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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文婧

7月16日晚，浙江物产环保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物产环能”）公告显示，拟以自
筹资金14.57亿元受让美欣达
欣旺能源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州
南太湖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太湖科技”）100%股
权。此次收购旨在提升公司在
热电联产领域的市场占有率、
并实现经营效能与规模体量的
协同跃升，从而进一步巩固公
司的行业领先地位。

公告显示，南太湖科技为
浙江省内热电联产领域的成
熟企业，位于湖州市南浔区，
主要为当地及周边乡镇客户
提供高效、低碳的能源解决方
案，享有显著的市场份额优势
及广泛的市场认可度。2024
年及2025年前5个月，南太湖
科 技 营 收 分 别 为 5.62亿 元 、
2.14亿 元 ，扣 非 净 利 分 别 为
1.27亿元、4742.70万元。

作为深耕能源领域的知名
能源供应商，物产环能在履行
煤炭供应核心职责、构建高效
且全面的煤炭运销网络的基础
上，近年来积极通过投资自建
或收购等多元化方式，持续扩
大热电联产业务板块。以热电
联产业务为核心，公司综合提
供电力、蒸汽、压缩空气等多种
能源产品，全力加速推进绿色
转型升级进程。

2024年年报显示，物产环
能去年热电业务的电力生产量
达19.1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02%；热电联产板块的营业
收入为31.34亿元，同比增长
0.29%。此外，物产环能的热电
业务此前主要集中在浙江省内
嘉兴市、金华市等地区，此次交
易完成后，公司将正式进入湖
州市热电市场。

对于此次收购的意义，盘
古智库（北京）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高级研究员江瀚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物产环能收购南太湖科技，
不仅能迅速拓宽业务版图，提
升热电联产市场份额；还将依
托南太湖科技在燃煤耦合生
物质、固废处置的技术优势，
实现技术互补创新，优化工艺
降本提效。未来随着双方业
务的深度整合，将实现资源的
高效衔接与成本的进一步优
化。”

热电联产是使用煤、天然
气和生物质等能源产生热量和
电力的高效能源利用方式，同
时提供污泥处置、工业固废处
置等资源综合利用服务，是实
现循环经济的重要技术手段。
在国家“双碳”目标指引下，热
电联产成为我国能源结构优化
与节能减排的关键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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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联产的核心优势在
于能源梯级利用，将发电余热
用于供热，大幅提升综合能效，
减少高污染能源依赖，推动能
源结构向清洁高效转型。例
如，工业集中区热电联产项目
可替代分散小锅炉，集中供应
电热，优化能源配置并降低总
能耗，既减少能源浪费，又通过
协同处理废弃物转化为热电，
助力减污降碳，契合绿色发展
需求。”

江瀚表示，随着可再生能
源的发展，热电联产可以与太
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相结合，
形成互补，确保电网稳定运行
的同时，进一步减少对化石燃
料的依赖，促进清洁能源的应
用和发展。物产环能此次收
购也是向绿色低碳转型的关
键实践。

拟14.57亿元收购南太湖科技100%股权
物产环能拓展热电联产版图

本报记者 邬霁霞

7 月 17 日，品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品茗科
技”）发布 2025 年半年度业绩
预告（以下简称“业绩预告”），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
计公司 2025 半年度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800万元到 3400万元，同比增
长 231.79%至 302.89%；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330 万
元 到 2930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606.77%至788.77%。

业绩预告显示，上半年品
茗科技积极把握行业发展机
遇，建筑信息化软件业务收入
实现增长，收入占比提高，推动
业务结构持续优化；同时，公司
持续推进精兵强将人才计划，
报告期内通过人员结构优化，
有效控制成本，研发费用、销售
费用同比均下降；此外，公司持
续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力度，回
款效率提升，计提的应收账款
减值损失同比减少。

公开资料显示，品茗科技
深耕工程建设信息化领域，业
务涵盖智慧工地和建筑信息
化软件两大板块，而这两块业
务的利润率存在较大差异。
据品茗科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两年因施工企业数字化转
型带来的定制化需求增长及
运维成本增加，建筑信息化软
件业务毛利率略降至 90%左
右；而智慧工地业务因含硬件
集成且定制化需求多，毛利率
约为50%至60%。

正是由于这种显著的毛利
率差异，品茗科技近年来一直
积极推动业务结构优化。业绩
预告显示，毛利率更高的建筑
信息化软件业务对公司整体业
绩的影响持续增强。2022年至
2024年期间，建筑信息软件业
务的营业收入从1.90亿元增加
至 2.44 亿元，营收占比也从
2022 年的 43.61%提升至 2024
年的54.54%。

对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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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毛
利率业务板块占比提升，能直

接拉动品茗科技整体毛利率，
增强盈利能力。在成本稳定的
情况下，更多收入来自高毛利
率业务会扩大利润空间。同
时，建筑信息化软件业务基于
技术壁垒，与客户黏性更强，可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且与智
慧工地业务可能存在协同效
应，为其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其
升级，推动公司向技术驱动、高
附加值型转变。

此外，品茗科技在技术研
发方面也不断发力。据悉，该
公司在 2024年已成功将AI技
术融入建筑信息化软件各产品
线，在造价软件、BIM（建筑信
息模型）软件、施工软件等领域
推出了多款 AI 产品。不仅如
此，公司在生成式AI领域还取
得了全新技术突破，成功开发
并上线了面向施工技术线的大
模型应用“品茗晓筑”，目前正
处于推广阶段。

努曼陀罗商业战略咨询创
始人霍虹屹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品茗科技开发的AI产品
具备“降本、提质、增效”的统一
逻辑，能够帮助从业者将精力
从“机械劳动”转向“价值判
断”。与此同时，品茗科技的探
索还为整个建筑信息化行业提
供了一种AI落地路径，对同行
企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开发先进技术与产品，也
为企业的市场竞争提供了助
力。依托高性能的建筑信息
化软件产品，品茗科技一方面
通过不断升级和完善客户服
务体系，提高客户满意度、增
强客户黏性，巩固了在浙江省
内的市场优势地位；另一方
面，则凭借新版算量软件不断
拓展浙江省外市场，现已取得
一定成效。

品茗科技相关负责人表
示，公司建筑信息化软件业务
仍然还是偏区域的，特别是造
价业务较集中在浙江省内；智
慧工地业务在全国分布较为均
衡，主要在经济较发达的东南
沿海、华南、华中等区域。公司
一直积极拓展软件业务的浙江
省外市场，随着软件业务的不
断拓展和深化，公司全国业务
布局将更趋均衡。

建筑信息化软件业务营收占比再提升
品茗科技预计上半年业绩增长强劲

本报记者 张文湘 贺王娟

今年上半年，入境游市场呈现强劲
增长态势。7月16日，国家移民管理局数
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外国人出入境数
量达3805.3万人次，同比上升30.2%；其
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364万人次，占入境
外国人的71.2%，同比上升53.9%。

同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徐子莫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入境外
国人大幅增长，激发了旅游市场活力，预
计今年前三季度入境游客数量，或将超
过2019年全年水平。

中国城市海外圈粉

北京边检总站披露数据显示，截至6
月30日，经北京口岸入境的外国人达149
万人次，其中享受免签和240小时临时入
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84万余人
次，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上海边检总站披露数据显示，今年
上半年，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外
籍旅客数量近 260万人次，同比增长
44.8%。

携程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至6月份，
辽宁省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4.72%，入境
游消费金额同比增长47.03%。

业内人士认为，今年“入境游”的火
爆与中国实行的免签政策密切相关。国
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自2025年6月12
日起，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
家范围增至55国。

徐子莫表示：“这项政策大幅提升了
来华旅游人数及中转游客的停留时间，
并对国际交通网络产生了影响，例如中
欧、中美航线周班次逐步回暖，粤港澳大
湾区国际航班占比显著提升。特别是去
年延长过境签后，韩国游客周末打卡上

海，泰国游客体验重庆5D山城的魔幻，让
许多中国城市在海外圈粉无数。”

优化入境游消费体验

入境游的持续火爆也带动了相关市
场的复苏。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入境
游客达1.32亿人次，总花费942亿美元，
分 别 恢 复 到 2019 年 水 平 的 97.2% 和
93.5%。2025年第一季度，入境旅游达
3501.64万人次，同比增长19.6%；其中外
国游客736.74万人次，同比增长39.2%。

广州艾媒数聚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

司CEO张毅表示，入境游要想持续火爆，各
大旅游城市仍需推出更多差异化服务。
国内城市宜优化营销推广方式。其次要
继续提升服务质量，如提供小语种服务，并
提升外国人上网、支付、亲子游等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相关企业也加大了
入境游的布局力度。7月16日，携程发布
消息，公司全力拓展入境团队游服务。7
月15日，去哪儿宣布上线英文版页面，为
用户提供酒店、机票、火车和度假产品的
英文预订服务。

徐子莫表示：“目前来看，文化体验
深度融合型产品前景广阔，入境游客对

中国传统文化、非遗技艺、地方民俗的关
注度持续提升，‘非遗活化+场景再造’打
造沉浸式文化体验产品，如非遗工坊深
度研学、古镇实景演艺、节气主题民俗活
动等，强化差异化文化IP输出。”

徐子莫补充说：“企业若想抓住这一
波‘入境游’机遇，应针对高净值客群及
细分兴趣圈层，开发私人小团、商务会
奖、中医康养、户外探险等主题产品，设
计丝路文明探源、茶马古道徒步等长线
主题线路。同时加强数字化服务生态链
建设，重点布局入境游客全周期服务场
景的数字化改造。”

入境游持续升温 相关企业加强投入提升服务

本报记者 殷高峰

2025年上半年，光伏行业在压力中艰
难前行。供需错配导致的价格下跌，使光
伏产业链上的大部分企业承受着巨大的
经营压力。

集邦咨询统计数据显示，在已经发布
半年度业绩预告的30家光伏上市公司中，
仅有8家企业预计扣非净利润为正，其中
仅有2家企业实现同比增长。

“从目前披露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情
况来看，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硅料、硅
片、电池、组件等光伏主产业链几乎全线亏
损，辅材环节情况稍好；二是主产业链下游
相较上游情况略好；三是行业已呈现分化
趋势，部分在技术和协同管理等方面具备
优势的头部企业业绩开始有所改善。”西安
工程大学产业发展和投资研究中心主任王
铁山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靠创新推动业绩修复

在已披露业绩预告的30家企业中，有
11家企业同比减亏，4家企业同比增亏，5
家企业同比由盈转亏，2家企业亏损基本
持平。

“从减亏的企业看，基本上都是以技
术为核心，逐步推动业绩修复。”王铁山
表示。

以行业龙头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隆基绿能”）为例，其今年

上半年的亏损预计同比收窄，且二季度亏
损环比一季度也有所减少。

“主要得益于公司在技术溢价和市场
规模上的双重发力。”隆基绿能相关负责
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的Back
Contact（背接触）（以下简称“BC”）组件凭
借高效的转换效率，在市场上获得一定溢
价。通过“技术+管理”的组合拳，总体业
绩较去年同期有所改善。

另一家BC龙头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旭股份”）的亏损
也在收窄。爱旭股份在公告中表示，报告
期内，随着全球市场对BC组件价值认同度
的提升，All Back Contact（全背面接触）
（以下简称“ABC”）组件的高功率、高安
全、高美观等优势逐渐显现，公司围绕
ABC产品创新打造的以价值定价的商业
模式已逐步得到市场认可。公司精准细
分价值市场、价值场景，优化产品结构，
ABC组件产销两旺，通过深耕欧澳日等高
价值市场、高价值场景，海外销售占比显
著提升，公司整体毛利率持续向好。同
时，公司不断提升运营效率，产品成本和
期间费用持续下降，存货跌价损失大幅
改善。

“从隆基绿能和爱旭股份的业绩情况
看，除了BC组件有一定溢价外，主要是光
伏主产业链中，相比上游的硅片、硅料等
环节，组件环节的市场情况相对较好。”万
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顾问屈放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上

游的硅料和硅片供需错配情况较为严重，
相关企业亏损仍在加剧。

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季
度预计亏损2.28亿元至2.88亿元，较第一
季度亏损金额进一步扩大，而硅片业务的
亏损加大是重要因素。公司在公告中称，
根据InfoLink Consulting数据显示，6月底
光伏N型M10硅片现货价格较4月高点下
跌31%。在此背景下，公司主要业务板块
受到冲击，叠加库存减值影响，整体业绩
出现亏损。

屈放进一步表示，从目前情况看，具
备技术、资金、渠道等优势的头部企业正
逐步向好，而二三线企业和跨界企业的业
绩压力进一步加大。

产业链逐步复苏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随着对“内卷式”
竞争整治的深化，光伏产业链价格开始呈
现回弹趋势。

集邦咨询7月17日发布的最新一周（7
月10日至7月16日）光伏产业链价格显示，
硅料、硅片、电池片价格环比全部上涨，其
中硅片价格环比最高涨幅达到15%。

集邦咨询在分析报告中称，周内各规
格硅片报价全线大幅上调，硅片环节早前
严重亏损，供需关系逆转后，涨幅领先。
在供需关系夯实基础上，后续涨幅取决于
下游成本传导的程度。

对于多晶硅价格的上涨，集邦咨询

称，本周各品类N型多晶硅价格全线报涨，
价格红线的划定为厂商报涨提供支撑，下
游硅片在顺利涨价后，对多晶硅成交价格
上涨接受程度增加。后市，随着成交陆续
展开，多晶硅价格或将保持上探趋势，在
博弈中震荡上行，回归至成本线上。

“硅料环节作为上游环节，且行业集
中度较高，成为近期整治‘内卷式’竞争的
突破重点。”一位光伏行业业内人士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硅料价格回升后，有利
于垂直一体化企业的利润修复。同时，若
下游环节去产能速度加快，行业复苏有望
提速。

“光伏行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
彻底跳出‘内卷’陷阱，摒弃单纯依靠低价
竞争的市场策略，转向以技术创新、品质
提升和绿色低碳为核心的价值竞争。”协
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公
司呼吁全行业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
环境，将竞争维度从低水平的“价格战”升
级为高价值的“技术战”和“绿色战”，重点
关注低碳技术、产品质量和全生命周期效
益等关键指标。

“随着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深化，光
伏产业链的去产能将进一步加速，产业
也复苏在即，在技术升级、资金管理等方
面具有战略前瞻性的企业将率先迎来曙
光。”屈放表示，行业已经进入深度调整
期，预计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在下半年
的业绩将进一步改善，行业分化进一步
加大。

行业陷深度调整 光伏上市公司上半年业绩分化明显

本报记者 丁 蓉

算力是人工智能产业的“基石”。随
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全球算
力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速，产业链企业集
体迎来业绩爆发。

近日，多家A股算力相关上市公司披
露了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例如，光
模块领域的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际旭创”）、成都新易盛通信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易盛”），
服务器、交换机领域的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 工 业 富
联”）、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锐捷网络”），以及液冷服务器领域的深
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飞荣达”），均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
大幅增长。

中际旭创半年度业绩预告显示，预计
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36亿元至44亿元，同比增长52.64%至
86.57%。中际旭创表示，上半年得益于终
端客户对算力基础设施的持续建设和资

本开支的强劲增长，800G等高端光模块销
售大幅增加，公司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此外，新易盛预计上半年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7亿元至42亿元，同
比增长327.68%至385.47%。同时，光模块
赛道上市公司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剑
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均预计上半年净利
润同比增长下限超过了40%。

在人工智能服务器和数据中心交换
机领域，工业富联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9.58亿元至
121.58亿元，同比增长36.84%至39.12%。
公司云计算业务在第二季度实现高速增
长，其中，人工智能服务器营业收入较去
年同期增长超过60%，云服务商服务器的
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5倍。高
速交换机方面，第二季度800G交换机的营
业收入达2024全年的3倍。锐捷网络预计
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
亿元至 5.10亿元，同比增长 160.11%至
231.64%。

液冷服务器领域，飞荣达预计上半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5亿元至
1.70亿元，同比增长103.95%至123.69%。
公司方面表示，人工智能服务器散热相关
业务与部分重要客户的合作有序推进，营
业收入显著增长。

算力市场景气度能否持续，备受投资
者关注。近日，中际旭创、新易盛等上市
公司纷纷迎来众多机构的密集调研。中
际旭创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调研时表示：

“基于大客户对AI数据中心的投入力度和
对光模块的需求，预计今年下半年800G需
求进一步增长，1.6T需求也将逐步提升。
今年第二季度部分客户开始释放明年需
求指引，整体需求预计比今年更好。”新易
盛方面也表示：“公司预计今年下半年到
明年行业将持续保持高景气度。”

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郑
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人工智能服务器、智算中心、光模块、液
冷技术等环节是当前算力产业链中增长
最快、资本最密集、技术迭代最活跃的核
心赛道。人工智能大模型正深度渗透至
工业、医疗、金融、交通、制造等垂直行业，

无论国内还是海外市场，算力市场均已进
入全面爆发阶段。”

中泰证券研报显示，海外人工智能训
练和推理发展迅猛，海内外大厂未来有望
持续投入大模型训练，以提升自身竞争
力，高资本开支有望持续。

“除了海外科技企业持续加大算力投
入，国内企业也在政策引导下加速算力基
础设施建设。”中国城市专家智库委员会
常务副秘书长林先平表示。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印发的
《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提
出，到2025年，计算力方面，算力规模超
过300EFLOPS，智能算力占比达到35%。

陕西巨丰投资资讯有限责任公司高
级投资顾问丁臻宇表示：“算力领域核
心技术的迭代速度远超预期。未来企业
竞争的胜负手在于以下三点：技术卡
位、垂直整合、全球化产能。赛道公司
须高度重视研发创新，保持在技术迭代
中的先发优势，并且深化与上下游的垂
直整合，构建完整产业生态，提升规模
化生产能力，避免对单一市场依赖。”

算力行业维持高景气 产业链公司上半年业绩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