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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晚，江苏吴中（600200.
SH）发布了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根
据公告披露，2024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16.47亿元，同比增长9.58%。
其中，公司医美板块累计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19,872.4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407.62万元，增长4,175.12%，医美毛
利为16,329.5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080.84万元，增长6,465.52%。

江苏吴中历经多次转型，现已聚
焦于“医药+医美”双轮驱动的发展模
式。在医美领域，公司尤其关注注射
类轻医美市场，并已通过引进和自主
研发，逐步完成多品类的布局。

据公开资料，江苏吴中医药板块

主营业务涉及药品研发、生产和销
售，已形成以“抗感染类/抗病毒、免疫
调节、抗肿瘤、消化系统、心血管类”
为核心的产品群，多个主导产品为国
内领先，匹多莫德口服溶液、盐酸阿
比多尔片、注射用普罗碘铵、注射用
卡络磺钠、美索巴莫注射液等为公司
拳头产品。

公司医美生科板块主要聚焦高端
医美注射类产品及相关生物材料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并通过外部引进、合
作研发等方式不断充实产品管线。

江苏吴中正是看中再生医美的巨
大前景，决定发力这一市场。目前，注
射类项目已成为国内医美市场主流，

占据了整个医美市场近16.6%的比
例。而在非手术类消费中，注射类项
目更是占据51.6%的市场份额。

江苏吴中在瞄准注射类轻医美
市场的同时，积极布局差异化产品路
线 。 公 司 引 进 的 Humedix 玻 尿 酸
HARA是该领域的差异化产品，使用
最新交联技术，降解周期更长，定位
为轻奢精致款。在竞争激烈的玻尿
酸市场中，江苏吴中选择切入高端领
域，以期摆脱入门产品的低价无序
竞争。

目前，江苏吴中在注射类医美领
域拥有多个核心产品，包括AestheFill
艾塑菲童颜针、胶原蛋白、PDRN婴儿

针等。其中，AestheFill艾塑菲的成功
上市销售进一步巩固江苏吴中在医美
市场的地位。

2023年10月份，江苏吴中全资子
公司吴中美学取得南京东万重组人胶
原蛋白原料在合作领域内的独家经销
权与独家开发权，该胶原蛋白通过
CHO细胞体系表达，并由中国食品药
品检定研究院出具的检测报告认为其
具有胶原蛋白三螺旋结构，同时委托
目标公司基于该重组人胶原蛋白原料
开发相关III类医疗器械产品。

胶原蛋白市场同样具有极大的需
求和良好的竞争格局。由于量产难
题，胶原蛋白市场竞争并不激烈。国

内布局胶原蛋白敷料的厂商主要包括
巨子生物、创尔生物、锦波生物等。这
一市场空白为江苏吴中提供了巨大的
商机。

胶原蛋白市场的需求以及良好的
竞争格局成为公司重点布局该领域的
核心逻辑。江苏吴中的战略布局旨在
抢占医美市场的先机。通过独家代理
韩国童颜针AestheFill以及自主研发的
核心产品，公司在注射类医美领域取
得市场领先地位。

2024年7月份，江苏吴中取得丽徕
科技注射用透明质酸钠-多聚脱氧核
糖核苷酸（简称“PDRN”）复合溶液产
品的独家权益，投资金额约为3000万

元。丽徕科技是一家专注于创新医疗
器械研发及生产的企业，在水光类和
填充类产品研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主要围绕透明质酸钠和PDRN溶液
进行产品开发。

据了解，丽徕科技的PDRN溶液已
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在国内进度相对
靠前，有望成为国内首批上市的PDRN
三类械产品。

未来，江苏吴中将继续加大在医
美领域的投入，不断推出创新产品，以
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
公司也将通过合作与并购等方式进一
步扩大市场份额，提升竞争力。

（CIS）

江苏吴中：前三季度营收超16亿元 医美板块迎来高速增长期

本报记者 李昱丞

10月21日晚间，道通科技披露
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今年第三
季度实现营收 9.62亿元，同比增长
29.72%，实现归母净利润1.55亿元，同
比增长99.61%。2024年前三季度，公
司 实 现 营 收 28.0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8.07%，实现归母净利润5.41亿元，同
比增长103.08%。

对于前三季度营收增长，道通科
技表示，主要系公司数字能源及数字
维修业务等收入增长所致。

资料显示，在汽车综合诊断及检
测行业领域，道通科技专注于汽车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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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
能源行业领域，道通科技主要为客户

提供智能充电网络解决方案、一站式
光储充能源管理解决方案。

财报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道通
科技数字能源业务实现收入5.91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77.77%；数字维修业
务（含汽车综合诊断产品、TPMS产品、
ADAS产品等）实现收入21.78亿元，较
去年同期增长20.11%。

道通科技表示，通过产品和技术
创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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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近年来，全球对新

能源汽车需求不断增加，充电桩作为
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市场需求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
态势。道通科技及时抓住了这一机
遇，通过产品和技术创新，不断满足海
外市场需求，从而实现了业务的快速
增长。

对于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高
速增长的原因，道通科技表示，主要系
前三季度营业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
期间费用得到合理有效控制。

Wind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道
通科技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占营业收
入的比重分别为13.26%和7.13%，分别
同比下降2.69个百分点和0.93个百分
点。其中，公司第三季度销售费用和
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12.55%和7.17%，分别同比下降4.46个

百分点和1.62个百分点。
据悉，今年前三季度道通科技通

过推动数智化变革和组织能力建设，
持续优化研发、营销、供应链管理等关
键环节，实现运营效率优化提升。

此外，在发布三季报的同时，道通
科技还披露公告称，向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976.96万股。公司此前在9月底发布
的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显示，计划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董事会
认为需要激励的技术骨干和业务骨
干。本次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业绩考
核目标为，2024年至2025年两个会计
年度中，要求以2023年净利润为基数，
2024年及2025年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
不低于200%和300%。

道通科技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超100%
数字能源业务收入达5.91亿元

本报记者 李雯珊

10月21日，中兴通讯发布了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报告显示，2024年
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00.45
亿元，同比增长0.73%；归属于上市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79.06亿元，同
比增长0.8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80.49亿元。

此外，中兴通讯2024年前三季度
研发费用为186.41亿元，占营业收入
的20.7%。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公司
持续推动5G—A、全光网络、全栈智算
等技术创新，加速与千行百业的深度
融合及应用落地，为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以来，中兴通讯积极把握
ICT（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发展节
奏，加速技术和市场创新驱动，提升
自身管理效能和运营效率。”中兴通
讯相关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2024年前三季度，公司整体经营保持
稳健，国内运营商网络业务受投资环
境影响整体承压，国际市场持续突破
大国大T（大T指主流电信运营商），保
持双位数增长。同时，公司消费者和
政企业务均实现快速增长。

国盛证券通信分析师宋嘉吉表
示，中兴通讯在算力和连接通讯领域
的优势明显。随着公司政企业务快
速增长、消费者业务保持增长态势，
进入下半年运营商业务也有望改善，
预计公司业绩将实现持续稳健增长。

另据了解，围绕5G—A的商用部
署和落地，中兴通讯与运营商进行了
全场景技术创新与合作，共同打造

“空天地一体化”5G—A全域立体网，
激发地面、低空和高空赛道的新业务
活力，并助推卫星互联网新发展。其
中，在低空经济领域，公司联合合作
伙伴在北京、南京、深圳等地的80多
个试点验证了5G—A通感一体在物流
配送和低空安全等多种场景的应用。

在算力领域，中兴通讯表示，将
智算确定为公司的长期战略主航道，
提供全栈全场景智算解决方案，打造
开放、普惠、繁荣的智算生态，并注重
基础设施集成交付和大模型训练、应
用的工程化服务，推进多地多行业智
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落地。

“对于以算力为代表的第二曲线
业务进行持续拓展，公司将聚焦重点
行业头部客户，抓住算力建设、数字
化转型机会实现增长，推出有竞争力
的终端产品。”上述中兴通讯相关人
士向记者表示。

此外，在终端领域，中兴通讯秉
承“AI for All”（人工智能就是全部）
的理念，积极推动智能化变革，力求
将前沿的AI产品普惠全球大众。当
前连接和算力的融合正在逐步深化，
公司通过不断拓展“连接+算力”的能
力边界，以“5G+AI”的双轮驱动，实现

“技术+商业”的双向奔赴。
中兴通讯总裁徐子阳表示，AI将

推动全球经济产生深刻变革。中兴
通讯已经推出覆盖算力、网络、能力、
大模型和应用的全栈全域智算解决
方案，并已形成高速互联、算力原生、
数据处理和算法优化等多个关键领
域的技术积累，为千行百业数智化升
级贡献力量。

中兴通讯前三季度营收净利双增长
持续拓展算力业务

本报记者 李乔宇

10月21日晚间，中国移动披露
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数据显示，公
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7915亿元，
同比增长2%。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6780亿元，同比增长2%，其他业务收
入1134亿元，同比增长2.2%。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09亿元，
同比增长5.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率为14%。

财报显示，个人市场方面，截至
2024年9月30日，公司移动客户总数
为10.04亿户。其中，5G网络客户数
5.39亿户；前三季度，手机上网流量
同比增长2.1%，手机上网DOU（平均
每户每月上网流量）达到15.7GB；移
动ARPU（每用户平均收入）为49.5元。

家庭市场方面，截至9月30日，中
国移动有线宽带客户总数达到3.14
亿户，前三季度净增1536万户。其
中，家庭宽带客户达到2.76亿户，前
三季度净增1246万户；前三季度，家
庭客户综合ARPU（每用户平均收入）
为43.2元。

政企市场方面，中国移动一体化
推进“网+云+DICT”规模拓展，加快
商客市场等重点领域拓展，前三季
度，中国移动DICT业务收入保持良好
增长。

新兴市场方面，中国移动深化
“内容+科技+融合创新”运营，构筑内
容媒体业务竞争优势，发挥国内国际
市场联动效应，大力拓展国际业务。

今年前三季度，公司内容媒体收入、
国际业务收入均保持快速增长。

展望未来，中国移动相关管理层
表示，公司资本开支在2020年至2022
年是高峰期，去年公司资本开支已经
开始下降，今年将继续下降，全年资
本开支控制在年初指引的1730亿元
范围内，占收入比重下降至20%以
内。如果没有特殊原因，预计未来两
年总体资本开支将保持稳中有降，资
本开支占收入比重持续下降。

谈及对于中长期ARPU发展趋
势的展望，上述管理层表示，下半年
公司将采取一系列举措。个人市场
方面，从基于通信要素的运营转为

基于信息服务的运营，从共性转向
个性，追求价值提升；家庭市场方
面，构建“一根线、一张网、一个家”
的智慧家庭体系，一根线即通过全
屋WIFI、千兆宽带和FTTR加强连接
能力，一张网即布局存储、算力、视
频、感知、控制五大技术能力，一个
家即围绕娱乐、健康、教育、生活、安
全做一系列产品部署；新兴市场方
面，围绕“5G+”“AI+”部署一系列产
品，布局好、设计好、运营好，打造有
运营商特色的“专精特新”，不断提
升客户活跃度。

中国移动表示，在存量时代，公
司将通过增量的思维不断寻找增长

新空间、新引擎和新路径。
华泰证券通信首席分析师王兴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移动等通信运营商作为国内算
力基础设施主力军，担当信息技术产
业链链长使命，持续发力智算等新兴
业务，有望受益于数字经济以及
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发展趋
势，实现产业数字化业务的持续高速
发展。

王兴表示，从长期来看，随着中
国移动等通信运营商资本开支步入
下降周期，以及低空经济、卫星通信
等新兴业务的收入增量逐步释放，预
计其分红及盈利情况有望持续向好。

中国移动前三季度净利润1109亿元
国际业务收入快速增长

本报记者 肖艳青

10月21日晚间，平高电气发布
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数据显示，公
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78.85亿元，
同比增长5.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 净 利 润 8.5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5.13%。其中，第三季度平高电气实
现 营 业 收 入 28.4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4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3.23亿元，同比增长47.72%。

平高电气表示，报告期内，电网
投资稳步提升，随着电网建设陆续
推进，公司重点项目陆续履约交付，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同时，公司高

附加值产品交付同比增加，推动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增长。

平高电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以来，
公司中标较多，合同签订量增长较快，
在手订单一度超过160亿元，处于历史
较高水平。同时，随着新型电力系统
建设持续推进，公司整体交付进度稳
健。此外，公司重视研发创新，不断对
产品进行迭代升级的同时，还积极拓
展国际市场。

据悉，今年以来，平高电气以提升
产业控制力、增强核心竞争力、提供高
质量履约服务为追求，以订单全寿命

周期管理和全员提质增效为关键举
措，深入实施了零部件业务经营质效
专项提升行动且成效显著，优化了成
本管控，推动了公司盈利的显著提
升。同时，公司还努力提升产品的核
心竞争力，以及增强供应链的自主可
控能力。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4年前
三季度，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
完成投资5959亿元，同比增长7.2%；电
网工程完成投资3982亿元，同比增长
21.1%。

另据了解，近年来，我国特高压及
主网建设持续推进，随着张北—胜利、
川渝等特高压交流工程，以及金上—

湖北、陇东—山东、宁夏—湖南、哈密
—重庆、陕北—安徽等特高压直流工
程陆续开工，相关设备企业也迎来了
业绩兑现期。

清晖智库创始人宋清辉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得益于
电网投资的稳步提升和重点项目的
顺利交付，共同推动了平高电气营业
收入和净利润的显著增长。同时，公
司治理成效显著，也为其前三季度业
绩的增长奠定了基础，“平高电气作
为国内特高压领域的领军企业，其在
能源产业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展现
了强大的发展潜力和显著的增长态
势，前景可期。”

平高电气重点项目陆续交付 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55.13%
本报记者 孙文青

10月21日，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上海电气”）就全资子公司拟
以30.82亿元收购上海电气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电气控股”）持有的上海宁
笙实业有限公司（简称“宁笙实业”）
100%股权事项，召开投资者说明会。

根据此前公告，宁笙实业为工业
机器人相关业务的持股管理平台，持
有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发那科机器人”）50%股权，发那
科机器人的主要产品为工业机器人
以及工厂自动化解决方案。若此次
收购顺利完成，宁笙实业将成为上海
电气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发那
科机器人则将成为上海电气全资子
公司间接持股50%股权的合营企业。

上海电气董事长吴磊向《证券日
报》记者进一步表示，本次交易根据
集团战略规划实施。目前上海电气
资金状况良好，融资渠道通畅。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上海电气曾
间接持有发那科机器人股权，并在
2021年将其转让。若此次收购进展顺
利，上海电气将重新间接持有发那科
机器人股权。会上，有投资者向上海
电气管理层提问：“公司先转卖再回购
上海发那科股权的原因是什么？”

对此，吴磊表示，发那科机器人
与上海电气的经营战略高度契合。
本次交易将增强公司在智能制造领
域的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拓展公司未
来发展空间，提升公司资本市场价
值，有效强化公司的盈利能力。

资料显示，2021年，上海电气曾以
“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并为公司
日常经营补充必要的流动资金”为由，
将其所持有的上海电气国际经济贸易
有限公司（简称“电气国贸”）80.59%股
权转让给电气控股。彼时，电气国贸
持有发那科机器人50%股权。在此之
后，电气国贸又将其持有的发那科机
器人50%股权无偿划转至宁笙实业。

上海电气表示，此次收购主要围绕

公司“服务国家战略，发展新质生产力，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发展战略，进一步
推进公司在锂电池、光伏、航空、汽车制
造等领域自动化装备产业的战略布局。

吴磊在会上进一步表示，此次交易
通过整合双方优势资源，针对客户需
求，共同开展产线工艺、设计等联合攻
关，不仅能够提高上海电气在智能制造
关键领域的集成水平，提高公司的自动
化产线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也有利于加
快促进公司在自动化领域的发展。

透视咨询创始人况玉清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现阶段，国企对投资
的企业或项目普遍提出了落地的要
求，国有企业整合下属控股或参股企
业将逐渐成为常态。

资料显示，受“专网通信”事件影
响，上海电气在过去的2021年和2022
年，归母净利润均出现大幅亏损，在
2023年才刚刚实现扭亏。

上海电气表示，将通过本次交易
进一步拓展公司未来发展空间，提高
公司盈利能力。

公告显示，2020年、2021年、2022
年，发那科机器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37.85亿元、58.75亿元、75.93亿元，受
日元汇率整体下行影响，部分海外零
部件采购成本降低，对应的净利润分
别为3.3亿元、7.89亿元及13.32亿元。

上海电气方面表示，自2023年开
始，由于国内工业机器人产业技术普
遍提升，市场竞争态势持续加剧，市
场进入到存量优化阶段。为更好地
应对市场变化，发那科机器人积极适
应国内工业机器人行业的变化趋势，
部分产品采取了具备市场竞争力的
定价和市场开发策略。

吴磊表示，后续上海电气将在聚
焦主营业务发展的同时，紧跟机器人
产品迭代和具身智能技术革新发展趋
势，积极布局特种机器人和智能机器
人产品研制。聚焦特殊应用场景以及
柔性制造场景，实现与发那科机器人
在传统自动化领域运动控制及机器人
集成应用技术优势的充分结合。

上海电气召开投资者说明会
拟并表宁笙实业提升盈利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