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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僖

4月 20日，在天津举办的 2024世
界内燃机大会开幕式上，我国内燃机
行业最新技术成果——由潍柴动力研
发的全球首款本体热效率53.09%柴油
机发布。这是潍柴动力继 2020年 9月
份、2022年 1月份和 2022年 11月份分
别突破柴油机本体热效率 50%、51%、
52%后，第四次突破极限。

同时，内燃机在“双碳”背景下面
临的机遇与挑战，成为本届世界内燃
机大会的重要议题。

屡破行业纪录

自柴油机问世以来，热效率的持
续提升始终是国际难题，它也成为衡
量一个国家内燃机综合实力的指标。

本届世界内燃机大会上，国际权
威检测机构TüV南德意志集团北亚区
副总裁何诺贝、中国内燃机专业检测
机构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董事长安铁成分别将热效率突破 53%
的测试报告和检测证书颁发给了潍柴
动力。

潍柴动力发动机研究院副院长窦
站成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此前
52%热效率柴油机基础上，我们上百人
的研发团队，经过一年多的持续攻关，
围绕燃烧、空气、燃油、摩擦等四大系
统，创新性开发了四大关键核心技术
——高膨胀燃烧技术、混流增压技术、
高效燃油喷射技术、低阻减摩技术，将
柴油机本体热效率再次提高了 1个百
分点。”

根据目前中国柴油机保有量测
算，与 45%至 46%热效率水平相比，
53%热效率柴油机经济性提升 14%左
右，每年可节约燃油约3100万吨，减少
碳排放约9700万吨。按照重型牵引车
一年跑 25万公里测算，每年可以节省
柴油1.2万升左右。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震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发动机的热效率就代
表了它的能源转化效率，使用更高热
效率的发动机，既省了钱、节了能，又

减少了碳排放。”
据悉，除交通运输领域外，该项技

术成果未来还将应用到工程机械、农
业装备、船舶、发电设备等领域，为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内燃机仍将是主要动力源

内燃机行业持续取得突破固然可
喜，但在动力系统电气化、生产运行智
能化、经济发展低碳化的转型趋势下，
内燃机行业也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挑
战，当然也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在为 2024 世界内燃机大会致辞
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钢表示：

“内燃机产业要坚持以技术创新为关
键的着力点，坚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确立实现技术跨越和行业引领的水
平，牢牢把握住电动化、智能化、集团

化的大趋势，处理好能源动力转型和
内燃机技术创新的内在关系。”

会议期间，多位来自内燃机产业
链的权威人士都认为，内燃机目前是
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
将是陆上运输、工程机械、远洋运输及
国防装备的主导动能，也是推动节能
减排以及碳减排最具潜力的产品。

聚焦到汽车行业，安铁成表示：
“我国汽车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加
速期，内燃机虽然面临新能源汽车崛
起和电动化趋势的挑战，但在传统动
力、混合动力及新能源动力系统多元
并存的未来，内燃机仍将发挥至关重
要的作用。”

万钢认为，内燃机行业未来的发
展要坚持高效、智能、绿色和低碳的
方向。除了持续突破内燃机本体热效
率、可靠性等关键指标，他特别提及

要以混合动力来驱动内燃机的融合发
展。

万钢说：“通过内燃机和电驱动的
技术结合，与智能控制融合，提升了内
燃机与电力驱动的集成度、智能化、舒
适度，面向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提供多
样化的产品，可带动产品动力性能的
转型升级。”

此外，氢能燃料电池未来发挥的
作用也会很大。万钢表示：“氢能燃
料电池汽车是商用车加快电动化转
型、降低碳排放的重要技术路径。”未
来，我国也将科学布局、程序发展、适
度超前地建设氢能供给系统，逐步构
建跨区域联通的氢能高速公路综合
示范线，以重大科技示范工程来加速
燃料电池发动机的技术创新和推广应
用，加速商用汽车的电动化、低碳化的
进程。

潍柴动力发布全球首款
本体热效率53.09%柴油机

本报记者 王丽新
见习记者 陈 潇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紫天科
技已三次收到关注函。这一次，紫
天科技在延期披露年报的同时，刚
走马上任的董秘突然离职，这引发
深交所高度关注。

4 月 20 日，深交所下发关注
函，要求紫天科技详细说明 2023
年 12 月份以来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频繁变动的原因，对公司信
息披露、2023 年年度报告编制工
作、审计委员会履行职责及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并进一步
核实说明公司内部治理和内控机
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或相关重大
风险。

董秘因个人原因请辞

4月 19日晚间，紫天科技公告
称，因公司2023年度报告编制及相
关工作较为繁重，将延期披露202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和 2024年第
一季度报告。

同日，紫天科技还公告，近日
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漆
夏宇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漆夏宇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
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职务。
这也意味着，漆夏宇在今年 1月 2
日走马上任后，过了仅仅三个多月
便宣告离职。

紫天科技称，在新任董事会秘
书到任前，暂由公司董事长宋庆代
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对此，深交所要求紫天科技说
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频繁变动
的原因、漆夏宇于年度报告披露前
突然离职是否影响公司 2023年年
度报告正常编制，是否对公司按时
披露2023年年度报告产生影响。

同时，深交所还问及漆夏宇，
要求说明其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的主要职责，实际开展的重点工
作，履职是否存在障碍。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

委员盘和林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董秘频繁更换，对于稳定市场
预期不利。

近期多次收到关注函

这并不是紫天科技今年第一
次收到关注函，今年2月份，紫天科
技就因为年报披露期间变更审计
机构，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关注函。

公告显示，紫天科技彼时拟
将 2023年度审计机构亚太（集团）
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亚太
所”）变更为北京亚泰国际会计师
事务所。

交易所要求紫天科技说明公
司与亚太所就 2023年度相关会计
处理事项等是否存在重大分歧；接
任审计所是否有充分时间保证年
审项目展开等。

此外，公开信息显示，亚太所
在紫天科技的任期也仅刚满一
年。2023年 2月份，紫天科技聘任
亚太所为2022年年度审计机构，接
任苏亚金诚事务所。

此外，去年 12月 15日，紫天科
技还曾因为董事会紧急换届收到
过关注函。彼时，紫天科技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紧急
进行董事会换届，换届后包括时任
董事长姚小欣、时任独立董事熊
鋆、曾丽萍等在内的五名董事会成
员不再继续任职。

今年 1 月 2 日，第五届董事会
换届完成，紫天科技除正式聘任漆
夏宇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外，还聘
任了此前未曾在公司任职的宋庆、
李琳分别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

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
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紫天科技自
去年12月份以来频繁收到关注函，
体现出监管部门对该公司近期状
况的关注和担忧。其中暴露出的
问题可能对公司经营产生负面影
响，也显示公司在治理结构和内部
控制方面存在短板。

董秘辞职、年报延期
紫天科技再收关注函

本报记者 蒙婷婷

4月 21日晚间，川环科技发布 2023
年年度报告及 2024年一季度报告。公
司去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1.09亿元，
同比增长 22.3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1.62 亿元，同比增长
32.32%；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2.77元（含税）。今年一季度，公
司经营业绩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报
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2.99亿元，同比增
长 45.8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 净 利 润 4419.97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96.27%。

科方得智库研究负责人张新原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川环
科技去年及今年一季度的经营表现良
好，依托其稳定的供配关系、自主研发
设计及制造能力和传统燃油汽车零部
件优势等，再加之汽车行业需求持续高
涨，公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竞争力持

续提升，其后续发展有望继续保持强劲
增长动能。”

2023年，受益于汽车行业，特别是
新能源汽车行业需求增长，产业链供需
增强，川环科技充分发挥业务规模效
应，公司销售业绩大幅提升。同时公司
进一步加强生产经营管理，降本增效，
提高管理水平，节约开支，促使公司营
业利润增加。

年报显示，2023年，川环科技主营
产品均实现收入同比增长。具体来看，
公司去年在燃油系统软管、冷却系统软
管、附件系统及制动软管、摩托车软管
及其他等产品板块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79 亿 元 、6.91 亿 元 、6677.91 万 元 、
6516.88万元、684.79万元，同比分别增
长 28.34% 、19.68% 、42.64% 、7.26% 、
61.98%，其中冷却系统软管是公司营收
贡献最大的产品板块，约占公司当期营
业收入的比重为62.32%。

另外，川环科技高度重视研发。受

益于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
新型储能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而液
冷有望成为未来储能系统热管理主流
方案。

据川环科技测算，2025年全球储能
液冷系统管路市场规模可达 25.2 亿
元。为适应市场需求、扩大橡塑软管使
用领域，川环科技近年来积极研发适用
于储能、大数据超算等领域用冷却管
路。数据显示，川环科技去年和今年一
季度的研发费用分别为 4277.57万元、
1006.43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24.08%、
28.13%。

今年一季度，川环科技营收和净
利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尤其是净利
润增速接近 100%。川环科技表示，一
季度，公司在保持其橡胶类管路业务
的基础上，大力推广橡胶+尼龙总成类
管路、车身附件类管路业务和自制三
通、接头、卡箍等产品在主机厂进一步
应用，同时公司新产品储能领域液冷

管路系统已经开始批量供货，数据中
心服务器领域液冷管路系统实现了小
批量供货。

清晖智库创始人宋清辉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川环科技
持续进行研发投入、技术创新以及不
断扩大橡塑软管使用领域等，都为其
业绩持续增长贡献了助力。随着公司
不断研发诸多具有技术含量和高附加
值的新产品，预计公司的市场占有率
将会进一步提高，未来发展前景值得
期待。”

根据经营计划，川环科技今年将持
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和降本增效，同时紧
紧围绕汽车胶管的研发、生产、销售主
业，深挖汽车高端软管配套市场，大力
拓展空调管、尼龙管、涡轮增压管等市
场份额，并进一步深挖储能和数据中心
服务器等领域使用的液冷管路系统产
品市场份额，确保成为公司新的业绩增
长点。

川环科技去年及今年一季度业绩
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本报记者 龚梦泽

当前汽车产业正处于深度变革时
期，车辆的新能源化、智能网联化的快
速演进，推动了全球汽车产业升级，技
术竞争已是当前新能源汽车品牌较量
的关键。

在此背景下，北汽集团以及旗下极
狐汽车等品牌持续加大研发投入。4月
20日，北汽集团宣布了“科技赋能品质
平权”的造车主张，北汽集团副总经理
刘宇宣布，到2030年北汽集团的累计研
发投入将超过1000亿元，聚力打造行业
领先地位。

据了解，北汽集团目前申请专利
约 3.5 万件，专利数处于行业前列，三
电、氢能等核心技术 6 次荣获中国汽

车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北汽集团
掌握企业技术标准 4000 余份，累计参
编国家、行业标准 300 余项。北汽集
团方面表示，预计今年，北汽集团研
发投入将达 132.1 亿元，研发团队超
8000人。

“行业里讲，安全是最大的豪华。
北汽集团认为，安全是造车的底线。”
北汽研究总院院长王磊对《证 券 日
报》记者表示，北汽集团的产品均采
用高于行业的碰撞安全标准打造，新
能源钢铝混合专用车身在碰撞中吸
能效率可提升 35%，全新 BJ40“整体
笼式车身+内嵌式防滚架”技术全球唯
一，极光电池保持着交付至今零自燃
的纪录。

面向未来，北汽集团将加速推进科

技创新战略。根据规划，北汽集团将
在 2025 年前实现技术迭代升级，2028
年实现重点领域突破，2030 年实现核
心技术位居世界前列；在智能驾驶、智
能座舱、电控、电驱、混动、电池、越野
车关键技术等 7 个核心领域进行重点
攻关。

北汽集团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2023年北汽集团全年整
车销量超 170.8万辆，同比增长 17.6%，
实现了经营与发展的‘双突破’‘双丰
收’。”

据了解，目前北汽集团已构建起整
车研发、零部件研发和前瞻技术研发体
系。今年以来，北汽集团陆续推出了多
款自主乘用车新品。其中，极狐阿尔法
S/T森林版 PRO、考拉家庭版AIR、全新

BJ30 等产品，都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
关注，成为北汽集团不断发展向上的推
动力。

与此同时，北汽集团深耕新能源
化、智能网联化关键领域，自主乘用车
新能源产品销量占比超过 48.5%，在研
新产品中新能源产品占比达到 100%。
此外，北汽集团正在打造AI赋能的“整
车智慧体”座舱，加速开发下一代智能
驾驶算法，并即将推出 800V/5C超充车
型，充电功率 400kW，实现充电 10分钟
续航400公里以上。

“接下来，北汽集团将持续加大科
技创新力度，加快发展以新能源化、智
能化为主的新质生产力，同时加速‘走
出去’步伐，为全球用户提供更好的产
品和服务。”上述负责人如是说。

北汽集团：到2030年累计研发投入将超千亿元

本报记者 赵彬彬

4 月 20 日，浪潮信息披露了
2023年年报。年报显示，公司去年
实现营业总收入 658.67亿元，同比
下降 5.41%；实现归母净利润 17.83
亿元，同比下降14.54%。

浪潮信息方面称，2023 年上
半年，因全球 GPU 及相关专用芯
片供应紧张，公司净利润同比下
滑超过六成。不过，去年下半年，
公司净利润却同比增长近三成。
特别是，去年第四季度公司净利
润达 9.96亿元，同比增长 84.44%，
环比增长 115.93%。这一数据超
过了公司 2020年第四季度创下的
此前单季度最高净利润 8.38 亿元
的纪录。

下半年业绩强势修复

纵观浪潮信息2023年业绩，其
上半年和下半年呈现明显分化。

2023年上半年，浪潮信息实现
营 业 收 入 248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28.85%；实现净利润 3.25 亿元，同
比下降65.91%；扣非后净利润更是
同比下降98.7%，仅为1087万元。

为了缓解供应链紧张问题，
浪潮信息加大了备货力度。截至
2023年 9月末，公司存货达 211.01
亿元，较去年初增加 40.44%，公
司方面称“主要系经营备货增加
所致。”

2023年下半年，浪潮信息业绩
出现强势修复。2023年第三季度，
浪潮信息实现营业收入 232.99 亿
元，环比增长超 50%；实现净利润
4.61 亿 元 ，环 比 增 长 超 过 3 倍 。
2023年第四季度，浪潮信息业绩进
一步增长。该季度，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177.70亿元，同比增长5.34%，
实现净利润 9.96亿元，同比增长超
80%。

清晖智库创始人宋清辉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2023年第三季
度浪潮信息营业收入、净利润强势
增长，显示出公司业绩出现拐点，
随着供应链困难缓解，公司去年下
半年业绩显著回升。”

随着浪潮信息去年下半年业
绩修复，其行业地位进一步巩固。
根据 IDC发布的最新数据，浪潮信

息的服务器市占率位居全球第二，
全国第一；存储产品市占率位居全
球前三，全国第一。

AI带来发展机遇

2023 年，大模型和生成式 AI
（人工智能）掀起全球人工智能热
潮，为高效AI服务器提供了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

“生成式AI带来了历史性产业
机遇，而这一切的基础则是由算力
来支撑，包括高性能AI芯片以及高
性能AI服务器等是不可缺少的设
备。”济南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刘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浪潮信息总经理胡雷钧也认
为，智能时代所带来的显著变化，
就是“一切计算皆 AI”，AI 算力正
在渗透进每一个计算设备里，面
向AI的算力范式不断革新，未来
所有的计算设备都需具备 AI 的
能力。

浪潮信息正在推动AI领域技
术创新，持续强化在算力、算法等
层面的业务布局。在算力方面，
2023 年，公司发布全新一代 G7 算
力平台，涵盖面向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的46款新品，
实现全算力业务场景覆盖。公司
最 新 一 代 AI 训 练 服 务 器
NF5688G7，较上代平台大模型实测
性能提升近 7倍。在算法层面，持
续推动源大模型在文生图、多模态
领域技术创新，在智能客服、智慧
政务、智能文创领域持续推动产业
落地应用。

日前，浪潮信息在北京举办
的生态伙伴大会上提出，发展“人
工智能+”，要坚持“以应用为导
向，以系统为核心”，着重激发创
新活力、拓展创新路径、加速创新
落地，推动人工智能成为百行千业
的生产力。

浪潮信息董事长彭震表示：
“发展‘人工智能+’，要充分发挥
应用优势，围绕活力、路径、落地
开展创新，以开源开放、多元多模
激发创新活力，以系统创新、全局
优化拓展创新路径，以协同共生、
开放共赢的生态加速创新落地，
从而实现 AI 创新与 AI 应用协同
发展。”

浪潮信息2023年业绩下滑

去年四季度展现“反转”单季净利近1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