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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赵黎昀

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我国促进

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以来，河南通

过扩大开放水平、加强政策扶持、推动

产业升级，已成功吸引众多国内外行

业领军企业在豫投资兴业，拉动新兴

产业顺势落地开花。而在农产品加

工、装备制造等传统优势领域，河南近

年来也通过加强科技赋能，提升产业

链附加值，强化了企业竞争实力。

2023年，河南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GDP）达5.91万亿元，继续稳坐中部六

省之首，充分展示了该省多年来推动

经济结构转型、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

成果。

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一以贯之抓

好党中央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一系列政

策举措的贯彻落实，形成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合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

奋力谱写中部地区崛起新篇章。

站在新的起点上，河南正在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

政府“搭台”
创新发展“大戏”登场

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生物药

行业，被戏称作“三高”行业。

由于前期研发过程需要大量时

间、资金投入，不少生物医药企业历经

“九死一生”，最终依然未能实现产品

上市，错失了带来更大社会、经济效益

的机遇。

如何辅助初创企业度过漫长又艰

辛的研发期？这是位于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的中原医学科学城管委

会负责人思考的课题。

“创新药前期研发不仅耗时较长，

过程中因研发环节众多，涉及很多重复

性研发资源投入，大多耗资规模都达到

数亿美金。”中原医科城管委会负责人

称，在此背景下，中原医科城引导、搭建

的大分子CDMO公共实验平台，成为了

创新药研发的孵化器。该平台可以减

轻生物医药企业重资产投入，为企业提

供外包的药物研发服务，节省成本的同

时，也缩减了研发时间。

据了解，自创立以来，该平台先后承

接了包括鸿运华宁、郑州晟斯、启辰生物

（俄罗斯新冠疫苗SPUTNIK V）等国内

外企业的订单，累计订单总额超2亿元。

CDMO平台是中原医学科学城CXO
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的其中一环。除提

供研发服务外，中原医学科学城还通过

与国内一线专业基金合作，构建了市场

化的投资体系等。由政府“搭台”，协助

生物医药企业走高“从0到1”的起步期，

最终唱出创新发展的“大戏”。

2023年7月，重建的河南省医学科

学院落户中原医科城，今年2月，河南省

中医药科学院同样在这里正式揭牌亮

相。中原医科城迎来了“中西医结合”

发展的新格局，按照“医研、医教、医疗、

医工、医药”于一体的“五医”循环发展

模式，以河南省医学科学院、河南省中

医药科学院为“龙头”，中原医学科学城

作“载体”，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成“集

群”，一座“院城产”融合发展的医学科

学创新高峰正加速隆起。

这个河南省在建的最大规模生命

科学、生物技术研发和生产创新创业

基地，目前已吸引了一批行业细分领

域头部创新企业，中国医药工业百强

覆盖率已达30%。

“生物医药产业是临空偏好型产

业。借助郑州机场通达全球主要货运

机场的货物集疏能力优势、‘米’字形

高速铁路网 5小时内通达国家重点城

市群和经济区优势、国际陆港中心大

宗商品快速集散分拨优势、公路运输

转运便捷优势，可实现高附加值的生

物医药、医疗器械产品的低成本、高效

流通。”谈及中原医科城的优势，郑州

航空港区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指挥部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河南作为人口

大省、医疗大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数

量位居全国第一，医疗机构总数全国

第三、总床位数全国第一，生物医药产

业规模全国第五，可为中原医学科学

城发展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提供广阔

的市场和丰富的应用场景。

他表示，未来中原医学科学城将

聚焦基因编辑、细胞治疗、免疫疗法、

合成生物、再生医学等领域，确保2024
年每月一套“新动作”、每季一批“新项

目”，在前沿领域抢占制高点、赢得发

展先机，探索走出具有中原医学科学

城特色的院城产融合发展道路，助力

形成“三足鼎立”科技创新大格局。

科技引领开启
经济发展新篇章

以生物医药、创新药研发为代表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河南快速发

展。而对于当地传统的优势产业、企

业而言，紧跟科技创新步伐，抢抓新质

生产力高地，也是助力实体经济实现

稳步增长的重要砝码。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客车企业和

新能源商用车企业，河南籍企业宇通，

是以客车、卡车为主业的大型商用车

集团，旗下拥有两家上市公司宇通客

车和宇通重工，产品覆盖客车、卡车、

专用车辆、零部件及工程机械。

“公司每年研发费用保持在营业

收入的 5%以上，拥有 7个国家级创新

平台、27个行业及省级研发平台，建立

了客车专用的试验中心、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等机构。历经十余年技术攻

关，宇通已在自动驾驶技术、车联网及

智能网联云平台技术、多场景燃料电

池动力系统等方面取得多个重大突

破。”宇通集团新能源技术研究院院长

李高鹏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李高鹏表示，2023年宇通发布了

商用车行业首个软硬件一体化电动专

属平台“睿控E平台”，可以实现硬件高

度融合集成、软件在线升级。在软、硬

件的高度融合下，睿控E平台能够将高

安全高效能电池、多合一动力域控制

器、高效高集成电驱动桥、多源超低温

热泵、高效补能技术、智能网联驾驶

舱、智能网联云平台等领域的技术融

为一身。通过对关键技术的创新应

用，实现续航领先 10%以上，运营成本

也可降低20%。

2023年，洛阳钼业超越嘉能可，成

为全球最大的钴生产商，此前，该公司

铜、钼、钨、铌产量也在全球排名前列。

洛阳钼业逐步成长为矿业巨头的

背后，也饱含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红利。

洛阳钼业董事会办公室公共关系

总监周星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在境内，

洛阳钼业建设了国内首家无人智慧矿

山和河南省首批智能车间，采选冶实

现全流程自动化和工艺过程自动化，

生产效率提升了 40%以上。此外，通

过利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与大数

据等先进技术，公司成功实现矿山装

备的远程控制和无人驾驶，首次将 5G
应用到无人矿山领域，提升了工作效

率，使得矿工“坐在空调房里也能挖到

世界各地的矿”。

科技赋能不仅体现在采矿端，在

冶炼端，洛阳钼业中国区经过潜心研究，

掌握了低品位白钨回收技术和铜回收技

术，每年可以增加铜精矿 5000 多吨。

2018年，该公司副产萤石回收也取得重

大突破，生产出高品位萤石精矿。

作为无机氟化工龙头企业，多氟

多的业绩腾飞之路，也始于公司在新

能源行业“卡脖子”产品六氟磷酸锂上

实现的自主技术突破。

“2011年以前，日本化工企业几乎

垄断了全球六氟磷酸锂市场，国内锂电

池行业因相关材料技术劣势，发展相对

落后于日韩。多氟多从2006年开始自

主研发六氟磷酸锂，终在2012年率先实

现了晶体六氟磷酸锂国产化生产，正由

于在这一关键材料的重大技术突破，让

多氟多获得了2017年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二等奖。目前公司正在努力从‘锂

盐销售商’向着‘锂盐方案解决商’进行

转型，从而实现六氟磷酸锂以及其他锂

盐产品与客户的无缝对接。”多氟多董

秘彭超对证券时报记者称。

彭超介绍，目前多氟多六氟磷酸

锂生产能力已超6万吨，国内市场占有

率达30%左右，全球市场占有率为25%
左右。项目自产业化以来，从电解液

端大幅降低了锂电池制造成本，为我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撑。

除六氟磷酸锂外，多年来多氟多

通过自主创新，先后突破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用超净高纯电子级氢氟酸制

备关键技术、高性能锂离子电池用新

型电解质锂盐制备关键技术等，不仅

为企业效益提升奠定了基础，更通过

解决原料供给问题，为我国新能源、半

导体行业赋能。

从几百吨的 PVP 聚合小厂，到如

今行业第一梯队预备军，同样是化工

企业的河南焦作新开源，通过技术投

入，提升传统精细化工主业生产效率

及规模的同时，也开辟了“第二赛道”。

“PVP生产链条长，需从采购BDO
开 始 逐 步 加 工 为 GBL、2- P、NVP、

PVP。2013年前，公司采用的是分段式

手工填料、倒料、聚合、打包等操作，生

产效率较低。”新开源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为提升生产技术，2013年公司通

过对两条 5000吨NVP生产线建设，开

始采用DCS生产控制，中间体管道运

输，聚合釜连续反应后成品打包，最终

实现了中间体不落地，连续生产到成

品入库。2023年，新开源又与技术方

合作研发，建设落地了全球独家2万吨

NVP生产系统，实现了公司 PVP生产

自动化，节约了物料、人力成本，提高

了产品回收率及生产效率。

随着传统主业的稳步发展，2014
年起，新开源开始以横向并购的方式

切入医疗行业，以“精细化工”为基石，

寻求在“精准医疗”领域实现突破。目

前该公司医疗业务主要涉及肿瘤筛

查、分子诊断及NGS测序等领域，企业

科技创新投入进一步加强。

据介绍，新开源创立以来研发投

入持续增长，尤其是上市后，研发投入

已从 2010年的 753万元，逐年提升至

2022年的6900万元。

向“智”突破
农业大省绽放科技花

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

地，拥有一亿人口的农业大省河南，更

是历经多年，打造了涉及粮食加工、畜

牧养殖、食品生产在内的产业链闭环，

为端牢国人饭碗贡献了重要力量。

新时代下，如何推动农畜产品、食

品加工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

展，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也

是河南农副食品企业持续思考和发力

的问题。

“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我国在养猪效

率上还有一定差距。随着消费水平提升，

老百姓不仅满足有肉吃，还要猪肉更好

吃。”对于生猪养殖行业高质量发展，牧原

股份董事长秦英林认为，近年来我国养猪

业迅速发展，猪肉供应已经有保障了。未

来无论从行业健康发展，还是满足消费者

物美价廉的消费需求看，都需要推动生猪

行业高质量发展。

他提及，对标全球养猪水平最先

进的国家丹麦，我国养猪水平，在产仔

数、日增重、料比、成活率、产肉量、养

殖成本等方面仍有一定差距，但差距

就是机会，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按

照每年7亿头猪的产能，当前国内生猪

平均育肥料比 3.0，如果实现丹麦 2.52
的料比，每年能节省 4000 万吨饲料。

按照亩产500公斤粮食计算，相当于节

省8000万亩土地。

通过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生猪

养殖效率提升、降本增效的目标正在

逐步实现。

2021年，牧原股份和西湖大学成

立联合研究院，聚焦合成生物前沿技

术研究，用生物发酵生产氨基酸，实现

豆粕减量替代。目前技术取得突破性

进展。牧元安粮年产 3万吨合成生物

产品项目已在南阳市内乡县开工建

设，产业化落地。

“这一创新未来将能带动上百万吨

其他氨基酸的应用；最少能减少2000万

吨大豆消耗，节省 1.5亿亩大豆种植土

地，降低养猪对大豆的依赖，对国家粮食

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秦英林表示。

通过营养技术研发，2022年牧原

饲料中豆粕用量就已降至 7.3%，是行

业用量的一半（行业水平14.5%），2023
年豆粕用量进一步降低至5.7%。2021
年牧原向行业公开了低豆日粮配方技

术，带动行业减豆。近年来在农业农

村部的推动下，我国养猪豆粕用量已

逐步下降至13%。

在食品加工端，河南企业也正在

以需求为导向，探索用信息化、数字化

赋能企业管理创新。

三全食品董秘刘铮铮告诉证券时

报记者，该公司近年先后建设了营销

管理系统、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全产

业链质量追溯系统、物联网管理平台

等系统，后续还将推进全链条业务流

信息化建设和数据分析中心建设，为

管理提质、业务提效提供更加现代化、

专业化的工具。

“为充分保证从原料种植养殖、生

产加工、储存、运输到终端销售整个供

应链产品的品质和安全。公司建立了

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和应急预案机

制，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追踪、监督货

物储运过程。如使用多采点智能温度

监控仪、电子化标签、温度超限报警等

措施，实现了对仓库、冷藏车的温度监

管。”刘铮铮表示。

近年来，三全食品已加快智能制造

转型升级步伐，对生产、包装、堆码、储

藏等关键环节进行智能化改造升级。

公司自动化水饺机和汤圆机、自动化立

体冷库、二维码追溯系统、不良品视觉

识别系统等，都是行业首家应用。自动

化设备与数字化管理加持，有效提高了

企业发展的动能和竞争力。

新起点新机遇 河南开启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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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唐强

新 能 源 汽 车“ 一 哥 ”比 亚 迪

（002594）3 月 26 日晚间正式发布

2023 年年报，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6023亿元，同比增长 42.04%；实现

净 利 润 300.4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0.72%；扣非后净利润为 284.62亿

元，同比增长82.01%。比亚迪拟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96元(含税)，现金红利总额约为

90.12亿元。

其中，汽车、汽车相关产品及

其他产品业务的收入约 4834.53亿

元，同比增长48.90%；手机部件、组

装 及 其 他 产 品 业 务 的 收 入 约

1185.77亿元，同比增长 20%；两项

业务分别占集团总收入的比例分

别为80.27%和19.68%。

比亚迪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高达 1697.25 亿元，同比

增长20.51%；货币资金已从2023年

年 初 的 514.71 亿 元 增 至 年 末 的

1090.94 亿 元 ，占 总 资 产 比 例 为

16.05%。

在汽车业务方面，3月 25日比

亚迪再次刷新纪录，随着全新腾势

N7作为下线车型在济南工厂亮相，

比亚迪成为全球首家达成第700万

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汽车品牌。

自 2021年 5月“第 100万辆新能源

汽车下线”至今，不到 3 年的时间

里，比亚迪便达到了第 700万辆的

新高度。

在官方微信公众号文章中，比

亚迪表示，在 3月第三周的乘用车

销量榜前十中，比亚迪就占据了 7
席。比亚迪仰望旗下首款车型“仰

望U8”在本月达成 5000台交付，仅

用时 132 天，开创了中国百万级

SUV车型销量的最快达成纪录。

在年报中，比亚迪董事长王传

福还发表了一封致股东公开信表

示，继续看好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

的强劲增长势头。

王传福称，比亚迪作为全球新

能源汽车行业先行者和领导者，稳

步推进品牌力提升及出海战略布

局，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

实现业务长足发展，连续十一年稳

居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龙头地位

并蝉联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冠军，

开创中国车企首次跻身全球销量

前十的历史。

目前，比亚迪持续完善品牌矩

阵，已形成由“比亚迪”品牌、“腾

势”品牌、“仰望”品牌及“方程豹”

品牌所构建的多品牌梯度布局，

2023年内各品牌市场表现亮眼，多

品牌策略初见成效。

其中，“秦 PLUS 冠军版”的上

市成功打破合资垄断，成为十三年

来首次斩获年度家轿冠军的中国

品牌车型；“腾势”品牌首款豪华

MPV“腾势D9”销量持续霸榜，获得

2023 年全品类 MPV 年度销量冠

军；2023年 9月，“仰望U8豪华版”

上市，成为百万级新能源 SUV月度

销量第一，创造了中国汽车高端化

的里程碑。

2023，比亚迪海外新能源乘用

车 销 量 突 破 24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337%，成为 2023 年新能源汽车出

口最多的中国品牌。

截至目前，比亚迪已进入全球

78个国家和地区，并在巴西、匈牙

利、泰国等海外地区投资建厂。王

传福表示，比亚迪在巩固和扩大国

内市场发展优势的同时，积极加速

海外布局，推动全球汽车电动化

转型。

王传福预期，2024年中国新能

源汽车市场将延续强劲增长势头，

迈进千万辆级时代，渗透率有望再

突破。

在汽车领域，王传福表示，比

亚迪将强化核心技术的研发及自

主可控，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紧

抓市场消费趋势，持续推进多品牌

矩阵布局，加速业务出海进程，助

力中国汽车产业引领全球新能源

汽车浪潮。在消费电子业务方面，

比亚迪将充分把握AI、钛金属材料

及其他新应用所带来的发展机遇，

不断扩大市场份额。

新型智能产品业务方面，王传

福表示，比亚迪看好AI服务器的市

场前景，将持续积极投入研发资

源，加大布局AI服务器相关产品和

解决方案。

比亚迪去年净利300亿元
拟分红90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王小伟

半 导 体 封 测 龙 头 长 电 科 技

（600584）的 控 股 权 变 更 买 家 现

身，磐石香港有限公司或其关联

方成为挥金入局者，背后是央企

华润。据计算，磐石香港入主长

电 科 技 的 耗 资 规 模 超 过 116 亿

元。此次交易后，长电科技实际

控制人将变更为中国华润，公司

股票今日复牌。

长电科技的本次易主，使第一

大股东大基金的持股比例下降到

公司总股本的 3.50%，同时现在的

二股东芯电半导体则不再持有长

电科技股份。

本次交易中，卖方包括两位，

大基金将其持有的 1.74 亿股公司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74%）转让

给磐石香港或其关联方；芯电半导

体将其持有的 2.29 亿股公司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79%）也转让

给磐石香港或其关联方。交易价

格都是 29元/股，较长电科技 28.25
元的停牌收盘价有所溢价。

回溯来看，2014 年底，大基金

首次投资长电科技，彼时，长电科

技与大基金、芯电半导体共同设立

并购基金，其中大基金出资 3亿美

元，助力长电科技以 7.8 亿美元完

成对新加坡星科金朋的收购。

此后通过定增等方式，大基金

成为长电科技第一大股东。从

2020年开始，大基金开始减持长电

科技。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大基金

持有长电科技的股数由23689万股

变更为626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0%。而现在的二股东芯电半导

体则不再持有长电科技股份。

受让方为磐石香港有限公司

或其关联方。

磐 石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成 立 于

2023年 12月中旬。从披露的股权

架构来看，华润（集团）有限公司为

其控股股东，持股比例100%。

磐石香港从大基金处受让股

份的对价为 50.54 亿元，从芯电半

导体处受让股份的对价为 66.36亿

元。据此计算，磐石香港入主长电

科技的耗资规模超过116亿元。

本次股份转让后，磐石香港或

其关联方将持有长电科技股份

40312 万 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22.54%。

各方按照《股份转让协议》完

成长电科技股份交割及长电科技

董事会改组后，长电科技控股股东

将变更为磐石香港或其关联方，实

际控制人将变更为中国华润。

华润的入主，有利于长电科技

的赋能与发展，同时也带来新的

问题。

目前，华润集团是另一家A股

公司华润微的间接控股股东、中国

华润则是华润微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华润微与长电科技在对外封

测业务方面存在重合或潜在竞争。

为规范和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磐石香港及其控股股东华润集团、

实际控制人中国华润出具了《关于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其中，华润集团承诺，自本次

交易完成后五年内，按照法定程序

通过包括但不限于托管、资产重

组、一方停止相关业务、调整产品

结构、设立合资公司等方式解决公

司及控制企业（除长电科技及其控

制企业）与长电科技及其控制企业

之间存在的业务重合和潜在竞争

问题，以符合关于同业竞争问题的

监管要求。

长电科技控股权变更
华润拟斥资超百亿入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