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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婉霞

上市公司如何平衡好经营的
可持续性与未来性？

日前，在云顶新耀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顶新耀”）
的mRNA（信使核糖核酸）创新技
术平台研发日上，云顶新耀首席
执行官罗永庆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通过“授权引进+自主研发”
的双轮驱动战略，云顶新耀逐渐
实现了这一平衡。

具体来看，在经营层面，云
顶新耀以引进的大单品实现了
较为稳定的现金流；在布局创新
上，公司通过聚焦 mRNA 疗法等
前沿技术，陆续产出了一些成
果。罗永庆表示，基于 mRNA 创
新技术平台，云顶新耀已开发了
通 用 型 现 货 肿 瘤 治 疗 性 疫 苗
EVM14、个性化肿瘤治疗性疫苗
EVM16、自体生成 CAR-T（嵌合
抗原受体 T 细胞免疫疗法）三款
核心产品管线。“公司已与全球
排名前 20的药企广泛接洽，未来
将通过与国际伙伴合作，推动这
些创新成果走向全球市场。”

夯实竞争优势

彻底治愈肿瘤是许多生命科
学家的梦想。然而，现有的治疗
技术难以在人体内建立起持久的
免疫记忆，因此对降低肿瘤复发
率的作用有限。通过改造mRNA，
却有可能取得突破。

“mRNA疗法借由基因编辑技
术，改造细胞内负责传递遗传指
令的mRNA，进而让细胞生产出特
定的蛋白质，可用于治疗肿瘤、传
染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一位
行业人士称，在肿瘤治疗中，由于

具有诱导免疫记忆的潜力，mRNA
疗法或有望预防肿瘤的复发与转
移，被认为是生命科学领域的一
项颠覆式创新。

大约是在 5 年前，云顶新耀
“看中”了这一前沿技术。

“一旦技术走通，科学家只
需要改变 mRNA 的基因序列，就
能生产出药物，将药物开发从
传统的‘分子筛选’转变为‘信
息设计’；还可利用人体自身的
细胞生产药物，使人体成为药
物生产的‘智能工厂’，生产高
效 且 低 成 本 。”罗 永 庆 表 示 ，
mRNA 疗法正成为新的医学革
命的催化剂。

截至目前，全球也仅有少数
几家公司掌握了相关技术。于
2017年成立的云顶新耀仍是一家
年轻公司，它能行吗？

“‘授权引进’与‘自主研发’
的双轮驱动战略是推动企业持续
增长的核心战略之一。”罗永庆表
示，在坚守研发创新的同时，公司
也构建了与之匹配的战略支撑
体系。

一方面，通过授权引进的模
式实现自我造血。财务数据显
示，云顶新耀已引进了三款商业
化产品依嘉、耐赋康、维适平，三
者在2024年助力云顶新耀实现营
业 收 入 7.0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61%。罗永庆表示，依托这些品
种，预计到 2030 年，公司将实现
100亿元的销售额。

另一方面，通过布局前沿技
术为公司注入成长动力。罗永庆
表示，瞄准mRNA等先进疗法，云
顶新耀成已构建了一个涵盖从抗
原设计、mRNA序列优化、脂质纳
米颗粒递送技术到产业化生产的
平台技术，是行业内极少数拥有

端到端能力的公司。

以价值创造为导向

今年6月底，全球制药巨头艾
伯维有限公司宣布以高达21亿美
元的现金收购生物技术新锐公司
Capstan Therapeutics Inc，后者专
有的脂质纳米颗粒平台技术，可
实现对 mRNA 的递送，从而在体
内生产特定的细胞。此外，礼来、
强生、阿斯利康等外资药企纷纷
通过投资、并购的方式布局mRNA
疗法、CAR-T等前沿治疗技术。

相较于这些龙头企业，云顶
新耀又有哪些竞争力？

“公司内部拥有的专有脂质
库超过500种，能够满足疫苗及自

体生成 CAR-T 等多类项目的需
求。”罗永庆表示，云顶新耀已完
成了核心能力的布局：比如在抗
原序列设计上，云顶新耀通过开
发AI算法，实现了高效赋能，目前
其算法系统已迭代至第三代；在
递送系统上，云顶新耀已建立了
脂质纳米颗粒递送技术平台，在
可电离脂质和隐形脂质方面都有
专 利 布 局 。 这 两 大 技 术 正 是
mRNA疗法的核心技术壁垒。

另外，在生产能力方面，据罗永
庆介绍，今年6月份，云顶新耀嘉善
工厂完成通用型肿瘤疫苗EVM14
首批临床样品放行，预计 8月中旬
运抵美国临床中心。“云顶新耀是
少数可全流程本土化生产mRNA
疗法药物的中国企业。”他强调。

目前，基于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 mRNA 技术平台，云顶新耀
已构建了覆盖个性化肿瘤疫苗、
通 用 型 现 货 疫 苗 及 自 体 生 成
CAR-T 的产品管线。比如，其
EVM16个性化肿瘤治疗性疫苗已
完成首例患者给药；通用型现货
肿瘤治疗性疫苗EVM14已获美国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临床试验
批准，计划下半年启动首例患者
入组；其自体生成CAR-T则是基
于公司自主研发的靶向脂质纳米
颗粒系统开发而成，已取得多项
临床前验证成果等。

罗永庆强调，在进行国际商
业合作的过程中，公司将以价值
创造为导向设计交易架构，同时
保留自我商业化选择。

云顶新耀首席执行官罗永庆：

聚焦前沿技术 走向全球市场
本报记者 李昱丞

在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偿债
的关键时期，大股东再次出手相帮。

7月3日晚间，万科披露，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地
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铁集团”）向公司再提供
不超过62.49亿元借款，用于偿还公司在公开市场发行
的债券本金与利息，借款期限不超过3年，借款利率目
前为2.34%。

这是年内深铁集团第六次向万科提供股东借款。
2025年2月11日、2月22日、4月30日、5月15日、6月7日，
深铁集团已分别向万科提供股东借款不超过28亿元、
42亿元、33亿元、15.52亿元、30亿元，合计148.52亿元。
加上此次借款，年内深铁集团向万科提供股东借款已
达211.01亿元。

在此基础上，深铁集团同意对已有的8.9亿元借款
予以展期；同时万科需要为15.51亿元已有的借款提供
万物云空间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

在借款条件方面，深铁集团给予万科较优条件。首
先，借款利率低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1年
期LPR；其次，为体现对万科的大力支持，提振市场信心，
深铁集团将股票质押融资业务质押率设定为70%，相对
于此，市场股票质押融资业务质押率通常为30%至60%。

Wind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公开市场债务方面，万
科境内债务共有358.01亿元，其中一年以内到期境内债
务金额约273.73亿元，占比76.57%。而本月（7月份）正
是万科未来12个月的兑付高峰，共有62.63亿元债务需
要偿还。

中国投资协会上市公司投资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支
培元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深铁集团借款用于偿还
到期公开市场债务，有效避免了万科出现债务违约的
风险，保障了万科的信用评级，维护了万科在资本市场
的形象。

在此前万科举行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上，万科董
事会主席、深铁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长辛杰表示，在大
股东的鼎力相助下，万科将把握政策机遇，坚持用改革
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在发展中化解风险，动员各
方力量，充分调配资源，竭尽所能、全力以赴，共同推动
公司重归健康发展轨道。

年内深铁集团还通过收购项目收益权的方式支持
万科。今年年初，万科以12.92亿元的价格向深铁集团
转让公司持有的红树湾物业开发项目49%投资收益权
以及其他附属权益的未来收益权，同时以5824.72万元
的价格向深铁集团转让公司持有的红树湾物业开发项
目管理经营公司——深圳地铁万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9%的股权。

除了提供资金供万科偿债以外，深铁集团还在业务
层面加强与万科的协同。据辛杰介绍，万科还将进一步
加强与大股东深铁集团的融合发展，发挥好双方资源禀
赋，形成多元场景、多业态复合的城市服务新生态。

万科年内第六次获深铁集团借款
累计金额已超211亿元

本报记者 吴奕萱

7月3日，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华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近期收到国内新能源车
企的定点开发通知书，定点产品主要为关键金属结构
件。此次定点项目生命周期4年，预计生命周期总销售
金额约人民币9.7亿元。

本次定点产品关键金属结构件由长华集团全资子
公司武汉长华长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负责生产。此
次定点项目预计在2026年第3季度逐步开始量产，预计
对该公司本年度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若后续实质
性销售订单顺利转化，有利于增加未来年度的营业收
入和经营效益。

自2024年以来，长华集团已斩获8个新能源汽车零
部件定点项目，项目累计金额预计超过23亿元。

财报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长华集团已与近30
家车企建立了稳定的新能源业务合作关系，公司新能
源汽车零部件2024年的销售收入约为3.86亿元，同比增
长 24.52%，营收占比亦由 2023年的 12.80%增加至
17.49%。

长华集团此前单个定点项目的销售总额大多位于
1亿元至3亿元这一区间，本次9.7亿元的定点项目规模
远超以往，相当于公司2024年新能源业务收入的2.5倍。

对此，科技部国家科技专家库专家周迪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能获得近10亿元的长期订单，表明长华
集团在产品质量、技术实力等方面具有较强竞争力，处
于行业中较领先水平。该订单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长华
集团的市场地位，能够为公司后续获取更多订单和业
务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在夯实主业的同时，长华集团还紧抓发展机遇，积
极开拓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用行星滚柱丝杠等领域，
并已取得一定成果。在低空经济领域，截至目前，长华
集团已两次收到国内某知名飞行汽车公司的项目定点
开发通知书，定点产品主要为关键结构件，总体订单累
计超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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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华集团作为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入局低
空经济领域，在产品和技术的复用性上具有显著优
势。由于飞行汽车的产业链和核心技术与汽车存在一
定重合，长华集团在汽车零部件领域积累的技术和经
验可以很好地迁移到飞行汽车零部件生产上，进而降
低研发成本，缩短产品的研发周期。

长华集团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目前，公司正在
与其他多家飞行器公司进行业务洽谈与对接，积极拓展
该领域的业务规模，将有利于公司增强市场竞争力。”

另外，在人形机器人用行星滚柱丝杠领域，长华集
团已于2024年末生产出行星滚柱丝杠样品。上述长华
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在今年新购了一批高端设
备，于5月初进场，目前已安装调试完成，逐步生产出新
的迭代样品，送样客户的同时，公司还会请专业机构进
行同步检测。未来，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用行星滚柱
丝杠等领域产品有望为公司业务发展带来新的增量。”

长华集团获新能源车企定点开发
预计总销售额约为9.7亿元

本报记者 袁传玺

7月2日，荣耀终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荣耀”）发布全新旗
舰产品Magic V5，加速更新“比轻
更轻，比薄更薄”的折叠屏形态和

“一句话搞定所有事”的AI智能体。
有业内人士认为，这款被荣耀

称为“重新定义折叠旗舰标准”的
产品，不仅承载着荣耀冲击高端市
场的野心，更折射出中国智能手机
产业在折叠屏与AI两大赛道的技
术深耕与生态博弈。

在折叠屏市场站稳脚跟

中国折叠屏手机市场自2019
年起步至今，经历了快速扩张与调
整阶段，而荣耀已逐步在这一市场
站稳脚跟。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
数据，2025年第一季度，中国折叠
屏手机出货量达到284万台，同比
增长53.1%，荣耀以9.1%的市场份
额稳居第二。

事实上，当折叠屏手机进入规

模化普及阶段，荣耀的轻薄化战略
成为其占领市场的核心因素。据
了解，荣耀Magic V5以8.8毫米厚
度、217克重量再度刷新纪录。

此外，在铰链的精度优化上，
荣耀Magic V5通过荣耀鲁班大模
型，可以一次分析零件的500个特
征点，用12.5万次并行计算完成零
件 匹 配 ，将 最 小 的 分 类 精 度 从
0.04mm提升到0.003mm。

在影像方面，荣耀Magic V5配
备全焦段三摄影像，1/2英寸超大传
感器，6400万最高像素，f/2.5超大光
圈设计。同时还搭载了AI超级长
焦、AI超清人像、AI胶片模拟人像、
AI荣耀鹰眼超级连拍等功能。

荣耀CEO李健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折叠屏产品研发的核
心不是能不能继续轻薄，而是要
围绕消费者的需求，给消费者创
造核心的价值，这是荣耀的核心
理念。荣耀Magic V5的发布是一
个阶段性的里程碑，未来荣耀会
持续创新下去，不论是轻薄、性能
强大，还是最好的体验，荣耀都会

持续努力。
一位不愿具名的行业分析师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荣耀在折
叠屏市场表现亮眼，凭借Magic V
系列持续刷新轻薄纪录，其自研铰
链与电池技术突破，解决了行业耐
用性与续航痛点。市场份额稳居
全球前列，在海外增速超30%，彰
显技术全球化竞争力。通过材料
创新与生态融合，荣耀正推动折叠
屏从“尝鲜”向“主力机”进化，对行
业技术普及与用户体验升级贡献
显著。

AI智能体加速进化

AI技术的渗透正在重塑手机
行业竞争逻辑。Counterpoint数据
显示，2025年，AI手机渗透率将突
破40%。在此背景下，今年荣耀已
经在AI领域加大资金投入。3月
份，李健宣布，荣耀未来五年将投
入百亿美元推进“阿尔法战略”。
这意味着，荣耀每年在AI上的投入
将达到150亿元人民币。

事实上，荣耀手机很早就开始
加强AI研发。早在2016年，荣耀就
提出手机AI概念，并发布了Magic
Live智慧系统；2024年，荣耀披露荣
耀AI智能体相关创新成果，并发布
了行业首个跨应用开放生态智能
体；此次发布的荣耀Magic V5，实
现了全栈式个人知识库、多智能体
协同、全品牌互联互通三大AI闭环
核心技术的落地。

其中，AI智能体YOYO迎来了
重磅升级，用户可以轻松实现“一
语PPT、一语编程、一语搜索、一语
传送、一语打车、一语识物、一语看
屏、一语记忆”8大一语AI应用，实
现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服务”的
转变，打破应用与场景的限制。

与此同时，荣耀与合作伙伴共
建主动服务的AI生态体验，包含

“智慧办公、智慧生活、智慧出行、
智慧陪伴、智慧车联、智慧家居、智
慧服务”等7大AI生态。荣耀也正
式宣布支持MCP和A2A协议，与合
作伙伴开启智能体服务新生态，联
合阿里巴巴、比亚迪、美的等行业

头部伙伴，在折叠屏大屏AI生态的
不同服务场景上，打造全新的折叠
屏智慧体验。

李健表示，AI要服务于人，还要
经历三个转变。首先是价值定位的
转变，要从工具转向结果落地，给人
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其次是竞
争焦点的转变，大模型参数很重要，
但落地应用也很重要，要全力以赴
把AI落地到人的工作和生活中去；
再次是产品形态的转变，从云端转
向端侧，这是荣耀的机会。

站在2025年时间节点，折叠屏
与AI的交汇正在改写高端手机市
场规则。广州艾媒数聚信息咨询
股份有限公司CEO张毅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荣耀通过材料学突
破与操作系统级创新，在硬件轻薄
化与软件智能化两个维度构建技
术护城河。当行业还在争论“AI手
机定义”时，荣耀已经证明真正的
下一代终端，是能主动理解用户、
自主调用资源、持续进化服务的智
能体，这场技术革命，或许比折叠
屏的物理开合更具颠覆性。

让折叠屏成为用户“主力机”荣耀推进“阿尔法战略”

本报记者 李 勇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软集团”）7月 3日下午召
开投资者说明会，就终止发行股份
购买上海思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思芮科技”）43%股权
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具体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互动交流
和沟通。东软集团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荣新节在说明会上回答《证
券日报》记者的相关提问时表示：

“本次交易终止，不会对公司的生
产经营和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

已控股思芮科技

2024 年 12 月份，东软集团筹
划对思芮科技 100%股权进行收
购。据公司当初披露的交易预案，
东软集团的收购共分两部分进

行。第一，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
上海瑞应人才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及天津芮屹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购买思芮科技 57%股权；
第二，以发行股份方式向大连东软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软控
股”，系东软集团第一大股东）购买
思芮科技 43%股权，并募集配套
资金。

今年 5月 30日，东软集团披露
现金收购进展，公司已根据协议约
定完成现阶段股权转让价款支付，
以现金收购思芮科技 57%股权交
割完毕，交易对价共计 3.97亿元。
交易完成后，思芮科技的股权结构
变更为东软集团持股 57%，东软控
股持股43%。

6月 18日，东软集团进一步披
露关于发行股份购买思芮科技
43%股权的进展，称所涉及的标的
公司两年一期审计工作、尽职调查
等工作尚未全部完成，与交易对方

的磋商和谈判仍在进行中。6月30
日晚，东软集团发布公告称，鉴于
交易各方尚未就交易条款等相关
事项协商一致，且考虑到本次交易
事项自筹划以来历时较长，当前市
场环境及标的公司实际情况较交
易筹划初期发生一定变化，决定终
止本次交易事项。

成立于 1991年的东软集团是
我国第一家上市的软件公司，也
是行业领先的全球化信息技术、
产品和解决方案公司。而收购对
象思芮科技则是一家为客户提供
数字技术服务、软件解决方案和
数字化运营服务的高科技企业，
专注于高科技、互联网、先进制造
等领域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信息
技术服务。投资者说明会上，对
于《证券日报》记者相关提问，荣
新节回复称：“2025 年 5 月 30 日，
公司以现金收购思芮科技 57%股
权已交割完毕，思芮科技已成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相关整合和业务协同
也已正式启动。”

据思芮科技代表陶丕训介绍，
2025年，思芮科技持续服务于字节
跳动、京东集团等既有客户，并不
断加大合作力度。在此基础上，上
半年又突破了烽火通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等客户。

努力提升业绩

除了对此次交易终止事项的
相关解释与说明，在投资者说明会
上，东软集团方面还围绕公司经营
发展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

“自 2024年初，公司以提升经
营业绩为目标开启了重大战略变
革，并全面启动解决方案智能化战
略，加大以AI、大数据为代表的业
务创新力度，打造智能化、数据价
值化、服务化和生态化的解决方

案，已取得积极进展。”东软集团高
级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王楠表示。

据王楠介绍，在业务创新角
度，公司紧抓新一轮AI及数据价值
化机遇，不断推动新产品的推出及
订单的落地，相关成果迎来了爆发
式增长。2024年，公司新签垂直领
域AI应用合同6.78亿元；新签数据
价值化相关业务合同2.33亿元，同
比增长207%，AI+医疗相关业务合
同 4.8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6% 。
2025年一季度，公司新签垂直领域
AI应用合同1.89亿元；新签数据价
值化相关业务合同0.78亿元，同比
增长 54%，AI+医疗相关业务更是
迎来了高速增长，合同额实现 1.39
亿元，同比增长211%。

荣新节在投资者说明会上作
总结发言时表示，未来，东软集团
会持续聚焦核心业务发展，努力提
升业绩，为广大投资者创造更多的
价值。

东软集团：思芮科技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