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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雯珊

6月 10日，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亿纬锂能”）发布公告称，拟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
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公司将充分考虑现有股东
的利益和境内外资本市场的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内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发行窗口完成本次发行
上市。

“二次上市将进一步提高公司资本实力和综合
竞争力，提升国际化品牌形象，满足国际业务发展需
要，深入推进全球化战略。”亿纬锂能董秘办相关人
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公开资料显示，亿纬锂能主营动力、储能和消费
电池，其中动力电池2024年市占率排名全球第九位，
储能电池市场份额位列全球第二位。该公司2009年
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最近一次股权融资发生在
2022年，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
89.7亿元。

据悉，亿纬锂能此次计划在香港联交所发行的H
股股数，将不超过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10%，并拥有
不超过新发行股数 15%的超额配售选择权。其发行
方式包括香港公开发售及国际配售新股，前者面向
香港公众投资者，后者则向国际机构投资者配售。

在动力电池领域，据SNE Research统计，今年前
4个月，亿纬锂能在全球动力电池领域的装机量达
8.3GWh，同比增长69.4%，市占率排名全球第九位。

早前，亿纬锂能相关人士透露，伴随公司动力电
池生产线改造逐步落地、客户拓展顺利推进，公司动
力电池的产能利用率在2025年预计稳步提升。

以“全球制造、全球交付、全球合作”作为战略部
署，亿纬锂能正在加速国际化产业布局。多个重要
项目在近两年进入建设关键期，本次H股发行预期将
为公司全球化策略提供助力。

其中，公司在匈牙利德布勒森投资建设的乘用
车大圆柱电池项目，紧邻宝马集团德布勒森工厂，预
计 2026年建成投产。马来西亚工厂定位为覆盖亚
洲、辐射全球的多场景锂电池生产基地，服务电动两
轮车、工具及消费电子市场的圆柱锂电池项目，年产
能达6.8亿只小圆柱电池，同时公司在马来西亚还新
增了储能电池及消费类电池制造项目。

事实上，从2024年底开始，锂电池产业链上下游
多家企业扎堆赴港上市。在全球化战略成为企业发
力重心的背景下，港股上市成为相关企业进一步提
升本地化供应能力的必然选择。

“去年下半年以来，多家新能源公司递交港股上
市申请，不少新能源公司获得国际资本踊跃认购，体
现了对中国新能源产业地位的认可。在此背景下，
亿纬锂能赴港上市，顺应了资本市场发展趋势，将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整体盈利能力。”北京
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兼首席投资
顾问邢星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亿纬锂能谋划港股上市
推进全球化策略

本报记者 曹卫新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综艺股份”）
重大资产重组迎来新进展。

6月 10日，综艺股份发布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公
司拟通过向江苏吉莱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吉莱微”）增资 2.2亿元，合计取得吉莱微 4323.35
万股股份。同时，吉莱微原实际控制人之一李大威
同意将其直接持有的吉莱微 828.71万股股份对应表
决权全部委托给综艺股份。上述交易完成后，综艺
股份合计控制吉莱微的表决权比例超过50%，吉莱微
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

往前回溯，今年5月份，综艺股份对外宣布，公司
与吉莱微及其股东江苏威锋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李
大威签署了《投资合作意向协议书》，拟通过以现金
增资或受让股份的方式，取得吉莱微的控制权。彼
时，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交易的具体方案尚需
交易各方进行进一步的协商和论证。

6月 4日，在综艺股份 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上，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杨朦在回答投资者提问时透露：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拟并购吉莱微，
标的公司是以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的垂直
一体化经营（IDM）为主的功率半导体芯片及器件制
造企业。目前，对标的公司的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
正在积极有序推进。”

依据综艺股份最新发布的重大资产购买预案，
截至预案签署日，本次交易已经交易双方董事会审
议通过。但交易所涉及的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尚未
完成，预案及其摘要中涉及的吉莱微的相关数据尚
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评估机构的评估。

预案显示，吉莱微2023年、2024年分别实现营业收
入 2.36亿元、2.56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1395.6万元、
1560.08万元。2025年一季度吉莱微实现营业收入
4921.85万元，净利润403.92万元。业绩承诺方承诺，标
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即2025年度至2028年度，净利
润目标为2600万元、3300万元、4100万元以及5000万
元，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不低于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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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股份目前集成电路
业务以芯片设计为主，收购完成后，综艺股份将正式
进军功率半导体芯片及器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领
域，产业链条布局得到进一步优化及延伸。此次收
购还为综艺股份未来战略性进入更广阔的集成电路
设计、制造或封装测试领域，提供了关键技术储备与
人才支撑，加速公司在高附加值、高技术门槛的集成
电路核心赛道上的布局与突破。

“从综艺股份在半导体领域的市场地位和未来
发展方向来看，此次收购意义重大，不仅有助于提升
综艺股份在半导体领域的综合竞争力，还能使其在
市场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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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艺股份拟“增资+表决权委托”
拿下吉莱微超50%表决权

本报记者 李 静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天气
带动清凉经济全面升温。从琳琅
满目的消暑商品到以自然避暑资
源为核心、融合多元休闲体验的清
凉旅游，清凉经济正释放出强大的
消费动能。

“‘清凉消费’属于典型的季节
性消费，紧密贴合高温时段的消费
者需求，具有鲜明的时效性与针
对性。从宏观层面来看，清凉经
济对释放消费潜力、激发经济活
力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不
仅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短期繁荣，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消费结构
的优化升级。”盘古智库高级研究
员江瀚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随着高温天气持续，消暑类家
电、家居用品等“清凉商品”迅速站
上消费市场的C位。

在北京一家大型家电卖场，
空调、冰箱等传统家电销售区域
人头攒动。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近期空调和冰箱的销量大幅增
长，不少热门型号甚至出现了断
货的情况。

除传统家电外，一些具备创新
功能的清凉科技新产品也备受追
捧。在卖场一角，能够同时实现送
风、加湿、净化空气三合一功能的
冷风扇成为了焦点。记者看到，不
少消费者正围在冷风扇的展示区
前，仔细了解产品性能和特点。“这
种冷风扇功能挺多的，感觉比普通
风扇实用多了。”一位正在挑选冷
风扇的消费者说。

防晒用品同样迎来了销售高
峰 。 脸 戴“ 脸 基 尼 ”、身 穿 防 晒
衣、手持遮阳伞……街头户外“全
副 武 装 ”防 晒 成 为 很 多 人 的 标
配。某防晒品牌门店销售人员对
记 者 表 示 ，近 段 时 间 门 店 防 晒
帽、防晒衣、冰袖等夏季商品的
销量明显提高了不少，很多爆款
产品需要补货。

“‘清凉产品’市场需求旺盛、
销量高速增长，这一现象充分彰显
了消费者在炎热夏季对舒适生活
环境的强烈追求，也从侧面反映出
清凉经济正借高温酷暑之势蓬勃
兴起、快速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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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关部门与企业应主动作为，加大对
清凉经济相关产品与服务的投资

力度，全方位助力清凉经济高质量
发展。

高温之下，“清凉旅游”市场热
度飙升。例如，随着气温升高，五
指山凭借独特的热带雨林景观和
清凉宜人的气候，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游山玩水。在五指山红峡谷
文化旅游区，漂流项目成为游客的
热门选择。“最近来体验漂流的游
客数量比平时多了好几倍，对此，
景区也做好了各项安全保障和服
务提升工作，让游客们能玩得开心
又放心。”五指山景区负责人向记
者介绍。

多地也立足自身旅游特色，
推出“清凉旅游”优惠政策，积极
吸引游客，为“清凉旅游”市场再
添一把火。比如，黑龙江推出夏
季旅游优惠，部分景区门票打折，

同时，为满足游客对品质游深度
游的多元需求，今年夏季，黑龙江
聚焦场景创新、业态升级和政策
惠民等方面，加力推动文旅消费
全面升级，解锁旅游新体验。海
南旅游“清凉套餐”也已经上线，
不仅推出旅游消费补贴，还在全
省多家酒店推出百余个优惠套
餐，并附赠了多项增值服务，如亲
子家庭房免费加床、赠送清凉美
食和饮品等。

“在清凉经济的带动下，各地
积极挖掘自身的清凉资源，将自然
景观、文化特色与休闲娱乐相结
合，充分展现了行业的多元活力。”
詹军豪表示，随着文旅行业的持续
创新，清凉经济有望迎来更加广阔
的发展前景，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
重要力量。

清凉经济乘“夏”而上 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 殷高峰 贺王娟

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首次10公
里级垂直起降飞行试验圆满成功、海
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首次发射任务告
捷、千帆星座及国网星座卫星相继成
功发射首批组网卫星……过去一年
多来，我国商业航天领域“高光时刻”
不断涌现，活力持续迸发。

自商业航天作为“新增长引
擎”首次被写入2024年《政府工作
报告》以来，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

协同推进，商业航天呈现出蓬勃发
展态势。在笔者看来，除了政策支
持外，下一步，还需从技术、市场和
生态构建三个方面进行突破，推动
我国商业航天大规模产业化。

第一，加速技术突破，降低
发射成本。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
商业航天产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
成本控制。虽然可重复使用火箭
技术已经取得突破，但单次发射成
本仍高达数千万美元，远未达到大
规模商业应用的门槛。要实现真

正的产业化，必须将发射成本降低
一个数量级，即达到百万美元级
别。这就需要整个产业链在未来
加大研发投入、优化设计，提高重
复使用次数和可靠性。同时，要加
大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如3D打
印、复合材料等新技术的应用可以
大幅降低制造成本。

第二，加大市场需求培育与应
用拓展力度。在应用场景方面，除
传统的卫星发射外，商业航天需要
开拓更多应用场景，如太空旅游、

太空采矿、太空制造等。从需求侧
来看，商业航天的产业化需要强大
的下游市场支撑。比如，卫星互联
网、遥感数据服务等可以为商业航
天提供稳定的市场需求。对此，产
业链各方需要在下游市场发展方
面尽快实现突破。

第三，构建完善的产业链与创
新生态。目前，我国商业航天还存
在产业链不完善、上下游协同不足
等问题。同时，商业航天又是技术
密集型产业，需要构建良好的创新

生态。这就需要各方不断加大科
研投入，积极开展前沿科技研究，
建立研发中心，促进产学研合作，
构建良好的产学研创新生态。

商业航天的崛起不仅关乎产
业发展，更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
现。当前，我国商业航天的大规模
产业化已经到了关键阶段，唯有进
一步突破成本瓶颈、完善产业生
态，才能真正实现商业航天的大规
模产业化，开启我国太空经济的新
纪元。

多维发力推动商业航天大规模产业化

本报记者 殷高峰 贺王娟

2025 年 6 月 6 日凌晨 4 时 45
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的夜空被一
道火焰撕裂——长征六号改运载
火箭托举着卫星互联网低轨 04组
卫星腾空而起，划破天际。

在刚刚过去的 5月份，商业航
天领域动作不断。比如，蓝箭航天
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蓝箭航天”）自主研发的朱雀二号
改进型遥二运载火箭成功点火升
空；北京中科宇航技术有限公司力
箭一号遥七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塔大胡杨一号”卫星由力箭一号
遥七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等。

这是我国商业航天加速发展
的一个缩影。受访专家表示，经过
几年的培育，我国商业航天发展呈
现出百花齐放态势，商业卫星、商
业火箭、商业测控等企业如雨后春
笋般不断涌现，全产业链商业化落
地提上日程，产业链生态不断完
善。在政策、技术和市场的同频共
振之下，商业航天正迎来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进入 2025年，朱雀三号、天龙
三号、引力二号、双曲线三号、智
神星一号等一批新型号商业火箭
将按计划迎来首发；中国版“星
链”计划千帆星座、国网星座陆续
升空……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商业航天战略部总经理郝雪涛
表示，随着以国网星座和千帆星座
为代表的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
相继启动部署，我国商业航天产业
正蓬勃发展，2025年有望进入“百
箭千星”发射高峰期。

为何今年以来火箭、卫星发
射升空如此频繁？多位业内人士
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这是政策红
利、技术突破与市场需求共振的
结果。

顶层设计方面，商业航天连续
两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今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开展新技
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
行动，推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
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展。

“其中‘推动产业安全健康发
展’的表述，或是商业航天从快速
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进阶的信号。”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天火箭”）相关负责

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也积极

出台政策推动商业航天发展。比
如，今年 3月份，国家国防科技工
业局出台《关于促进商业航天测控
规范有序发展的通知》；今年 4月
份，上海市出台《上海市关于加快
培育商业航天先进制造业集群的
若干措施》。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
产业，商业航天正迎来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动
能。”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
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卜益力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

在广东华辉创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袁华明看来，通过政
策积极引导及产业集群效应，有望
降低产业链企业商业化探索的压
力，助推商业航天产业化提速。

加快核心技术突破

为推动商业航天大规模产业
化，产业链各环节企业正围绕破解
卡点堵点，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其中，中天火箭在技术难度较
大的大喷管及摆动喷管领域取得
突破，完成多个型号首次试制并交
付试车成功。中天火箭相关负责
人表示，“十四五”期间，随着公司
军品市场开拓能力的进一步增强，
喷管产能全面达产达效，形成年产
中小型喷管6000台的规模。

而随着卫星发射需求的增加，
可复用火箭等实现低成本发射技
术应用被看作是行业未来发展提
速的质变点之一，多家企业积极攻
克可回收复用技术。

北京天辰合创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辰合创”）常务副总
裁金志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未来，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可靠性
和复用效率仍需提升，这对火箭的
控制和测量系统有了更高的要
求。”

据介绍，天辰合创研发的新一
代基于网络的火箭控制测量一体
化技术及火箭智能健康诊断评估
技术，就是为了突破未来可重复使
用火箭的可靠性和复用效率提升
问题。“公司已经研制出了基于
POWERLINK 环网的新一代火箭
测量系统产品，今年将会在蓝箭航
天的多发朱雀 2E 火箭上正式飞
行，这在国内属于首创，也是国内
火箭测量系统发展的一个重要里
程碑。”金志伟表示。

上海济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丁炳中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可重复使用
火箭技术接近国际水平，卫星制造
进入批量化生产阶段，天基测控等
细分领域有望实现“弯道超车”。

此外，伴随着商业航天技术持
续进步，与之相关的新材料技术也
在不断突破。陕西斯瑞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瑞新
材”）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推力室内壁作为液体火
箭发动机的关键核心部件，其材料
必须能够承受高温高压的环境，确
保发动机的稳定工作。目前公司
的铬铜、铬锆铜等高强高导铜合金
材料已成功应用于液体火箭发动
机推力室，这一突破性进展填补了
国内在此领域的技术空白。”

在业界看来，可重复使用火
箭、微小卫星、卫星组网等商业航
空相关核心技术已经得到验证，国
内也做了较长时间的技术储备，这
将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链的发展。

产业链公司“百舸争流”

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

2020年至2024年期间中国商业航
天产业产值的年复合增长率达
22.9%，预计该产业在2025年产值
达2.8万亿元。面对广阔的市场前
景，各路资本纷纷入局。

《2025 中国商业航天创新生
态报告》数据显示，2024 年行业
融资事件达 138 起，披露金额突
破 200 亿元，创历史新高。卫星
应用、火箭制造、卫星制造三大
领域吸金能力显著，分别完成融
资 50 起、32 起、29 起。今年以
来，商业航天产业发生了多起融
资事件。比如，江苏深蓝航天有
限公司完成了总规模近 5亿元的
B4轮融资；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完成数亿元的D
轮融资等。

在丁炳中看来，商业航天的商
业化路径十分清晰。一方面，产业
集群效应已经显现。如北京“南箭
北星”与上海千帆星座等已形成颇
具规模的产业集群，形成“制造—
发射—应用”全链条协同，推动产
业从项目制向服务制转型。另一
方面，市场需求明确。卫星互联网
的全球覆盖需求、低空物流/载人
交通的规模化应用，为商业化提供

长期驱动力。
“公司已启动投资建设‘液体

火箭发动机推力室材料、零件、组
件产业化项目’。”上述斯瑞新材相
关负责人表示，该项目达产后，预
计实现年产约300吨锻件、1000台
（套）火箭发动机推力室内壁、外壁
及喷注器面板等零组件。

商业航天商业化进程的加速，
也给卫星测运控服务类及卫星组
件等产业链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市
场增长空间。

深圳市魔方卫星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注于微小卫星研制、
遥感数据服务及航天科普的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副总经理赵云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基于旺盛
的市场需求，目前公司正在做产
能扩张的投入，预计在今年年中
至三季度，公司的产能还会翻番
上涨。”

“随着各地政策体系的不断完
善及技术、产能等方面的持续突
破，中国商业航天的商业化进程将
进一步提速。”丁炳中表示，“十五
五”期间将是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
一个关键期，商业航天方面的相关
规划值得期待。

全链条协同突破 商业航天加速迈向“百箭千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