标志着氢燃
料电池技术在内河船舶应用实现零的
突破。

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会专
家安光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看好我国氢能源的发展前景，
交通领域是目前氢能应用相对比较成
熟的领域，氢能源在交通领域的应用包
括公路、铁路、航空和海运等。

上市公司加速布局
实际运行仍存在困难

上市公司是氢能发展的重要参与

者，截至目前，A股市场涉及氢能源概念
的上市公司共有200多家。

近期，多家上市公司宣布了在氢能
领域的最新布局进展。例如，兰石重装
与仙湖科技、邦文旅游、澜海基金签署
了《投资合作协议》，四方拟共同出资
3000万元设立广东兰石氨氢能源装备
有限公司，加快公司由传统能源化工装
备制造向新能源装备制造领域拓展转
型升级步伐，助力公司完善氢能领域

“制、储、输、用（加）”一体的氢能全产业
布局。

石化机械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公司在加氢、制氢、输氢
领域，可为用户提供关键装备产品、技
术与服务，具备为用户提供标准化加氢
站解决方案和制氢加氢一体化解决方
案能力。目前公司已完成 90MPa 液驱
氢气压缩机、22MPa供氢中心大排量隔
膜压缩机、35MPa加氢机和小型PEM制
氢装备等氢能装备研制。2023年，公司
已获得中石化及其他用户多个加氢站
项目订单和PEM电解水制氢、车载供氢
系统、制氢设备 BOP系统、隔膜压缩机
等多种氢能设备订单。

“我们将努力加快氢能业务的培
育，如有适合机会公司会考虑通过合
资、收购等方式加快推动形成产业规
模。”上述负责人表示。

东风汽车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今年11月底，东风公司自

主研发的东风氢元H2·One 300燃料电
池系统完成公告，各项参数达行业领先
水平。继 70KW平台、150KW平台燃电
系统公告完成后，再实现300KW燃料电
池系统公告，意味着东风氢元燃料电池
系统产品矩阵覆盖乘商全功率段。

目前，中国首款全功率燃料电池乘
用车“东风氢舟”已交付广东省佛山市
开展示范运营，启辰首款氢燃料电池车
型“启辰大V 氢境”已经上市，率先在广
州花都区开启商业化示范运营。

“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工
程执行主任袁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氢燃料电池产业链是当前
新能源领域中备受关注的一个环节，在
实际运行中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包括制
氢环节，仍然主要依赖于化石能源，清洁
能源制氢的规模相对还是较小。

“目前我国在氢燃料电池技术方面仍
存在较大短板，技术研发水平有待提升。
此外，加氢站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成本过
高，难以适应氢能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
同时，市场基础薄弱、供需对接不畅也是
当前面临的问题之一。”袁帅表示。

对于氢能源发展的前景，张雪峰进
一步表示，我国的制造能力和市场需求
也为氢能源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因此，对我国氢能源的发展前景持乐观
态度。“同时，氢能源的发展还面临一些
挑战，如技术、成本和基础设施问题等，
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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