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业企业董事长朱旭东：

把握集成电路国产化机遇

证券时报记者 王一鸣

万业企业（

600641

）正在加快向集

成电路领域的转型步伐。

“从韩国三星的成功、到中国华为

的崛起，过往历史表明，转型做创新的

企业才有可能走得更远。 这些企业在

技术和资源结合上的能力也相对较

强。 浦科投资自

2015

年

11

月起进入

万业企业后，就准备让公司进行转型。

我们认为， 国内少一家房企没什么影

响，因为房企太多了，但是让一家房地

产企业利用在房地产行业中赚到的

钱，去整合半导体行业中的资源，包括

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产业资源，使房

地产企业转型为一家半导体产业的公

司，却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浦科投资

创始合伙人、 万业企业董事长朱旭东

近日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谈到。

展望未来，朱旭东也坦诚，转型并

非一蹴而就， 集成电路产业需厚积薄

发，公司发展战略将聚焦力量推动公司

向集成电路产业领域转型，不断加大集

成电路在公司整体业务中的比重，争取

将公司打造成一家在国内外拥有一定

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高科技上市公司。

开启转型步伐

成立于

1991

年的万业企业在从

事多年地产开发后迎来转型契机：

2015

年，公司原控股股东三林万业将

其持有的

2.27

亿股股份转让给浦科

投资， 转让后浦科投资持有公司

28.16%

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三林

万 业 持 股 比 例 由

50.54%

下 降 至

22.38%

。 彼时，由于第一、第二大股东

持股比例接近， 且均未超过

30%

，没

有任何一方能单独对公司形成控制关

系， 因此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 至

2018

年

7

月，国家集成电

路产业投资基金以

6.77

亿元收购公

司

7%

股权，成为万业第三大股东；而

三林万业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降至

13.53%

。 由此，浦科投资被动成为万

业企业控股股东。

浦科投资为混合所有制企业，股

东为宏天元、 上实资产、 浦东投控公

司， 分别持有

51%

、

25%

和

24%

的股

权， 其重点围绕集成电路和通用航空

等高科技产业领域， 开展跨境并购业

务， 曾主导过澜起科技、 先进半导体、

LPTH

、

ICON

等知名的境外并购项目，致

力于打通科技资产与资本市场的联接。

随着新股东加盟， 万业企业的转型

步伐由此加快。

2016

年上市公司提出未

来五年战略发展规划，力争成为“一家在

国内外具有一定竞争力、 具备新兴产业

基因的上市公司”；

2017

年，万业企业披

露将以

10

亿元认购首期上海半导体装

备材料产业基金

20%

份额（

2018

年已实

缴首期款

4

亿元），该基金作为上海

500

亿元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的组成部分，由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 上海临港芯成

投资公司、 上海国盛集团等单位共同出

资组建。

在

2018

年， 公司还以

3.98

亿元完

成了对凯世通股权

100%

收购的现金方

案， 从而进入集成电路装备产业之一的

离子注入机领域。 凯世通是中国领先的

离子注入机提供商， 在全球光伏离子注

入机拥有最大市场占有率， 同时也是研

发集成电路离子注入机的高科技企业。

据介绍，目前，凯世通正加大对集成电路

离子注入机的研发力度， 力争培育出有

市场竞争力的量产机型。

双轮驱动

谈及为何在众多收购方中选择了万

业企业， 凯世通董事长陈炯博士曾向证

券时报记者阐述， 公司创始团队成员在

离子注入机领域已打拼了

25

年，希望把

在中国开发的新技术能够应用到中国的

集成电路装备中， 这一想法与万业企业

不谋而合。

在朱旭东看来， 集成电路产业中，无

论是设计、 制造还是封装测试等环节，装

备和材料是产业链的基础，是最难突破的

领域，而国内在核心装备上的自给率也很

低。 好比是古代两军对垒中，人们只顾着

看台面上的英雄，但真正决定胜负的却是

底层的装备水平、装备供应等能力，这也

是目前公司希望去参与和改变的领域。

转型不是光喊口号， 如何实施是关

键。 万业企业表示，经过近两年的努力，

公司完成了转型前期的布局工作， 进入

正式操作实施阶段。未来，公司将紧密对

接国家加快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战略布

局， 特别是抓住集成电路关键设备和核

心材料领域的国产化和进口替代机会，

依托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利用境内境外

两种资源，通过“外延并购

+

产业整合”的

方式， 扎实推动公司快速向集成电路产

业领域转型。

“未来我们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

是继续动用资源和能力在全球范围做合

适的并购，加快转型。另一条腿则是自主

创新进行产业整合， 例如万业企业

6

月

份公告正与中国科学院微电子所共同牵

头发起设立集成电路装备集团。 通过这

两方面举措， 最终万业会从财报上体现

出集成电路业务的成果。”朱旭东向证券

时报记者介绍说。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 上述装备集

团总投资额

15

亿元，其中万业企业与微

电子所拟共同出资

8

亿元， 国家集成电

路产业基金旗下的芯鑫租赁为装备集团

提供意向性融资额度

5

亿元。 根据组建

方案， 万业企业与微电子所拟以各自持

有的集成电路装备类公司股权作价入

股， 拟入股的装备公司都是国内集成电

路装备领域不同关键设备的领先公司。

通过细分领域优质公司的集聚， 装备集

团将拥有目前集成电路装备领域最齐全

的产业链。

突破集成电路装备瓶颈

那么， 万业企业与微电子所将会以

哪些集成电路装备类公司入股？ 公告中

对此并未明确。

目前， 微电子所旗下拥有众多集成

电路装备领域优质企业， 其中均是承担

国家

02

专项的关键装备头部公司。如提

供电子束图像检测与制程优化系统的中

科晶源， 提供中高端集成电路测试设备

且年装机数量呈爆发增长的上海御渡，

提供磁存储器刻蚀机、

ICP-CVD

、金属刻

蚀机等的鲁汶仪器等。

万业企业则表示， 将发挥其上市公

司资本与战略相结合的优势， 持续抓住

集成电路装备与材料领域的国产化机

会，加速装备集团及其子公司快速发展。

并且， 万业企业在同等情况下享有对装

备集团及其子公司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增资权和收购权。

“装备集团在成立的时候，它有超过

51%

的资产形态是股权， 初始是包括中

科院微电子所持有的部分企业的股权，

之后还会增加；剩余的资产形态是现金。

装备集团就是一个与标的带有股权关系

的产业平台。 装备集团会根据标的企业

需求去给予各方面支持，对于标的企业，

既可以成熟以后在上市公司体现， 在具

备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单独进行

IPO

。

装备集团的组建工作将于今年年内完

成。 这就是万业企业的第二条腿。 ”朱旭

东阐述。

朱旭东指出，此次多方战略合作可以

看作是对以市场主体为核心的自主创新

模式的探索，这一模式不同于以往以技术

研发为主的自主创新模式，重点在于关键

产品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这也是我国集成

电路装备领域长期难以突破的瓶颈。 万业

企业通过这一集聚多方力量的自主创新

模式，有望抓住我国集成电路关键设备国

产化的历史性机遇，顺势打造一个能够提

供自主可控设备的设备集团。

特锐德董事长于德翔：

让尾气和雾霾远离人类

证券时报记者 李师胜

在山东的上市公司掌舵人中，

特锐德董事长于德翔较为特别，充

满激情、善于表达、乐于和媒体打

交道。 每次谈及自己的“二次创业”

时， 言语中必是洋溢着激情与希

望。 从

2014

年开始，公司

5

年投入

50

多亿元，主营从单一箱变产品拓

展为以智能制造业务为创新根基、

实现充电生态网和新能源微网

“双翼齐飞”。

一次创业

5年打造创业板第一股

1965

年出生的于德翔是典型

的技术派领导， 本科毕业至今一直

从事技术，拥有多个硕士博士学位，

还是教授级高工， 毕业后在电力系

统工作十几年， 现在在技术上投入

的时间不低于

30%

。

“个人心里一直对技术和市场

感兴趣， 于是带了

30

多个人集体

‘下海’，在

2004

年创办了特锐德。”一

身蓝色主调西装，打着蓝色领带，于德

翔讲话做事干净利落， 谈及创业的初

衷，他说主要源自个人内心的冲动。

5

年之后的

2009

年，特锐德上市，成为

创业板第一家上市公司。“前十年我们

定义为一次创业， 我们做成了中国最

大的箱式电力设备生产研发基地。 ”

特锐德厂区位于青岛市崂山脚

下，现代化的厂房上印着“

300001

”的

股市代码，青岛地铁

11

号线恰好经过

厂区。上市后企业快速发展，并渐渐触

及到了行业的天花板， 在高端箱式电

力设备上， 公司产品占领高铁和中国

电网约

60%

的市场。 谷歌研究院院长

彼得·诺威格博士说，当一个公司的市

场占有率超过

50%

以后，就不要再指

望在市场占有率上翻番了。

于德翔也在寻找公司未来的出

路，“我一直在想， 怎么能够突破天花

板，所以特锐德提出二次创业。 ”

2014

年，于德翔离开了箱变的温水舒适区，

毅然进入并不被世人看好的汽车充电

行业。这一走，就是

5

年，投入超过

58

亿元， 仅在研发上就投入了

10

个亿。

在全国投建了

23

万个充电桩，市场占

有率达到

41%

，

APP

注册用户达到

180

万，又做成了全国第一。

对于第一次创业， 于德翔把它比

喻为一条船，原点启航，乘风破浪。 对

于第二次创业， 他将之比喻为一架飞

机，飞机的本体和母体仍然是制造业，

要为制造业装上两个翅膀、两个引擎，

一个是汽车充电生态网， 另外一个是

新能源微网。这样，企业找到了新的增

长模式和增长空间。

二次创业

立愿改善国人生存环境

跨界、高投入、回报时间长，有人把

特锐德的二次创业喻为一场“豪赌”。

为什么特锐德二次创业的选择是

充电网， 而且走得如此果决？ 于德翔

说，“我和很多人一样， 大学毕业找工

作，后来创业，企业上市之后有了更多

财富，拥有了更多人对你的肯定。但上

市不是重点， 更不能因为上市了拿着

财富去消费， 而是觉得如何再进一步

回报社会。二次创业的时候，我们的着

眼点就是一定要为社会做点什么，为

别人做点什么。 所以当初选择了新能

源汽车充电行业， 因为这个行业能改

善我们的生存环境。 ”

证券时报记者给于德翔拍摄视频

时， 于德翔特意选择了一面展示板作

为背景，上面写着“实现新能源车充新

能源电，让尾气和雾霾远离人类”。 这

句话，是特来电的使命，更是特来电要

承担的社会责任。于德翔认为，充电网

可以解决现在的弃风电、弃光电、弃水

电的问题，而且在他的头脑中，新能源

汽车未来不仅改变大家的行为方式，

更重要的是能改善中国的能源结构。

“连接汽车和能源之间最核心最关键

的是什么？ 是充电网！ ”

未来的充电网到底是什么样的？

特锐德的厂区就是个展示区，车位上

大多安有充电设备，员工车辆多是绿

牌车。 员工晚上在家充满电，电价约

在

5

毛钱一度；上班时把车开到单位

放电，在公司高价卖电；中午把光伏

0.38

元一度的电再充到汽车；下午再

卖几度后开车回家。 这样，利用充电

网储能特性，调节峰谷差。 “我们的员

工开车上下班是不花钱的，实际上是

我们做了一个能源和交通深度融合

的物理网络。 ”

“其实，在二次创业的过程中是挺

苦的，风险也很大，实际我们就是做了

个‘豪赌’。 ”对于二次创业存在的风

险，于德翔并不否认。

2018

年，公司的

充电网板块营收超过

14

亿元，占到了

企业总营收的约

40%

，更重要的是，迈

过了盈亏平衡线，首次实现盈利。

� �

� � 从韩国三星的成功、到中国华为的崛起，

过往历史表明， 转型做创新的企业才有可能

走得更远。 让一家房地产企业利用在房地产

行业中赚到的钱， 去整合半导体行业中的资

源， 使房地产企业转型为一家半导体产业的

公司，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 � � � 如果将第一次创业， 比喻为一条船，

原点启航，乘风破浪。 那么第二次创业，就

是一架飞机，飞机的本体和母体仍然是制

造业，要为制造业装上两个翅膀、两个引

擎，一个是汽车充电生态网，另外一个是

新能源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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