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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22家光伏企业

上半年盈利增长

证券时报记者 许擎天梅

数据显示，

2017

年前

7

个月国内新增

光伏装机规模达到近

35GW

，其中

7

月单月

新增光伏装机超过了

10GW

，保持了强劲的

趋势。

受益于此，不少新三板光伏公司上半年业

绩增速较快。截至

8

月

25

日，

70

余家新三板光

伏企业中， 有

38

家披露了

2017

年半年报，其

中

58%

的企业上半年盈利实现同比增长。

16家企业营收过亿

新三板上的光伏企业可以细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具备一定规模的电池片、组件等专

业化公司，以正信光电、鸿禧能源、海泰新能

为代表； 第二类是专注于

EPC

等光伏服务

的相对轻资产公司，以科诺伟业、中海阳为

代表；第三类是专注于分布式光伏电站开发

运营的公司，以光伏宝、金太阳为代表。

从目前公布的半年报情况看，有

16

家

企业上半年营业收入超过

1

亿元， 正信光

电和海泰新能的营收规模更是达到了

10

亿元，分别为

12.1

亿元和

10.57

亿元，且这

2

家企业营收均实现同比增长。

与此同时， 有

4

家光伏企业今年上半

年营收不足

1000

万元， 分别是万家天能、

聚晟科技、金尚新能和天源新能。 其中，聚

晟科技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了近

6

倍，来

源于公司订单的增长。

整体来看，

29

家光伏企业上半年营业

收入实现了同比增长，占已披露半年报光伏

企业的比例约为

76%

，营收增幅超过五成的

有

14

家公司。

9

家企业营收下滑， 降幅均未超过五

成。 芯能科技上半年实现营收

4.42

亿元，同

比下滑

37%

。 芯能科技解释称，由于公司

报告期内加大自持电站力度所致，虽然短

期内导致营业收入的下降， 但从长期看，

自持电站的增加会为公司带来更多持续

稳定的现金流，有利于公司业务结构的改

善和可持续发展。 该公司主营分布式光伏

整体解决方案设计和实施、分布式光伏电

站投资运营以及光伏产品研发和制造。

印加股份上半年营收下滑幅度最

大， 原因是本期施工的光伏电站

EPC

规

模较上年同期小。

近六成实现盈利增长

从盈利来看，

35

家新三板光伏企业上

半年实现了盈利，

11

家净利润超过

1000

万

元。 固德威、正信光电、爱廸新能、海泰新

能、芯能科技

5

家企业业绩亮丽，盈利超过

了

3000

万元，且净利润均同比实现增长。

3

家光伏企业上半年出现了亏损，分别

是聚晟科技、金尚新能、万家天能，亏损额均

在

200

万至

300

万元区间。

据统计，

22

家新三板光伏企业上半年

盈利实现同比增长，占已披露半年报光伏企

业的

58%

，

11

家企业净利润增幅超过

1

倍。

磐石新能上半年业绩表现抢眼，营业收

入为

2.87

亿元，同比增长

37

倍，净利润为

1108

万元，同比增长近

9

倍。

对于营收、净利均大幅增长，磐石新能

总结为三方面原因， 一是新能源行业持续

向好，上半年“抢装潮”导致市场需求集中

爆发，二是成本管控严格，成本有所下降，

三是公司上半年确认了更多电费收入，电

站质量得到验证。

拟

IPO

公司固德威上半年业绩也不

错，营收、净利润同比均大幅增长。 该公司

从事太阳能光伏逆变器的研发、 生产和销

售服务，对于业绩大增，公司称主要是由于

公司业务规模稳步增长， 特别是国内市场

业务大幅增加的同时，公司加强内部治理，

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来优化和升级产品，强

化供应链管理来降低经营成本。

今年上半年营收超过

2

亿元的日新科

技， 净利润同比下滑

95%

。 对此日新科技

表示， 上半年确认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毛

利率较低的对外承接的

EPC

工程项目，另

外，上半年是公司开发、建设光伏电站的集

中期，导致三项费用增加，预计下半年该差

异会大大缩减。

Neeq

乐视“后遗症” 未消 部分新三板公司继续合作

证券时报记者 吴志

去年乐视危机爆发后， 多家

新三板公司受到波及。 在

2016

年年报中，多家新三板公司对乐

视欠款计提了坏账准备，和力辰

光 （

836201

） 甚至全额计提坏账

准备。 而最近部分新三板企业

2017

年半年报显示，乐视带来的

影响还在持续。

乐视仍有欠款未结

据证券时报·新三板论坛记

者不完全统计，

2016

年年报显

示，乐视出现在

23

家新三板企业

应收账款名单中， 其中耀客传

媒、博慧云通分别于今年

4

月、

8

月摘牌。

另外

21

家企业对乐视的应

收账款， 从

40

万元至

7680

万元

不等。

2016

年年报中披露的信息

显示， 乐视欠款最多的两家新三

板企业是嘉行传媒（

830951

）与和

力辰光， 金额分别为

7680

万元、

5338

万元。

嘉行传媒

2016

年年报显示，

对西藏乐视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余额为

7680

万元。年报

还显示， 截至年报披露日该款项

已经回款

2800

万元，剩余欠款为

4880

万元。 在

2017

年半年报中，

嘉行传媒按欠款方归集的前五名

应收账款总额为

1.07

亿元，计提

坏账准备

356.6

万元， 但该公司

并未单独列出具体名单。

乐视对和力辰光的欠款规模

也不小， 和力辰光采取了较为直

接的应对办法。 在半年报中和力

辰光表示，

2017

年上半年，基于乐

视网的现实情况， 将西藏乐视网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进

行调整，于

2016

年年报中全额计

提了减值准备

5338.5

万元， 并成

立专门的催收小组，持续催款。

和力辰光给出的全额计提理

由是， 乐视网资金紧张且付款逾

期较长。 不过，大多数被欠款企业

并未效仿和力辰光的做法。 记者

统计发现， 各企业计提坏账准备

的比例存在较大差异， 部分企业

计提比例为

1%

， 有的企业计提

5%

，还有企业计提比例为

10%

。

如汇特传媒（

836884

）与乐视

品牌营销策划（北京）有限公司存

在一起诉讼，涉及金额为

3500

万

元， 这是目前和乐视账款纠纷中

数额较大的一笔。该款项账龄在

1

年以内，汇特传媒按

1%

的比例计

提坏账准备

35

万元。

再如活跃科技（

833551

），

2016

年乐视是其第四大客户。

2017

年

半年报显示， 活跃科技对乐视品

牌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应收

账款为

1764

万元， 账龄在一年以

内，活跃科技按照

5%

的比例计提

了坏账准备，共

88.2

万元。

南广影视（

833604

）对西藏乐

视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应收账

款为

1330

万元，该公司按照

10%

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

133

万元。

除上述企业外， 其他新三板

企业对乐视的应收账款额度较

小。 如超凡股份（

833183

）对乐视

控股（北京）有限公司的应收账

款为

115.3

万元， 上半年坏账准

备 为

5.77

万 元 ； 集 媒 互 动

（

839067

）对乐视网信息技术（北

京） 股份有限公司应收账款为

40.9

万元，坏账准备约

2

万元。

目前尚有

8

家企业未公布

2017

年半年报， 已公布的企业中

有部分已无乐视欠款相关信息。

如云端传媒（

836628

）

2016

年年报

显示，对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为

180

万

元，并计提了

11.9

万元的坏账准备，

2017

年半年报中已无对乐视应收账

款有关内容。

部分企业

继续与乐视合作

对于部分此前较为依赖乐视

的企业来说 ， 短期内想要开发新

客户难度较大。 因此，即便在今年

上半年乐视危机闹得最沸沸扬扬

的时候 ， 依旧有部分企业继续与

乐视保持了合作关系。

如体娱股份（

839474

），乐视一

直是其重要客户 。 半年报显示 ，

2017

年

1~6

月，该公司客户仍以乐

视、腾讯、新浪等为主。

2017

年上半

年，体娱股份对乐视体育文化产业

发展（北京）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

为

250

万元，比

2016

年年报中披露

的

120

万元还有所增长。

在新片场（

834630

）

2017

年半年

报中，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为第二大客户， 相应销

售收入为

1692

万元。 新片场的应收

账款前五名中， 霍尔果斯乐视排名

第一，应收账款达

3175

万元，坏账

准备金额

380

万元。 而

2016

年末新

片场对霍尔果斯乐视应收账款为

1483

万元。

今年

6

月，青雨传媒公告，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与西藏乐视网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乐视网（天津）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 （北

京） 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猎场、广

告、老剧等一揽子协议，协议总金额

约为

1.77

亿元。

此前，青雨传媒与西藏乐视网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因电视剧销售问题

存在诉讼，今年上半年，该诉讼已经

完结。 对于继续合作，青雨传媒认为

该协议签订将对公司经营业绩、市场

拓展及品牌影响力产生积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乐视上述欠款

的主体中，西藏乐视网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等，归属乐视上市公司

体系；而乐视品牌文化传播（北京）

有限公司、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

司等归属乐视非上市公司体系。

目前， 乐视上市公司体系已经

由孙宏斌接手，其与乐视非上市公

司体系的欠款问题解决之道是否

会有区别，目前尚不得而知。

新三板激光企业高速增长 两细分市场正崛起

证券时报记者 闫坤

“要重视激光行业投资机会”，

“激光行业投资值得持续关注”……

据证券时报·新三板论坛记者了

解，今年很多投资机构，都在激光

行业划下了重点。

尤其是

A

股激光龙头企业逐

渐披露上半年业绩之后，激光行业

俨然成了投资香饽饽。

在新三板与激光产业相关的公

司有

30

家左右，继

2016

年业绩大幅

增长之后，这些激光相关公司

2017

年中报又几乎“全面开花”。 业内人

士则预计，这一轮高速增长并不是

繁荣的顶点，高需求刺激下的激光

产业还能“看

5~10

年”。

过半公司净利翻倍

7

月

27

日，

A

股激光龙头大族

激光发布了

2017

年半年度业绩快

报：上半年营业收入

55

亿元，同比

增长

77%

；净利润

9.1

亿元，同比

增长

129%

。

8

月

19

日，另一家

A

股激光企

业光韵达发布

2017

年半年报：营业

收入

1.8

亿元，同比增长

69%

；净利

润

1410

万元，同比增长

3363%

。

这两家公司业绩增速如此之快，

超出很多人的预期，而且同样的增速

也出现在新三板激光企业身上。

据东财

Choice

数据显示，新三

板大约有

30

家左右的激光行业公

司，目前大约

15

家公司已经发布了

2017

年半年报。 这

15

家公司

2017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全部实现正增

长，其中邦德激光、帝尔激光和炬光

科技三家增幅均超过

100%

。

净利润增幅相对更大，

15

家公

司中的

9

家增幅超过

100%

， 占比

达

60%

。 负增长的仅天弘激光一

家，原因比较“特别”：主要是由于

公司规模扩大，产品线增加，相应

营业成本和员工工资增加，尤其是

人员同比增加了

100

人，薪资就增

加了

800

多万。

唯一亏损的视美乐，亏损较上

年同期的

1300

多万收窄了

37%

。

“上半年整个激光行业业绩增

长都比较快。 ”嘉泰激光董事会秘

书刘利祥对证券时报新三板论坛

记者表示，具体到嘉泰激光，则是

由于国内产业升级推进，激光市场

慢慢扩大，品牌进一步得到市场的

认可。

嘉泰激光是一家激光加工设

备制造商，主要收入来源于激光切

割， 另外还有部分来自激光打标、

激光焊接方面的收入。

2017

年上半年，嘉泰激光实现

营业收入

9640

万元， 同比增长

90%

；实现净利润

1130

万元，同比

增长

101%

。而该公司

2016

年营业

收入和净利润对应的增幅则分别

是

43%

和

19%

。

“新三板激光企业整体净利润

近三年同比增长均超过

40%

，

2015

年甚至达到

91%

。 ”在梳理了新三

板涉足激光领域的企业

2014

年以

来的增长情况之后，广证恒生得出

了这个结论。

高速增长

还会持续多久？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

技术的更新迭代， 未来激光的应

用范围一定会越来越广。 ”先驱资

本董事长彭和平在接受证券时

报·新三板论坛采访时说，先驱资

本目前在和两家新三板激光企业

接触，非常看好这个行业。

彭和平曾在一家港股自动化

相关的上市公司工作， 当时他所

在的公司为满足高端客户的质量

要求，曾以大约

500

万人民币的单

价，从日本买回六台激光焊接机，

花费约

3000

万元。

由于成本很高， 所以只有这

种对焊接精度、品质有更高要求

的高端客户 ， 才会使用激光设

备，其他一般产品是不用激光焊

接机的。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激光

设备价格已经降到一般工厂可

以接受的程度，市场潜力慢慢激

发出来。 ”彭和平认为，这导致

激光设备的应用开始有爆发式

增长。

在政策层面，业内预期，在中

央政府大力推动智能制造和 “中

国制造

2025

”推动下，航空航天、

新能源汽车等对高端激光技术、

设备的需求，也将不断释放。

“未来增长肯定是迅速而且持

续的。 ”同创伟业高级投资经理，

刚从一家新三板激光企业尽职调

查回来的陈金对记者称， 中国的

智能制造要升级， 激光设备是一

个基础性的产业，“目前激光设备

正快速取代传统的焊接、打标、切

割设备， 而且激光设备能耗还更

低，精度还更好”。

据陈金介绍，同创伟业之前已

经投资过激光企业， 相关投资标

的业绩增长非常迅速。

天风证券认为，激光产业景气

度持续超预期，随着成本下降，下

游制造业激光设备渗透率将大幅

提升， 行业整体高增长还将持续

1~2

年。

而据中国产业调研网发布的

中国激光市场调研与发展前景预

测报告（

2016

年）显示，目前国内

激光产业链市场规模约在

800

亿

元左右。 主要包括：激光加工装备

产业达到

350

亿元， 其中用于切

割、 打标和焊接的高功率激光设

备占据了

67%

的市场份额； 激光

加工在重工业、 电子工业、 轻工

业、军用、医疗等行业的应用达到

450

亿元。 预计在今后三年，我国

激光产业平均行业复合成长率将

不低于

20%

。

基于对激光行业需求和潜力

的乐观预期， 安信证券预计

2017

年对国内激光行业， 以及国内激

光企业的中期发展来说， 并不是

一个繁荣的顶点， 而是开始的进

程还未过半，“未来激光行业仍值

得投资者朋友的持续关注”。

陈金比券商更为乐观，他认为

考虑激光设备在各领域的渗透还

不是很高， 增长潜力非常大，“我

觉得增长可以看

5~10

年。 ”

焊接切割市场

值得期待

激光的应用， 主要集中在工

业、信息、医疗、科研等领域，其中

工业领域占比最大。

安信证券援引中科战略数据，

2016

年工业领域激光应用占整个

行业约

63%

，信息（光通讯为主）

占比大约

32%

， 其他领域占比约

5%

。 因此目前市场上主要的激光

企业集中在工业应用领域， 这一

领域也是投资最关注的。

工业应用主要在“标、切、焊”，

即激光打标、 激光切割和激光焊接

三大领域。

围绕这三大领域， 国内形成了

以武汉为首的华中地区 ， 覆盖了

大、 中、 小激光加工设备的研发与

生产； 以深圳为首的珠三角地区，

主要产品是打标设备和大功率切割

设备；长三角地区，以大功率切割、

焊接、 精密激光加工为主； 环渤海

地区， 主要是大功率激光和固态激

光设备。

新三板的激光企业， 也大多分

布在上述四大地区， 比如武汉的帝

尔激光、 深圳的联赢激光、 苏州的

天弘激光等， 都是行业里的代表性

企业。

“目前激光应用增长最快的领

域是

3C

和动力电池领域。 ”据陈金介

绍，在这些领域，传统的焊接方式已

经不能满足需求了， 激光几乎是必

须的选择。

3C

领域的增长， 是受益于手机

等

3C

产品日趋精密，而且市场产品

越来越丰富，需求越来越大；动力电

池则是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获得政

府的支持，市场不断扩大。

联赢激光作为珠海银隆、 比亚

迪等企业的设备供应商， 其营业收

入从

2014

年的

1.7

亿元， 一路增长

到

2016

年的

4.2

亿元， 净利润也从

2300

万元增长到近

7000

万元，被认

为是动力电池领域激光焊接的龙头

企业。

至于激光切割，陈金认为，仅以

它能大量取代切割机床来看， 这一

市场不可限量。

相比激光焊接和激光切割，业

内人士表示， 激光打标市场增速开

始下降， 主要原因在于这个领域技

术门槛相对较低， 市场相对比较成

熟了。

同样来自中科战略的数据，

2015

年工业应用领域激光设备中，激光打

标占比达到

46%

， 激光切割占比

31%

，激光焊接

13%

，其他

10%

。

“我们的激光打标机，只是针对

老客户、高端客户还有部分合作，这

部分已经不是我们业务的重点了。 ”

刘利祥称， 嘉泰激光目前投入的重

点是激光焊接。

2016

年嘉泰激光

1.2

亿营业收

入中，激光切割占到了

1

亿多，占营

业收入比重同比上升近

20

个百分

点； 激光打标则只有

1460

万元，占

营业收入比重下降

14

个百分点。

刘利祥认为，激光打标市场，目

前行业发展比较成熟， 竞争比较充

分，在很多行业里的利润并不太高，

“焊接和切割未来的市场都是比较

广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