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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臧晓松

作为民族工业和乡镇工业的摇

篮，无锡市GDP连续多年突破万亿

元，彰显出这座城市在中国经济中的

重要地位。证券时报记者从无锡市

委金融办获悉，上半年无锡市新增上

市公司5家，其中境外3家，新增上市

公司总数、新增境外上市公司数均居

全省第一，也是近年来首次无锡境外

上市公司新增数量超过A股。

无锡市委金融工委副书记张泓

骏向记者表示，近年来，无锡几乎每

年都有几家企业在境外上市，尤其

在境内 IPO政策收紧的时候，境外上

市成为无锡企业融资发展的重要渠

道，“目前，香港已成为无锡最大的

境外投资来源地、对外投资目的地

和境外上市主阵地。”

上半年境外上市
新增数首超A股

6月14日上午，云工场科技控股

有限公司（简称“云工场科技”）在港

交所挂牌上市，成为无锡第 26家港

股上市公司。

自 2015年扎根无锡以来，云工

场科技逐步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基

础云解决方案服务及边缘计算服务

提供商，与三大运营商、中国信通

院、西安交通大学紧密合作，同时也

是百度、阿里、腾讯、字节跳动、华为

等国内一线知名互联网企业的核心

技术服务提供商。

“我们在三年前开始谋划上市，

最初就是选择赴港上市这条路，并

成功实现了。”云工场科技执行董

事、总经理蒋燕秋向证券时报记者

表示。云工场科技自2021年起营业

收入保持年平均 23%的增幅，2023
年公司营业收入近 7亿元。此次云

工场科技首发实际募资 5.29 亿港

元，募投资金主要用于优化资源配

置、提升边缘计算技术和效率，更有

效地满足企业客户对稳定、高效、安

全的云计算解决方案需求，并将在

无锡高新区打造上市总部基地和智

算中心，大力发展边缘计算+AI 产

品，加快形成数字产业发展高地。

“上市对公司价值的提升非常

大。”蒋燕秋坦言，“我们有了更多的

与国外企业合作的机会，为将来拓

展海外市场做前期铺垫，我们的目

标不仅仅止步于国内，云工场科技

致力于国际领先的边缘计算和AI智
算服务提供商，我们希望可以提供

给大家更多跨领域、多元化的数智

化解决方案。”

总部位于无锡的江苏萝贝电动

车有限公司（简称“萝贝智能”），3月

31日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为今

年江苏省首家境外上市公司。“海外

上市是企业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

志。”萝贝智能掌舵人许华剑说，萝

贝智能目前还处于成长期，选择在

纳斯达克上市，一方面是为了提高

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中的价值和品

牌影响力，另一方面是为了寻找更

广阔的市场，方便国际业务的开展。

证券时报记者从无锡市委金融

办了解到，在2024年资本市场“半年

考”中，无锡市交出了一份可喜的成

绩单：上半年当地新增盛景微、萝贝

智能、无锡鼎邦、铭腾国际、云工场

科技 5家上市公司，包括 2家A股上

市公司和3家境外上市公司，新增上

市公司总数、新增境外上市公司数

均居全省第一，也是近年来首次无

锡境外上市公司新增数量超过A股。

香港已成无锡企业
境外上市主阵地

“1999年10月，中国稀土在香港

成功上市，成为无锡市第一个在境外

上市的企业。”张泓骏向记者表示，近

年来，无锡几乎每年都有几家企业在

境外上市，“尤其在境内 IPO政策收紧

的时候，境外上市成为无锡上市公司

融资发展的重要渠道。”据介绍，目前

无锡拥有境外上市公司39家，其中港

股上市公司达到26家，香港已成为无

锡最大的境外投资来源地、对外投资

目的地和境外上市主阵地。

总部位于无锡高新区的科笛生

物，仅用6个多月时间便迈入了港交

所的大门。

科笛生物成立于 2019年，是一

家专注于皮肤学的研发型生物制药

公司，深耕毛发疾病及护理、皮肤疾

病及护理、局部脂肪堆积管理和表

皮麻醉 4个主要领域。科笛生物生

产与质量控制部高级副总裁徐静欣

向记者表示，在 2023年 6月 12日上

市后，公司发展获得了资本市场的

强力加持，进入了裂变扩张的快速

通道，打造出一个具有竞争力且高

度差异化的乳膏、喷雾剂、软膏、气

雾泡沫剂等产品管线，“公司有 3款

产品已经递交新药注册申请，预计

近 2年会获批上市，5款产品正在注

册性临床试验阶段。”

记者了解到，无锡企业到境外

上市主要是两种情况：一是企业产

品主要市场在境外，比如今年在纳

斯达克上市的萝贝智能，公司电动

车以出口为主，产品销往东欧、南北

美洲、非洲、中亚和东南亚各国；二

是开拓国际市场需要，比如 2022年

在港交所上市的高视医疗，是中国

眼科医疗器械市场最大的国产厂

商，公司在境外上市是为了提升品

牌知名度，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

从近几年情况来看，企业境外

上市募集资金情况主要与企业规模

有关。去年在港股上市的药明合

联，首发募集资金达 37.45亿元人民

币，募资额居全市去年新增的 14家

境内外上市公司首位，今年在港股

上市的云工场科技获得 4.82亿元融

资，与境内上市募资规模相当。

“企业境外上市募集资金规模基

本能够达到预期，能够满足企业发展

资金需求，能够有力支持企业业绩增

长。”张泓骏说。高视医疗2023年年

报净利1.73亿元，同比增长149.02%；

科笛生物2023年6月在港交所上市，

当年集团已商业化产品的收入约为

1.376亿元，与 2022年同期比较取得

超过 10 倍的增长。2024 年第一季

度，科笛生物已商业化产品的收入为

约 3410万元，与 2023年同期比较取

得约123.4%的增长。

政策助力打造
“境外上市军团”

证券时报记者采访获悉，无锡

高度重视金融赋能产业发展，全面

实施“3150”企业上市倍增计划，通

过政策引导、资本对接、服务支持等

多种方式，推动资本市场无锡板块

扩容提质。

2016年上市的雅迪控股，是中国

电动车行业首家上市公司，也是市场

瞩目的10倍“大牛股”。雅迪控股董

事、财务总监石锐向证券时报记者表

示，以雅迪控股为代表的电动两轮车

产业，是无锡市锡山区的支柱产业，

“当时听说雅迪控股要上市，锡山区

政府各部门也都积极助攻，对我们上

市的支持真是全程开绿灯。”

今年上市的云工场科技，则是

无锡市新吴区大力构建“465”现代

产业体系政策下培育出的优秀企

业。“无论是项目审批、政策支持还

是公共服务，政府部门都能够迅速

响应，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持。”蒋秋燕向记者表示，在公司准

备上市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主动提

供服务，“特别是区科创中心、金融

办等部门定期与我们沟通，了解企

业的上市进度，发展需求，并为我们

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在境内企业将目光投向香港之

际，政府部门如何为这些企业助力？

张泓骏向记者表示，无锡市与美国、

欧洲、香港、新加坡等境外主要交易

所都保持有良好的沟通联系，及时掌

握境外上市最新政策动态，邀请境外

交易所专家来锡赴企业走访指导。

同时，无锡致力于营造境外上市的良

好环境，常态化开展境外上市辅导培

训，今年来已召开3场赴港上市培训

交流会。“我们邀请交易所和中介机

构为企业进行境外上市政策辅导，提

供专业化服务，帮助企业更好了解境

外资本市场特点，合理选择上市地点

和板块。”

目前，无锡市境内外上市公司

数量达到162家，且后备上市力量充

足，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会有更多企

业加入无锡“境外上市军团”。

上半年新增上市公司居江苏首位

无锡企业掀赴港上市热潮

证券时报记者 叶玲珍

历经数月明争暗斗，华菱精工大

股东黄业华与二股东捷登零碳在某种

程度上达成和解，公司控制权之争落

下帷幕。

9月6日下午，华菱精工临时股东

大会表决结果出炉，捷登零碳方董事

贺德勇、凌云志、贺加瑞被罢免，黄业

华方董事代表刘煜留任，其提名的王

迪、向小华、李辉、赵伯锐等 4人被选

举为新任董事，叠加黄业华之子黄超

后，黄业华方在 7个董事席位中，已控

制6席，重获董事会控制权。

证券时报记者在现场关注到，对

于黄业华提出的罢免董事议案，捷登

零碳方并没有选择针锋相对，而是投

出了弃权票。据知情人士透露，捷登

零碳与黄业华方已初步达成了双方都

满意的约定。黄业华向证券时报记者

表示：“总归还是以和为贵”。

伴随着董事席位落定，重掌控制

权的黄业华未来将如何调动各方资

源，尽快为公司注入新的活力，实现业

绩扭亏为盈成为市场关注的重点。

黄业华重获
董事会控制权

作为“控制权决战”，本次股东大

会吸引了不少投资者现场参会，会议

室座无虚席。证券时报记者在现场看

到，捷登零碳实控人马伟在会议开始

时曾短暂现身会场，与黄业华相邻而

坐，不过在几分钟后便匆匆离去。

根据会议资料，本次会议主要审

议罢免部分董事、监事并重新选举新

任成员等相关议案，黄业华提议罢免

的董事为贺德勇、凌云志、贺加瑞；捷

登零碳提议罢免的董事为刘煜。

与外界预计的剑拔弩张不同，罢

免董事的表决颇为平静。捷登零碳对

所有董事罢免议案均投出了弃权票，

间接尊重了黄业华方的表决立场。

结果显示，捷登零碳方董事被悉数

罢免，黄业华方董事刘煜依然留任。新

任董事方面，黄业华方提名的王迪、向

小华、李辉、赵伯锐等4人当选；捷登零

碳方提名的李正球同步当选。

经过本轮洗牌，在华菱精工 7个

董事席位中，捷登零碳仅占 1席，黄业

华方占得 6 席（含在任董事黄超在

内），重获董事会控制权。

据知情人士透露，捷登零碳与黄

业华方已初步达成某种约定，愿意共

同维护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促进公司

发展。

事实上，黄业华方此番能够重掌

董事会，此前已初露端倪。

在本次股东大会前，捷登零碳曾

控制 5个董事会席位，按照规则，黄业

华方若想让提名的董事进入董事会，

必须以罢免捷登零碳方董事为前提。

然而，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夕，捷登零碳

方 2位董事主动提出辞职，直接腾出

了新的董事席位。具体来说，8月初，

茅剑刚由于个人原因辞去董事职务；8
月底，罗旭辞去董事长、董事职务。前

述 2人辞职后，均不再担任公司任何

职务。

除此之外，来自捷登零碳的高管

生敏、张根红也在 8月底分别辞去总

裁、首席财务官职务。目前，黄业华之

子黄超已被选举为新任董事长，并被

聘任为公司总裁，黄业华旧部、华菱精

工发起人之一、前财务总监张永林获

聘首席财务官职务。

定增失败是关键节点

据了解，华菱精工本轮股权斗争，

从最初协商一致的控制权转让，到剑

拔弩张的董事会席位争夺，再到如今

的和解，关键转折点在于公司定增计

划失败。

华东地区一位私募人士告诉证券

时报记者，马伟此前拟入主华菱精工

的模式，与几年前入主宝馨科技十分

类似，即通过溢价受让原实控人部分

股份+折价定增方式获得控制权，既可

以让原实控人获得满意的对价，又能

摊薄自身控制公司的综合成本，同时

还可以为上市公司注入资金。在此过

程中，定增的不确定性较大，但却是决

定交易能否成功的关键环节。

回溯 2023年 5月，黄业华家族启

动控制权转让计划，拟先行以 22.5元/
股将所持上市公司1266.73万股（占总

股本的 9.5%）转让给捷登零碳，并将

名下剩余 20.41%股份表决权委托给

后者。前述股权转让总价款为2.85亿

元，较当时市价溢价率超 70%。与此

同时，捷登零碳拟在后续以 10.43元/
股追加认购上市公司不超过4000.2万

股定增股份，成为新任控股股东，定增

折价率近 20%。综上，捷登零碳计划

控制华菱精工的综合成本约为 7 亿

元，折合单价约 13.3元/股，较市价溢

价率不到3%。

按照约定，若定增未能完成，捷登

零碳将继续受让黄业华家族不少于

1500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11.24%），

同样也能上位控股股东。

2023年 6月，黄业华家族名下的

9.5%股份顺利过户给捷登零碳，后者

成为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当月，捷

登零碳对华菱精工董事会、监事会进

行改选，并占据了多数席位。

然而，到了2024年4月，华菱精工

却因资本市场情况变化、公司发展规

划等因素，终止了定增事项。定增不

成，捷登零碳决定不再受让黄业华家

族剩余股份，相关表决权委托也随即

终止。

控制权易手失败，黄业华宣布改

选捷登零碳方董事，拟重掌董事会。

出其不意的是，在 2024年 5月底的年

度股东大会上，黄业华的董事改选计

划却以失败告终。自此，两派股东矛

盾彻底爆发。

6月份以来，黄业华与捷登零碳进

行数次交战，互相指控对方涉嫌侵害上

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对此，交易所

多次下发问询函及监管工作函，要求公

司及相关方就交易事项进行核实。

伴随着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出

炉，华菱精工两大股东阵营持续数月

的“内斗”将告一段落。

未来何去何从？

董事会改选虽已完成，但此前两

派股东都曾提出增持计划，后续是否

会继续增持，不确定性仍存。

6月 27日，捷登零碳曾宣布将增

持1000万股至1200万股公司股份，占

总股本的7.5%至9%；8月8日，黄业华

亦推出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2000万

元至4000万元。

截至目前，黄业华已增持 1092.02
万元；捷登零碳增持期限已过半，尚未

实施增持。在股东大会期间，双方均未

就增持计划是否继续实施作出回应。

业内人士表示，在控制权争夺格

局下，增持大多是为了提升投票权、赢

取中小投资者的支持，如今董事会席

位落定，若双方已达成和解，后续增持

的可能性或会降低。

值得一提的是，因捷登零碳背靠

宝馨科技，外界一直将捷登零碳入局

视作华菱精工加码新能源的有利契

机。此前公司也曾表示，马伟若入主，

将为风电制动配件、光伏支架及配套

金属结构件嫁接产业资源。伴随着捷

登零碳系董事的退出，后续华菱精工

将如何在焕发主业活力的同时谋求转

型，尽快实现扭亏为盈，成为投资者关

注的焦点。

华菱精工主营电梯配重及钣金件

业务，受房地产市场下行影响，近年来

业绩持续下滑，2021~2023年营收分别

为 22.34亿元、17.53亿元、15.53亿元；

2022年、2023年两年连续亏损，亏损

额分别为 947.62万元、1.04亿元。今

年上半年，公司亏损3927.72万元。

事实上，在与捷登零碳接触之前，

华菱精工便已开始寻求新的业务增长

点，其中新能源领域便是主要方向，但

进展并不显著。

2020年，华菱精工斥资5325.32万

元从关联方上海三斯手中收购三斯风

电 55%股权，涉足风力发电设备配套

的制动器和通风设备领域。然而，三

斯风电近年来业绩大幅下滑，2022年、

2023年已连续两年亏损。

2021年，华菱精工投资设立安徽

华菱新能源有限公司（简称“华菱新能

源”），拓展光伏支架配套业务。2023
年，华菱新能源实现盈利，录得营收

7609.94万元，约占上市公司总营收的

5%，净利润为 114.88万元。不过，今

年上半年，该公司陷入亏损。

2022年 5月，华菱精工又将目光

瞄准了新能源汽车领域，启动非公开

发行，拟定增募资不超 5亿元，主要用

于新能源汽车高压连接系统零部件项

目。不过，同年 12月，前述定增事项

宣告终止。除此之外，公司还设立了

安徽华菱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从事

电池研发制造相关业务，目前尚未实

现营收。

黄业华表示，后续公司还是会立

足主业，稳步推进转型。“随着城中村

项目改造、老旧小区电梯加装等相关

政策落地，电梯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

有望复苏；与此同时，公司正加大电梯

维保市场开拓，相信这个领域的市场

会更为广阔。”

华菱精工控制权之争落幕
实控人黄业华重掌董事会

证券时报记者 赵黎昀

近日多家养殖上市公司 8月销售

数据出炉，行业持续回暖背景下，销售

均价同比整体上行。

9月6日晚间，温氏股份公告，8月

公司销售肉猪235.4万头（含毛猪和鲜

品），收入 58.63 亿元，毛猪销售均价

20.45 元/公 斤 ，环 比 变 动 分 别 为

1.32%、9.73%、7.92%，同比变动分别

为9.78%、42.27%、21.44%。

该公司称，8月公司肉猪销售收入

同比上升，主要是肉猪销量与销售价

格同比上升所致。

售价上升的还有大北农。6日晚

间该公司披露，8月份公司控股及参股

公司生猪销售数量当月合计为 41.82

万头，1~8月累计为 373.22万头；销售

收入当月合计为9.93亿元，1~8月累计

为66.07亿元；公司控股及参股公司商

品肥猪当月均价为 20.13 元/公斤。8
月生猪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主要是因为

国内生猪市场行情变化所致。

当晚披露 8 月产销数据的公司

中，立华股份当月销售肉猪 10.08 万

头，销售收入 2.51 亿元，肉猪销售

均价 20.54 元 /公斤，环比变动分别

为-18.58%、-11.93%、6.31%，同比变

动分别为66.06%、105.74%、16.97%。

神农集团 8 月商品猪销售均价

19.82 元/公斤，比 2024 年 7 月份上涨

6.27%；当月该公司销售生猪 17.37万

头（其中商品猪销售15.41万头），销售

收入4.13亿元。

在9月5日晚间，牧原股份也公告，8
月份该公司商品猪销售均价19.71元/公
斤，比2024年7月份上升7.7%。

当月牧原股份销售生猪 624.1万

头（其中商品猪 550.8万头，仔猪 69.6
万头，种猪3.6万头），销售收入140.24
亿元。其中向全资子公司牧原肉食品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合计销售生猪

80.1万头。

据卓创资讯监测，8月全国外三元

交易均价 20.34 元/公斤 ，环比涨幅

7.47%，同比涨幅18.79%。1~8月份全

国外三元交易均价 16.52 元/公斤，同

比涨幅10.72%。

8 月份，生猪期货主力合约 2411
先涨后降再涨，30日收盘价 18255元/
吨，基差1115元/吨。

卓创资讯分析师认为，8月生猪价

格整体呈现先涨后降走势，仅月末翘

尾。中上旬养殖端出栏积极性不高，

加之养殖端小体重猪存栏居多，在肥

猪价格处于相对优势的情况下，压栏

增重情绪较浓，支撑生猪价格上涨；进

入下旬，由于猪价涨至高位，但当前仍

处于需求淡季，白条走货相对疲软，下

游对高价收猪接受力度有限；养殖端

高价走货不畅，后续被迫降价走量，高

价猪源占比减少，下游多择低收购，猪

价止涨下跌。而伴随猪价持续下滑，

加之月末部分存缩量动作，挺价情绪

渐起，支撑生猪价格月末翘尾。该分

析人士称，9月份生猪价格或呈现震荡

下滑的态势，月末上涨，月均值或为

19.13元/公斤，环比下降。

多家养殖公司8月销售回暖 生猪均价同比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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