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新闻0303 2024年6月20日 星期四
本版主编：于 南 责 编：徐建民 制 作：王敬涛

本报记者 李 静

绿茶集团再次提交上市申请，重启上市之路。据港
交所6月19日披露，绿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茶集
团”）向港交所主板提交上市申请，花旗和招银国际为绿
茶集团联席保荐人。

此前曾三度提出上市申请

绿茶集团的上市之路可谓一波三折。2021年3月份，
绿茶集团第一次递交了上市申请，拟在香港主板上市。
但首次提交招股书后，绿茶集团招股书被指出现财务数
据单位错误，“流动负债总额”写成了“流动资产总额”等
错误，六个月之后该版本的上市申请自动失效。

2021年10月份，绿茶集团再次递交上市申请，并在
2022年3月7日披露了通过上市聆讯的招股书，但申请材
料却再次失效。2022年4月8日，绿茶集团第三次递交了
招股书，并于三天之后通过上市聆讯，但同年10月份，上
市状态显示为“失效”。

对于绿茶集团招股书三度失效，有业内人士认为，绿
茶集团并非没能满足上市的资格，而是发行条件不理想，
尤其是餐厅经营情况不稳定，未来增长存在极大的不确
定性。

福建华策品牌定位咨询创始人詹军豪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资本市场的整体环境和投资者情绪
可能会影响企业的上市进程。

面对如今第四次“递表”，绿茶集团能否如期上市？
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蓬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绿茶集团此前已经经历了三次提出上市申请，
都未能成功上市，此时递交招股书或是为了增强员工及
供应商的信心，究竟能否成功上市还有待观察。

营收连续三年增长

根据公开资料，截至2023年，前五大品牌约占休闲中
式餐厅市场总收入的4.0%，绿茶集团的餐饮品牌绿茶餐
厅在中国休闲中式餐厅市场的市场份额为0.7%。

绿茶集团于2008年开设了第一家绿茶餐厅，并建
立了全国餐厅网络。截至2024年6月11日，餐厅网络包
括382家餐厅，并覆盖我国21个省份、4个直辖市及2个
自治区。

绿茶集团称，公司于2023年开设了89家新餐厅，并计
划于2024年、2025年、2026年及2027年分别开设112家、
150家、200家及213家新餐厅。

招股书显示，绿茶集团2021年、2022年、2023年营收
分别为22.93亿元、23.75亿元、35.89亿元，实现了持续增
长；期内利润分别为1.14亿元、1658万元、2.96亿元；利润
率分别为5%、0.7%、8.2%。绿茶集团的收入主要来自餐
厅经营及外卖业务。其中，餐厅经营收入占比在2021年
至2023年分别达到86.9%、83.2%及85.3%。

詹军豪认为，绿茶集团目前经营较好，此时选择上市
可以提升自身品牌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和合作
伙伴，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绿茶集团
第四次提交上市申请

本报记者 刘 钊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结了浙江吉利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吉利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
统称“吉利”）诉威马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司、威马汽车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威马智慧出行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威马新能源汽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威
马”）新能源汽车底盘技术秘密侵权纠纷上诉案。最高人
民法院二审判决威马赔偿吉利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
合计约6.4亿元，创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判赔数额历史
新高。

“本案不仅是国家在保护企业知识产权、维护企业合
法权益方面树立的标杆案例，更是弘扬公平公正、尊重原
创精神的重要体现。”对于判决结果，6月19日，吉利相关
负责人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汽车产
业正处在跨越式突破发展的关键时期，只有原创才能带
领中国汽车企业赢得尊重、创造价值、走向全球。”

时间追溯至2016年，吉利旗下的成都高原汽车工业
有限公司有近40名高级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先后离职，
其中大部分人员随后加入了威马及其关联公司。2018
年，吉利发现这些离职人员中的部分人员以发明人的身
份出现在威马及其关联公司的实用新型专利中。吉利认
为，威马没有任何技术积累或合法技术来源的情况下，在
短期内即推出威马EX系列型号电动汽车，涉嫌侵害吉利
技术秘密。吉利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威马停
止侵害并赔偿其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21亿元。一
审法院判定威马赔偿吉利经济损失500万元及维权合理
开支200万元。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
出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
地以不正当手段大规模挖取新能源汽车技术人才及技术
资源引发的侵害技术秘密案件。本案判决员陈文全、法
官助理李晨认为，案件判决在停止侵害技术秘密民事责
任承担的具体方式、内容、范围，以及拒绝履行停止侵害
等非金钱给付义务的迟延履行金及其计付标准等方面，
作出了开创性探索。

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判定威马需赔偿吉利约6.4亿
元。这一金额创下中国知识产权侵权诉讼赔偿金额的新
纪录，反映了侵权行为的严重性和法院对此类恶意侵权
行为的严厉打击。判决生效后，除付清赔偿款之外，威马
相关员工和供应商等需积极配合将其所持有的涉案技术
图纸、数模及其他技术资料予以立即销毁或移交原告权
利人。

近两年来，知识产权、商业秘密侵权案件在汽车行业
时有发生。

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文平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吉利的胜诉对各行业存在的抄袭、剽窃行为
形成了震慑，对知识产权保护、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意义重大。”

威马被判赔偿吉利约6.4亿元
创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判赔数额新高

本报记者 李春莲
见习记者 梁傲男

Wind数据显示，截至 6月 19
日，已有 11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
了 2024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其
中，10 家预增、1 家预计扭亏为
盈，全部预喜。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
长田利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业绩预喜通常会在短期内提
升投资者信心，对公司的股价产
生积极影响。长期来看，持续的
业绩增长能够支持公司股价的稳
定增长。

6家公司预计净利润倍增

Wind数据显示，以净利润上
限来看，立讯精密、佰维存储、南
芯科技、齐翔腾达、莱特光电、达
梦数据 6家公司预计今年半年度
净利润超过亿元，分别为54.45亿
元、3.30 亿元、2.21 亿元、1.50 亿
元、1.04亿元、1亿元。

以净利润变动幅度上限来
看，齐翔腾达、国航远洋、君禾股
份、佰维存储、莱特光电、南芯科
技 6家上市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
润同比增幅超100%。

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预
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实现翻倍增
长的公司涉及电子、机械设备、交
通运输、石油石化等行业。其中，
在已披露中期业绩预告的公司
中，齐翔腾达目前净利润同比
增幅暂居第一，预计为 536.03%
至 633.88%，预计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亿元至
1.5亿元。

对于业绩增长原因，齐翔腾
达表示，一方面，原材料价格受供
需关系影响出现小幅下降，带动
公司产品盈利能力有所改善；另
一方面，公司产品价格回暖迹象
明显，特别是叔丁醇、顺丁橡胶、

甲乙酮、甲基叔丁基醚（MTBE）等
产品价格的上涨，对公司业绩作
出重要贡献。

另外，受益于行业逐步企稳
复苏，国航远洋预计上半年实现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263.27%至
384.36%。“公司管理团队把握外
贸航运市场机会，采取降本增效
等措施，积极布局相关运营航
线，自营运力超过 70%投入到运
价更具优势的外贸航线。”国航
远洋表示。

电子行业表现亮眼

从申万一级行业来看，上述
业绩预增的公司主要集中在电子
行业，涉及的公司数量达到 5
家。从公告内容来看，大部分公
司提到行业复苏的积极影响，以

及终端需求回暖，直接促进了公
司业务的显著增长。

其中，A股“果链”龙头立讯
精密预计，上半年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2.27亿元
至 54.45 亿元，预计增幅为 20%
至 25%。公司表示，在夯实消
费电子业务基本盘的前提下，
动态调度内外部资源以全力支
持通讯、数据中心业务和汽车
业务的高质量成长，通过工艺
与底层技术的能力拼图，叠加
智能制造大平台优势，实现了
在不同市场高效拓展以及产品
份额的不断提升。

佰维存储预计，2024年半年
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 2.8亿元至 3.3亿元，上
年同期亏损 2.96 亿元。业绩变
化主要得益于行业复苏，公司业

务大幅增长。上半年，公司紧紧
把握行业上行机遇，大力拓展国
内外一线客户，实现了市场与业
务的成长突破，产品销量同比大
幅提升。

南芯科技也表示，受终端需
求回暖的影响，公司业务规模扩
大，持续推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
品，公司在手订单饱满，主营业务
稳健增长。

中信证券 6 月 19 日研报显
示，2024 年第二季度，电子行业
景气整体延续复苏态势。展望
下半年，在复苏趋势确立与创新
拐点到来的背景下，对电子行业
未来 2年至 3年持续高景气的发
展非常有信心，全面看好该板块

“短期继续复苏+中长期端侧 AI
放量+国产替代持续”的基本面
改善。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杨德龙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当行业景气度上升时，企
业的盈利往往更容易超出预期，
行业的整体好转为企业提供了更
有利的市场环境和更多的商业机
会。此外，一些公司之所以能在
行业中脱颖而出，除了受益于行
业趋势外，还因其出色的公司治
理结构和经营策略，带来更多的
商业机会和收益。

“投资者在制定投资策略时，
依然需要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
面、行业趋势、宏观经济环境以及
市场情绪。对于业绩预喜的公
司，投资者可以关注其业绩增长
的可持续性，同时考虑分散投资
以降低风险。”巨丰投顾高级投
资顾问陈宇恒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

11家上市公司半年度业绩预喜
其中6家净利润或同比倍增

本报记者 李 婷

6月18日晚，宁德时代官微发
布消息称，由宁德时代与北汽集
团、京能集团、小米集团等共同投
资建设的北京时代电池基地项目
举行开工仪式。

该基地系宁德时代在华北地
区的首座电池厂，项目将分两期建
设，计划于 2026年投产，为北汽、
小米汽车、理想汽车等新能源整车
企业配套，进一步完善北京新能源
智能汽车产业链。

中国数实融合 50人论坛智库
专家洪勇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在当前电池产能充足的背景
下，电池厂与车企合资建厂的优
势在于深度绑定双方利益，确保
电池供应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减
少供应链风险。这种方式还能促
进定制化电池解决方案的开发，
满足车企特定性能需求，增强车
辆竞争力。同时，联合研发能加
快新技术应用，如快充技术、电池

回收等，共同推进新能源汽车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

牵手北汽、小米共建电池厂

北京时代电池基地项目按照
“灯塔工厂+零碳工厂”高标准设
计，采用宁德时代最先进的高节
拍、高自动化率、高柔性化产线，建
成后将为北汽、小米、理想等京津
冀车企客户提供稳定量产、高质量
的电池产品。

另据天眼查信息显示，北京时
代动力电池有限公司成立于今年
5月 17日，注册资本 10亿元，由宁
德时代、北汽海蓝芯能、京能科技，
小米汽车共同投资设立。其中宁
德时代持股51%，北汽海蓝芯能源
持股39%，京能科技持股5%、小米
汽车持股5%。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北京时
代电池项目开工的同时，宁德时
代还宣布与北汽集团签署深化战
略合作协议，在新一代智能底盘

方面，双方将针对下一代纯电动
平台CIIC滑板底盘项目开展深入
合作。

早在 2022 年，宁德时代与北
汽集团就确定战略合作。此次深
化合作的同时双方还极推动多项
创新，包括在换电业务领域以及新
一代平台关键技术合作等。

黄河科技学院客座教授张翔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电
池企业和车企上下游合资已经是
较为成熟的商业模式，合资模式形
成了车企和动力电池企业间双赢
的模式，电池企业实现了与客户的
进一步绑定，车企实现了供应链的
稳定。

公开信息显示，此前，宁德时
代已与多家大型车企成立合资公
司，包括上汽、广汽、东风、吉利、长
安等。

业内人士认为，此前宁德时代
与车企合作电池厂主要集中在福
建、四川、江苏等南方地区，而此次
北京时代电池生产制造基地项目，

进一步完善了宁德时代北方基地
布局。

另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
新联盟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
国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160.5GWh，
累计同比增长34.6%。其中，宁德
时代装车量为74.26GWh，市场份
额持续提高。

携手产业链加码区域合作

在持续深化与车企的“战略联
盟”同时，宁德时代也在加大区域
合作。

对于此次北京时代项目落地，
宁德时代表示，将带动更多的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落地京津冀，提高京
津冀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生态整
体竞争力，助力当地经济发展。未
来将持续采用领先的技术、产品和
解决方案，与北京市共同推进交通
电动化及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等
领域合作，同时携手北汽集团、京
能集团和小米集团等企业共同打

造一批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北
京样板”。

6月17日，天津市与宁德时代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
方将在新能源电池产业链供应链
资源、可再生能源投资开发和储能
应用、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布局等
深化合作。

洪勇表示，龙头电池厂与地方
政府的战略合作，不仅助力龙头企
业拓宽发展空间，锁定区域市场份
额，还为地方带来先进技术和产业
投资，促进区域新能源产业链集
聚，带动就业与经济增长。

同时，洪勇建议，各地发展
新能源应注重差异化定位，结合
本地资源优势，打造特色产业集
群；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优化
营商环境，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入驻；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加速科技成果转换；同时，注重
绿色发展，构建循环经济体系，
确保新能源产业的环境友好与
可持续性。

北京时代电池项目开工 宁德时代牵手车企加码区域合作

本报记者 陈 红

6月19日，和林微纳披露了其
对上交所2023年年报问询函的回
复，就问询函关注的公司业绩、毛
利率、经营风险及应对措施等问题
进行了说明。

根据问询函，上交所要求和林
微纳说明公司营业收入下滑的原
因及合理性。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3年，
和林微纳营业收入分别为3.7亿
元、2.88亿元、2.86亿元，2023年度
较2021年度累计下滑22.79%。其
中，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业务2023
年收入为5786.96万元，较2022年

度下滑52.34%，较2021年度累计
下滑62.93%，是公司营业收入下
滑的主要原因。

和林微纳在回复中表示，半导
体芯片测试探针业务收入下滑由
于下游客户需求下降。

和林微纳半导体芯片测试探
针下游客户主要为IDM厂商、封测
厂商等半导体企业。2023年，受半
导体周期变化等因素影响，终端消
费市场景气度及需求下降，和林微
纳下游客户整体排产节奏放缓、需
求下降。同时，部分客户由于前期
备货较多，2023年仍处于消化前期
库存阶段，导致新增备货需求出现
阶段性调整。

面对上述情况，和林微纳表
示，将继续保持高强度研发投入、
持续丰富和优化产品；并将积极开
发客户并且为客户提供高效的测
试方案，同时加大对市场空间的拓
展力度，以减缓行业风险对公司业
务的冲击。

对于问询函提到的半导体
芯片测试探针毛利率大幅下滑
的原因，和林微纳解释称，2023
年度，公司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
产 品 毛 利 率 比 2022 年 度 下 降
17.54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产品
的销售结构发生变化及单位成
本上升。

为保障探针产品的质量及最

终降低产品成本，2023年，和林微
纳探针部分组件由外购转为自
制，由于当期产量下降，规模效应
尚未显现，产品生产成本较2022
年度有所上升。随着探针部分组
件的自制工艺优化以及规模效应
逐渐体现，“预计后续将带动探针
单位成本下降。”和林微纳在回复
中表示。

关于“是否存在持续亏损风
险”，和林微纳在回复中表示：

“结合公司目前在手订单、业务开
拓、产能规划等情况，随着未来下
游行业需求改善、新产品和新客
户开发不断推进，以及募投项目
的产能释放，未来持续亏损风险

可控。”
具体来看，在手订单方面，

截至2024年6月13日，和林微纳
在手订单合计1.11亿元。受半导
体行业、下游消费电子领域市场
需求下降的影响，目前公司在手
订单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和林
微纳表示：“预计随着半导体行
业库存消化，下游行业需求逐步
恢复，公司在手订单情况将有所
改善。”

业务开拓方面，和林微纳在
MEMS领域持续实现新产品开发
并量产。“预计新产品的开发、推广
将为公司收入规模及盈利水平改
善提供支撑。”

和林微纳回复年报问询函：未来持续亏损风险可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