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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雨瑶

7月9日晚间，赛力斯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639亿元至 660亿元，同比增长
479%到 498%；预计归母净利润为 13.9亿元到 17亿
元，同比扭亏为盈。

今 年 上 半 年 ，赛 力 斯 新 能 源 汽 车 累 计 销 量
200949辆，同比增长348.55%。赛力斯汽车与华为联
合推出的问界系列产品收获市场广泛关注。

数据显示，2024 年上半年，问界全系累计交付
181153辆新车。其中问界M9上市以来累计大定超
10万辆；SUV问界新M5上市累计交付破1万辆；问界
新M7上半年累计销量突破11万辆，为公司盈利持续
性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近日，赛力斯与华为签署进一步深化联合业务合
作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联合业务优势，将问界打造
为世界级新豪华汽车领先品牌。据悉，更多问界新品
也将在年内陆续推出。

作为与华为深度绑定的合作车企之一，赛力斯斥
资 25亿元从华为手中购回“问界”商标一事，引发业
界对公司未来盈利持续性的担忧。

7月2日，赛力斯正式对外宣布，公司控股子公司
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将用 25亿元从华为手中拿下
919项商标（涵盖了问界系列的每一个文字与图形细
节）以及44项外观设计专利。经评估，上述标的资产
市场价值合计102.33亿元。

赛力斯称，该交易不影响双方联合业务的开展，
并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关系。同时，标的资产将专用于
双方联合业务。

华为同样表示，将继续支持赛力斯造好问界、卖
好问界。华为一贯坚持不造车，而是利用领先的智能
网联汽车技术，持续帮助车企造好车、卖好车。

多数业内人士认为，从华为手中低价购回“问界”
商标等资产，于赛力斯而言，属利好消息。

“此次商标等资产的转让，可以视作是华为与赛
力斯合作模式的一种深化与明确。”中国金融智库特
邀研究员余丰慧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华为通过转
让问界品牌，实际上是将品牌运营的主动权交给赛力
斯，自己则专注于提供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解决方案。
同时，赛力斯可以通过自有品牌‘出海’，减少对单一
合作伙伴的依赖，增加国际市场的认可度和竞争力，
加速其国际化进程。”

去年以来，赛力斯凭借问界新M7、问界M9的热
销，一改此前低迷状态，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迅速崛起，
并逐步在行业内站稳脚跟。

今年第一季度，赛力斯实现盈利，净利润达2.2亿
元，营业收入更是高达 256.61亿元。业内普遍认为，
随着M5、M7新款上市订单快速积累，以及高售价、高
毛利车型M9交付进一步放量，公司盈利能力有望随
规模效应提升而步入上行周期。

在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书长张翔看来，购回
“问界”商标后，赛力斯的话语权更强，产品竞争力不
会因此减弱。“赛力斯的汽车仍搭载着华为的系统，同
时仍会借助华为的线下店卖车，销量并不会因问界品
牌转让而受到影响。”

赛力斯预计上半年同比扭亏为盈
净利润最高达17亿元

本报记者 李如是

7月9日晚间，神农集团披露2024年半年度业绩
预告。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4年上半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 亿元至
1.28亿元，同比增长139.42%至148.52%。

神农集团表示，今年上半年业绩实现大幅增长，
主要来自生猪养殖业务盈利。首先，上半年生猪价格
持续上涨，商品猪销售均价 14.70元/公斤，同比增长
5.60%；其次，猪饲料原料价格下跌；同时，公司强化
细节管理，进一步提升产能利用率和生产管理效率，
养殖成本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据广发证券农业资深分析师钱浩分析，受益猪价
上行与养殖成本下行，生猪养殖已经回归较好盈利水
平。

从供给端来看，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23年 1
月份至 2024年 4月份，能繁母猪存栏量连续 16个月
环比下降，从4367万头降至3986万头，逐步回归到绿
色区域。

钱浩表示，随着产能去化效应逐步显现，第三季
度行业整体生猪供给量仍将继续下滑，达到本轮周期
供给低位。同时考虑到生猪行业将迎来需求季节性
回升，预计第三季度整体供需水平将持续改善，驱动
猪价继续上行。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农
业农村部猪肉全产业链监测预警首席分析师朱增勇
对《证券日报》表示：“结合前期产能调减情况和当前
猪价走势综合研判，下半年猪价总体将呈季节性上涨
走势，行情或明显好于去年同期。不过，猪价大幅上
涨的可能性比较小。”

神农集团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公司自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来，利用募集资
金和自有资金全面强化生猪产业链的各业务环节，
引入国际先进的猪场设计和管理理念，推动符合环
保和产品安全要求的规模化、现代化、生物安全化生
猪养殖场建设。养殖厂养殖条件的不断优化，以及
智能化设备的高效利用，让公司生猪养殖效率得到
提升。”

截至今年4月份，神农集团生猪养殖完全成本约
为 14.2元/公斤，仔猪断奶成本为 320元左右。进入
生猪养殖成本控制第一梯队。

对于公司未来发展，上述负责人表示：“公司建立
了集饲料加工和销售、生猪养殖和销售、生猪屠宰、食
品加工销售等业务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其中，多个
饲料、养殖项目在广西、广东等地落地建设，子公司云
南澄江神农食品有限公司也建成了高规格的食品深
加工厂，有望通过各板块产能匹配关系，降低整体成
本水平。”

神农集团上半年
净利预增139.42%至148.52%

本报记者 徐一鸣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7
月9日记者发稿，已有403家A股上
市公司披露2024年上半年业绩预
告。其中，有251家预计净利润（上
限）实现同比增长，占比超六成。

具体来看，金力泰、凯中精密、
永东股份、鲁北化工等7家公司预
计净利润同比增长超1000%。包括
微电生理、韦尔股份、中捷资源、三
峡水利、澜起科技等在内的85家公
司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超100%。

以凯中精密为例，公司预计今
年上半年净利润为7000万元至
9000万元，同比增长1068.44%至
1402.28%。对于业绩大幅变动的
原因，凯中精密表示，伴随着新能
源汽车三电集成化、高压化、轻量
化，以及自动驾驶、车路云协同技
术发展，市场对高技术要求的精密
嵌塑零组件需求快速增长，公司新
能源精密连接器等产品订单需求
旺盛、定点项目量产后进入密集交
付期，销售收入较快增长。同时，
公司运营效能持续提升，新型工业
化智能制造技改收效逐步释放，主

营业务业绩进一步提升。
“上市公司良好的业绩表现，

能显著提升投资者信心，也有利于
提高市场整体估值。”中亲农有限
公司总裁支培元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市公司盈
利能力的增加有助于带动上下游
产业链协调发展，推动产业规模不
断扩大。

分行业来看（按申万一级划
分），上述251家公司中，有28家属
于电子行业公司，数量居首。“电子
行业在经历2023年去库存后，今年
以来，元件、半导体、消费电子、光
学光电子等公司产能利用率明显
提升，产品不断向市场渗透，不少
公司进入业绩兑现期。”中国企业
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元件公司方正科技表示，今年
上半年，公司前瞻性预判客户技术方
向和产品要求，对国内工厂进行技术
能力升级，高端产品产能大幅提升。
此外，公司积极布局高增长领域，持
续优化客户群和产品订单结构等，公
司主要经营指标稳步提升。

半导体公司韦尔股份称，今年

上半年，市场需求持续复苏，下游
客户需求有所增长，伴随着公司在
高端智能手机市场的产品导入及
汽车市场自动驾驶应用的持续渗

透，公司营业收入实现了明显增
长，整体业绩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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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6G、AI等技术不断发
展，为电子行业带来了较大的市场
机遇，产业链公司需要不断创新和
提升产品品质，以满足市场需求。

251家上市公司上半年净利润预增
电子行业表现亮眼

本报记者 李亚男

7月9日，中晟高科发布2024年
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亏损
1600万元至2000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亏。

对于上半年业绩亏损，中晟高
科称，是子公司中晟新材料科技(宜
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晟新
材”）主营的润滑油业务不佳所
致。同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出售
预案，拟通过在苏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售
持有的中晟新材100%股权。

若上述资产出售完成，中晟高
科将退出润滑油业务，聚焦环保业
务。7月9日，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润滑油行业竞争激烈且基础油价
格高企，该业务毛利率仅为1.21%，
一定程度上拖累了公司业绩。公
司环保业务板块以污水处理设施
委托运营业务为主，毛利率较高，
但从近期来看，难以弥补润滑油业

务产生的亏损。”

剥离润滑油业务

公告显示，中晟高科拟通过苏
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挂牌
转让方式出售中晟新材，交易对方
将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本次交易
对价。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以2024
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中晟新
材全部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4.57亿
元，增值率为7.83%。

中晟高科拟以评估结果4.57亿
元作为首次挂牌价格，成交价格以
挂牌结果确定。如本次公开挂牌
期满，无符合条件的受让方，则公
司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标的资
产后续处置相关事项。

中晟新材于2023年10月份设立
以来，主要承接母公司中晟高科的润
滑油业务，主要产品包括变压器油、
内燃机油、液压油、溶剂油及其他润
滑油剂等系列产品，主要应用于汽

车、机械、船舶、冶金、电力等领域。
汽车市场的不断升温及国内

润滑油市场消费能力的提升，加之
国外各大润滑油品牌纷纷抢占中
国市场，使得国内润滑油市场呈现
出供需两旺、竞争激烈的特点。排
排网财富研究部副总监刘有华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润滑油企业
需要不断引入新技术、新工艺和新
材料，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以满
足市场和客户的需求，才能带来新
的利润增长点。

中晟高科工作人员对记者表
示，近年来，公司润滑油业务板块
成本上升较快，而收入难以完全覆
盖日渐增长的成本，该板块毛利率
一直极低。数据显示，公司润滑油
业务毛利率已从上市前2015年的
16.70%下滑至2023年的1.21%。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晟
新材《模拟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数
据，作为润滑油业务的经营主体，中
晟新材2022年、2023年分别实现营
业收入3.61亿元、3.8亿元，净利润分

别为-2922.35万元、-4053.71万元，
亏损幅度不断加大。2024年1月份
至4月份，中晟新材实现营业收入
1.11亿元，净利润-1627.63万元。

中晟高科表示，本次交易完成
后，中晟新材将不再纳入上市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上市公司将通过出
售资产回笼部分资金，聚焦于环保
业务发展，预计将对上市公司未来
盈利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瞄准新能源新科技领域

目前，中晟高科以润滑油业务
和环保业务双主业模式运行。在
剥离润滑油业务板块后，公司将专
注于环保业务。

“对于上市公司来讲，润滑油
业务已难以作为主业之一来驱动
公司发展。”上述工作人员说。

业绩预告显示，今年上半年，
中晟高科环保板块新增订单量下
滑，环保收入减少，营业利润虽为
正值，但同比下降。

“公司所在的环保行业增速虽
然在放缓，但未来发展仍是向好状
态。从毛利率来看，行业增速放缓
的情况下，公司2023年环保业务毛
利率也达到23%以上，盈利仍有向
上发展空间。”上述工作人员表示，
剥离润滑油业务后，公司可以获得
现金对价，增厚营运资金储备，也
便于公司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寻求
新的利润增长点。

中晟高科在公告中表示，通过润
滑油板块“整体下沉”及出售，上市公
司将成为集团型平台架构，引领环境
板块、能源贸易板块作为基础支撑，
利用资本和资源优势，瞄准新能源、
新科技领域，拓展新增板块。

黑崎资本首席战略官陈兴文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环保+
新能源’‘环保+新材料’‘环保+资
源化’等多元化发展路径已是目
前环保企业的普遍选择，这些战
略不仅能帮助企业拓展业务范
围，更是在寻找新的增长点和竞
争优势。”

润滑油业务拖累业绩 中晟高科拟4.57亿元出售中晟新材100%股权

本报记者 丁 蓉

7月9日，世运电路披露关于股
东权益变动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
的提示性公告。根据公告，公司控
股股东新豪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豪国际”）、实际控制人
佘英杰与广东顺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顺控集团”）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新豪国际向顺
控集团协议转让世运电路 1.71 亿
股，占世运电路总股本的 25.90%。
本次转让完成后，世运电路控股股
东将由新豪国际变更为顺控集团，

实际控制人将由佘英杰变更为顺
德区国资局。

世运电路方面表示，这次交易
将引入国资股东，有助于公司优化
股东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
提升公司的资信能力及抗风险能
力，增强公司的品牌、资金和市场开
拓能力，将集中双方资源及所有平
台优势，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根据公告，此次股权转让后，新
豪国际持股比例变更为22.02%，顺
控集团及其关联方广东顺德科创璞
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
合计持有世运电路29.19%的股份。

本次交易还需要经过尽职调查、国
资审批等环节后，方可实施。

据悉，顺控集团为国有资本投
资公司。近年来，顺控集团着力发
挥国有资本投资引导和结构调整
作用，优化国企资源配置，探索发
展新兴产业，推动优势产业集约发
展。目前业务涉及公用事业、城市
综合开发、产业投资、科创金融等
多个领域。

世运电路近年来业绩持续增
长。2021年至2023年，公司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10
亿元、4.34亿元、4.96亿元。公司日

前发布 2024年上半年业绩预增公
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2.75 亿元至 3.15
亿元，同比增长40.34%至60.75%。

世运电路深耕印制电路板行
业多年，汽车应用市场是公司目前
最大的销售业务板块。同时，公司
提前布局应用于人工智能服务器
等产品的印制电路板，积极把握人
工智能发展浪潮下的新机遇。

印制电路板是电子产品的关
键互联件，绝大多数电子设备及产
品均需配备印制电路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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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制电路板作为

‘电子产品之母’，下游应用领域十
分广泛，市场前景广阔。近年来，
在终端产品智能化、轻薄化等发展
趋势下，印制电路板产品呈现相应
的高端化发展趋势，市场对高频、
高速、高层、高阶的印制电路板产
品的需求越来越大。”

梁振鹏表示，世运电路拟引入
国有资本股东，将有助于世运电路
紧抓本轮市场景气度上行机遇，运
用优势资源进一步优化产品布局，
加强市场开拓，提升市场地位。

顺德国资拟入主世运电路 助其拓展印制电路板业务

本报记者 袁传玺

7月9日，快手对外宣布60亿港
元自动回购计划，该计划将于今年
8月8日开始生效，至明年5月30日
完成。

据了解，快手计划自2024年股
东大会结束后开始，未来三年回购
金额不超过160亿港元的股票。而
此次60亿港元的自动回购计划，为
160亿港元三年回购计划的一部分。
截至目前，快手在今年已回购21.44亿
港元。截至7月9日收盘，快手股价上
涨4.04%，报收47.6港元/股，总市值
为2077.5亿港元。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9日收
盘，年内共有188家港股公司回购

股票，累计回购金额达1371.7亿港
元，已超2023年全年港股上市公司
的回购总额（1245.6亿港元）。

“港股上市公司回购力度逐步
加大，主要是因为公司估值处于较
低水平，而回购可以为股东带来更
大的收益。”香颂资本董事沈萌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并且，由于
部分公司没有更多资本支出需要，
也缺少更好的投资机会，所以回购
股票也是一种资产优化方式。

值得关注的是，科技和金融公
司为今年回购的“主力军”，回购金
额最高的前十家公司分别为腾讯
控股、汇丰控股、美团、友邦保险、
东岳集团、小米集团、快手、恒生银
行、太古股份公司A和长实集团。

上述10家上市公司今年总回购金
额高达1240亿港元，占所有港股公
司回购总额的90.4%。

其中，腾讯控股在今年已回购
1680万股股份，回购金额为573.59
亿港元，已经超过公司去年全年494
亿港元的回购规模，贡献了港交所
上半年上市公司回购总量的四成以
上。而据2023年年报显示，公司在
2024年度将投入不少于1000亿港元
（约合128亿美元）用于股份回购。

“港股上市公司估值水平整体
较低，无论是回购激励还是回购注
销，均能以较低成本完成。”工信部
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
和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Dante Research创始合伙人陈

达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资本
角度看，回购低价股票能提升投资
者信心，腾讯、美团等优秀公司率
先进行回购，将促使更多公司跟
随，从而令港股今年回购规模远超
去年。

此外，今年港交所库存股新规
生效，也进一步促进港股公司加大
回购力度。据了解，4月份，港交所
修订发布《上市规则》，引入新的库
存股份机制，并已在6月11日正式生
效。库存股新规明确，上市公司可
以申请豁免权，在业绩发布前的静
默期内进行股票回购。回购所得的
股份无需尽快注销，以库存股形式
存在。同时，在注册地法律和上市
公司章程允许的前提下，库存股可

以用来稳定股价、灵活融资、股权激
励、支付收购资产的对价等。

盘和林认为，新规可以让上市
公司在回购处置和股票市值管理
方面更加灵活，并且回购后不必注
销，可以以库存股形式重新卖回市
场，或将促使上市公司进一步积极
回购。

陈达表示，以往港股要求回购
的股票应该被注销，以降低股本并
提高每股收益。但新规生效后，许
多港股公司更倾向于将回购的股
票作为库存股，以便未来用于股权
激励，而不是直接注销。这种做法
既符合公司需求，也有助于吸引和
留住人才，将进一步刺激港股的流
动性，激发市场活力。

年内188家港股公司累计回购1371.7亿港元
已超去年全年回购总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