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纵深0202 2024年8月10日 星期六
本版主编：陈 炜 责 编：吕 东 制 作：曹秉琛

本报记者 李立平

8月9日晚间，藏格矿业发布2024年半年度
业绩报告，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62亿
元，实现归母净利润 12.97亿元。公司将进行中
期分红，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6
元（含税）。

藏格矿业董事会秘书李瑞雪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由于氯化钾、碳酸锂产品销售价格下
降等影响，2024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均有所下降，但为进一步提升投资者的获得
感，公司拟进行中期分红，这是继2022年以来公
司连续三年进行中期分红。同时，为维护广大投
资者利益，促进公司长远、稳定、可持续发展，公
司拟回购部分股份。

根据藏格矿业公布的半年报，上半年，公司
氯化钾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12,247.50万元，分别
实现产销 52.28万吨、54.01万吨；碳酸锂业务实
现营业收入 63,398.41万元，分别实现产销 5809
吨、7630吨，氯化钾与碳酸锂的产销完成全年目
标进度均超过50%。上半年，藏格矿业通过参股
公司巨龙铜业实现投资收益8.55亿元，同比增长
46.10%。

半年报显示，在外部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的背
景下，藏格矿业第二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1.47亿
元，环比增长 86.76%；归母净利润 7.68亿元，环
比增长45.05%。对此，李瑞雪表示，这和第二季
度氯化钾价格有所反弹相关。

藏格矿业表示，2024年一季度，氯化钾价格
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短期供需矛盾引发港口贸易
商胀库，同时，下行的价格又进一步抑制需求，导
致一季度钾肥价格整体呈宽幅下跌。自 4月份
以来，受播种前被抑制的复合肥需求释放，且港
口到货量有所回落导致供给趋弱。两相叠加，氯
化钾价格同步反弹。2024年7月9日，2024年度
的钾肥大合同价格最终锁定在273美元/吨CFR，
较去年下跌 34美元/吨。钾肥大合同的签订，为
钾肥市场明确价格底线，叠加下半年秋耕补库，
需求回暖有望对氯化钾价格形成支撑。

此外，根据藏格矿业 8月 9日同步发布的公
告，公司计划在 12个月内以不超 35.90元/股的
价格回购股份，具体回购金额将在 1.5亿元至 3
亿元之间，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在 417.83万股至
835.65万股之间。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并
减少注册资本。

藏格矿业上半年净利润12.97亿元
拟实施中期分红

本报记者 曹卫新

8 月 9 日晚间，科远智慧披露 2024 年半年
报。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8.05亿
元，同比增长16.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10 亿元，同比增长 153.55%。分季度来
看，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67亿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80.06万元；第二
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38亿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53.28万元。

作为国内领先的工业自动化与信息化技术、
产品及解决方案供应商，科远智慧的业务领域主
要围绕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而展开，致力于为工
业用户提升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公司坚持自
主创新结合技术引进，先后掌握了多项业内先进
的核心技术，如控制系统、实时数据库、云计算、
运动控制、三维数字成像、人工智能等一批核心
技术能力，提出了诸多优秀行业解决方案，在国
内工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数据显示，上半年公司工业自动化产品实现
营收6.93亿元，工业互联网及工业软件产品实现
营收 1.06亿元，对营业总收入的贡献率分别为
86.05%、13.16%。两大产品上半年的毛利率分
别为 39.75%、43.69%，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5.14%和2.10%。

科远智慧董秘赵文庆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公司业绩增长显著，主要是公司
部分下游行业受益于能源安全、信创以及工业领
域设备更新等利好影响，行业需求持续保持高景
气度。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以及合同交付进度
呈现出较好态势。”

半年报显示，上半年，科远智慧工业人工智
能业务落地逐步起量，智能监盘、无人值守以及
以打造无人电站为目标的智慧电厂等人工智能
业务持续落地实施，样板工程如大唐南电、粤电
花都等项目陆续投产，取得了较好的行业标杆效
应。与此同时，公司“出海”业务的深度布局，也
逐渐进入收获期。

“随着人工智能与工业自动化的深度融合趋
势愈发明显，工业自动化后续的高价值工业软件
应用将有望成为制造业发展趋势。公司深度拥
抱人工智能，完成工业软件应用水平的提升与高
价值使用场景的拓展。海外市场方面，公司近年
来持续加大海外业务的布局力度，坚定不移自主

‘出海’，不断提升海外本地化运营能力，公司在
海外市场的品牌影响力逐步提升。”赵文庆表示。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科远智慧 2024年上半年
的业绩表现较为亮眼，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显著
增长，表明公司在工业自动化和信息化领域的竞
争力和市场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提升。
公司在工业人工智能领域的布局也具有战略眼
光，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增长，工
业人工智能业务有望成为公司新的增长引擎，推
动公司实现更好的发展。”

下游行业需求保持高景气度

科远智慧上半年净利润
同比增长超153%

本报记者 肖 伟

近期，上海、湖北、江苏等地陆
续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交通运输设
备更新和城市公共交通新能源车替
代，对新能源公交车、出租车、网约
车占比提出明确要求。《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了解到，多家上市公司正
积极关注“油换电”“气换电”“老换
新”商机，助力城市公共出行新能源
化进程。

长沙秀峰汽车出租车有限责任

公司采购比亚迪生产的多款纯电动
汽车，为广大出租车司机带来经济
效益的同时，也积极推动城市公共
出行的新能源化。该公司出租车司
机赵卫东对记者表示：“以前公司主
要是燃油车和天然气车，每公里运
营成本较高。若是遇到酷暑寒冬，
乘客需要开空调，成本还会进一步
上升，导致司机出车积极性不高。
现在换成了比亚迪的纯电动车，每
公里成本不到 0.10元，大大提升了
出车积极性。”

除比亚迪之外，宇通客车、金龙
汽车、福田汽车等也瞄准新能源公
交车市场，纷纷推出相应产品。

宇通客车销售经理董志成向
记者介绍：“多地出台相关政策，鼓
励公交公司、出租车公司和网约车
公司换车，并为换车企业和个人提
供了一定补贴，这对公司新能源汽
车销售实属利好。目前来看，不仅
是城市公交系统看中新能源汽车
的便利性、经济性和安全性，换车
积极性较高，城乡穿梭巴士、跨城

公交、县城公交等运营方对新能源
大客车、中型客车的需求量也有明
显增长。湖南、贵州、江西、四川等
地多山多丘陵，由于新能源客车的
爬坡动力更强，对比燃油车有明显
优势，是公司一直以来关注的重点
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多地在积极推
动“油换电”“气换电”“老换新”的同
时，也在主动推进报废汽车拆解和
有价资源回收事宜。德众汽车工作
人员向记者介绍：“公司旗下的报废

汽车拆解业务近年来增长迅速，其
中有价金属如铜、铝、锌、钢等均进
行回收处理。目前，随着多地的鼓
励政策出台和落实，城市公交系统
将迎来一波‘油换电’‘气换电’热
潮，对公司的评估、回收、报废、拆解
等业务均属于利好。此外，公司也
在抓紧建设动力电池回收产能，为
本轮出租车、网约车的‘老换新’热
潮做好准备，为淘汰后的电动车安
排专业拆解和回收服务，预计这一
业务会在明年放量。”

多地推进公共交通新能源化 上市公司关注“换车”商机

本报记者 郭冀川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
信息联席分会（以下简称“乘联会”）
8月 8日发布的全国乘用车市场分
析数据显示，7月份新能源车国内零
售渗透率51.1%，较去年同期提升15
个 百 分 点 ，首 次 实 现 月 度 突 破
50%。这一数据不仅彰显了新能源
车市场的强劲增长势头，也预示着
消 费 者 对 新 能 源 车 的 消 费 预 期
提升。

根据乘联会公布的数据，7月份
新能源车市场零售 87.8万辆，同比
增长 36.9%，环比增长 2.8%。2024
年 1月份至 7月份零售 498.8万辆，
同比增长33.7%。

乘联会分析认为，国内乘用车
新能源渗透率突破 50%受到诸多因
素影响，如中国制造业不断强大带
来的产业链优势的赋能，在新质生

产力推动下，中国车企全力发展新
能源车，推动着中国汽车由大变强
等。此外，7月份国家加力乘用车报
废更新政策，纯电、插混等较常规燃
油车补贴高出 0.5万元，进一步助力
新能源车发展。

中国新能源车产销量连续多年
位居全球第一，显示出强大的国际
竞争力，随着新能源车技术的不断
成熟和市场的持续扩大，中国新能
源车产业在全球市场中占据更加重
要的地位。乘联会数据显示，7月份
新能源车出口 9.2 万辆，同比增长
1.3%，环比增长18.2%。2024年1月
份至7月份出口67.7万辆，同比增长
17.8%。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
文喜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新能
源车正在成为拉动经济和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新引擎”，新能源车市场
的快速增长将直接带动消费需求的

增加，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同
时，新能源车产业的发展也将吸引
大量投资，包括研发投资、生产投资
以及充电设施建设投资等，为经济
增长提供新动力。

柏文喜认为，中国新能源车市
场的快速发展，不仅将推动电池、电
机、电控等新能源车关键零部件制
造的蓬勃发展，还将促进充电设施
建设，从而带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
升级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
发展。

乘联会表示，近期国家“以旧换
新”的乘用车报废更新政策逐步见
效，各地相应政策措施出台与跟进，
政策推动下的消费潜力释放效果很
好。因此 7月份新能源车走势好于
乘用车厂商预测团队的预期。

6 月份，交通运输部等十三部
门联合发布《交通运输大规模设备
更新行动方案》，实施城市公交车

电动化替代、老旧营运柴油货车淘
汰更新等七大行动，促进交通能源
动力系统清洁化、低碳化、高效化
发 展 ，有 序 推 进 行 业 绿 色 低 碳
转型。

在地方层面，政策也进一步跟
进。8月 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官网
发布《上海市交通领域大规模设施
设 备 更 新 专 项 工 作 方 案（2024—
2027 年）》，计划到 2027 年底前，上
海市公交车、出租汽车全面实现新
能源化，年均更新车辆超过总量的
9%，累计更新公交车 6200辆、出租
汽车1.1万辆等。

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看，新能
源车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随着消
费者对环保、节能等理念的认可度
不断提高，新能源车的市场需求也
在持续增长，而政策的推动无疑进
一步激发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使
得新能源车市场呈现出更加蓬勃的

发展态势。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文化创意研

究所秘书长林先平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系列支持政
策出台落地，无疑将为新能源车行
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车企应该积
极响应政策，加大新能源车产品的
研发和推广力度，不断提高新能源
车产品的技术水平，以满足日益增
长的市场需求。同时，车企也应该
加强与交通管理部门等各方面的合
作，共同推动新能源车的应用和
发展。

林先平说：“在政策的推动下，
新能源车市场不仅迎来了更加广阔
的发展空间，也呈现出更加蓬勃的
发展态势。未来，随着政策的持续
支持和市场的不断扩大，我国新能
源车行业有望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
势头，并为全球汽车产业的变革和
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政策加力提振市场需求 新能源车消费跑出“加速度”

本报记者 张文湘

8 月 9 日，芯原股份发布 2024
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9.32亿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5 亿
元。其中第二季度，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6.14亿元，较第一季度环比增
长92.96%。

资料显示，芯原股份是一家依
托自主半导体 IP（芯片设计中可重
复使用的设计模块或技术），提供
平台化、全方位、一站式芯片定制
服务和半导体 IP授权服务的企业，
主要服务面向消费电子、汽车电
子、工业、物联网等应用市场。

芯原股份表示，2024 年上半
年，半导体产业逐步复苏，下游客
户库存情况已明显改善，得益于公
司独特的商业模式，即原则上无产
品库存的风险，无应用领域的边
界，以及逆产业周期的属性，公司
经营情况快速扭转，第二季度归母
净利润为-0.78亿元，亏损金额较第
一季度大幅收窄62.40%。

“随着消费电子在2024年迎来
复苏，半导体的复苏也得到进一步
确认。展望下半年，预计半导体行
业将维持复苏势头。首先，高端存
储器、高端显卡依旧受益于AI算力
建设；其次，手机新品周期叠加换

机周期，也使部分半导体元件迎来
复苏；此外，随着去库存结束，功率
半导体也开启涨价模式。”九方金
融研究所联席所长胡祥辉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与此同时，芯原股份继续加大

研发投入。今年上半年，公司研发
投入合计为 5.69 亿元，同比增长
28.76%，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达到61.03%。

芯原股份在半年报中表示，公
司持续开拓增量市场和具有发展
潜力的新兴市场，在手订单已连续
三个季度保持高位，截至上半年
末，公司在手订单 22.71亿元，预计
一年内转化的比例约为 81%，为公
司未来营业收入增长提供了有力
的保障。

8月9日上午，芯原股份董事长
兼总裁戴伟民在公司召开的网络
业绩说明会上表示，随着公司在手
订单不断转化为营业收入，将带动
公司毛利进一步改善。

此外，芯原股份在AI（人工智
能）领域持续布局，有望成为后续
业绩增长的重要动力。截至目前，
公司神经网络处理器（NPU）IP已被
72家客户用于其128款人工智能芯
片中，集成了芯原NPU IP的AI类
芯片，已在全球范围内出货超过 1
亿颗，主要应用于包含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等在内的多
个领域。

而AI PC、AI手机等行业的发
展，也受到业内人士的广泛看好。
TrendForce集邦咨询分析师黄淑芳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AI PC会
更加注重提供个性化的使用体验，

随着NPU的引入，AI应用的效能将
大幅提升，促使这些功能成为日常
操作的一部分，随着技术成本的降
低，AI PC的普及将进一步加速，让
更多消费者和企业能够享受到其
带来的便利与效率。

在网络业绩说明会上，戴伟民

还介绍了公司在并购等事项上的
规划：“作为半导体 IP和一站式芯
片定制服务平台的行业龙头，芯原
非常适合做并购。未来，公司将继
续积极推进产业生态建设，视业务
需要择机进行与公司战略发展方
向相一致的投资或并购。”

芯原股份第二季度业绩显著改善
在手订单已连续三个季度保持高位

本报记者 孙文青

8月 9日，国内晶圆代工龙头中
芯国际召开2024年第二季度业绩说
明会。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赵
海军在会上表示，在需求端，随着中
低端消费电子逐步恢复，中芯国际
客户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第
二季度对库存进行快速调整，通过
急单和提前拉货的方式传递到公
司。在供应端，今年上半年公司新
增了一定的有效产能，且新增产能
快速投入生产。

中芯国际最新披露的未经审计
财报显示，公司今年第二季度实现
销 售 收 入 19 亿 美 元 ，环 比 增 长

8.6%，同比增长 21.8%；归属于上市
公司的净利润 1.65亿美元，环比增
长超 129%，同比下降 59%。此外，
公司在第二季度毛利率为13.9%，环
比有所增长。

从营收构成来看，以地区分类，
中芯国际第二季度中国区、美国区
和 欧 亚 区 业 务 收 入 占 比 分 别 为
80.3%、16.0%和3.7%。

产能方面，中芯国际月产能由
2024年第一季度的81.45万片增加至
2024年第二季度的83.7万片（折合8
英寸晶圆计算）。公司产能利用率也
由2024年第一季度的80.8%升至2024
年第二季度的85.2%，其中，据赵海军
介绍，中芯国际第二季度8英寸产能利

用率有所回升，12英寸产能在过去几
个季度一直处于接近满载状态。

中芯国际对于2024年第三季度
的销售收入指引为环比增长 13%至
15%，毛利率介于18%至20%的范围
内。赵海军表示，公司今年扩产附
加值相对较高，新扩产能得到充分
利用并带来收入，促进产品组合优
化调整。综合以上原因，中芯国际
预计第三季度平均单价环比提升，
并拉动毛利率环比上升。

在业绩说明会上，多家券商分
析师也围绕着今年三季度及之后晶
圆代工厂量价走势进行了提问。赵
海军称，中芯国际的产品单价、均价
都在稳步提升，不会主动降价。如

果遇到同业用低价去拉客户，中芯
国际也会与客户一起直面竞争。

今年以来，受宏观环境以及市场
需求影响，全球半导体产业链正发生
显著变化。从晶圆代工环节来看，群
智咨询（Sigmaintell）执行副总经理兼
首席分析师陈军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随着芯片企业去库存周期进
入尾声，芯片设计公司补库存动作明
显，叠加高性能计算及人工智能芯片
的强劲需求，晶圆代工价格总体呈现
起稳回升趋势。进入三季度后，考虑
到芯片行业库存的逐步下降，晶圆代
工厂本身的获利压力，同时整体行业
稼动率仍然维持在80%水平，中国大
陆晶圆代工厂报价主要呈现趋稳及

微幅回升趋势。”
集邦咨询分析师乔安则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整体来看，由于
终端需求的能见度仍比较低，目前
没有见到晶圆代工厂进一步调涨价
格的趋势。

放眼全年，赵海军表示，根据上
半年未经审计业绩和第三季度的指
引，今年全年的总体格局大致确定，
在外部环境无重大变化的前提下，
中芯国际目标是销售收入增幅超过
可比同业的平均值，下半年销售收
入超过上半年。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境，中芯国际将持续深耕晶圆制造，
满足客户需求，在关注公司长期发
展的同时平衡短期经营目标。

中芯国际举行2024年第二季度业绩说明会：

下半年销售收入目标为超过上半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