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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王小伟

跨年之际，南北多地算力项目布局加

快。按照多家公司部署，今年多个算力项

目将陆续开启或推进。业内普遍认为，继

2023年爆发式增长之后，2024年又将是

算力产业热度鼎沸的一年。

算力规模持续扩容，对经济增长的

新引擎作用将更为明显。在这个过程

中，一方面，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提质

并向智能算力演进；另一方面，算力创新

应用将井喷，牵引数实融合纵深推进。

在此基础上，各地产业数字化转型也将

得到有力支撑，新质生产力加速“算”出。

增量算力项目潮涌

张家口，2022年冬奥会举办地之一，

也是“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城

市。依托充沛绿电资源、冷凉气候条

件和京津大市场，这里成为北方“东数

西算”工程深入实施的典型代表。

1月的张家口料峭寒冷，但数字产业

发展火热。这里的数字服务产业基地已

经整装待建，并同步开启招商工作。按

照计划，基地预计2025年基本建成，2027
年数字服务产业集群初步形成。

走进张家口的一处处数据中心，已经

可见绿灯闪烁，京津冀等地海量数据在这

里存储、处理。据政府方面披露的数据，

这里已有数十个数据中心投入运营，投运

服务器超130万台，居河北省首位。

“算法和研发在北京，算力和数据服

务在张家口”是张家口算力产业的整体

思路。按照计划，这里将积极承接北京

大数据产业项目疏解和转移，推动大数

据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加速建设京

津冀“算力之都”，打造联通京津的算力

经济廊道。

岁末年初，广东韶关新型金融科技算

力中心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为韶关数据

中心集群起步区的重要项目之一，拟打造

以“人工智能+金融科技”为核心的产业生

态链，为大湾区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数

字科技产业提供算力服务支撑。9000个

8kW机柜的整体规模，将使这里成为“东

数西算”工程的又一里程碑。

有些算力项目快速开工，有些则已

经行至中途。苏州湾数字经济产业园，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长三角枢纽节点吴

江算力调度中心正拔地而起。签约即筹

建、拿地即开工，日前迎来动力中心和算

力中心 1号楼主体结构封顶，部分项目

预计今年5月启用。

大江南北，新算力项目齐头并进。

上市公司作为产业龙头，扮演了越来越

重要的力量。

今年 1月起，鹏博士西北 5G大数据

产业园项目一期1#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开

始推进后续装修及消防验收工作。鹏博

士集团西北大区总经理柴兆斌向证券时

报记者介绍，该项目是公司超前算力布

局的试点工程。“这个项目配套建筑企业

展厅及办公楼在已建工程基础上完成工

程建设；我们也在同步推进整体园区配

套设施建设。项目一期预计今年 6月就

能交付使用了。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今年注定会成为华孚时尚开辟智

能算力产业赛道的标志性年份。1月 2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全资子

公司浙江华孚计划投资上虞华尚数智

中心 AIGC 智算中心项目，规划建设规

模 3000PFlops AI 算力，项目一期建设

预计投资金额 2.5亿元。作为全球最大

的色纺纱制造商和供应商之一，近来公

司发力算力产业的愿望昭然。

产业链良机

柴兆斌表示，鹏博士集团 2023年在

智能算力服务业务方面实现突破，伴随

着现有业务合作的不断深入，以及相关

业务团队不断拓展的服务市场，2024年

智能算力服务业务将进入发展期。

随着多地算力项目密集推进，产业

链公司频获订单大礼包。1月虽然刚刚

过去一周多时间，锦鸡股份、青云科技等

公司先后公告了算力大单。

以青云科技为例，1月 3日，青云智

算与客户签订《GPU算力服务协议》，合

同费用总额 1.7亿元。这笔订单对经营

业绩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 2024 年至

2027年。青云科技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时

报记者介绍，去年公司曾发布AI算力相

关产品与服务，包括AI智算平台和AI算
力云服务，现已开放两大智算专区，并专

门成立了青云智算控股子公司，积极布

局AI算力领域。此次交易证明青云的

AI算力商业化正在稳步落地中。

“在 2024年伊始，青云科技在AI算
力领域的布局已经初步显现成效。目

前，公司依托自有技术的AI算力产品与

服务，正与多地不同规模的算力中心、

国内大模型公司等推进相关项目的合

作，同时产业链上的合作伙伴也在持续

增加。”前述人士表示，“青云已经做好

准备，迎接全新的AI时代。”

中国信通院相关专家表示，算力产

业大发展，尤其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的推进，多行业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一类是 IT设备、基础软件等算力软

硬件和信创产业；另一类是数据、网络

安全行业；三是新能源、储能、节能减碳

等行业投资也有望得到带动。

新基建扩容

澎湃算力能够“算”出新的生产力。

在算力底座之上，信息产业链协同效率提

升，各地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速。

鹏博士的兰州项目，以智算中心为基

础，以智能算力为核心，重点发展智慧教

育、智慧医疗、智能农业等领域。公司方

面透露，目前正与阿里云、百度、腾讯、字

节跳动等头部企业对接沟通，以产业园为

基础达成更为深入的合作。兰州经信部

门负责人则介绍，打算以鹏博士为龙头链

主，加强产业链的建链、延链、补链工作。

日前，多部委等联合印发《深入实施

“东数西算”工程 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

算力网的实施意见》。到 2025年底，综

合算力基础设施体系初步成型。前述信

通院人士认为，这相当于明确了全国一

体化算力网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有

利于统一算力标准规范，加快推进“东数

西算”工程，有利于发挥“东数西算”工程

的国家枢纽节点引领带动作用。

回溯来看，“东数西算”工程经历了不

少标志性节点，比如，2021年被首次提

出，2022年8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

点，2023年8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全

部开工等。前述信通院人士认为，今年

“东数西算”工程从系统布局进入全面建

设阶段。未来，算力将成为我国发挥体制

机制优势，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工程。

算力项目是我国新基建布局的一面

折射镜。以此为代表，新基建正成为中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拉动

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有研究机构估算，

新基建投资将持续扩大，到 2025年累计

带动投资规模有望达20万亿元。

增量项目加速布局 算力应用汹涌成潮
证券时报记者 胡华雄

近 日 ，多 家 猪 企 披 露 的

2023年 12月销售数据显示，当

月猪价同比或环比均继续走

低，2024年元旦至今，猪价依旧

在低位运行。当前猪价显然仍

受到“猪周期”的影响，并未走

出低迷期。

所谓“猪周期”，是指猪肉

“价高伤民，价贱伤农（或猪

企）”的周期性剧烈变动怪圈，

同一品类猪肉价格在较短时

间里可能相差一倍以上。

同很多农产品价格的周期

性波动一样，“猪周期”实际上

是因生猪生长周期较长，供给

端对价格与其他变量变化反应

滞后所致。以往，3～4年被认

为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猪周

期”，但实际上，在一个大周期

里面，还经常存在一些小周期，

比如最近两年，猪价先是经历

一轮翻倍式暴涨，后又连续下

跌，甚至腰斩。

猪价持续低迷已带来一

些冲击。一方面，对生猪养殖

户和猪企来说，是经营层面的

大面积亏损，影响其生计或发

展。数据显示，2023年前三季

度，A 股市场申万行业分类下

的生猪养殖企业已全部陷入

亏损，根据 2023年四季度猪价

走势推算，2023年全年行业大

面积亏损几成定局。另一方

面，对于消费者而言，虽然暂

时获得猪肉相对低价带来的

实惠，但市场形势容易挫伤养

殖户积极性，如果上述局面反

转，势必触发猪肉价格反弹，

消费者也会再度面临猪肉“高

攀不起”的怪象，最终推高消

费 者 物 价 指 数 ，影 响 物 价

稳定。

平心而论，“猪周期”作为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的一

种客观现象，难以根本化解，

各类主体只有科学应对，才能

尽量消减其负面影响。

对于政府而言，在遵守市

场经济原则基础上，可适度加

强逆周期调节力度，充分发挥

猪肉储备调节机制的作用，减

缓价格的周期性波动。同时，

政府还需加强对意外冲击的应

对能力，比如尽力防范外来疫

病的侵入，避免因疫病因素对

猪肉供给造成强烈冲击。

对于养殖企业而言，可以

加大科学预判力度，特别是对

于大型生猪养殖企业而言，可

以利用其信息收集能力和研

究实力，合理调节养殖规模，

中小养殖户也需提高风险意

识，总结经验，做到不盲目跟

风。此外，我国已推出生猪期

货，有条件的生猪养殖企业可

根据自身情况，利用生猪期货

的价格发现功能及时调整生

产计划，还可利用期货的套期

保值功能开展生猪期货套期

保值，对冲生猪价格及养殖利

润波动风险，但需避免将生猪

期货作为纯粹投机的工具，偏

离主业。

“猪周期”影响犹存
各方亟须科学应对

证券时报记者 陈丽湘

如果说 2015 年是中国药物创新的

元年，那么刚刚过去的 2023年则是中国

创新药出海成就最大的一年。

回望 2023 年，创新药赛道风起云

涌，对外授权合作规模再创新高，多款新

药成功闯关欧美，创新药“出海”步入了

新阶段。不过，另一方面是投融资市场

依旧低迷，创新企业持续收缩战线，医药

行业的“冬天”还未过去。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趋势下，生物医

药的中长期投资逻辑是否发生了改变？

目前创新药企的估值水平如何？资本寒

冬何时解冻？如何看待创新药发展产业

周期性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成为市

场关注的重点。

近日，幂方健康基金合伙人邓灵泉

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生物

医药从自身的属性来看就是一个存在风

险的行业，历史上曾出现多次Biotech（生

物科技）企业泡沫破裂之痛，但消化完之

后又回到正轨。现在中国生物医药产业

进入了参与国际竞争、满足全球市场需

求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大环境开始变得

对Biotech投资和发展有利起来，行业正

在迎来估值重构、信心重构的新起点。

出海步入新阶段

从时间点来看，2022年是国产创新

药出海大年，增长快速。2023年，中国创

新药“出海”再度加速，不仅成功闯关欧

美市场获批上市，对外授权合作规模再

创新高，且种类更加多样化，与跨国药企

巨头的合作更加频繁。

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本土药

企License-out（海外授权）的数量首次超

过 Lincense-in（授权引进），国产创新药

迈入了出海新阶段。

医药魔方最新数据也显示，2023年

国内共发生了近70笔创新药License-out
交易，而 2022 年仅 44 笔。交易金额方

面，已披露的 2023年License-out交易总

金额超过 465 亿美元，较 2022 年增长

69%。其中，抗体偶联药物（ADC）市场

一片热火朝天，重磅交易频发。据不完

全统计，2023年跨国药企疯狂扫货ADC
药物，一半以上的标的来自中国药企。

2024年刚刚启幕，宜联生物宣布将

c-MET ADC新药YL211的全球权益授

权给罗氏，后者支付 5000万美元预付款

及近期里程碑付款，另外还有近 10亿美

元的开发、注册和商业化潜在里程碑付

款，以及一定比例的销售分成。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领域的

授权出海同样耀眼。2023年11月，传奇生

物将特定靶向DLL3的CAR-T疗法的全球

独家权益授予诺华，传奇生物将获得1亿

美元的预付款，另有里程碑付款10.1亿美

元，总交易金额高达11.1亿美元。

除此之外，部分选择自主研发、“造

船”出海的先行者成功闯关欧美发达市

场，标志着中国创新药研发再上国际化

新台阶。

公开信息显示，2023年 9月百济神

州的替雷利珠单抗获得欧盟上市批准，

成功打响国产PD-1“出海”第一枪后，四

季度又有君实生物的 PD-1特瑞普利单

抗、和黄医药的抗肿瘤小分子药呋喹替

尼和亿帆医药的第三代白细胞生长因子

艾贝格司亭α注射液获得美国FDA批准

上市。

出海是必选项

“迫于价格和产品的内卷，国内市场

很难满足创新药企的获利，只能往海外

走。对中国创新药企业来说，出海已不

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否则市场非常

有限。”邓灵泉说。

“中国的Biotech参与国际竞争有优

势，未来会有更多的企业成功出海。”邓

灵泉称，中国创新药产业界已培养出一

大批非常有潜力进行再创业的成功创业

者，借着时代红利，他们积累了同期海外

从业人员难企及的全流程宝贵经验。另

外，在国内还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

度完成临床研究，这也增强了竞争力。

在业内看来，License-out 大爆发背

后，是本土创新药逐渐获得海外监管部

门、大药厂的认可，也是创新药行业向上

过程中的一个缩影。在资金和资源方

面，License-out将为创新药物企业提供

巨大的支持，部分企业有望借助这一趋

势加速自身的蜕变。

华鑫证券研报分析，中国医药企业

在全球创新生态链中位置持续提升，尤

其是探索新靶点、构建新技术开发平台

方面已占据一席之地。从 ADC、双抗、

CAR-T等陆续落地的对外授权项目中可

以看出，海外制药巨头对中国创新药的

认可度也在提升。

寒冬何时休？

2021年开始生物医药行业呈现震荡

下行趋势，进入调整期。寒冬之下，资本

市场对生物医药行业的投融资更加谨

慎，企业融资大幅收紧。

那么，经历了两年的资本寒冬何时

解冻？

“生物医药行业回暖的机会正在孕

育，历史上曾出现多次Biotech泡沫破裂

之痛，但消化完之后又回到正轨。现在

大环境开始变得对 Biotech 投资和发展

有利起来，生物医药行业正在迎来估值

重构、信心重构的新起点。”邓灵泉表示，

自 2024年开始，美联储将进入新一轮的

降息周期，美国生物医药股或有更好的

表现。另外，医药是人类的刚需，经过两

三年的调整后，当前Biotech估值已较有

吸引力，不到峰值时30%的价值。

在邓灵泉看来，现在国内新药公司

和新药产品海外上市路径通畅，海外制

药巨头对中国创新药的认可度也在提

升，当前中国生物医药行业正孕育着新

的希望。

出海捷报频传 资本寒冬中创新药迎来新起点

证券时报记者 聂英好

1 月 10 日 晚 间 ，新 凤 鸣

(603225)发布公告，公司全资子

公司中鸿新材料拟投资建设年

产 250万吨差别化聚酯纤维材

料、10万吨聚酯膜材料项目，项

目总用地约 1080亩，总投资约

200亿元。

根据公告，此次投资建设

新材料项目，是为进一步强化

洲泉基地产业集群和生产力

量，进一步调整产品结构，优化

产品竞争力，提升公司盈利水

平，是基于新凤鸣未来发展战

略的需要。

同时，新凤鸣在公告中提示

本次投资的多重风险。一方面，

项目的投资金额较大，虽然公

司具有一定的资金实力，且银

行信用良好，但仍可能存在资

金筹措不到位的风险，进而影

响项目建设进度。另一方面，

项目需要向相关政府项目审批

部门申报项目审批申请，存在

未能通过申请或审批内容与协

议约定的计划不一致的风险。

新凤鸣是中国化纤行业重

点企业之一，创办于 2000 年 2
月，总部位于浙江桐乡洲泉，下

设浙江桐乡、湖州、平湖、江苏

徐州四大基地二十余家子公

司。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公

司已形成“PTA—聚酯—纺丝—

加弹”产业链一体化和规模化

的经营格局。

截至 2023 年 8 月，新凤鸣

PTA、涤纶长丝、涤纶短纤年产

能分别为 500 万吨、740 万吨、

120万吨；其中涤纶长丝市场占

有率超 12%，是国内规模最大

的涤纶长丝制造企业之一。

2023年前三季度，由于长丝

景气度恢复，主营产品产销双增，

新凤鸣实现营业总收入442亿元，

同比增长 16.49%；归母净利润

8.87亿元，同比增长212.19%。

涤纶长丝是新凤鸣主营产

品，不过近年来，在民营龙头企

业的“炼化一体化”布局下，涤

纶长丝龙头企业纷纷大幅扩

产，其中 2023年迎来涤纶长丝

投产高峰，供给端面临压力。

2023年1—11月，涤纶长丝行业

新增产能442万吨/年。

不过，多家机构认为，2024
年我国涤纶长丝供需有望边际

向好。中国银河证券指出，一

方面，在高产出的情况下 2024
年涤纶长丝产能增速有望放

缓；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稳增长

政策持续发力，国内纺服消费

有望持续向好，叠加海外去库

存周期结束预期，纺服出口有

望迎来边际改善，涤纶长丝终

端消费动能有望增强。

在聚焦核心主业的同时，

新凤鸣在 2023年 6月启动印尼

炼化项目，进军炼化市场以打

开第二成长曲线。2023年 6月

27日，新凤鸣宣布启动“泰昆石

化(印尼)有限公司印尼北加炼

化一体化项目”，并携手桐昆股

份合力推进该项目。中国银河

证券表示，近些年，我国 PX 高

度依赖进口、醋酸价格波动较

大等制约纺织产业发展，向上

游产业链延伸、打造全产业链

有 助 于 企 业 稳 健、高 质 量 发

展。该次双方合作，有助于加

快推进项目落地，不断完善产

业链一体化。

新凤鸣拟200亿元
投建新材料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