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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李曼宁

临近申购日，浙江国祥（603361）IPO
按下暂停键。上交所也火速关注此事，

表示将对浙江国祥开展一次专项核查。

10月 7日晚间，浙江国祥公告，因

有关媒体报道，为切实保护投资者利

益，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决定暂停后续发

行工作，待有关事项得到核实与澄清后

再继续发行工作。原《发行安排及初步

询价公告》中披露的预计发行时间表将

进行调整。浙江国祥原定于国庆节后

10月9日（T日）进行申购。

今年 6 月，浙江国祥 IPO 成功过

会。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下称

“东方投行”）担任此次发行的保荐人及

主承销商。就在国庆节前，浙江国祥于

9月26日（T-3日）进行了初步询价。

9月27日晚间，浙江国祥发布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

公告。浙江国祥此次募投项目预计使

用募集资金为 7.37 亿元。按 68.07 元/
股的发行价格，以及 3502.34万股的新

股发行数量计算，若发行成功，募资总

额预计达到23.84亿元。

此外，对应的浙江国祥 2022 年扣

非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51.29
倍。比较来看，公司所处行业为“专用

设备制造业（C35）”。截至 2023年 9月

26日（T-3日），中证指数发布的“专用

设备制造业（C35）”最近一个月静态平

均市盈率为27.81倍。

距离上市仅差临门一脚，浙江国祥

IPO为何急刹车？根据公告，浙江国祥

暂停 IPO是因需要先核实与澄清“媒体

报道”，公告并未写明具体事项。随后，

上交所发布了更多信息。

在答记者问中，上交所表示，近日，

有自媒体关注浙江国祥存在同一资产

二次上市、发行定价较高等情况，对此，

交易所表示已关注到有关报道。自媒

体反映的有关情况，在审核中已予以关

注，并进行了专门问询。目前，浙江国

祥已暂停 IPO发行程序。

“本着对市场负责、对投资者负责

的态度，我们将针对自媒体反映的情

况，对浙江国祥开展一次专项核查。”上

交所表示。

对“二次上市”的质疑，浙江国祥在

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发行人的资产部

分间接来自于上市公司的具体情况”，浙

江国祥表示，虽然公司前身为原上市公

司国祥制冷的全资子公司，但实际控制

人拥有的公司股权系从与国祥制冷进行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交易对手方幸福基

业购入，并非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

浙江国祥主要从事工业及商业中

央空调类专用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招股书显示，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为

精密工业、新能源、新材料、尖端医疗、

地铁、核电等高精尖领域及公共建筑室

内环境提供人工环境系统解决方案的

设备供应商。产品被广泛应用在电子

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洁

净工业。

浙江国祥前身为浙江国祥压力容器

设备有限公司，系为配合原上市公司国

祥制冷进行重大资产重组需要、作为承

接国祥制冷中央空调业务相关经营性资

产的主体而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因此公司资产间接来自于国祥制冷。

国祥制冷是由台湾制冷大王陈和

贵及其儿子陈天麟于 1993年在绍兴成

立的空调制冷企业，2003年在上交所上

市。2009年4月30日，国祥制冷因两年

连续亏损被上交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为避免退市风险，国祥制冷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并停牌；2009年 6月，国祥制冷

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天麟与幸

福基业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当月，陈天

麟辞去董事长职务，原董事会秘书陈根

伟被选举为董事长及总经理。

2011年，华夏幸福完成借壳国祥制

冷。2012 年，陈根伟、徐士方夫妇以

8000万元价格从华夏幸福手中拿下中

央空调业务的相关经营性资产。接盘

老东家资产后，2015年，陈根伟带领浙

江国祥挂牌新三板，后于 2018年终止

挂牌。其后，浙江国祥一直筹划在A股

上市，2020年11月曾申报科创板上市，

2021年7月撤回了申请。

浙江国祥IPO急刹车
上交所将开展专项核查 证券时报记者 韩忠楠

酝酿多时，欧盟委员会 10 月 4
日公告，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纯电

动载人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这距

离第十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结束仅

10天，中国相关部门及行业组织发

表了多份声明，指出欧盟的主观臆

断并无证据，这是赤裸裸的贸易保

护主义。此举将严重扰乱和扭曲包

括欧盟在内的全球汽车产业链、供

应链，并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负面

影响。

多位行业专家、业内人士也呼

吁，面对具有明显贸易保护主义的

行为，不仅要态度坚决地强烈反对，

还应该思考如何制定应对策略。

经过十余年的产业培育，中国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不仅完备、成熟，

且在“三电”技术上具备全球领先优

势。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

全面崛起，不仅整车出口激增，与之

配套的零部件企业也纷纷出海，在

欧洲等地建厂，中国汽车出口已进

入了发展新阶段。

毫无疑问，当中国车企的产品

畅销全球后，势必会与传统汽车制

造、出口大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类

似于欧盟反补贴调查的贸易保护措

施还会时常发生，中国汽车产业，势

必要做好长期的思想准备。

具体到应对措施方面，相关部

门有必要多措并举地妥善处理贸易

纠纷，发挥政府、行业组织和企业各

自的作用，尽力减少贸易摩擦。同

时，对于主动出海的车企，政府和行

业组织也可以提供相关引导，避免

出海企业因贸易保护而受挫。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

国际化之路以及品牌的全球发展非

常不易，家电、光伏、智能手机等行

业，都曾面临过来自海外的打击和

施压，但事实上，只要自身的技术过

硬，上述考验总会不攻自破。对于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来说，同样如

此。除了要理性应对来自海外各方

势力的压力，核心还是要提高自身

的技术实力，逐渐从产品出口转向

技术输出，增强在全球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中的话语权。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纵横深远，

不仅链条长，辐射范围也广，各方只

有广泛合作才能发展壮大。当前，

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对于绿色、低

碳和可持续发展道路都非常坚定，

在汽车产业上，双方也曾多次互动，

产业合作基础深厚。

正所谓“独行快、众行远”，新

能源汽车产业携手共赢才是“王

道”。中欧之间加强新能源汽车领

域的合作，也有利于双方共同面对

世界范围内的竞争。若欧盟继续

罔顾事实，坚持发起反补贴调查，

那么不仅会影响到欧盟本土的车

企，也将给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

发展蒙上阴影。

贸易保护主义不可取
新能源汽车发展更要合作共赢

证券时报记者 王一鸣

又见中企斩获海外大单。

10月8日晚间，中国化学（601117）披

露关于重大合同签约的公告。近日，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

限公司与俄罗斯波罗的海甲醇有限责任

公司，签署了俄罗斯波罗的海天然气制甲

醇化工综合体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公告显示，本次合同工期为 48个

月，合同总金额 84亿欧元，折合人民币

约 650.50亿元。该合同的业务模式为

FEED+EPC（前端工程设计+设计、采

购、施工）合同模式，结算方式为在各阶

段签补充协议时进行约定。该项目业

主为俄罗斯波罗的海甲醇有限责任公

司，位于俄罗斯联邦列宁格勒州圣彼得

堡市乌斯特卢加。

谈及相关影响，中国化学表示，该

合同金额占公司 2022年经审计营业收

入的 41.25%。合同的签署，预计将对

公司未来会计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

果产生积极影响。

据定期报告，中国化学是一家集

研发、投资、勘察、设计、采购、建造和

运营一体化的知识密集型工程建设企

业，也是最早承接境外承包工程的中

国企业，是实施走出去的先行者和排

头兵，承建了大量国际工程项目。公

司现拥有境外机构 140余家，分布在俄

罗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阿联酋、

沙特、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埃及等

8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业主建立了长

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业绩方面，2023年上半年，中国化

学实现营业总收入 913.5亿元，同比增

长 21.5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29.46亿元，同比增长11.23%。

新签合同方面，2023年上半年，中

国化学新签合同额 1849.81亿元，同比

增长 13.87%。其中境内新签合同额

1672.04亿元，同比增长16.29%，占新签

合同总额的 90.39%；境外新签合同额

177.77亿元，同比下降4.78%，占新签合

同总额的9.61%。

这不是中国化学首次获得俄罗斯

企业大订单。2019年 10月 11日，中国

化学与俄罗斯天然气开采股份有限公

司，在成都签署俄罗斯波罗的海化工综

合体 (BCC)项目 FEED+EPC 总承包合

同。该项目是全球最大的乙烯一体化

项目，同时也是目前全球石化领域单个

合同额最大的项目，合同金额约 120亿

欧元（约合人民币938.85亿元）。

乙烯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化学产

品之一，乙烯工业是石油化工产业的核

心，乙烯产品占石化产品的 75%以上。

波罗的海化工综合体(BCC)项目是俄罗

斯 Gazprom 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开采

股份有限公司在俄罗斯乌斯特卢加实

施的大型天然气液化和加工厂计划之

一。根据规划，该项目规模为年产 280
万吨乙烯、288万吨聚乙烯等石化联合

装置，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工艺技术。

中国化学 2022 年年报显示，该乙

烯一体化项目工期为 60个月，合计已

履行金额 292.94 亿元，完工百分比为

31.30%，项目进度符合预期。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的国际产能

合作中，中企与俄罗斯等沿线国家企业

之间的合作不断加深。除了中国化学，

中国铁建等公司亦接连获得在俄订

单。据国泰君安今年 3月研报梳理，中

国铁建俄罗斯项目涉及轨道交通、高速

公路、房建、矿业投资开发等，典型项目

如莫斯科地铁西南线项目 28亿元，莫

斯科喀山高速公路项目 52亿元，阿格

涅瓦木材采伐及煤矿采剥工程项目 64
亿元等。

同时，不少公司正在寻求相关发展

机遇。金洲管道今年 9月在互动平台

表示，公司是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的

合格供应商。公司将持续关注俄罗斯

天然气管道项目，努力争取订单。

650亿元 中国化学再签俄罗斯项目大单

证券时报记者 张一帆

10月 8日晚间，经过 6个交易日的

临时停牌，恒大汽车（00708.HK）宣布将

于 10月 9日复牌。恒大汽车复牌进程

落后于另外两家恒大上市公司，原因是

纽顿集团原定的 5亿美元战略投资有

待重新谈判。

恒大汽车在 8日发布的公告中表

示，公司8月14日公告的纽顿集团入股

事项“未必会进行”。恒大汽车已向纽

顿集团发函，表示有意愿与纽顿集团针

对拟议交易的方案所需的调整进行重

新谈判。恒大汽车提示投资者，“于买

卖股份时务请审慎行事”。

回顾这笔交易，恒大汽车在8月14
日晚间宣布与纽顿集团订立股份认购

协议，纽顿集团拟以总价 38.9 亿港元

（相当于 5亿美元），认购公司 61.77亿

股股份，恒大汽车介绍纽顿集团的背景

为“中东资本”。消息宣布次日，恒大汽

车仅微幅上涨不足 2%，不过在交易官

宣前的几个小时，恒大汽车股价异动拉

升，8月14日收盘大涨14%。

纽顿集团拟定入股一事生变，与

近期密集发生的“中国恒大董事会主

席许家印被采取强制措施”、“中国恒

大无法满足新票据的发行资格”等一

系列事件有直接关系。以上事项严重

影响了恒大美元债重组的进程。在此

之前，中国恒大原定于 9月底召开的债

权人会议已被取消，进而导致恒大汽

车目前无法满足前期与纽顿集团约定

的交易先决条件。

恒大汽车介绍，恒大集团债务重组

完成及其他一系列前提条件是十分重

要的交割先决条件，在此情况下，认购

方暂停履行股份认购协议中的相关义

务。同样因为前述先决条件无法满足，

在股份认购之外，纽顿集团原拟向恒大

汽车提供 6亿元过渡性资金的计划也

已暂停，这笔款项目前仅支付了 2 亿

元。恒大汽车原拟使用这笔过渡资金

用于汽车研发、生产及销售业务。

根据前期公告，纽顿集团就入股恒

大汽车拟定了多达 18项先决条件，即

除非获得豁免，拟议交易交割须满足这

18项条件后方可进行。其中，先决条件

第 15条要求恒大集团债务重组生效，

第 13项则提出“截至交割日期，没有重

大不利影响事件的存续”。

就当前情况，纽顿集团对恒大汽车

提出两点要求以进一步推进交易。第

一，对股份认购协议中涉及的恒大集团

债务重组方案需要进行重新调整，并有

计划推出新的重组方案；第二，恒大集

团、恒大汽车、债权人及相关方有意愿

在新的重组方案明确的前提下，对拟议

交易方案所需的调整进行重新谈判。

恒大汽车对此回应，有意愿与纽顿

集团针对拟议交易的方案所需的调整进

行重新谈判。恒大汽车同时强调，目前

纽顿集团没有要求终止股份认购协议。

10月 2日，停牌 2个交易日的中国

恒大、恒大物业发布公告，正式确认了

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被依法采取强

制措施的消息。公告发布次日（10月 3
日），中国恒大股价意外大涨28%，盘中

最大涨幅一度超 40%。但在随后 3个

交易日中国恒大回落明显，10月6日报

收 0.315港元/股，已低于临时停牌前股

价（0.32港元/股）。

恒大汽车今日复牌 纽顿集团入股需重新谈判

证券时报记者 余胜良

10月8日晚间，多家上市公司公

布前三季度业绩快报或业绩预告，

实现高速甚至翻倍增长。

中国中免（601888）业绩快报显

示，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收 508.4亿

元，同比增长 29.14%；净利润 51.99
亿元，同比增长12.33%。报告期内，

公司注重可持续性，追求规模和利

润的均衡增长。2023年前三季度，

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持续修复，分

别为28.75%、32.47%、34.27%。

汤臣倍健 (300146)预计前三季

度净利润 18.49 亿元~19.79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24.77%~33.55%。

受益于国民健康意识提升带来的

多个品类产品市场需求增长，公司

前三季度境内外收入均实现较快

增长。

天合光能 (688599)预计前三季

度净利润 45.63亿元~55.77亿元，同

比增长 89.94%~132.15%。受益于

N 型先进产能的大幅提升，公司

TOPCon（隧穿氧化层钝化接触）组

件产品的销售占比显著提高；受益

于自产 N 型硅片产能的逐步释放，

公司组件产品的综合成本进一步

下降。

和天合光能同属于光伏行业，

东方日升(300118)增长也很快，预计

前三季度净利润达 12亿元~13.8亿

元，同比增长 60.56%~84.65%；扣非

净利润达15.2亿元~17亿元，同比增

长97.44%~120.82%。受益于组件产

能扩大、自供电池片规模提升及光

伏上游供应链价格趋稳等因素，东

方日升本期的光伏组件产品销售量

增加，销售毛利率有所提升，相应销

售利润增加。另外，海外电池组件

生产基地开始稳定出货，亦对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

东方日升是在仲裁产生巨额

赔款的情况下，实现了高增长。据

裁定书，东方日升需向 FOCUS支付

约 5712 万 美 元 的 直 接 损 失 赔 偿

金。此外，东方日升还需支付利息

约 938 万美元，对方律师费及仲裁

费用 517万美元。东方日升称预计

由此将减少公司 2023 年度净利润

约 3.86亿元。

艾比森（300389）预计前三季

度实现净利润 2.15 亿元~2.2 亿元，

同比增长 89.18%~93.58%。业绩变

动主要原因是前三季度实现签单

约 34.84亿元，同比增长约 42.44%，

签单金额的高速增长带动公司营

业收入高速增长；公司 2023 年前

三 季 度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约 25.37 亿

元，同比增长约 42.53%。现金流

也非常健康。

诺邦股份 (603238)预计前三季

度净利润为4800万元~5500万元，同

比 增 长 57.69% ~80.68% 。 金 力 泰

（300225）、陇神戎发（300534）等公

司净利润则翻倍增长。

多家上市公司
前三季度净利润大幅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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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曹晨

继此前收购北京博超完成工商

登记后，中望软件(688083)再次抛出

外延式并购计划。

10月 8日晚间，中望软件公告，

为提升公司在 CAE(计算辅助工程)
行业的技术积累，丰富 CAE的产品

体系，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香港中

望以自有资金 555 万英镑收购 Col⁃
leen Iona Spalding 所持有 CHAM公

司100%的股权，约合人民币4852.28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间

接持有CHAM公司 100%的股权，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

据 披 露 ，CHAM 公 司 创 立 于

1974年，是一家专注于CFD（计算流

体力学）软件开发并运用 CFD技术

为工业领域提供仿真技术服务49年

的商业 CAE软件公司，主要产品为

商业流体仿真软件“PHOENICS”，公

司位于英国伦敦的温布尔登，并在

全球超过25个国家设有代理商。

财务数据方面，截至 2023 年 4
月30日，CHAM公司总资产269万英

镑，总负债52.6万英镑，净资产216.3
万英镑；2022财年和2023财年，该公

司营收分别为220.2万英镑，170.2万

英镑；净利润分别为-23.97 万英镑

和-24万英镑。

中望软件拟4852万收购
CHAM公司100%股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