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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李映泉

11 月 7 日，海南矿业（601969）举

行 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在

此之前，公司披露的三季报显示，前三

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1.72亿元，归母净

利润5.46亿元，同比增长13.81%。

当前，海南矿业已完成“铁矿石+
油气+新能源”三个主赛道布局。铁矿

石方面，公司旗下的石碌铁矿曾被誉

为“亚洲第一富铁矿”，其块矿产品在

国内钢铁行业中久负盛名；油气方面

以子公司洛克石油为经营主体，旗下

赵东油田和川中八角场气田被合作方

评为对外合作典范；此外，公司于2021
年开始布局新能源赛道上游的锂盐加

工和锂矿采选产业，2万吨氢氧化锂项

目（一期）和马里布谷尼锂矿建成投产

后，将跻身国内少数具备自有优质矿

山与高品质先进加工产线一体化优势

的锂资源上游企业。

针对八角场气田当前生产状况，海

南矿业副董事长、总裁滕磊在会上表

示，八角场气田目前日产量稳定在260
万方以上，全年产量预计将超500万桶

当量，已是目前气田产量的较高水平。

如果要进一步提产，需要新投入资本开

支进行新增井组的勘探开发。公司会

结合项目合同周期、资金情况、国油公

司等综合因素评估决策后续增产方案。

对于洛克石油未来几年的产量预

期，滕磊回应称，洛克石油现有资产原

油产量近两年预计相对稳定，后续的增

量主要是来自涠洲10-3油田西区项目

和惠州 12-7油田，这两个项目分别预

计于 2026年一季度和 2028年下半年

投产。公司正在推进的全面要约收购

的阿曼油田既有在产区块又有勘探区

块，目前在产的3&4区块年产量约300
万桶，按照要约收购计划，如可按期在

2024年内完成结算，则2025年公司原

油产量将可增加约300万桶/年。

氢氧化锂项目的进展情况也是市

场关注的焦点。海南矿业董事长刘明

东在会上表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 2
万吨氢氧化锂项目土建部分工程进度

已完成97%、钢结构施工完成96%、设

备安装完成96%，项目火法段、湿法段

设备安装已完成，全厂建构筑物主体结

构安装已完成；试生产前准备工作有序

推进，相关权证及合规性手续同步完

成；项目预计于 2024年内建成并试生

产。目前进口的1.5万吨锂精矿原料已

经全部入库，为后续投料生产做准备。

此外，投资者还问及洛克石油全

面要约收购特提斯公司的进展情况。

刘明东对此表示，洛克石油向特提斯

公司全体股东发出了现金收购要约，

拟以约1.83亿美元要约收购该公司不

低于90%的股份。本次要约收购的正

式要约文件已获得瑞典证券监管部门

的批准，并已于 2024年 10月 25日在

纳斯达克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披

露。根据要约文件，本次要约的接纳

期为 2024 年 10 月 28 日至 2024 年 12
月 2日（含），交割开始日期为 2024年

12月 9日，要约人保留一次或多次修

改要约接纳期以及交割日期的权利。

有投资者还问及公司对央行推出

的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的态度，海南

矿业董秘何婧答复称，公司已经关注

到相关政策。公司一直以来积极通过

回购、现金分红、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等方式维护公司市值，公司正在积极

与相关金融机构对接，后续相关进展

情况以公告为准。

海南矿业业绩会：
2万吨氢氧化锂项目土建进度已完成97%

证券时报记者 曹晨

11 月 7 日，A 股再次迎来大爆

发，全市场超 4500 只个股上涨，近

200股涨停。“三大指数全线翻红”话

题还冲上热搜。截至当日收盘，沪

指涨2.57%，深证成指涨2.44%，创业

板指涨3.75%。

在市场活跃度持续提升下，近

期不少上市公司股价迎来连续涨

停。11月7日，鸿蒙概念股延华智能

再度涨停，8个交易日内录得 7个涨

停，累计涨幅为75.68%，累计换手率

为 129%。该股当日成交金额 26.09
亿元，总市值达68.94亿元。

11月7日晚间，延华智能发布公

告提示风险称，截至公告日，未发现

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目前，延华智能无控股股东、无

实际控制人。公告显示，经向公司

第一大股东华融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融津投”）核实，华融津投

不存在关于上市公司的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华融津投不存在股票

异常波动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

情形。

延华智能的盘后龙虎榜数据显

示，上榜营业部席位全天成交 5.3亿

元 ，占 当 日 总 成 交 金 额 比 例 为

20.32%。其中，买入金额为 2.57 亿

元，卖出金额为 2.73亿元，合计净卖

出1649.44万元。

具体来看，机构买入 1.85亿元，

卖出 1.24亿元，合计净买入 6076.83
万元。此外，中国国际金融上海分

公司、东方财富证券拉萨金融城南

环路证券营业部分别买入 3765.91
万元、3371.29万元；国泰君安证券咸

宁咸宁大道证券营业部、华宝证券

上海东大名路证券营业部分别卖出

4727.27万元、3740.68万元。

除了延华智能外，11月7日晚间

还有多只连板股发布异动公告提示

风险。九连板华夏幸福发布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暨严重异常波动公告，

公司股票自 2024年 10月 28日至 11
月 7日，已连续 9个交易日涨停，鉴

于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大，公

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

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六连板海航控股发布股票交易

风险提示公告称，公司A股股票短期

涨幅显著高于同期上证指数及行业

指数；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存在市场情绪过热的情形。2024年

11 月 7 日 ，公 司 股 票 换 手 率 为

11.20%，显著高于平常交易日换手

率，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当

前公司 A 股股票市净率（LF）22.02
倍，当前航空运输（申万）指数市净

率（LF）为 3.76倍。公司市净率显著

高于行业水平。截至 2024年 9月 30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97.28%，公司资

产负债率仍然较高且高于国内同行

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五连板黑芝麻发布异动公告，

公司因以所持广投国医36.41%的股

权为限，为南宁儿童医院向广发银

行南宁分行的借款提供担保，该事

项未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决策程序。因广发银行南宁分行

与南宁儿童医院的借款产生纠纷，

广发银行南宁分行向南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经法院审理后认

定公司与广发银行南宁分行签订的

《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为无效合

同，但作出“公司对南宁儿童医院在

广发银行南宁分行的债务不能清偿

部分的 1/2承担赔偿责任”的一审判

决。根据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

上述事项若无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

虽然提出解决方案但预计无法在一

个月解决的，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

四连板日出东方发布异动公

告，经公司自查，公司关注到近期有

公共媒体报道关于日出东方发布苏

北首座“全液冷超充站”的新闻，公

司此次投资建设的“全液冷超充站”

系采购华为全液冷超充充电桩，目

前该超充站处于内部试用阶段，并

未形成相关业务收入和收益，并未

对公司整体经营产生实质性的影

响。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热点概念炒

作风险，审慎判断、理性决策。

两连板华闻集团发布异动公告，

目前公司出现中期票据本息未能按

期兑付以及银行贷款被宣布提前到

期的情形。海口中院决定对公司进

行预重整，不代表海口中院正式受理

公司重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尚未收到海口中院正式受理重整的

裁定书，海口中院是否受理公司重

整，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

不确定性。若海口中院裁定受理申

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股票将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因重整

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则公司股票将面

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多只连板股
发布公告提示风险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瑞普生物（300119）11月7日晚间

公告，公司拟以1.31亿元收购中瑞华

普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瑞华普”）

15%股权。中瑞华普的核心资产为瑞

派宠物医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瑞派宠物医院”）17.52%股权。

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本次交

易中，瑞派宠物医院估值为50亿元，

对应中瑞华普估值为 8.76亿元。综

上，本次交易中，中瑞华普 15%股权

交易对价为1.31亿元。

据介绍，瑞派宠物医院为瑞普

生物实际控制人李守军实际控制的

企业，瑞普生物直接持有瑞派宠物

医院股权比例为8.93%。

瑞派宠物医院成立于2012年12
月 27日，是专门从事宠物连锁医院

运营和管理的大型连锁机构，先后

获得瑞普生物、高盛集团、华泰新兴

产业基金、越秀资本、瑞济医药、玛

氏中国、基石资本及蒙牛创投基金

等国内外投资机构投资。

目前，瑞派宠物医院拥有超过

600家宠物连锁医院，遍及全国27个

省（直辖市），员工7000余名，其中职

业兽医师1800余人。

瑞派宠物医院旗下中瑞供应链

平台覆盖全国 7000家宠物医院（含

瑞派宠物医院）、3400家宠物店，为

宠物医院和宠物店提供境内外宠物

医疗药品、疫苗、宠物诊疗器械、宠

物食品等医疗相关产品的代理及统

一采购供应。

瑞普生物深耕宠物板块产业生

态系统构建，目前公司已拥有 15项

宠物新兽药注册证书，具备为宠物

提供从预防、诊断到治疗的整体防

治解决方案的能力，在驱虫药、宠物

疫苗、耳道治疗药、麻醉镇痛药、抗

生素药、抗病毒药、消毒药、各类内

科药以及保健品方面建立了丰富的

宠物药品集群，成功研发上市了“莫

普欣”“菲比欣”“伊尔舒”等有市场

影响力的大单品，2023年猫三联灭

活疫苗获批并打破国外垄断，于

2024年第一季度产品成功上市。

瑞普生物已与瑞派宠物医院建

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借助瑞派宠物

医院及旗下中瑞供应链平台在品

牌、渠道及医生资源等方面的优势，

共同推广公司宠物药品和疫苗。

瑞普生物表示，本次公司收购

中瑞华普15%股权，旨在持续深化公

司与瑞派宠物医院及旗下中瑞供应

链平台价值链管理，强化对销售渠

道的深度协同，全面加速推进公司

宠物药苗对B端与C端客户的触达，

持续加强渠道推广、品牌建设的战

略协同效应。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中

瑞华普 15%股权，中瑞华普不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直接和间

接持有瑞派宠物医院股权比例进一

步提高。本次交易使用的资金来源

为自有或自筹资金，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

响，长期将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积

极影响。

瑞普生物拟收购
中瑞华普15%股权

证券时报记者 韩忠楠

2024年第三季度财报公布后，保

时捷决定大幅削减成本，并收缩中国

市场的经销商网络。

保时捷断腕求生，从侧面反映了外

资豪华品牌车企在华遇冷的普遍困

境。在中国汽车品牌市占率稳步提升，

特别是高端车型持续热销的背景下，外

资豪华品牌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挤

压。在电动化、智能化大潮之下，这些

车企如何转型？又如何在行业大洗牌

中求生？是目前市场关注的焦点。

外资豪车品牌“失宠”

10月 29日，德国豪华汽车制造商

保时捷发布了 2024年第三季度财务

报告。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保时

捷全球营收达到285.6亿欧元，较去年

同期下降 5.2%；营业利润约为 9.74亿

欧元，同比大幅下滑41%。同时，前三

季度保时捷的汽车净现金流同比下降

63%，至 12.4亿欧元；营业利润率仅为

10.7%，远低于此前的 17%—19%的利

润率预期。

业绩公布后，保时捷首席财务官

表示，公司正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计

划在 2030年前削减数十亿欧元的成

本，以应对市场变化和业绩压力。

同时，保时捷宣布，为应对公司在

中国市场的销量下滑及利润率下降带

来的双重压力，决定大幅削减其在华

的经销商网络。

保时捷方面表示，这一举措旨在

削减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并减轻对利

润率的进一步冲击。

在此之前，中国市场一直是保时捷

销量增长的重要引擎。进入 2024年，

保时捷在华销量却明显“失速”。公开

数据显示，今年1—9月，保时捷在中国

市场的累计销量为4.33万辆，同比下降

29%，远低于保时捷此前的预期。

其中，保时捷 Panamera 和 Taycan

的跌幅尤为显著，分别达到了 20%和

50%。作为保时捷旗下的明星车型，

这两款车型的遇冷，无疑给保时捷带

来沉重打击。为提振销量，近期有部

分经销商已开始降价促销，Macan 报

价甚至跌破了40万元。

保时捷在中国市场“失宠”不是个

例，今年以来，外资豪华品牌在华销量

集体遇冷。公开数据显示，1—9月，奔

驰在中国市场销量51.22万辆，同比下

滑10%；宝马在中国市场销量52.36万

辆，同比下滑13.1%。

在中国市场销量的锐减，已拖累

这些外资豪华车企的业绩。10月 25
日，梅赛德斯—奔驰集团发布的财报

显示，今年三季度，集团销售额 345.3
亿欧元，同比下降 6.7%；净利润 17.2
亿欧元，同比下降54%。

奔驰表示，对中国经销商的补贴

是促使公司三季度利润减少的原因之

一。在交出三年内最差成绩单后，奔

驰也计划大力度降低成本。

此外，阿斯顿·马丁等超豪华品牌

也在三季度结束后，基于销量下滑、市

场竞争压力增长等原因，开始下调销

量目标，并进行业务调整。

大洗牌中如何求生？

“外资豪华汽车品牌躺着赚钱的

时代彻底结束了。”在采访中，多位业

内人士向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表示，

在中国汽车品牌全面崛起的背景下，

外资车企的高溢价优势正在加速消

融。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外资

品牌的光环几近消失，不少外资豪华

品牌的车主正在加速转化为中国高端

新能源汽车品牌车主。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4年 1—9月，中国品牌乘用车

销量已达到 1191.9 万辆，同比增长

20.5%，销量占有率达到 63.8%，较上

年同期上升9.2个百分点。

在豪华车细分市场，中国品牌的

市占率也在大幅提升。以问界M9为

例，这款车上市10个月累计大定超16
万辆，已连续 6个月蝉联 50万元以上

豪华车型销量第一，单月销量超过宝

马X5、奥迪Q6、奔驰EQE等。

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书长张

翔向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表示，外资

豪华车企在中国卖不动了，有多方面

原因。一方面，伴随着越来越多新车

的上市，豪华车市场呈现出供给过剩

的态势，而购车的车主却越来越年轻，

他们天然地更青睐智能化程度更高的

产品，在智能化方面外资豪华车企并

不占优势；另一方面，汽车电动化趋势

势不可挡，外资豪华车企布局的电动

车型较少，技术相对落后，综合对比之

下，它们的竞争力在减弱。

伴随着光环退去，越来越多的外

资豪华车企也在开始战略调整及彻底

转型。短期内，不再盲目跟进“价格

战”，积极调整甚至收缩经销商网络，

成为多数外资车企的选择。

惠誉评级亚太区企业评级董事杨

菁表示，豪车品牌向上调整价格，或加

速其在华经销商的整合，有利于头部

经销商集团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

“相比之下，大型经销商集团通常

有更多价格以外的手段来吸引高净值

人群。尤其头部经销商对品牌有更高

的议价能力，品牌或通过调整供货结

构、销量目标以及提供额外补贴，来支

持其新车盈利水平。”杨菁认为，豪华

品牌的价格体系和品牌价值需要由车

企、头部经销商来共同维护。

而在长期范围内，更多的外资豪

华车企也在加速向智能化、电动化赛

道转型。奔驰、宝马、奥迪、宾利、玛莎

拉蒂、保时捷、迈凯轮、法拉利等车企，

无一例外不在加速推出电动车型。

其中，宝马宣布要在 2025年全面

迈入电动化；奥迪将在 2026年停止研

发燃油车型，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

奔驰计划到 2030年实现全面电动化；

玛莎拉蒂也宣布至 2028年旗下车型

将全面电动化。

“我们不会放弃中国市场，但我们

需要面对现实。”保时捷首席财务官表

示，公司必须在中国市场采取更灵活、

更务实的策略。

重拾阵地有戏吗？

在豪华车细分市场中，外资品牌

曾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很多外

资车企都将中国市场视作其销售主阵

地之一，以奔驰、宝马等豪华车企为

例，中国市场的销售量约占其全球销

量的30%，甚至更高比例。

对于绝大多数外资车企而言，在

中国市场遇冷，无疑是种重挫。因此，

除了少数外资品牌被迫退出中国市

场，多数外资企业仍然试图重拾阵地，

甚至加码了对中国本土市场的布局。

对于外资车企能否在豪华车细分

市场重拾阵地的话题，业界专家给出了

不同的答案。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

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向证券时报·e公

司记者表示，豪华车企要转型为大众

化、电动化、智能化的车企，要在产品定

位上转型，适合中国消费者的趋势。

“豪华车很难重拾阵地，因为电动

汽车时代，电池替代了发动机，而电

池、电机的技术并不复杂，技术差距很

难拉大，因此豪华车很难做出差异化，

守住阵地才是比较现实的做法。”盘和

林认为，目前外资豪华汽车企业在全

球的优势都在减弱，不只是在中国市

场如此。

盘和林指出，外资豪华车企要保

持竞争力，需要更多的技术投入，比如

在智能化方面做出更先进的产品。

杨菁则认为，中国车市今年进入

加速电动化的进程，各种价格水平的

新能源车渗透率在快速上行，这一趋

势短期内不会因为燃油车的降价而改

变。相对来说，豪车品牌站在价值链

的最顶端，还有相当一部分高端需求

不会轻易转向中国品牌新能源车。

保时捷拟收缩中国经销商网络
外资豪车品牌如何在大洗牌中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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