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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彬彬

当前，市场对儿童药增长空间产
生一些担忧。作为儿童药行业头部
企业，华特达因的现状如何？行业会
否迎来发展“天花板”？近日，《证券
日报》记者走进华特达因，对公司总
经理杨杰进行了专访。

“儿童药市场远未到‘天花板’。
未来，公司将继续坚守初心和使命，
深耕儿童健康赛道，使千千万万中国
儿童健康强壮。”杨杰表示。

做好“减法”
聚焦主业

回顾华特达因的发展历程，杨杰
多次提到“聚焦”一词，而这主要是因
为此前公司业务相当多元。

华特达因前身为山大华特，于
2001年借壳声乐股份上市。当初公
司业务涵盖水务、软件、环保、教育、
物业、信息、材料等诸多领域。2003
年，山大华特获得了达因药业控股权
后，又增加了医药板块。

在子公司达因药业层面，也存在
着业务过于分散的问题。彼时，达因
药业产品除涵盖成人的内分泌、心血
管、消化、抗生素等领域外，还有一个
儿童保健药，即伊可新。

走进华特达因北京总部一楼大
厅，两个小葫芦贴墙而立，吸引了记
者的注意，其中一个是绿色的，另一
个是粉色的。

杨杰对记者介绍道：“这两个小
葫芦，是公司拳头产品‘伊可新’的卡
通形象。两个小葫芦里面装的是什
么药？其实都是儿童维生素 AD 补
充剂，其中绿色小葫芦用于 0岁至 1
岁婴儿，粉色小葫芦则用于 1岁以上
儿童。”

“由于业务多元化，导致资源不
够聚焦。公司本身规模又小，看似布
局了很多赛道，但都没有优势，企业
发展较缓慢。”杨杰表示。

为了增加市场竞争力，自2007年
担任达因药业总经理后，杨杰就主导
了战略聚焦，开始专注儿童药赛道。

“聚焦儿童药赛道后，伊可新是公司
重点打造的大单品，已成为公司业绩
的主要来源。”杨杰如是说。

2021年 8月份，杨杰担任华特达
因总经理后，上市公司也开启了战
略大调整，从一个多元化的企业，向
专注于儿童健康的医药企业转型。
2021年 11月份，华特达因转让华特
环保 51%的股权，实现环保业务出
表。此后，还启动教育业务的剥离
工作。

“这几年，华特达因不断剥离非
主业，大力发展医药主业，医药板块
的营业收入三年翻了一番。”杨杰告
诉记者。

转型之前的2020年，公司医药业
务实现收入11.24亿元，到了2023年，
这一数据已攀升至24.24亿元。2023
年 ，公 司 医 药 收 入 占 比 已 高 达

97.67%，利润占比更是超过100%，已
经变成一个完全的医药公司。

“现在回过头来看，通过聚焦主
业，不论是达因药业，还是上市公司
华特达因，目前都是发展最好的时
候。”杨杰表示。

慢即是快
研发不能急功近利

华特达因将主业聚焦在儿童药
并加大研发，但这并非易事。

“儿童药研发是全世界面临的难
题。儿童作为使用药品的特殊群体，
临床试验的受试者少、伦理挑战大、
试验难度高，因此很多药企并不愿意
做儿童药。”杨杰说。

全国工商联药业商会的调查显
示，国内 6000多家药厂中，专门生产
儿童药品的仅10余家，有儿童药品生
产部门的企业也仅30多家。

“儿童药研发跟长跑一样，不能
急功近利。”杨杰说，把基本功打扎
实，到赛道上速度就提起来了，其实
慢即是快。

药物研发要舍得投入，华特达因
坚持将每年销售收入的5%投入到研
发上。如今，公司已经在呼吸、消化
等 15个领域进行儿童专用药物研发
布局。

锚定儿童药赛道后，华特达因坚
持“量身定制儿童药”的研发理念，
从儿童的视角出发，以专业的研发
设计、生产质量控制来保障儿童用
药安全，这也成为公司核心竞争力
的表现。

“在开发儿童用药时，基于目标
人群的生理病理特点，选择合适的剂

型，设置合适的规格，选择适合的辅
料，并通过合理的临床试验设计，验
证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及顺应性，
从而开发适合儿童服用的药物。”杨
杰说。

以伊可新为例，采用单剂量包
装，保障了儿童用药剂量的精准性。
应用小葫芦状设计，便于操作，提升
应用体验。基于量身定制儿童药物
的研发设计理念，采用公司矫掩味关
键技术，使产品口味更适合，让孩子
们不再惧怕服药。

“这种小葫芦的‘异形’设计，其
实给生产带来了很大难度。”杨杰表
示，既要实现产品外观的葫芦形状，
又要确保装量精准及防止囊皮特殊
部位的破损。

因此，公司在模具的设计上经历
了上百次验证，同时为了找到合适的
模具，专门去韩国、意大利、德国寻找
设备供应商，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公司
的成本。不过，在杨杰看来，这是儿
童药企业该有的付出，儿童药研发的
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儿童心理和生理
上的特殊性。

也正是基于此，伊可新上市后就
受到了极大的认可，目前在国内维生
素AD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超过六成，
连续多年稳坐行业头把交椅，并成为
华特达因主要的利润来源，真正诠释
了“慢即是快”。

窄即是宽
市场远未到“天花板”

近期，伊可新的未来市场空间受
到广泛关注。主要原因是，一方面，
伊可新的市占率已超过60%，局部市

场占比更高；另一方面，随着出生人
口下降，市场担忧产品销量会掉头向
下。

杨杰表示：“从市场渗透率来看，
目前0岁至1岁儿童，维生素AD的整
体渗透率近 30%，1岁至 6岁渗透率
却只有不到 5%，伊可新还有很大空
间。”《中国儿童维生素A、维生素D临
床应用专家共识（2024）》的发布，将
维生素 AD 制剂使用年龄延伸至 18
岁，这对中国儿童的营养健康非常有
意义，同时也表明维生素AD的市场
还有非常大的应用潜力。

事实上，国家不断出台政策支持
儿童药行业发展。截至 2024年 5月
30日，我国已发布了五批鼓励研发申
报儿童药品清单，引导儿童药品研
发。此外还出台了《关于保障儿童用
药的若干意见》《临床急需儿童用药
申请优先审评审批品种评定的基本
原则》等政策，促进儿童药行业健康
发展。

近期，面对持续火热的银发经
济，不少人曾建议公司拓展到老龄
赛道。杨杰却表示，未来公司将专
注儿童大健康赛道，用初心和使命，
持续拓宽行业发展空间。“一方面，
围绕伊可新这个产品，做品类延伸，
形成完整的儿科用药体系；另一方
面，围绕着伊可新品牌，拓展儿童大
健康领域。”

之所以要坚定地做儿童药，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是杨杰曾做了7年的儿
科医生，对儿童药行业特别熟悉，并
且有很深的感情。杨杰说，做儿童药
必须坚守初心与使命，将各个环节做
到极致，让孩子真正受益。这样，看
似窄的行业，一样会变得宽广。

华特达因总经理杨杰：

做好“减法”聚焦儿童药研发

本报记者 李 婷

“今年一季度公司海外业务实现
收入8144万元，同比增长68.23%，随着
国际化的深入，预计海外业务将成为
公司重要的业绩增长点之一。”在5月
28日的投资者交流会上，金牌厨柜管
理层表示，近年来公司高度重视海外
市场的拓展，国际化已成为公司发展
战略之一。

目前来看，国内家居龙头加速布
局海外市场，索菲亚、欧派、顾家家居、
志邦家居等正掀起一波新的“出海
潮”。

家居企业“出海”忙

海外业务已成为多家家居龙头企
业的增收利器。

数据显示，2023年，金牌厨柜海外
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74亿元，同比增长
16.92%。近年来公司非常重视海外业
务的拓展，已完成泰国工厂收购以及
推动在美国产能建设等，目前已经覆
盖了北美市场、澳洲市场和东南亚市
场。5月29日，金牌厨柜公告称，公司
拟变更证券简称为“金牌家居”。业内
人士认为，公司更名后有利于强化品

牌形象，将更好地体现公司“大家居”
战略定位和主营业务。

5月27日，志邦家居在业绩说明会
上表示，公司2023年11月份在泰国曼
谷完成全球战略发布会，意味着公司
将重点开拓海外新兴市场。2023年
度，公司海外业务完成约1.5亿元，收入
同比增长31.86%。

今年年初，索菲亚越南胡志明市
高端定制体验馆开业。公司年报显
示，2023年，公司出口业务营业收入增
速达到42.92%。

福建华策品牌定位咨询创始人詹
军豪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国内家居企业选择开辟海外市场，
其背后驱动因素较为多元。房地产市
场的温和调整促使企业探索多元化增
长路径。同时全球范围内对家居产品
的需求日益增长，国际买家对中国制
造的认可以及企业自身寻求更高层次
发展的愿景，都是推动这一趋势的关
键力量。此外，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在
需求、企业利用已有资源和经验开拓
新市场的战略考量，也在其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

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1月份至4
月份，中国家具出口同比大增20.4%至
1685.5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4

月份单月表现也很亮眼，环比上涨达
12.6%。另据《2024全球家具市场洞察
报告》预计，到2024年，全球家具市场
的收益将达到7662亿美元。

“出海”战术差异化

詹军豪表示，目前，国内家居企业
的“出海”方式从过去的OEM代工模式
转型到OBM品牌输出模式，企业通过海
外开店、品牌合作等方式，直接与消费
者建立联系，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而
中国家居企业依托其在全球供应链中
的核心位置，能够高效整合资源，确保
成本效益与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同时通
过不断的产品创新与智能家居技术的
融合应用提升全球竞争力。

业内人士认为，从目前龙头企业
的“出海”战术来看，显示出了差异化
的竞争格局。

以金牌厨柜为例，公司针对海外
区域市场差异，确定了差异化的业务
发展模式。生产交付方面，公司将以
泰国制造基地为核心，并在区域市场
设立卫星工厂，实现大货由泰国基地
供应，控制生产成本，小货通过属地化
的卫星工厂保障，以满足客户个性化
需求和响应时效，提升属地化服务能

力，更好构筑本土供应链和海外市场
供产销的一体化循环。在北美市场，
金牌厨柜采用RTA（即刻组装）分销商
的业务模式，通过设立服务中心，提供
产品定制和增补返修；在东南亚市场
则推进海外平台分公司。

志邦家居早在十年前就已开始做
海外业务，一直以来是以B端业务为
主。未来，公司将重点开拓以C端业务
为主的东南亚新兴市场。据悉，公司
主要以“海外零售店+工程配套”的方
式布局海外市场。公司已陆续在柬
埔寨、菲律宾、马尔代夫等多个国家
开设海外零售店。同时，在泰国、新
加坡等地建立了包括安装、售后以及
产品在内的本地化销售团队，实现本
地化运营。

传播星球App联合创始人由曦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家居企业出海
依然面临挑战，包括语言和文化的差
异，以及对当地法律法规的合规性调
整等，而最大的挑战或来自物流和供
应链的挑战。在全球化布局中，国内
家居企业需要打造高质量的产品，以
满足海外消费者的需求，同时要注重
数字化转型，提高运营效率和灵活性，
并注重品牌建设和营销，提升品牌知
名度和影响力。

从代工模式转为品牌输出 家居龙头企业“出海”亮新招

本报记者 邬霁霞

近期，针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信
息披露不准确的强监管仍在继续。

5月 29日晚间，荣盛石化发布公
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浙江证监局下
达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因公司
业绩预告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浙江
证监局决定对公司、公司董事长李水
荣、总经理项炯炯、财务总监王亚芳、
董事会秘书全卫英采取出具警示函
的监督管理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
场诚信档案。

公告显示，1月31日，荣盛石化披
露了《2023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公司
2023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亏损 4亿元至 6亿元。2月
24日，公司披露了《2023年度业绩预
告修正公告》，将上述金额更正为盈
利 8亿元至 10亿元。公司业绩预告
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

荣盛石化解释，公司之所以出现
上述错误，是因为公司对证监会在
2023年12月发布的新规《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2023年修订）》理
解有误，未将符合经常性损益确认条
件的 14亿元政府补助分类为经常性
损益。

记者注意到，5月份以来，除荣盛
石化外，还有利尔达、凯大催化、*ST
富润等 24家上市公司因业绩预告信
息披露不准确而收到监管函或警示
函。其中，仅 5月 24日一天就有平治
信息、*ST 银江、百川股份、旭光电
子、道氏技术等 5家上市公司领到相
关罚单。

“对于上市公司因业绩预告信
息披露不准确而收到监管函或警
示函的情况，我们应当持审慎和客
观的态度。”康德智库专家、上海市
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大卫在接
受《证 券 日 报》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 ，

“监管函或警示函的发出表明监管
部门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有着严格的要求，这是
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的
必要举措。同时，这也是在提醒上
市公司要高度重视业绩预告的准确

性和及时性，避免误导投资者，影响
市场稳定。”

“此外，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监
管函或警示函的发出有助于投资者
更加清晰地了解上市公司的实际经
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减少投资风险。
同时，也提醒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
时，需要更加关注公司的基本面和业
绩情况，避免盲目跟风或听信不实信
息。”刘大卫补充说。

从以往监管层对上市公司业绩
预告违规处罚的情形来看，大致可
分为两类，一是业绩预告与实际差
异较大。

如 ST起步 1月 31日披露的业绩
预告显示，公司预计2023年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 亿元
至-4.6 亿元。而公司 4 月 24 日披露

《2023年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及致歉公
告》显示，公司预计 2023年度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6亿
元左右。上述两个数据相比存在较
大差异。

二是不仅业绩预告与实际差异较
大，且预计盈亏性质发生变化。比如1
月 31日，*ST新纺披露的业绩预告显
示，公司预计2023年末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以下简称“净资
产”）为 41143.60 万元至 46143.60 万
元。不过，公司4月30日披露的2023
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2023年末净资
产为-83393.20万元。两者不仅差异
较大，且预计盈亏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业绩预告是上市公司信披工作
的组成部分，更是投资者决策的重要
参考之一。若业绩预告与实际差异
较大，可能会严重误导投资者，损害
投资者的利益，扰乱证券市场的秩
序。”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健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刘大卫也认为，业绩预告是投
资者判断公司前景的重要依据。他
表示：“不准确的业绩预告可能使投
资者对公司的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
产生质疑，进而影响公司的声誉和
形象。因此，上市公司应当加强内
部管理，提高业绩预告的准确性和
及时性，避免给投资者带来不必要的
损失。”

因业绩预告信息披露不准确
多家上市公司收监管函或警示函

本报记者 丁 蓉

5月30日，骏亚科技公告称，将在
越南投资新建生产基地。根据公告，
公司拟在越南投资新建印制电路板
（PCB）项目，生产高多层印制线路板，
计划投资金额不超过3亿元人民币。

除了骏亚科技之外，今年以来，
崇达技术、胜宏科技、深南电路等A股
印制电路板行业上市公司，先后披露
了在东南亚的投资计划和相关进展。

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
家郑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印制电路板行业正在逐步
复苏，我国印制电路板企业在东南亚
建厂布局提速，有利于企业完善产业
布局，提升产品海外供应能力，提高
生产效率，更好地把握上行周期中的
发展机遇。”

纷纷在东南亚落子

骏亚科技目前产能主要集中在
国内，这次在越南投资建设生产基
地，包括在越南新设境外子公司并实
缴注册资本、租赁或购买土地、购建
固定资产等。公司方面表示，这次投
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业务发展和海
外生产基地布局的需要。

无独有偶，5 月 25 日，胜宏科技
也公告披露了在越南投资新建生产
基地。公告显示，胜宏科技拟在越
南投资建设高精密度印制线路板项
目，生产高多层印制线路板和高密
度互连板，计划投资金额拟不超过
2.6 亿美元，包括新设公司、购买土
地、新厂房及工程建设、购买生产设
备及配套等。

胜宏科技表示，这次对外投资是
从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围绕公
司主营业务进行的境外拓展，有利于
促进公司中长期战略规划逐步落地，
并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提升客户的
供应链稳定。

今年3月份，崇达技术对外披露，
为契合长期业务发展需求，公司拟围
绕印制电路板核心主业开展境外投
资项目，主要面向东南亚地区，包括
收购印制电路板企业、新建印制电路
板生产基地、与专业投资机构合资设
立境外子公司等，投资总额不超过 5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币种。4月份，崇

达技术又发布公告称，将境外投资总
额调增至不超过 10亿元人民币或等
值币种。

深南电路今年4月份披露了泰国
投资建设工厂的进展。公司计划在
泰国投资建设工厂，总投资金额12.74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包括设立泰
国公司、购买土地、工厂建设及设备
投资等，公司已办理完成泰国子公司
的备案登记事宜。

紧抓市场复苏机遇

印制电路板被称为“电子产品之
母”，是组装电子零件用的关键互连
件。印制电路板行业是一个国际化
充分竞争的行业，目前全球印制电路
板产能主要集中在中国、韩国、日本
等地。泰国、越南等新兴市场近年来
承接了较多的制造企业产能转移，相
关产业链配套不断得到完善。

智帆海岸机构首席顾问、资深产
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我国
印制电路板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建
厂布局力度加大。越南、泰国等东南
亚国家具有劳动力成本等优势，对于
印制电路板企业而言，在海外投资建
厂既是发展需要，也是完善海外布局
战略的重要举措，不仅可以增加产
能，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利润率，扩大
市场份额，还能增强企业竞争力和话
语权。”

今年第一季度，A股印制电路板
行业上市公司业绩整体表现不俗。
Wind 数据显示，印制电路板行业 36
家上市公司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合计同比增长64.98%。

方正证券研报表示，印制电路板
市场下游需求持续复苏，呈现淡季不
淡的特征。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
展，有望成为带动印制电路板行业成
长的新动力。同时伴随整机集成度
的提升，高密度互连板用量有望持续
增长，国内对算力印制电路板布局的
公司有望受益。

郑磊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在市场上行周期中，相关企业应当
积极把握机遇，通过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成本、研发创新等方式来提升竞
争力。同时，也要关注市场变化和客
户需求，应对市场竞争。”

印制电路板市场迎复苏
上市公司东南亚建厂布局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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