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1月15日 星期三
本版主编：陈 炜 责 编：石 柳 制 作：李 波公司新闻0303

本报记者 桂小笋

1月 14日晚间，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依依股份”）披露 2024年业绩
预告，预计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9800万元至 22500万元，同比增长 91.76%至
117.91%。

业绩预告显示，2024年公司原有客户的订单
保持了较好增长，叠加新增客户贡献，依依股份营
业收入较2023年度有较大幅度增长。同时，由于
多种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稳中小幅回落，叠加产
能利用率大幅提高，产品毛利率不断提升，公司盈
利能力持续改善。

依依股份相关人士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2024年公司宠物卫生用品品类增长速度较快，且
增速明显高于宠物行业整体，预计这一趋势将在
2025年延续，宠物卫生护理用品的产品渗透率有
望继续提升。

福州公孙策公关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詹军豪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宠物作为情
感寄托的需求逐年增加，为市场拓展打下了基础，
不过，目前行业竞争也较为激烈，企业应该从市场
份额、新品研发、拓展产业链等角度着手，筑牢发
展护城河。

作为国内宠物卫生护理用品的龙头企业，依
依股份凭借高品质的产品保障、规模化生产优势、
精细化管理以及前沿的研发设计能力，与境内外
大客户保持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致力于自
身经营管理和经济效益提升的同时，依依股份还
积极通过研发绿色新产品、转型智能化生产、引进
高效节能设备和技术、完善绿色供应链管理等方
式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宠物行业绿色升级
浪潮，为实现资源、环境与材料的可持续发展贡献
力量。

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
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宠物市场涵盖了众多细分领域，不少细分
领域的开发程度偏低，仍有很大潜力待发掘。此
外，行业标准、专业人才短缺也是制约行业发展的
因素，建议龙头企业从这些领域发力，促进行业的
健康发展。

依依股份预计去年净利润
同比增超91%

本报记者 李昱丞

停牌10个交易日后，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深康佳A”）披露了发行股份购买宏晶
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晶微电
子”）控股权的详细预案。

1月13日晚间，深康佳A发布公告称，公司拟
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刘伟、安徽安元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等 17名股东持有的宏晶微电子 78%股
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完成后，宏晶微电子将
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告显示，宏晶微电子主营音视频芯片设计，
下游客户主要应用领域为商业显示、高铁屏显、汽
车屏显、安防监控、医疗设备、教育终端、广电、智
能制造等。2022年、2023年、2024年 1月份至 11
月份，宏晶微电子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91亿元、
2.86亿元、2.69亿元，分别实现净利润 1940.99万
元、2763.93万元、1299.04万元。

深康佳A收购宏晶微电子，有望完善公司业
务布局，尤其是在半导体产业链上的布局。

深康佳A的主营业务为消费电子、半导体及
存储芯片、PCB（印制电路板）。在消费电子业务
领域，公司产品主要涵盖内外销彩电以及冰箱、洗
衣机、空调、冷柜等白电；在半导体领域，上市公司
主要在存储、光电等领域进行了布局；在 PCB领
域，公司主要经营金属基板产品、厚铜类产品、高
多层和HDI（高密度互连）产品、软硬结合产品等。

深康佳A称，宏晶微电子的半导体业务与上
市公司的消费电子业务、光电业务可以形成纵向
协同，上市公司能够在高端显示终端等领域提升
上游核心芯片的自主可控能力，提高产品核心竞
争力。

另外，宏晶微电子业务与深康佳A的封测业
务及PCB业务具备协同潜力。交易完成后，上市
公司可以进一步完善其在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布
局，通过宏晶微电子拓展半导体业务的应用领域，
进入更多高附加值的市场，为公司带来新的增
长点。

“从公司发展战略角度，收购宏晶微电子契合
深康佳A向半导体领域进军的战略方向，加速其
在半导体产业的深耕细作，提升公司整体科技含
量和市场估值，增强公司在行业内的话语权和影
响力。”中国投资协会上市公司投资专业委员会副
会长支培元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宏晶微电子曾于2015年4月1
日挂牌新三板，2019年 1月 9日摘牌，此后公司相
继聘请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为 IPO辅导券商，并在安徽证监局办理辅导备
案登记，冲击科创板。从本次深康佳A的收购案
看，独立上市未果后，宏晶微电子选择通过并购的
方式注入上市公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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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晶微电子选择通过并购方式
加入深康佳A，可能是基于深康佳A在消费电子、
光电等领域的市场地位和资源优势，以及双方在
半导体业务上的协同效应。这有助于宏晶微电子
更快地实现业务扩展和市场份额提升，同时也为
深康佳A带来了半导体领域的优质资产和业务增
长点。

深康佳A拟购买
宏晶微电子78%股份
完善半导体产业链业务布局

本报记者 丁 蓉

外贸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
要引擎之一，是观察经济发展的重
要窗口。海关总署1月13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出口规模达
到25.45万亿元，同比增长7.1%。
我国外贸活力和韧性通过数据清
晰可见，上市公司作为外贸出口的
中坚力量之一，在稳定出口规模、
推动产业升级、拓展新兴市场、优
化贸易结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

近年来，上市公司“出海”亮点
纷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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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通过积极探索高
质量‘出海’，正迈向更深层次的全
球化。整体呈现三大发展趋势，一
是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二
是从商品‘走出去’到本土化布局，
三是从‘近海’向‘远洋’拓展。”

提升品牌影响力

在近日举行的2025年国际消
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CES）上，有
接近1500家来自中国的企业参展，
占总参展商的三成。其中，展位面
积最大的中国品牌TCL，参展面积
达到2342平方米，这是TCL第32次
参展CES。

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2024年前三季度，
TCL电视全球出货量共计2001万
台，出货量市占率达13.6%，位列全
球前二。在澳洲、菲律宾、缅甸市场
出货量市占率位居第一，在美国、法
国、瑞典、波兰排名第二。”据悉，
TCL高度重视品牌打造，2024年发

布了全新的显示技术品牌APEX。
提到中国品牌“出海”，新能源

汽车企业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国各大车企出口的新能源车已
经在俄罗斯、泰国、日本等广泛“圈
粉”。2024年，比亚迪股份有限公
司在日本市场销售了其在本地推
出的第三款电动汽车海豹，定位纯
电动轿跑，进一步深耕日本乘用车
市场。

此外，2024年7月份，泡泡玛特
卢浮宫店正式开业，成为首个成功
进驻卢浮宫的中国潮玩品牌。此
举成为公司提升品牌影响力的重
要举措，同时是其在欧洲市场布局
的关键一步。

陕西巨丰投资资讯有限公司
高级投资顾问朱华雷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企业
正通过不断创新，向高端制造、高
科技领域延伸，打造全球化品牌，
来实现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的全
面提升。”

完善本土化布局

近年来，我国企业越来越重
视在海外市场的本土化布局。广
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已先后在德国、波兰、瑞士、英国、
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匈牙利
等国家成立了分子公司或办事
处，拓展建立了研发中心、服务中
心、生产基地，能够满足客户本土
化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
需求。

还有不少上市公司通过并购
完善本土化布局。凌云光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发布公告称，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北京凌云光

智能视觉科技有限公司及全资
孙公司 SINGPHOTONICS SMART
VISION PTE.LTD.以现金形式收购
由 JAI GROUP HOLDING ApS控
制的JAI A/S的99.95%股权，交割
程序已全部完成。标的公司作为
全球机器视觉行业领先者，拥有50
余年的发展历史，其产品覆盖欧
洲、亚洲、美国等全球市场。公司
表示，借助标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
的营销网络布局，以及良好的客户
基础与市场口碑，可大幅提升公司
在海外市场的拓展能力和区域服
务优势，加速现有业务国际化。

众和昆仑（北京）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柏文喜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企业不再仅仅将商
品销售到海外，还通过并购或在当
地直接设厂等，以实现更高层面资
源整合、突破技术壁垒和贸易限
制，寻求新的发展空间。”

“本土化策略变得越来越重
要。上市公司通过在海外建立研
发中心、建设生产基地、布局销售
网络等，能够实现从原材料采购、
生产制造到销售服务的全产业链
布局，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和话语权。”朱华雷表示。

此外，除了东南亚等“近海”市
场外，中国企业开始向“远洋”扬
帆。其中，拉美成为我国企业海外
投资新的热门目的地之一。

例如，2024年8月份，成型装备
企业伊之密股份有限公司墨西哥
子公司在墨西哥克雷塔罗举办开
放日活动。公司相关负责人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的国
际化进程正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墨西哥与中国相距甚远，公司的
中国总部难以迅速响应墨西哥当
地客户的需求。因此，我们选择
在此设立子公司，不仅能够降低运
输成本和时间，还能提高供应链的
效率和灵活性。”

刘春生表示，企业“出海”从
“近海”向“远洋”拓展，市场由近及
远，企业“出海”范围不断扩大，深
度持续增加。

并购、设厂多措并举 上市公司“出海”亮点纷呈

本报记者 孙文青

1月14日晚间，国内半导体设备
龙头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公司”）披露
了2024年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约90.65亿元，同比
增长约44.73%；预计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扣非净利润为12.80亿元
至14.30亿元，同比增加约7.43%至
20.02%。

中微公司在公告中表示，2024
年，公司的刻蚀设备及薄膜设备持
续获得众多客户的认可，针对芯片
制造中关键工艺的高端产品新增付
运量及销售额显著提升。

2024年，随着半导体行业温和
复苏以及国内晶圆厂不断扩建，国
内半导体设备行业经历了快速发
展。中微公司的主营产品刻蚀设

备、薄膜设备是半导体前道关键核
心设备，市场空间广阔，技术壁垒较
高。从具体业绩构成来看，2024年，
公司刻蚀设备销售约72.76亿元，同
比增长约54.71%；LPCVD薄膜设备
2024年实现首台销售，全年设备销
售约1.56亿元。此外，MOCVD设备
销售约3.79亿元。

据中微公司介绍，业绩增长还
得益于公司在新产品开发方面取得
了成效。根据市场及客户需求，公
司加大研发力度，目前在研项目涵
盖六类设备，超二十款新设备的开
发。2024年全年，公司研发投入约
24.50亿元，同比增长约94.13%，研
发投入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约为
27.03%。

中微公司相关负责人此前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
来，随着公司持续加码创新研发，在

半导体薄膜沉积设备领域也不断突
破，推出的多款新产品满足了市场
需求，为公司业务多元化发展提供
了强劲的增长动能。

在产能方面，中微公司在江西
南昌约14万平方米的生产和研发基
地、上海临港约18万平方米的生产和
研发基地已经投入使用。同时，公司
生产运营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产品成
本、运营费用控制能力有效增强，供
应链稳定、安全，设备交付率保持在
较高水准，设备的及时交付也为公司
销售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在披露2024年业绩预告的同
时，中微公司还发布了两则投资公
告。其中，公司拟在四川省成都市
高新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建设
研发及生产基地暨西南总部项目。

公告显示，该项目公司注册资
本为1亿元，主要将面向高端逻辑及

存储芯片，开展化学气相沉积设备、
原子层沉积设备及其他关键设备的
研发和生产工作。2025年至2030年
期间，项目总投资约30.5亿元，预计
到2030年年销售额达10亿元。项目
公司将加强与成都高校和科研院所
等的合作，通过联合研发、创新人才
培养等形式，推动产学研一体化，提
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还将积极推
动公司上下游供应链企业落户成都
高新区，推动形成半导体高端装备
产业链集群。

中微公司在公告中表示，公司
通过设立项目公司，增强研发能力
和扩大产能，将在高端半导体设备
领域进一步巩固优势地位。项目建
成后，将提升公司的整体营业收入，
对 上 市 公 司 业 绩 增 长 形 成 有 力
支撑。

另外，中微公司全资子公司中

微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拟与刘晓
宇、嘉兴富仁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共同投资设立上海智微
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一步强
化产业链上下游协作。

事实上，此前，中微公司已通过
投资布局了第四大设备市场——光
学检测设备。据中微公司去年透
露，公司将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和相
关资源作为另一发力点，积极考虑
投资和并购，推动公司更快发展。
预计未来五年到十年，中微公司将
通过自主研发以及携手行业合作伙
伴，覆盖集成电路关键领域50%至
60%的设备。

一位半导体投资机构创始合伙
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上市半
导体企业通过加大自身研发投入，
以及投资并购等方式，将加速实现
外延式发展，从而实现业务升级。

中微公司去年研发投入劲增约94.13%
拟投资30.5亿元建设西南总部项目

本报记者 陈 潇

1月14日，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碧桂园”）发布2023全年
及2024上半年财报，这也是自去年4
月份停牌以来，碧桂园首度发布
财报。

整体来看，碧桂园在2023年和
2024年上半年交出了亏损的“答
卷”，但财报亦透露出一些积极信
号，例如，公司2024年上半年亏损较
2023年同期已大幅收窄，与此同时，
碧桂园仍然保持净资产为正，达741
亿元。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财报的
正式发布或意味着公司正逐步化解
危机，同时，股票也有望迎来停牌近
一年之后的首度复牌。随着公司境
外债加快重组，保交房即将完成，碧
桂园有望找到经营新的突破口，迎
来新希望。

2024年上半年亏损大幅收窄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
行业面临较大挑战，不少房企因结
转利润及存货净值下行等原因，不
可避免出现了大幅亏损情况。

碧桂园财报数据显示，公司
2023年实现总收入约为4010亿元，
同比减少约6.8%，税前亏损约1673
亿元；202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总收
入约为1021亿元，税前亏损约108
亿元。

尽管出现较大亏损，但碧桂园
2024年上半年的亏损情况已较2023
年同期有明显改善。有接近碧桂园
相关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
2024年全年，碧桂园亏损情况有望
大幅收窄。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相较于
其他房企，碧桂园财报在存货减值
方面处理得更加谨慎，计提了相当
大额的存货减值准备，同时，结合目
前市场情况，以往年度的亏损用于
抵扣未来利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导致本期所得税费用有所放大，
这也成为2023年财报亏损放大的主
要来源。

“存货减值计提是按照会计审
慎原则进行的稳健处理，计提得越
充分，公司的财务数据就越真实可
靠，也为未来业绩的回升奠定了更
扎实的基础。”一位会计从业人士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在2023年“刮骨疗伤”式的减值

计提之后，碧桂园2024年半年报存
货减值计提已大幅减少为27亿元，
在市场呈现止跌回稳势头之际，这
也或许意味着公司已将存货减值对
财报的影响大部分出清。

“长期来看，公司当下的财务压
力有望逐步减缓，轻装上阵，未来会
计处理上的亏损会相对减少，更多
的将是对真实经营底色的考验。”上
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据了解，2024年上半年，为确保
有限资源优先保交房，碧桂园上下
最大限度削减支出，大幅压降非核
心非必要的经营支出，精简组织架
构，通过归零预算全面控制非刚性
费用支出，成效显著。

公告显示，2024年上半年，公司
销管费用同比大幅下降51%；其中
行政费用同比降低25%，销售费用
同比下降63%。2023年，公司销管
费用同比下降8.6%；其中行政费用
同比降低20.1%。

在保交房方面，2024年全年碧
桂园已累计交付房屋超38万套，近
三年累计交付约170万套房屋，交付
量在第三方榜单上保持领先，2025
年，有望成为碧桂园保交房任务的

收官之年。

积极盘活资产加速债务重组

值得一提的是，碧桂园此前延
迟发布财报的重要原因，是债务重
组无法全面落地。近期，随着楼市
止跌回稳，公司在资产处置以及债
务重组等方面，都传来了好消息，也
为重回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数据显示，自2022年以来，碧桂
园已处置难销类资产及盘活沉淀资
金回笼超600亿元。2023年8月份，
碧桂园出售了其所持广州亚运城联
营项目公司26.67%股权，回笼资金
12.92亿元。2024年12月份，碧桂园
转让持有的长鑫科技1.56%股权，总
代价20亿元。

在盘活资产偿债的同时，碧桂
园也在加快债务重组，今年1月份，
公司公告宣布了其境外重组提案的
关键条款，目标是减少最多116亿美
元债务。

公告显示，碧桂园已与包括中
银香港、建银亚洲在内的7家知名银
行组成的协调委员会达成共识，协
调委员会支持公司持续努力落实重
组，并愿意与公司合作，确保集团继

续其业务，将干扰降到最低。
“碧桂园与银行保持了透明沟

通，这也是得到他们支持信任的原
因。进行债务重组是为了让公司更
好的活下去，最大化各方利益。今
年上半年公司有望完成境外债重
组。”接近碧桂园人士表示，债务重
组完成后，有望减轻公司债务压力。

除此之外，碧桂园控股股东及家
族也展现出对公司坚定的信心和支
持。碧桂园控股股东及家族通过借
款、增持股票等各种形式累计支持资
金总额约416亿港元。据碧桂园近日
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正在考虑将集团
未偿还本金总额11亿美元的现有股
东贷款转换为公司或附属公司股份。

展望2025年，碧桂园董事会主席
杨惠妍和总裁莫斌此前在新年致辞
中表示，公司将按“一楼一策”持续推
进剩余的房屋建设，努力做好保交房
任务收官工作；积极主动与各利益相
关方沟通制定新的展期计划，更好地
匹配当前的市场周期以及公司资金
情况，逐步实现长期及可持续的资本
结构；同时，结合自身经营情况逐步
调整发展战略，在存量市场中加速发
掘核心竞争优势，尽快恢复项目正常
经营，积极探索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碧桂园2024年上半年亏损收窄 净资产保持为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