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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 琦

12 月 24 日，凤凰光学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凤凰光学”）发布
公告称，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日前在江西上饶举行，此次
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拟向控股股
东出售 XR 业务资产组暨关联交易
的 议 案 》，其 中 同 意 票 占 比 为
79.97%、反对票占比为 19.04%、弃权
票占比为 0.99%。

凤凰光学表示，交易完成后将进
一步优化公司经营布局，聚焦产业化
成熟业务，改善财务状况。“XR（扩展现
实）业务存在投入大、周期长的问题，
这项业务的长期投入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公司业绩。”公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开启资产“甩卖”模式？

11月7日，凤凰光学发布公告称，
拟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评估价格

为挂牌底价出售控股子公司凤凰新能
源（惠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新
能源”）9.106%的股权，挂牌底价为评
估价647.87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所持凤凰
新能源的股权比例将由 49.35%降至
40.24%，标的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的范围，实际控制权转移至凤
凰新能源最大持股方上饶神锂新能源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久，凤凰光学又打算将子公司
江西凤凰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凤凰科技”）XR 业务相关资
产、负债整体打包转让给控股股东
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 康 集 团 ”），本 次 交 易 对 价 为
5512.46万元。

资料显示，凤凰科技成立于 2005
年1月12日，注册资本1.35亿元，主要
从事XR光学模组的研发，凤凰科技
于 2021年正式启动XR业务的立项，
经过近三年的前期投入为何又遭半路

“甩卖”？

对此，凤凰光学表示，目前凤凰
科技在衍射光波导设计、几何光学
设计、光机设计等方面已经有了一
定的积累，但考虑到XR业务研发周
期长，进一步研发需要投入的人力、
财力较庞大，公司整体利润承压，鉴
于公司聚焦产业化核心的经营战略，
公司拟将凤凰科技 XR 业务相关资
产、负债整体打包转让给公司控股股
东海康集团。目前凤凰科技只可给
商业客户提供小批量样品，由于商用
XR 产品研发难度较高，且需要大量
供应链配合，所以无法估计商业用户
订单规模。

业绩承压多次重组均失败

近年来，凤凰光学业绩承压，
2024 年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12.17 亿元，同比下降
7.55%；归母净利润-1997万元，上年
同期为-3478.2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9217.1万元，同比

下降26.58%。
作为一个传统光学制造商，面对

智能座舱和车载显示领域的技术更
新速度，凤凰光学显得步伐缓慢，导
致其未能有效提升产品在市场中的
竞争力。

实际上，自从由海康集团控股后，
凤凰光学曾经有过多次重组行为，然
而均以失败告终。最近一次的重组发
生在2021年，公司欲通过重大资产重
组，战略性退出光学器材行业，转型半
导体外延材料领域。然而，在筹划重
组 8个月后，凤凰光学这一备受关注
的转型计划最终落空。彼时，前文提
到的凤凰科技、凤凰新能源等子公司
也在打包出售的名单中。

“海康集团入主近10年后，凤凰光
学发展依然没有起色，业绩无明显改
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缺乏人才且包
袱过重。众所周知，光学领域的行业
壁垒是比较高的，需要大量的核心技
术人员。”一位长期跟踪江西资本市场
的业内人士表示。

凤凰光学将向控股股东出售XR业务资产组

本报记者 龚梦泽

12月24日，《证券日报》记者从特
斯拉获悉，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
厂完工在即，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建
设完毕，有望突破其整车超级工厂
建设速度，仅7个月就实现从动工到
完工的全过程。

今年5月23日，特斯拉储能超级工
厂在上海临港开工。开工仪式后，上海
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还与特
斯拉完成了中国首批超大型电化学商
用储能系统Megapack的签约。

特斯拉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储能超级工厂是特
斯拉入华十年来，继整车超级工厂后，
在中国的又一大型投资项目。上海储
能超级工厂将规划生产特斯拉超大型
商用储能电池Megapack，初期规划年产
电池可达1万台，储能规模近40GWh（吉
瓦时），产品提供范围覆盖全球市场。

“此次上海储能超级工厂的落地，
将有望再造下一个千亿元级产业集
群。”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管委会方面表示，此前，上海超级工厂
是特斯拉首个在美国以外的工厂，如

今，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成为临港
新片区的首个千亿元级产业集群。

事实上，从全球层面来看，随着风
电、光伏等新能源电力建设规模愈加庞
大，为克服其发电不稳定问题，储能行
业在近几年迎来了建设热潮。在特斯
拉公布的“秘密宏图”第三篇章中，便将
目标设定为全面转向可持续能源，2050
年前实现能源100%可持续，而特斯拉
储能超级工厂项目正是实现这一目标
的重要举措之一。

财报数据显示，特斯拉2024年第三
季度发电及储能业务的营收为23.76亿
美元，同比增长52.4%，尤其是，特斯拉
第三季度的能源业务毛利率达到创纪
录的30.5%，这说明储能已成为特斯拉
的重要增长点。

有业内人士称，可再生能源的未
来发展有赖于大规模储能。特斯拉
Megapack电池可以支持千兆瓦时规
模的低成本、高密度公用事业项目，
能灵活地与电池模块、逆变器和温
度系统集成安装，帮助电网更加稳
定持续地工作。目前，Megapack电池
正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发展
新能源助力。

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
或于年底前完工

本报记者 李 勇

历时十个月，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ST文投”）重整顺利完
成。

*ST文投12月24日发布公告称，公
司于12月20日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送达
的《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公司重整计
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公司重整程序。辽
宁同方律师事务所海口分所高级合伙
人、律师胡明明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重整计划是破产重整程序中的核心
环节，其执行完毕也标志着重整程序的
成功结束。

*ST文投主要从事影视投资、影
城管理和游戏研发运营业务。受市
场和融资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公司
近年来持续亏损，并曾曝出债务逾期
问题。

2023年，*ST文投出现资不抵债
情形，截至去年年末，其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0.37亿元，陷
入了严重的经营和债务困境。

今年2月19日，有债权人以*ST文
投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
能力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申请对
*ST文投进行重整，并申请启动预重
整 。 2月 26日 ，北 京 一 中 院 决 定 对
*ST文投启动预重整。10月21日，北
京一中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 *ST文
投的重整申请。11月25日，北京一中
院裁定批准*ST文投的重整计划。12
月20日，北京一中院裁定确认*ST文
投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公司重
整程序。

“重整计划执行效果是判断重整
是否成功的重要依据。如果企业按照

重整计划清偿债务，调整经营，顺利实
现各方面设定目标，并且取得良好的
效果，就可以视为重整获得成功。法
院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
重整程序。”胡明明向记者表示，从最
初债权人提出重整申请，到重整计划
执行完毕，历时十个月，*ST文投高效
完成重整程序，是多方共同努力的结
果，也意味着公司债务危机已得到化
解。

同日，*ST文投还公告称，公司已
于12月23日向交易所申请撤销因被法
院裁定受理重整而触及的退市风险警
示情形。不过，鉴于公司仍存在其他
触及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情
形，*ST文投股票将继续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

“此次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主
要系法院已裁定确认*ST文投重整计
划执行完毕，并终结重整程序，公司因
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而触及的退市风
险警示情形已经消除。”深圳市优品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李鹏岩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ST文
投仍将继续被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和
其他风险警示，未来能否撤销，还要看
公司2024年期末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及
最终审计意见情况。不过，重整成功
完成，预计将对公司期末财务数据带
来积极影响。

*ST文投在公告中表示，公司通过
重整程序，引入重整投资人及争取债
权人支持，有效化解债务危机，改善公
司资产负债结构和财务状况，最大限
度保障了全体债权人和中小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公司同时表示，本次重整
预计将对公司2024年度净资产等财务
数据产生积极影响。

*ST文投重整计划被法院裁定执行完毕

本报记者 徐一鸣

同花顺 iFinD数据显示，12月份
以来，培育钻石概念板块持续上涨，
截至 12月 24日收盘，该板块月内累
计涨幅达16.61%。

消息面上，12 月 19 日，北京大
学东莞光电研究院发布最新研究
成果，该院与南方科技大学、香港
大学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在金刚
石薄膜材料制备和应用方面取得
重要进展，成功开发出能够批量生
产大尺寸超光滑柔性金刚石薄膜的
制备方法。

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新质
生产力与元宇宙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吴高斌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
芯片集成度不断提高和封装空间日
益紧缩的背景下，金刚石基板出色
的导热性、光透性和化学稳定性使
其能够在高密度组装环境下有效地
将芯片产生的热量迅速传导出去，
确保芯片的稳定运行。

可以预测，金刚石基板在芯片
领域的应用将为算力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推动半导体行业迈向更高水
平，同时在光学、电子、机械等领域
的应用也将不断拓展。

在此背景下，培育钻石产业链
上市公司积极布局市场。

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表示，公司年产量 70万克拉功
能性金刚石产业化项目设备于今年
5月份开始逐步调试生产，预计2025
年设备全部安装并调试完毕。而高

品质大尺寸超纯CVD金刚石产品可
用于高端光电器件等。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表示，
公司用高温高压法、CVD 法合成的
功能性金刚石产品可用于半导体、
光学、量子等领域。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
长袁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对于培育钻石领域的上市

公司而言，一方面，应加大研发投
入，提升技术水平，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另一方面，
应构建集原料供给、技术创新、规模
化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开拓
高附加值应用场景。

开源证券研报称，预计 2025年
钻石散热市场规模为 0.5 亿美元。
到 2030 年，钻石散热市场规模为

152.4 亿美元，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214%。

中国投资协会上市公司投资专
业委员会副会长支培元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钻石
散热市场发展预期较高，但同时也
面临着一些挑战。例如，高昂的价
格成本成为制约金刚石材料芯片产
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培育钻石板块受追捧 产业链公司积极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