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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雯珊

6月13日晚间，高乐股份发布
项目投资补充协议公告称，公司
与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义乌经开区管委
会”）于2024年6月13日签署了纳
米固态电池项目投资协议之补充
协议，就高乐股份全资子公司拟
投资建设项目名称和建设规模作
出调整。

根据公告内容，双方于2023年
4月底在义乌签署《纳米固态电池
项目投资协议》，此次双方签署的
补充协议，是将原拟投资建设项目
名称由“2GWh纳米固态电池项目”
调整为“1.2GWh固态钠离子电池项
目”，项目预计总投资金额由20亿
元调整为10.5亿元，包括固定资产
投资6.7亿元（含装修费用），流动资
金3.8亿元，并对原项目投资协议约
定的项目扶持政策条款作出相应
调整。经此调整后，该项目总投资
金额几近“减半”。

针对高乐股份电池投资项目
的调整情况，《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了公司董秘马少滨，他表示：“主要
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投资项目落地
实施，综合考虑投资项目产品未来
布局、市场环境、行业供求情况、成
本优势、资金筹集等因素，所以做
出了相关调整。”

同时，马少滨进一步表示，高
乐股份与义乌经开区管委会签署
的上述固态电池项目，目前尚未
进行投产，一切具体情况请以公
告为准。

在公告中，高乐股份还披露
了上述调整后的1.2GWh固态钠离
子电池项目建设规划及周期：自
厂房租赁协议签订之日起10个月
内投产，18个月内达产，本项目建
成达产后，根据市场行情由义乌
经开区管委会供地启动扩产项目
建设，厂房占地面积约为30000平
方米。

公开资料显示，高乐股份主营

玩具业务，成立于1989年10月份，
2010年登陆深交所中小板，是国内
最早上市的玩具企业之一，近年来公
司开始布局互联网教育业务，形成

“玩具+互联网教育”双主业模式。
2022年11月下旬，高乐股份进行了易
主，迎来新的控股股东——“养猪大
户”华统集团。

自2023年1月份至今，高乐股
份持续向新能源业务进行跨界投
资。2023年1月份，高乐股份与义
乌经开区签署2GWh纳米固态电
池项目战略合作协议，同年4月
份，双方签署《纳米固态电池项目
投资协议》；2023年5月份，高乐股
份与五凌电力有限公司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以风电、光伏等新
能源项目为主，双方共同申报开
发新能源项目或以五凌电力名义
申报新能源项目；今年1月28日，
高乐股份与重庆尼古拉科技产业
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纳米固态
钠离子电池成套技术开发研究项
目技术研发合作协议书》，高乐股
份 将 投 资 前 段 研 发 经 费 3000
万元。

对于上述高乐股份对外签署
合作的新能源项目进展情况，马少
滨对记者表示，目前公司对外投资
的新能源项目没有进行投产，尚无
实质进展。

高乐股份此前也对外表示，
对外投资新能源项目主要依托华
统集团的纳米固态电池技术储
备，包括但不限于外部人才及相
关技术支持，华统集团将全面协
助上市公司进行固态电池的项目
建设和研发。

受玩具行业竞争加剧影响，
2019年至今，高乐股份业绩持续
亏损。2023年年报显示，高乐股
份去年实现营业收入2.66亿元，
同 比 下 滑 16.14% ；归 母 净 利 润
为-6197.85万元；2024年第一季
度 ，高 乐 股 份 实 现 营 业 总 收 入
4573.94万元，同比增长12.19%；归
母净利润为-1309.89万元。

高乐股份下调电池项目投资额
意在更好推动项目落地

本报记者 李 静

6月13日晚间，维维股份发布公告
称，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湖北枝江酒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枝江酒业”）因
未按规定的申报期限对过去30年的消
费税进行纳税申报，被国家税务总局枝
江市税务局开发区税务分局追缴税款，
涉税金额高达8500.29万元。此消息一
出，立即引发市场广泛关注。

《证券日报》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
电维维股份，公司方面回应称，税收追
溯征收事宜尚存在不确定性，正在协调
相关事宜。

据维维股份公告披露，枝江酒业在
1994年1月1日至2009年10月31日期间，
未按照税法规定进行消费税申报。国家

税务总局枝江市税务局开发区税务分局
经过调查核实，核定了枝江酒业上述期
间的应纳税费，包括消费税7835.29万元、
城市维护建设税512.77万元以及教育费
附加152.22万元，共计8500.29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枝江酒业曾是维维股
份的控股子公司。2020年，维维股份将所
持有的枝江酒业71%股权全部转让给了
江苏综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苏综艺”）。然而，根据维维股份在股
权转让时与江苏综艺签署的相关协议，如
果税收机关对枝江酒业进行税收追溯征
收，维维股份将负责补缴相关税款。

此次税收追溯征收将对维维股份
的财务状况产生较大影响。维维股份
表示，若公司承担补缴上述税收追溯征
收款项，将计入2024年当期损益。经初

步测算，预计影响公司2024年度利润总
额约8500万元。

维维股份2023年年报显示，公司去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9亿元，同比增长119.84%。

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财务压力，维
维股份表示，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应
收枝江酒业欠款本金1.23亿元。根据
2023年公司与江苏综艺、枝江酒业签订
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若税收追溯征收
款项实际发生时，将直接在枝江酒业欠
付公司的1.23亿元款项中予以抵扣。

“维维股份依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
进行抵扣的做法，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公司资金压力的一种方式，但是否合
理，还需依据具体的法律法规和税务机
关的判断。”一名不愿具名的财务分析

师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对于枝江酒业以及其现任控股股东

江苏综艺将如何解决上述问题，《证券日
报》记者分别联系了枝江酒业及江苏综
艺，但截至发稿，双方并未回应。

据了解，这并非枝江酒业首次被核
定应补缴税款。早在2020年1月份，维
维股份就曾发布公告称，子公司枝江酒
业自查补缴了自2015年至2018年的消
费税及附加税费，合计金额达2.07亿
元。上述补缴税款事项不做以前年度
损益调整，被计入2019年当期损益。

对于此次税收追溯征收事宜，维维
股份表示，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和相关政策的规定，对上述事项进行会
计处理，具体会计处理以年审会计师审
计后的数据为准。

原控股子公司被追缴税款8500万元
维维股份称正在协调相关事宜

本报记者 王 僖

6月12日至13日，在潍柴高端发动
机数字化工厂全面达产之际，《证券日
报》记者赶赴山东潍坊和烟台，实地探
访潍柴动力三大重点新项目，解码潍柴
动力进一步发力高端积蓄的新势能。

实现绿色智能化生产

前一秒还在播放工厂数字孪生虚
拟全景的LED大屏，后一秒就从中间打
开，成为通往潍柴高端发动机数字化
工厂的一扇大门，科技化、数字化、智
能化的高端发动机生产场景由此“照
进现实”。

步入发动机工厂，映入眼帘的是
工厂上空由间隔较宽的立柱撑起的钢
结构网架。“本项目是山东省内最大的
钢结构网架厂房，立柱很少，所有的管
路、空调设备等都在空中布局，最大限
度保障了厂房内使用空间。”潍柴动力
执行总裁、制造总监王健对《证券日
报》记者说。

网架穹顶下，在科学划分的智能
制造生产线上，数不清的机械手臂按
照数字化指令扭转、操作；地面上，
AGV智能搬运小车承载着各类零部件
往来穿梭，有条不紊；所有关键过程旁
都有数字化显示屏，智能视觉系统可
精准捕捉各种在线检测结果。

王健表示：“该工厂是全球行业第
一个发动机数字化无人工厂，加工自
动化率为100%，装配自动化率达到
80%，零部件物流配送自动化率达到
100%，关键过程100%实现实时在线测
量和自动上传。”

据了解，潍柴高端发动机数字化
工厂项目全部对标最先进工艺，如工
厂内5G网络全覆盖可实现AGV小车调
控零延迟，自动快换卡爪工艺则可实
现不同产品秒级换型等，使得该工厂
全面实现柔性化、敏捷化、数字化、智
能化生产。

同时，该项目还实现了全过程的
绿色低碳生产。记者从现场了解到，
项目在厂房屋面铺设了光伏，并辅助
SOFC（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燃气机
组和电力测功器自发电补充，协同储
能、余热回收利用等多能源互补，通过
信息系统将各类能源数据交互、实时

自动调控，实现园区用能自给自足，力
争达到“零碳”排放。另外，工厂还通
过切削液再生技术、冷试技术、绿色喷
涂技术、废气废水先进处理技术，将污
染物降低65%。

该项目是潍柴动力实施智能制造
战略的重要支撑，总投资100亿元，于
2021年5月份立项，2023年11月份投
产，具备年产20万台高端发动机生产
能力。记者探访当天，正是项目实现
全面达产暨第15000台产品正式下线
的日子。随着该项目的全面达产，将
有更多潍柴高端发动机投入到全球市
场，广泛应用到重卡、农业装备、工程
机械等领域，不断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推进多个项目建设

除了潍柴高端发动机数字化工厂
项目，6月12日，《证券日报》记者来到
繁忙建设中的潍柴雷沃智能拖拉机制
造基地，开工建设仅半年时间，该项目
厂房主体结构已完成，目前正在进行

厂房内地面施工，新投入工艺设备也
正在进行预验收工作。

潍柴雷沃智慧农业总工艺师王晓
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这是潍柴
雷沃总投资30亿元打造的国内农机行
业首家绿色智慧工厂，项目建成后，可
年产10万台100马力以上高端智能拖
拉机。

王晓军表示，随着土地规模化经
营趋势的日益加快，100马力以上大型
拖拉机，特别是动力换挡、CVT智能拖
拉机产品占比将持续增加，该项目投
产后，可加速助推中国农业装备向高
端化迈进。

据了解，该项目定位于打造多种技
术路线的大马力拖拉机混线生产的制
造中心，可实现100马力以上机械换挡、
动力换挡及CVT拖拉机等10个平台产
品混线生产。“新工厂引进了国际最先
进的生产技术，选用成熟、先进的工艺
和装备，机加自动化率为93%，焊接自
动化率为72%，涂装自动化率为95%，装
配自动化率行业领先，将全面实现自动

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王晓军说。
6月13日，记者来到山东烟台，走访

潍柴（烟台）新能源动力产业园。该项
目是潍柴集团十大战略新引擎之一的

“新能源动力总成”业务载体，也是2023
年5月份潍柴动力与比亚迪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后的具体项目落地，双方将携手
打造行业一流的新能源汽车电池、电
机、电控、电驱动总成产业集群高地。

记者在现场看到，项目一期建设
进展顺利，现在已完成厂房钢结构主
体建设，今年10月份将具备设备安装
条件。

潍柴新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孙洪磊对《证券日报》记者介
绍，该项目按照三期进行规划，建设潍
柴弗迪电池、潍柴（烟台）新能源产业
园两个项目，前者规划为50GWh动力
电池和储能系统电芯及配套零部件生
产 基 地 ，后 者 规 划 为 50GWh 电 池
PACK、50万台扁线电机、40万台电控
和5万台电驱总成等新能源汽车核心
部件制造基地。

“数智”为引全速向“新”
潍柴动力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本报记者 贾 丽

6月14日，华为宣布华为云华
东（芜湖）数据中心（以下简称“芜
湖数据中心”）正式开服，这标志着
华为云全国存算网的枢纽节点布
局全面完成，也意味着“东数西算”
的长三角枢纽节点可面向华东及
中部区域提供超大规模算力服务，
将有力推动相关区域的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

近年来，我国多地加快建立算
力枢纽，做大做强数据中心集群，
全力培育产业生态，相关部署也吸
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布局。

“芜湖数据中心正式开服，将
对通用人工智能和智算发展起到
重要的支撑作用，夯实我国数字经
济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并带动产
业链协同。”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
会副秘书长宋嘉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了解，芜湖数据中心规划占
地约6000亩，规划了300万台服务
器，融入华为云在节能、AI集群、液
冷机房等方面的资源，首次引入IoT
技术。

华为公司副董事长、轮值董事
长徐直军表示，云计算、AI是关键
的数字技术。芜湖数据中心是华
为云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
华为云正式建成全国算力一张
网。其可以让企业在算力上随取
随用，高效地进行模型训练和推
理，相关的产业链配套也都将快速
推进。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杨 善 林 认
为，芜湖数据中心集群能够促进
我国智算产业及其科技战略供应
链的高质量发展，为智算产业生
态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巨大的
动力。

据了解，数据中心是算力基
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算
力服务器是数据中心直接提供算
力资源的硬件设施。近年来，随
着大模型等AI技术快速发展，我
国对高性能算力的需求呈现爆发
式增长。

在此背景下，我国高度重视算
力基础设施建设。2023年12月份，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

《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构
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实施意见》

提出，到2025年底，国家枢纽节点
地区各类新增算力占全国新增算
力的60%以上。

多地也在加快算力基础设施
建设，并吸引了华为、腾讯、阿里巴
巴、字节跳动等多家科技巨头争相
布局。

“在我国大规模推动算力基础
设施建设的背景下，华为等企业布
局均有利于加速我国自主化算力
模型和应用的创新，让全国一体化
算力体系建设再获重要推进，也将
挖掘出数据中心、服务器、AI芯片
等领域更广阔的新兴产业空间。”
看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袁博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

中投产业研究院预计，2024年
我国数据中心市场规模将达到
3875.2亿元。调研机构毕马威发布
的报告显示，预计到2025年，我国
算力核心产业规模将不低于4.4万
亿元。

科技巨头在算力基础设施领
域竞相布局，也带动更多企业进
入，并进行联合创新。其中，多家
上市公司为产业链关键环节提供
重要的技术支撑。

据悉，目前，科大讯飞、信义玻
璃、海螺水泥、江淮汽车、云天励飞
等企业均已经与华为在数据中心、
大模型等领域进行合作。

云天励飞日前表示，目前公司
已搭建包括华为昇腾、云天自研大
模型推理服务器在内的超大规模
异构高性能算力集群，在核心城市
建设算力节点，实现算力统一调度
管理等。汉鑫科技称，公司正与华
为联合致力于打造国产化算力底
座，推动AI算力市场化应用，未来
还会推动更多的人工智能计算中
心建设运营和服务。

华为公司常务董事、华为云
CEO张平安表示，华为云将通过全
球存算网和昇腾AI云服务，推动

“百模千态”的应用创新与产业链
企业的互联互通。

“产业链企业合力推进算力枢
纽建设，是践行国家‘东数西算’战
略部署的实际行动，将优化算力架
构，促进数据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也将推动我国AI算力基础设施的
多元化发展。”北京前沿金融监管
科技研究院研究员马超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

华为等巨头“抢滩”AI算力基础设施
产业链企业加快互联互通

图①为潍柴高端发动机数字化工厂 图②为项目生产的发动机产品
图③为潍柴高端发动机数字化工厂全线达产，第15000台产品下线 公司供图

本报记者 蒙婷婷

6月14日，乐山电力披露公告称，公
司拟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发行对象为不超过35名（含本数）特
定投资者，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4500
万股（含本数），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5亿元，用于龙泉驿区100MW/200MWh
电化学储能电站新型储能示范项目（以
下简称“龙泉驿电化学储能项目”）以及
补充流动资金。

定增预案显示，前述项目是以磷酸
铁锂电池为介质的新型储能项目，装机
容量100MW，储存电量200MWh，占地面
积24.63亩，建设期预计为6个月，项目总
投资约2.47亿元，拟使用募集资金2.1亿
元，占此次募集资金总额的84%。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谭俊

浩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当前，不少企业布局储能领域的热情
高涨，这主要是受国家政策推动以及储
能市场需求持续提升等因素综合影响
所致。”

乐山电力是我国第一家电力股份
制企业，公司主营的电力业务是其营收
贡献最大的业务板块，目前公司正在围
绕电力主业做全产业链布局，而投资储
能领域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据悉，乐
山电力此前已在四川省内的成都、乐
山、雅安等地陆续建设储能试点项目，
总容量达1.7MWh，并同步完成多项储能
系统监控平台的搭建。

乐山电力表示，公司长期从事电源
侧和电网侧技术服务，拥有一支专业化
的电力技术研发队伍，公司的管理层和
主要技术骨干具有多年电力行业管理

经验，为上述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
的人才和管理保障。

据悉，龙泉驿电化学储能项目已进
入四川省发改委、四川省能源局发布的

“四川省首批新型储能示范项目名单”，
并于2024年3月31日完成公示。同年6
月份，该项目被四川省发改委、四川省
能源局列为四川省新型储能示范项目，
并要求示范项目于通知之日起12个月
内建成并网。

在政策面上，根据《四川省电源电
网发展规划（2022—2025年）》，到2025
年，四川省光伏发电和风电装机容量分
别要达到2200万千瓦和1000万千瓦以
上。根据《关于加快推动四川省新型储
能项目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新增风
电和光伏发电项目需配置不低于装机
容量10%、连续储能时长不低于2小时的

储能设施，新能源开发企业可通过租赁
或异地建设等方式实现。力争到2025
年，四川省新型储能规模达到200万千
瓦以上。

“乐山电力投建龙泉驿电化学储
能项目，一方面是作为国有企业对政
府相关政策的积极响应，同时也有助
于公司抢抓储能领域发展机遇，进而
增厚公司利润水平，为其未来业绩发
展持续赋能，助力公司实现战略目标，
进一步增强其核心竞争力。”清晖智库
创始人宋清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随着全球能源需求的增
长以及商业运营模式的日趋完善，未
来储能行业有望迎来蓬勃发展。据清
晖智库统计，2025年储能行业规模有
望突破1万亿元大关，到2030年规模或
将达到3万亿元。

乐山电力拟定增募资不超2.5亿元 投资新型储能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