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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莲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
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
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培
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大
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

对此，笔者认为，以传统能源为
例，在“双碳”目标下，如何稳定发挥
其原有“压舱石”作用，又能有序实
现绿色低碳转型，则需要在关键核
心技术上下功夫。

国家能源局7月25日召开科技
创新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要
求，能源行业要纵深推进能源技术
革命，统筹用好能源科技创新资源，
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装备攻关，深化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加快构
建支撑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新型能源
科技创新体系，不断强化科技创新
对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

笔者认为，传统能源在绿色低
碳转型过程中，要不断利用关键技
术对其进行升级。近期，煤电低碳
化改造方案成为火电企业转型的重
要抓手，也为传统能源转型提供了
新路径。

7月15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
布的《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行动方
案（2024—2027年）》提到，利用风
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富余
电力，通过电解水制绿氢并合成绿
氨，实施燃煤机组掺烧绿氨发电，替
代部分燃煤。改造建设后煤电机组
应具备掺烧10%以上绿氨能力，燃煤
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

据了解，在“双碳”目标下，传统
火电行业正面临升级转型压力，国
内以国家电投、国家能源、上海电气

为代表的多家公司，已联合各高校
及研究院开展掺烧技术的研究合
作，实现了包括掺烧设备、掺烧技术
等多方面的技术突破，也成为行业
转型的突破口。

国家能源局于今年3月份发布
的《2024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明
确，要深入探索火电掺烧氢、氨技
术，并强化试点示范。

在笔者看来，在政策的推动下，
传统火电行业未来将不断通过与清
洁能源技术耦合来实现低碳转型。

传统能源利用关键技术来实现
低碳转型不仅局限于此，除了上述煤
炭与绿氢耦合技术实现煤炭清洁转
化利用以外，不少企业目前已经完成
了低成本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CCUS）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以减少
化石能源使用过程中的碳排放。

目前，新能源还不能完全替代
传统能源，传统能源在未来很长时
间都将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在实
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传统能源
必须加速低碳转型，这就需要在关
键核心技术上下功夫，不仅要加大
能源行业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还
要用好关键技术。

具体来看，一方面，针对煤炭、
石油、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加强
清洁燃烧、高效转化、污染物控制等
关键技术的研发，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降低碳排放。另一方面，推动多
能互补、综合能源系统等技术的研
发，实现不同能源种类之间的优化
配置和协同运行，提高能源系统的
整体效率和可靠性。

传统能源只有不断依靠关键核
心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才能有效提
升我国能源技术的创新能力和核心
竞争力，为传统能源转型提供有力
支撑和可持续发展。

传统能源加速转型要用好关键技术

本报记者 李 勇

7月31日晚间，凌钢股份披露公
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凌源钢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凌钢集
团”）于当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公司股票339.59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12%。增持后，凌钢集团在凌
钢股份的持股比例上升到35.64%。

股价方面，凌钢股份7月31日股价
持续震荡走高。截至当日收盘，公司
股价报收于1.37元/股，涨幅3.79%。全
天共计成交15.88万手，成交额2143万
元，较前一个交易日明显放大。

公开信息显示，凌钢股份主营
业务为冶金产品生产、经营、开发，
及黑色金属矿石开采、洗选、深加工
等。主要产品有热轧中宽带钢、圆
钢、螺纹钢、线材、焊接钢管等。

公告显示，凌钢集团计划自
2024年7月29日起12个月内，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增持凌钢股份A股股份，
拟累计增持金额上限为人民币8000
万元，增持金额下限为人民币4000万
元（含2024年7月31日已增持金额）。

“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增持行为，

通常被视为对公司未来发展有信心
的体现。”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
生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
和未来发展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
其增持行为也可以视为向市场传递
出公司价值被低估，或未来发展前
景良好的信号。

此外，公告显示，凌钢集团本次
增持计划并不设定价格区间，将根
据凌钢股份近期股票价格波动及市
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

新热点财富创始人李鹏岩表
示，增持时不设定价格区间将更
加灵活，增持方可以根据市场情
况和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
判断，灵活地选择增持的时机和
价格。

“近年来，受上游原料、燃料价
格高企及下游市场需求不足等因素
影响，钢铁企业整体经营压力较
大。”李鹏岩表示，今年以来，钢铁行
业整体经营形势有所好转，重要股
东的增持以及上市公司推出的回购
计划，将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提振
投资者信心。

凌钢股份获控股股东增持

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

本报记者 陈 潇

7月31日，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
地产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取消商品
住房销售价格指导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通知》显示，经市政府
研究，住房保障部门不再对新建商
品住房销售价格进行指导，开发企
业按照自主定价进行销售、办理商
品房预（销）售许可（备案）手续。

今年以来，郑州已接连出台二
手房“以旧换新”、住房贷款“商转
公”等新政，以期激发市场活力。同
时，合理控制和优化宅地供应，推进
保交房各项工作，支持地方国企收
购存量新房等政策亦陆续出台。

此 前 ，郑 州 已 取 消 限 购 、限
售。2023年9月份，郑州市住房保
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发布《关于进一
步支持合理住房需求的通知》提
出，取消二环内住房限购政策等购
房消费限制性规定，取消住房销售
限制年限规定，支持居民刚性和改
善性购房需求。

2023年11月份，郑州调整土拍
规则，此后发布的8宗涉宅地块出让
公告中，7宗地块不再设置熔断价

格，这也意味着郑州取消地价限制。
中指研究院河南公司总经理梁

波涛表示，此次政策调整后，意味着
郑州房地产限制性政策已全面解
除，商品住房市场回归高度市场化
运行。此外，取消限价有助于引导
市场供应高品质商品住宅，推动住
房供给结构优化，更好满足居民改
善性住房需求，对于房地产市场健
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各地地价
限制已基本取消。同时，除一线城
市外，大部分城市已经基本解除商
品房限购。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
指导则被认为是未来房地产政策进
一步调整的方向。

据中指研究院统计，今年以来，
沈阳、兰州、郑州、宁德等城市明确
不再实施新建商品销售价格指导，
另有阳江、珠海、芜湖等城市优化限
价政策，如缩短备案价格调整时间
间隔、取消楼层差价限制等。

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
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此次政策的发布，有利于
开发商更好地自由调整价格或进行
促销活动，缓解资金链紧张的局面。

郑州取消新建商品房价格指导

本报记者 赵彬彬

7月 31日晚间，国内儿童药行业
龙头华特达因披露了 2024 年半年
报。公告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
业收入约 11.54亿元，同比增长 0.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3.32亿元，同比增长 3.12%。同时，公
司还首次推出中期分红计划，拟每 10
股派现5元（含税）。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上
半年，我国医药制造业营业收入为
12352.7亿元，同比下降 0.9%；利润总
额为1805.9亿元，同比增长0.7%。

“上半年，在行业景气度较为平淡
背景下，公司聚焦儿童药赛道，通过加
大研发投入和市场开拓力度，助力公司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实现双增长。”华特
达因相关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持续聚焦儿童药赛道

据了解，华特达因前身山大华特
曾是一家多元化上市公司，业务涵盖
医药、环保、教育等多个领域。2021
年 8月份，公司换届后启动了战略大
调整，从一家多元化企业向专注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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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上半年，公司通过多种方
式，积极推进动教育业务剥离。

“只有聚焦主业，才能让有限的资
源实现最优化配置，进而推动主业快
速发展壮大。”华特达因总经理杨杰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
几年，华特达因不断剥离非主业，大力
发展医药主业。

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华特达
因医药板块业务收入为11.36亿元，占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98.44%。报告

期，公司明星产品伊可新维生素 AD
滴剂继续保持了市场领导者的地位，
并实现了终端用量的稳步增长。

“上半年，我国医药行业总体增长
较为缓慢。”清晖智库创始人宋清辉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需求增长放
缓，医药企业数量有所增加的背景下，
行业呈现出持续的存量竞争和增量博
弈态势，企业竞争有所加剧。

对此，前述华特达因相关人士表
示，面对市场竞争的持续加剧，公司坚
持聚焦医药主业，进一步加大新药的
研发力度，持续丰富产品矩阵，致力于
每年推出 1 个至 2 个新的儿童药品
种。报告期内，公司 5个儿童药研发
项目被列为科技部重大专项，研发计

划按期推进，5个项目均已完成考核
节点，并完成3项新产品申报。

拟实施分红回报投资者

华特达因半年报的另一大亮点，
是首次推出了中期分红。公告显示，
公司拟以总股本 23433.15 万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5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1.17
亿元（含税）。

华特达因表示，公司十分注重对
投资者的回报，在保障公司发展所需
资金基础上，公司会充分考虑股东的
利益，并积极进行现金分红。

事实上，华特达因已连续十二年实

施现金分红。最近的一次在今年5月16
日，公司实施了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现金分红方案为每10股派现20元
（含税），共计派现4.69亿元（含税），占公
司2023年度净利润的80.08%。

济南大学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刘坤
认为，上市公司推出中期分红是一个
积极信号，通常表明公司经营状况良
好，有足够的现金流和盈利能力来支
持这样的分红决策。同时，增加中期
分红，对上市公司也是鞭策，能够促进
优胜劣汰，实现高质量发展。此外，长
期投资者对于稳定的分红收入也比较
看重，进行中期分红，有助于吸引和留
住这类投资者，对企业的发展和资本
市场的稳定都有益处。

华特达因上半年业绩稳步增长
拟首次实施中期分红

本报记者 李亚男

7月31日晚间，立华股份披露2024
年半年度报告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实
现营业收入约78.05亿元，同比增长
12.1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约5.75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立华股份表示，公司报告期内黄
羽肉鸡出栏同比增长10.69%，叠加养
殖成本回落，养鸡板块实现较好盈
利。同时，国内生猪价格回暖，公司养
猪板块实现盈利。

业绩报告显示，报告期内，立华股
份黄羽肉鸡业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约
67.9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81%；
商品肉猪业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约
8.9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87%。

具体来看，上半年，立华股份销售
肉鸡（含毛鸡、屠宰品及熟制品）2.35亿
只，同比增长10.69%。价格方面，上半
年公司商品鸡销售价格13.21元/公斤，

同比上升0.23%。
立华股份表示，成本端的持续下

降，为公司黄羽肉鸡业务创造了较大
的盈利空间。

上海钢联农产品事业部鸡业分析
师邹雨微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黄羽鸡养殖成本主要包括饲
料成本和鸡苗成本，其中饲料成本占
比约70%至75%。

立华股份表示，报告期内，公司斤
鸡完全成本为6.1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3.48%。其中，第二季度斤鸡完全成
本下降至5.9元。

“上半年黄羽鸡养殖企业皆有盈
利，且慢速鸡占比较高的养殖企业利
润更为可观。”邹雨微表示，饲料价格
对养殖利润的影响较大。目前，黄羽
鸡养殖企业成本处于低位水平，对企
业盈利有部分影响，但最终还是由供
需关系决定企业盈利水平。

肉猪业务板块方面，业绩报告显

示，立华股份报告期内累计销售肉猪
43.49万头，同比增长18.83%。销售均
价15.92元/公斤，同比增长7.13%。

立华股份表示，肉猪养殖成本方
面，三月份公司斤猪完全成本已经低
于8元，第二季度斤猪完全成本进一步
回落至7.4元。

卓创资讯生猪分析师范晴晴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据了解，当前主
流生猪养殖成本在14元/公斤至15元/
公斤之间，也有企业养殖成本在14元/
公斤以下。今年由于饲料原料价格较
低，企业养殖成本并不高，在一定程度
上也增厚了养殖企业利润。当下，养
殖企业除了持续降低成本外，还要根
据自身养殖节奏来控制出栏量，以保
证企业盈利。

上海钢联数据显示，自3月15日猪
价上涨以来，生猪养殖企业利润开始
出现转正。当前国内生猪养殖企业自
繁自养利润为627.28元/头，5.5个月前

外购仔猪利润为505.48元/头。
另据猪易通数据，7月31日全国外

三元生猪均价报19.56元/公斤，单日涨
幅0.17元/公斤。

对此，布瑞克农业大数据高级分
析师徐洪志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近期大部地区猪价上涨，基本原因是
现阶段生猪整体供应处于阶段性和结
构性短缺，出栏规模下降，叠加二次育
肥活跃，共同支撑猪价走强。

范晴晴补充表示，临近7月末，生
猪养殖端已缩减出栏量。同时，进入8
月份，养殖端压栏增重，放缓出栏速
度，预期8月份生猪价格仍有上涨动
力。在上述因素影响下，养殖端及市
场看涨情绪浓厚，对近期生猪价格上
涨形成支撑。

此外，多位受访人士向记者表示，短
期来看，猪价上涨动力十足，有助增厚生
猪养殖企业盈利。而黄羽鸡市场受生猪
景气度带动，有望实现共振上行。

养殖行业持续回暖 立华股份上半年同比扭亏为盈

本报记者 贾 丽

今年以来，智能手机市场景气度持
续 提 升 。 7月 31日 ，市 场 研 究 机 构
Canalys发布报告显示，2024年第二季
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达2.889亿台，
同比增长12%。

“随着5G网络覆盖范围的扩大和
AI相关技术的成熟，今年第二季度各大
智能手机制造商纷纷推出5G、AI新机
型，吸引了大量消费者对手机进行升
级换代。此外，新兴市场的消费需求
日益增强，加之供应链效率提升，使得
智能手机更具性价比，进一步提升了
市场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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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Display首席分析师林芝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市场恢复以及
手机厂商积极为即将来到的传统销售
旺季建立库存，生产手机所需的元器
件、零部件等组件需求或将水涨船高，
叠加低价部件库存逐步耗尽，厂商下半
年成本压力或将持续增大。”

智能手机出货量强劲增长

Canalys报告显示，全球智能手机

出货量已连续三个季度实现正增长。
品牌方面，今年第二季度，三星出货量
达5350万台，位居第一。苹果以4560万
台出货量紧随其后。小米逼近苹果，出
货量达4230万台，位居第三。vivo和传
音分别位列第四位和第五位。

“近段时间，全球手机市场的表现
体现了行业发展的新趋势。智能手机
出货量实现同比双位数增长，表明市场
复苏势头强劲。值得一提的是，各大品
牌在不同市场也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例如，三星和苹果选择在成熟市场稳固
地位，而其他品牌则在新兴市场积极布
局。此外，AI机型已经成为主流手机厂
商在高端市场竞争的主战场。”中国数
实融合50人论坛智库专家洪勇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聚焦国内智能手机市场，行业步入

复苏通道趋势更为显著。从2024年上
半年来看，国内手机和智能手机出货量
创近3年新高。中国信通院于7月29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国内智能
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14.3%；1月份至6
月份，智能手机出货量达1.39亿部，同
比增长11.6%。

受市场持续升温带动，主流手机厂
商出货量差距逐步缩小，国内手机品牌
厂商也正以AI手机、折叠屏等创新产品

向全球高端市场发起新的冲击。谈及
手机厂商的竞争策略，Canalys高级分
析师Sanyam Chaurasia表示，在下半年，
三星将专注于整合其Galaxy AI生态系
统，苹果也将通过展示其AI战略，来吸
引成熟市场提高换机升级需求。与此
同时，在国内市场，中国本土品牌将利
用生成式AI特性，在高端智能机领域实
现差异化。

“预计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新兴市场
的崛起，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望在未
来几年内继续保持稳定增长。”钉科技
创始人丁少将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国内品牌若希望以AI创新走出差异化
道路，则需要继续升级AI能力，探索一
些爆款应用。

关键环节产品价格走强

目前，苹果、华为、三星等AI手机新
品均已蓄势待发，有望在下半年登陆市
场。与此同时，手机市场的温度上升，
也在持续带动上游存储芯片、存储器等
关键环节产品价格走强，并对手机市场
价格走向产生影响。上述Canalys发布
的报告显示，因预期未来成本将上涨，
多个手机品牌已在新兴市场准备库存。

据了解，存储芯片、屏幕等手机产

品核心组件价格，今年以来都有不同程
度上涨。一加中国区总裁李杰于近日
表示，随着手机核心SoC芯片的制程进
步，以及性能、AI等能力的提升，每一代
旗舰芯片的成本都在上升，内存价格也
在持续上涨。

Canalys高级分析师朱嘉弢表示，
随着手中较低价格的零部件库存储备
从今年第一季度末开始逐渐耗尽，给专
注于大众市场的品牌带来了压力，因为
其对于大内存、屏幕和摄像头等组件的
需求依然高涨。为应对这一挑战，新兴
品牌应该细化地区经营策略，以在高运
营成本下平衡市场扩张。

同时，不仅是手机终端厂商，产业
链上市公司也在通过积极备货、扩张等
方式应对市场变化。面对投资者关心
的存储芯片价格上涨及库存问题。例
如，存储产品供应商江波龙表示，公司
今年新增加了以OPPO为代表的大客
户，对公司的产品持续供应能力有较高
的要求，公司相应增加备货。

“下半年，国内手机产业链厂商继
续加大在AI技术领域研发投入的同时，
应优化产品组合、加强本地化运营，以
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此外，有效管理
渠道库存，防止价格体系紊乱，也是厂
商保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洪勇说。

智能手机市场景气度提升 手机厂商将直面组件涨价

记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