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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正式揭晓了2024年辽宁省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的名单，东北制药凭
借其研发创新能力和产品市场表
现力，入围登榜。同时，其明星产
品吡拉西坦也获评2024年辽宁省
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

辽宁省开展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认定工作，旨在支持引导制造
业企业树立“十年磨一剑”的精神，
聚焦细分领域和产业链关键环节，
深耕细作、创新发展，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助力辽宁

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全面振兴新突
破。单项冠军企业已成为增强辽
宁省制造业创新发展活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东北制药作为中国重要的药
品生产和出口基地，是中国最大
的单体制剂生产基地之一，是中
国麻精药品和抗艾药物生产基
地。同时，它还是国家大宗原料
药和医药中间体智能制造示范工
厂，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
创新药物孵化基地，为企业的持
续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

支持。
自2018年加入辽宁方大集团

以来，东北制药通过引入灵活高效
的管理模式和创效模式，企业发展
步入快车道。近年来，公司业绩持
续增长，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57亿
元，同比增长16.25%，实现了连续
四年的稳健增长。

东北制药产品线丰富，拥有
400多种化学原料药、医药中间体
和制剂产品，其中，主要原料药产
品维生素C及系列、左旋肉碱系

列、吡拉西坦、磷霉素系列、盐酸
小檗碱等已经远销全球100多个
国家和地区，赢得国内外客户的
广泛赞誉。

此次荣获单项冠军产品的吡
拉西坦，是东北制药的明星产品。
上世纪80年代，东北制药成功仿制
并研发出吡拉西坦，为我国的医药
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东北制药拥有全球领先
的吡拉西坦原料药智能生产线。
作为东北制药“原料药+制剂”一体
化战略的典范产品，公司不仅生产

吡拉西坦原料药，还生产吡拉西坦
片剂及吡拉西坦注射液等产品，形
成了完整的产品链。早在2006年，
东北制药就成为国内率先获得欧
盟CEP证书的吡拉西坦原料药生
产企业，其产品质量和工艺水平得
到国际市场的广泛认可。

展望未来，东北制药将继续深
耕医药行业，不断创新发展，力争
更多产品获得辽宁省制造业单项
冠军产品称号，为企业、为地区经
济发展助力。

（CIS）

东北制药获评辽宁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本报记者 李昱丞

10月9日，道通科技披露2024年前三季度业绩
预告，公司预计1月份至9月份实现营业收入26.60
亿元至29.40亿元，同比增长21.48%至34.27%；预
计实现归母净利润5.20亿元至5.70亿元，同比增长
95.10%至113.86%；预计实现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4.20亿元至4.70亿元，同比增长56.85%至75.53%。

对于业绩变化的原因，道通科技表示，公司通
过产品和技术创新，持续巩固数字维修业务的行
业领先地位；同时，公司紧抓海外新能源充电行业
发展机遇，深耕数字能源海外市场，凭借产品、技
术、品牌、市场、服务及全球供应链等系统性优势，
实现了业绩的快速增长并构筑中长期竞争壁垒。

道通科技业务包括新能源充电桩、汽车综合
诊断、检测分析系统及汽车电子零部件的研发、生
产、销售和服务等，新能源充电桩业务近年来成为
引领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动力。

财报显示，2023年，道通科技新能源充电桩产
品营收达到5.67亿元，同比增长493.21%。2024年
上半年，新能源充电桩产品所在的数字能源业务
营收达到3.78亿元，同比增长92.37%。

业绩高增长得益于公司在海外市场的战略布
局。在新能源充电桩业务领域，道通科技于2021
年起对海外新能源充电业务进行布局。截至2023
年末，道通科技境外销售已遍及全球超70个国家
和地区，同时公司在北美、欧洲等主要地区也设立
了海外分支机构。

2023年，道通科技在北美、欧洲市场的营收同
比增长率分别达到62.54%、27.51%，均高于境内
营收同比增速，从侧面反映出公司在海外市场收
获良多。

中国民协新质生产力工委秘书长吴高斌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全球范围内，新能源汽
车市场正在迅速扩张，而充电桩作为新能源汽车
的重要配套设施，市场需求持续增长。道通科技
海外充电桩业务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公司对市场
趋势的洞察。”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估，美国市场的公共充
电桩数量将从2023年的18万个增长到2035年的
170万个；欧洲市场的公共充电桩数量将从2023年
的70万个增长到2035年的270万个；海外其他地区
的公共充电桩数量将从2023年的29万个增长到
2035年的240万个。

目前，包括道通科技在内的国内充电桩企业
纷纷选择“出海”。“充电桩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的重要环节，其市场需求将持续增长。同时各国
政府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支持和推动，也为充电
桩‘出海’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中关村物联网
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袁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对于具备技术实力、品牌影响力和市场拓展能力
的企业来说，充电桩“出海”将充满机遇。

紧抓海外新能源充电行业发展机遇
道通科技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大增

本报记者 丁 蓉

10月9日，保利发展披露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上交所受理的公告。保
利发展本次可转债拟发行总额不超过95亿元，可
转债期限为发行之日起6年。

透镜咨询创始人况玉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房地产上市公司再融资传来新进
展，释放了重要信号。发行可转债在满足公司资
金需求的同时，还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

根据公告，保利发展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拟
用于北京、上海、佛山等城市的15个房地产开发项
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可有效满足项目的开发建设
资金需求，保障施工和交付进度。同时募投项目
也因其较好的产品品质、区位和配套优势等，具备
较好经济价值，未来随着本次募投项目效益逐步
实现，将有效提高公司持续发展能力。

据悉，保利发展控股股东保利集团不参与本
次发行的竞价过程，但承诺接受其他发行对象申
购竞价结果，并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与相
同利率，认购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数据显示，保利发展2024年上半年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4.20亿元，同比下降
39.29%。截至2024年6月末，保利发展资产负债率
为75.31%。

公司方面表示，本次可转债发行完成后，公
司的总资产和总负债将同时增加，可转债持有人
转股前，公司可以较低的财务成本获得债务融
资，随着公司募投项目的逐步实施以及可转债持
有人陆续转股，公司的资本实力将得以加强，从
而进一步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提升偿债能力，
改善财务状况和资产结构，有利于提高公司抗风
险的能力。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房地产行业正从过去‘高负
债、高周转、高杠杆’的‘三高’发展模式向高质量
发展新模式转变。在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
中，房企的资产运营、资本运作面临更高的要求。
行业发展需要更多长期限、权益性的长期资本和
耐心资本支持，头部优质房企发展相对稳健，是长
期资本和耐心资本的重点关注对象。”

根据保利发展公告，上交所依据相关规定对
保利发展报送的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的募
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该项
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
法进行审核。

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事项尚需通过
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
决定后方可实施。”

保利发展发行可转债申请
获上交所受理
拟发行总额不超过95亿元

本报记者 陈 红

10月9日，沪电股份发布2024年
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显示，1月
份至9月份，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21亿元至
18.7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1.05% 至
96.29%；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为17.81亿元至18.31亿元，
同比增长102.97%至108.66%。

其中，2024年第三季度，沪电股
份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6.8亿元至7.3亿元，同比增
长47.67%至58.53%。

对于业绩变动的原因，公司方
面称，受益于高速运算服务器、人工
智能等新兴计算场景对PCB（印制电
路板）的结构性需求，预计公司2024
年第三季度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较

上年同期均将有所增长。
记者了解到，PCB在多个行业

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
通信、计算机、消费电子、汽车电
子、工业控制、医疗设备和航空航
天等领域。

2024年以来，PCB行业的发展总
体呈现复苏和增长趋势。根据Pris⁃
mark机构预测，2024年全球PCB产值
将达到730亿美元，到2028年将增长
至904亿美元。

天使投资人、知名互联网专家
郭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
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以及汽车电
子等行业的快速发展，PCB市场迎来
新的增长机遇。2024年上半年，多
家PCB上市公司业绩表现亮眼，未来
有望持续受益行业发展。”

作为PCB行业的领军企业之

一，沪电股份自1992年成立以来，
始终聚焦主业发展。受益于人工
智能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强劲需求，
2024年上半年，公司企业通讯市场
板实现营业收入38.28亿元，同比大
幅增长75.49%。

PCB行业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
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例如，更新换
代速度快、质量控制难度大、智能化
水平不足、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市场
竞争加剧等。

对此，中邮证券分析师吴文吉
在研报中提到，PCB企业需要合理配
置资源，将更多资金投到具有潜力
和创新的领域，不断进行技术升级
和创新，开发更高密度的互联技术、
更高速的传输性能等，提高产品的
竞争力，并快速响应市场需求从而
抢占市场先机。

沪电股份董事会秘书李明贵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全球PCB市
场的供应链正在经历诸多变化，PCB
企业需要及时调整战略布局，不断
创新和优化，以契合供应链和市场
需求的变化。公司紧抓人工智能、
高速网络和智能汽车系统等对高端
HDI、高速高层PCB的结构性需求，
筑牢并拓展‘根据地’业务，同时提
高产品附加值。”

从研发情况来看，2024年上半
年，沪电股份在数据通讯、高速网络
设备、数据中心等领域持续加大研
发投入，主要涉及高速产品的信号
完整性、电源完整性、高密复杂结
构、可靠性等方面。

目前，沪电股份基于PCIe6.0的
下一代通用服务器产品已开始技术
认证；支持224Gbps速率（102.4T交

换容量1.6T交换机）的产品主要技
术已完成预研；OAM/UBB2.0产品已
批量出货；GPU类产品已通过6阶
HDI的认证，准备量产；在网络交换
产品部分，800G交换机已批量出货。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PCB企
业倾向于在东南亚地区投资设厂，
沪电股份也早有布局。目前，公司
泰国生产基地的各项建设工作正有
序推进中。李明贵表示：“第一期生
产线预计在2024年第四季度投产，
初步估计不会对公司2024年第四季
度收入产生重大影响。”

郭涛认为：“对于PCB企业来说，
海外建厂不仅可以增加产能，还能
降低生产和运营成本，有望更好地
开拓和应对海外市场的需求，同时
也有利于推动东南亚地区经济的发
展和产业升级。”

PCB行业持续复苏 沪电股份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超18亿元

本报记者 李雯珊

10月 9日，双成药业再度涨
停。至此，自9月11日复牌以来，其
已连续14个交易日涨停。这家市
值不到百亿元的公司，因为一桩

“超级跨界”的收购事项，站在了资
本市场的聚光灯之下。

往前回溯，8月27日，双成药业
发布公告称，公司拟通过重大资产
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购买宁波奥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奥拉股份”）100%股
份，并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
易预计构成关联交易，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公开资料显示，双成药业从事
化学合成多肽药品的生产、销售和
研发。奥拉股份专注于以时钟芯
片为主的模拟芯片及数模混合芯
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双成药业于2012年8月份在深
交所上市，从财务数据看，公司近
年来的经营情况并不稳定。2024
年上半年，双成药业营业收入同比
下降31.74%，净利润为-1694.62万
元。此外，2016年至2023年，公司
扣 非 归 母 净 利 润 均 处 于 亏 损
状态。

据悉，双成药业与奥拉股份
均是由王成栋及其子Wang Ying⁃
pu（王荧璞）作为实控人直接控制

的公司，王成栋为双成药业的董
事长，Wang Yingpu为双成药业的
副董事长。2022年11月份，两人
带领奥拉股份递表科创板，在经
历一轮问询后于2024年5月份撤
回上市申请。

距主动撤回奥拉股份 IPO申
请仅仅三个月，双成药业便启动
收购计划。针对这样的投资行
为，双成药业董秘于晓风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
三年来，公司业绩增长表现乏力，
亟须调整业务结构、推动业务转
型，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持
续经营能力。本次交易标的方奥
拉股份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优质半导体资产，将公司实际控
制人控制的优质半导体资产注入
公司，有利于发挥公司股东的资
源优势。”

同时，她还表示，本次交易尚
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及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相关监管机
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通过
审批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本次
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发展重心
转移到半导体行业中的模拟芯片
及数模混合芯片的研发、设计和销
售业务，并在未来择机剥离医药类
相关资产。

对此，某券商保荐代表人称，
双成药业与奥拉股份为同一实际
控制人，近年来双成药业业绩表现

欠佳，为避免退市风险，通过资产
收购有助于为其估值带来变化；另
外，奥拉股份当前已经撤回上市申
请，若借此次机会成功上市，可谓
一箭双雕，兼顾“保壳”与上市。

根据奥拉股份的招股说明书

显示，2020年至2022年上半年，其
营收分别为4.05亿元、5.02亿元和
2.21亿元；净利润分别为681.7万
元、-10.96亿元、-4.66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奥拉股份客户
集中度较高且客户单一。2019年

至2022年上半年，奥拉股份对前五
大客户销售收入合计占营收的比
例分别为96.55%、98.93%、98.01%
和97.13%，其中，来自于第一大客
户的收入占营收的比例分别为
85%、92.26%、84.41%和63.66%。

连续14个交易日涨停 双成药业转型半导体前景几何？

本报记者 李万晨曦

10月9日，鼎龙股份发布2024年
前三季度业绩预告，报告期内，公
司预计累计实现营业收入约24.10
亿元，其中，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
入约8.92亿元，环比增长10%。预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3.67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长
108%至115%。

“鼎龙股份业绩大幅增长，主要
得益于半导体材料业务和集成电路
芯片设计与应用业务的快速发展。
该业务板块的蓬勃增长，背后其实
有着技术创新突破与市场需求回暖
的双重推动。”艾文智略首席投资官
曹辙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业绩预告显示，2024年前三季
度，鼎龙股份半导体材料业务及集
成电路芯片设计和应用业务实现营
业收入约10.89亿元，同比增长88%，

营收占比从2023年的32%持续提升
至约45%。其中，第三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约4.49亿元，同比增长68%，
环比增长33%。

前三季度，鼎龙股份半导体创
新材料各业务线的营业收入均实
现同比、环比增长。从细分产品领
域来看，CMP抛光垫销售收入约
5.24亿元，同比增长95%。其中，今
年第三季度实现销售收入约2.26亿
元，环比增长39%，同比增长90%。
CMP抛光液、清洗液产品合计销售
约 1.38亿元，同比增长 186%。其
中，今年第三季度实现销售收入约
6155万元，环比增长53%，同比增长
183%。半导体显示材料业务合计
销售约2.82亿元，同比增长162%。
其中，今年第三季度实现销售收入
约1.15亿元，环比增长18%，同比增
长102%。

“除了CMP抛光垫、抛光液等产
品取得良好的成果外，公司半导体

先进封装材料及晶圆光刻胶业务亦
在快速推进中，多款产品在其客户
端分别进入不同验证及市场开拓阶
段，客户反馈良好，进展符合公司预
期。”鼎龙股份相关负责人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此外，在打印复印通用耗材业
务领域，公司持续保持稳健经营，预
计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约13.21亿
元，同比略有增长。

“半导体材料市场景气度与制
造端稼动率密切相关，2024年半导
体行业迎来复苏，半导体材料需求
增加。同时，目前半导体材料领域
的国产化稳步推进，国产半导体厂
商有望受益。看好2024年行业周期
反弹后，对半导体材料带来的需求
拉升。”曹辙表示。

从产业链来看，浙商证券分析
师蒋高振称，材料属于半导体行业
上游，是组织中游半导体生产的重
要工具及原材料，全球市场高达千

亿美元，具备高壁垒、格局稳定、高
毛利等特征。根据目前的产能规
划 ，SEMI 预 计 到 2026 年 ，我 国
300mm晶圆厂全球市场份额将达到
25%，超越韩国成为全球第一，这将
显著带动我国半导体材料市场的
增长。

在半导体行业回暖、周期向上
的背景下，鼎龙股份加码研发、扩
大产能。财报显示，2019年至2023
年，公司累计研发投入金额超过13
亿元。2024年上半年，研发投入金
额 2.19 亿 元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25.21% ，占 营 业 收 入 的 比 例 为
14.42%。

产能扩张方面，“CMP抛光垫项
目在武汉本部一、二期40万片/年产
能的基础上，扩展了潜江三期20万
片/年项目。”鼎龙股份相关负责人表
示，“同时，公司已实现抛光液核心
原材料研磨粒子的自主制备，鼎龙
（仙桃）半导体材料产业园年产1万

吨CMP抛光液一期及年产 1万吨
CMP抛光液用配套纳米研磨粒子产
线已具备大批量稳定规模量产能
力，为后期持续稳定放量奠定基
础。”

此外，上述负责人透露，公司高
端晶圆光刻胶业务快速推进，整体
测试进展顺利，已有部分产品进入
加仑样验证阶段。在产能方面，潜
江一期年产30吨高端晶圆光刻胶量
产线已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整体
运行状态良好。二期年产300吨高
端晶圆光刻胶量产线建设按计划推
进中。

开源证券分析师罗通分析，鼎
龙股份半导体材料业务大幅增长、
打印复印通用耗材业务领域经营
保持稳健，公司产品矩阵不断完
善。同时，公司持续进行创新研
发，新产能持续推进，新产品产业
化进程加速推进，公司未来业绩增
长可期。

受益于半导体行业回暖 鼎龙股份前三季度净利润预增逾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