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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能科创板过会 三一系再添A股新成员

证券时报记者 康殷

9

月

7

日，科创板上市委审议会上，三

一重能和天岳先进顺利过会。 三一重能实

际控制人和三一重工

(600031)

的董事长梁

稳根是同一人，公司目标是成为风电领域

的“三一重工”。 天岳先进作为国内领先的

宽禁带半导体（第三代半导体）衬底材料

生产商， 主要从事碳化硅衬底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 两公司分别位处风电和半导体

两大热门赛道，关注度颇高。

主营风电装备

资料显示，三一重能成立于

2008

年

4

月，前身为三一电气有限责任公司，由

三一集团出资设立。目前，三一重能主营

业务包括风电机组的研发、制造与销售，

风电场设计、建设、运营管理，以及光伏

电站运营管理业务。

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

委员会统计数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三一重能风机销售业务对应新增装机

容量分别为

42.0

万

kW

、

25.4

万

kW

、

70.4

万

kW

， 市场份额分别为

2.1%

、

1.2%

、

2.6%

，排名分别为第

11

、

14

、

10

位。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统计，

2020

年

三一重能风机装机容量

3.72GW

， 排名

全球第

10

位，其中陆上风电装机容量排

名全球第

9

位。 国内方面，发行人

2020

年风机装机容量排名全国第

7

位， 其中

陆上风电装机容量排名全国第

6

位。 一

方面， 公司产品质量与技术水平不断提

升使得公司在业内竞争力不断提升。 另

一方面， 公司在本轮抢装潮中获得较多

订单。预计

2021

年公司市场占有率排名

有望进一步提升。

三一重能的大股东和实控人为梁稳

根，而梁稳根同时也控制三一集团，三一

集团旗下子公司包括三一重工。 也就是

说，三一重能和三一重工存在关联关系。

招股书显示，

2018

年至

2020

年，三一

重能营收分别为

10.35

亿元、

14.81

亿

元、

93.11

亿元；对应的净利润分别为

-3.35

亿元、

1.26

亿元、

13.72

亿元。

今年上半年， 三一重能实现营业收

入

39.48

亿元，同比增长

65.31%

，主要

由于“抢装潮”订单持续执行、市场需求

保持旺盛所致； 实现净利润

8.33

亿元，

同比增长

177.92%

， 净利润同比大幅增

长主要系公司设备销售规模保持较高水

平， 同时出售风电场子公司中赢方元新

能源、郏县红石山风电、济源太行新能源

实现投资收益所致。

本次

IPO

， 三一重能拟募资

30.32

亿元，用于新产品与新技术开发项目、新

建大兆瓦风机整机生产线项目、 生产线

升级改造项目、 风机后市场工艺技术研

发项目、 三一张家口风电产业园建设项

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制造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天岳先进是一家国内领先的宽禁带

半导体 （第三代半导体） 衬底材料生产

商，主要从事碳化硅衬底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微波电子、电力

电子等领域。 宽禁带半导体衬底材料在

5G

通信、电动汽车、新能源、国防等领域

具有明确且可观的市场前景， 是半导体

产业重要的发展方向。

碳化硅衬底材料属于宽禁带半导体

材料， 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的基础核心原材料之一。 经过十

余年发展， 天岳先进已掌握涵盖设备设

计、热场设计、粉料合成、晶体生长、衬底

加工等环节的核心技术， 自主研发了不

同尺寸半绝缘型及导电型碳化硅衬底制

备技术。 半绝缘型碳化硅衬底处于

5G

通信等行业上游，属于前沿、基础的核心

关键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天岳先进尚未

实现盈利。

2018

年至

2020

年，天岳先进

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36

亿元、

2.69

亿元

及

4.25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0.42

亿元、

-2.01

亿元、

-6.42

亿元， 综合毛利率分

别为

25.57%

、

37.68%

和

35.28%

，主营业

务 毛 利 率 分 别 为

8.45%

、

26.62%

和

34.94%

。 主营业务毛利率呈上升趋势。

股权结构方面，天岳先进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为宗艳民， 合计控制公司

42.7511%

股份。

招股书显示，天岳先进此次拟募集资

金投资于碳化硅半导体材料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合计

20

亿元。 募投项目已被列

入《

2021

年上海市重大建设项目清单》。

项目计划新建生产厂房、配电和仓储

设施，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生产设备，储备

生产所需的碳粉、 石墨件等关键原材料，

聘请工程师、专家及其他技术人才，最终

形成数字化和自动化生产线，以进一步提

升公司碳化硅衬底材料的生产能力、生产

技术、生产效率和精益化制造水平，从而

使公司突破现有的产能瓶颈，满足日益增

长的市场需求。 项目建设期为

6

年，自

2020

年

10

月开始前期准备，计划于

2022

年试生产，预计

2026

年

100%

达产。

锂电持续高景气

行业高管接连减持

证券时报记者 毛可馨

两大锂电产业链上市公司均

公告高管减持。

9

月

7

日晚间，赣锋

锂业

(002460)

公告，公司股东沈海

博、徐建华、傅利华拟分别减持公

司股份

40

万股、

9

万股、

3

万股，对

应占总股本比例分别为

0.0278%

、

0.0063%

、

0.0021%

， 合 计 减 持

0.0362%

。目前，三者持股比例分别

为

0.1928%

、

0.0066%

、

0.0021%

。

近期锂价飙涨利好赣锋锂业

业绩。财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

营业收入

40.64

亿元， 同比增长

70.27%

；归母净利润

14.17

亿元，

同比大增

8

倍。

赣锋锂业股价也连创新高。

9

月

1

日创下每股

224.4

元的历史

高价，近日有所回调，截至

9

月

7

日收盘，报每股

187.89

元，年初

以来涨幅达

86%

。

同日， 正极材料生产商当升

科技

(300073)

也发布减持预告，

公司副总经理王晓明拟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

20.25

万股， 占总

股本

0.04%

， 减持后其持股比例

将降至

0.14%

。

在新能源市场快速增长之

下， 当升科技今年上半年经营业

绩创下历史最好水平。财报显示，

公司上半年实现营收

29.89

亿

元，同比增长

174%

；归母净利润

4.47

亿元，同比增长

206.02%

。动

力电池多元材料表现突出， 上半

年这部分产品营收为

23.55

亿

元，同比增长

184.22%

。

业绩强劲同样反映在股价

上。 与

5

月中旬的阶段性低点相

比，当前股价已经翻倍，年初至今

累计涨幅约

32%

。

9

月

7

日公司

股价涨停，报收每股

85.31

元。

不过， 高管减持未必影响股

价走势。以比亚迪为例，公司曾在

5

月

29

日发布减持预告，董事夏

佐全拟减持不超过

1200

万股，占

总股本

0.42%

。 而此后比亚迪股

价走势依然强劲， 公告日至今涨

幅达

52%

， 期间还突破每股

317

元创下历史新高。

近期出现董监高减持的还有

另 一 家 锂 业 巨 头 天 齐 锂 业

（

002466

）。公司

8

月

10

日公告称，

监事佘仕福拟减持

2270

股， 占总

股本

0.0002%

。 目前正在进行的还

有高管郭维和阎冬的减持计划，公

司

9

月

7

日晚间发布的公告显示，

二者减持计划时间已经过半，合计

已减持

0.01%

的股份。 天齐锂业股

价走势也一路上扬，近一个月涨幅

超

8%

，年初以来涨幅达

200%

。

新能源产业链正处在高景气

度之中，综合第二季度业绩来看，

各细分环节都实现了高速增长。

根据东莞证券统计， 动力电池、

钴、 锂及四大主材行业归母净利

润增速均在

1

倍以上。 尤其锂行

业第二季度实现营收

53.98

亿

元，同比增长

71.64%

；归母净利

润

15.37

亿元，同比增长

1720%

。

东莞证券研报指出，目前行业

仍处于下游需求旺盛、上游产能紧

张格局， 产业链价格维持高位运

行， 预计三季度业绩保持快速增

长。建议重点关注产业链中供需紧

俏带来业绩弹性较大的环节，以及

业绩增长确定性高的细分龙头。

图虫创意/供图 翟超/制图

四十年专注技术发展

———专访川大智胜董事长游志胜

在四川成都，有一家技术创新型公

司，它规模并不算大，却默默地为我国

军民航空中交通管理、虚拟现实和人工

智能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它就是四

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川大智胜” ）（002253.SZ）。

2021年中期，川大智胜营收同比增

长47.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同比增长40.30%，实现了业绩的稳定

增长。

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笔者来到川

大智胜拜访公司董事长游志胜先生，探

访这家企业成长的奥秘。

自主创新

打造世界领先的空管系统

1981年6月，恰逢中美刚建交，作为

四川大学无线电系的优秀硕士，游志胜

被公派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学习计

算机。密歇根州立大学有着世界著名的

模式识别和图像处理研究室，其负责人

即是游志胜在美国的导师，当今全球著

名计算机科学家、 美国工程院院士、计

算机领域连续三年H-index排名世界

第一的Anil� K.Jain教授。游志胜在美国

努力学习当时的先进技术，回国后在川

大计算机系继续从事模式识别和图像

处理技术研究。而川大智胜则是由最初

的课题组慢慢演变而来， 由小到大，一

路拼搏，一路艰辛。2000年，四川川大智

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008年川大

智胜成功上市。

不经意间，一个小小的课题组就变

成了一家上市公司。“最初我也没想过

成立公司，只是想把课题组的福利待遇

提高一些， 让大家日子过得更好。” 董

事长笑着说：“后来公司成立了， 我们

也得对投资者负责。” 自2008年上市以

来，川大智胜现金分红12次，累计分红

约3.27亿元，分红率高达55.59%。

研究所的背景使川大智胜在技术

发展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董事长深

知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领先行业水准

的技术。在他的带领下，川大智胜的产

品技术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

项、二等奖4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7项、二等奖

7项。

公司一直致力于技术创新发展，早

期公司聚焦于填补国内空白、 实现进口

替代的产品，例如空管自动化系统、多通

道数字同步记录仪、雷达模拟机等；现在

公司则将图形图像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到三维测量与人脸识别、 航空与空

中交通管理、飞行模拟等领域，开发出了

一系列新产品， 比如高精度三维人脸照

相机和高精度三维人脸识别软件、 基于

空管语音识别和理解的管制安全防护系

统、管制员体验飞行模拟机等。

“技术上，过去我们是追赶国际先

进，现在部分产品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 董事长自豪地说。近年来，公司不

断在空管、人工智能领域突破西方“卡

脖子” 限制，2020年研发的两项新产品

更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高精度三维人

脸照相机和高精度三维人脸识别软件、

基于空管语音识别和理解的管制安全

防护系统。

“语音识别在空管上的发展是具

有必要性的。” 董事长笃定地说道。环

顾历史，因塔台指挥失误差点发生事故

是有先例的，中央领导也因此批示要从

技术上避免再发生类似的错误。“语音

识别是从技术角度完善空管的最佳方

式，如果管制员和机长的通话能被机器

自动听懂，类似错误就不会发生。”

“我觉得川大智胜肯定能够做出

来，因为我们对空管太熟悉了，具备数

据资源优势和专业技术优势。” 董事长

平静地说。

于是，2017年，“基于空管语音识

别和理解的管制安全防护系统” 开始

项目立项，2020年完成项目研发并开始

在民航推广，这也是全球民航空中交通

管理领域内，首套采用人工智能语音识

别技术并投入实际运行的空管安全防

护系统。“2020年我们做了成都双流机

场的项目， 今年做了重庆江北机场、昆

明机场、贵阳机场以及成都新建的天府

国际机场的推广应用。”

这仅仅是空管语音识别系统的第

一步应用，该系统未来还可以运用到航

空中的无人驾驶领域。为大幅提高飞机

自动化程度并减轻运营成本，国际民航

组织（ICAO）计划到2030年将每次航

班的正、副驾驶减少为1个人。空客和波

音公司都已宣布了自己的“单机长” 开

发计划，即使用“语音自动识别”“图

象自动判读” 等人工智能技术，改造现

有驾驶舱和电子仪表，在3-5年内推出

适合“单机长”驾驶的新型大飞机。

“在西方占据技术优势并对中国

打击的形势下， 我们必须另寻蹊径。”

董事长告诉笔者，“川大智胜已经启动

名为‘大飞机机器人副驾驶’ 的创新计

划，特点是不用对现有大飞机驾驶舱和

电子仪表做任何改造，只需在原副驾座

席上配置专门的副驾驶机器人。这种机

器人能自动读懂原应由副驾驶监视的

仪表显示，按地面空管或机长语音指示

报告给机长和地面空管，自动与地面空

管或其他机长语音互动，还可借助电子

机械臂对仪表进行简单操控。”

川大智胜不仅在航空语音交互和

仪表自动判读这两项核心技术已经达

到国际一流，还拥有开发大飞机驾驶机

器人得天独厚的设备条件、数据条件和

训练条件。 公司拥有5台国际最先进的

用于对航空公司在岗飞行员进行各种

复杂情况下飞行训练的全动D级飞行

模拟机，每台价值近亿元，也是对大飞

机机器人副驾驶进行各种复杂情况下

飞行训练必不可少的重大设备。

几年后，中国服役的大飞机将近

4,000架，若全部改装机器人副驾驶，市

场空间将迅速打开。

军航重启

市场空间即将打开

除民航外，川大智胜投放更多精力

在军航上，军航自动化产品市场占有率

第一。2013年公司曾参与并中标了国家

空管委办公室 “新一代xx管制中心系

统” 项目，但由于军航改革，合同执行

推迟。随着2020年军航空管体制改革完

成， 军航空管大项目恢复启动近在眉

睫。2021年1月， 公司中标金额3,949万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模拟训练系

统建设项目，成为“十四五” 系列合同

的第一单，未来有望凭借在军航空管领

域的长期竞争优势以及技术储备囊获

更多订单。

中航证券研报显示，当前国际形势

下，航空兵作战训练相关产品和系统投

入有望大幅增加。目前军航空管现用设

备三分之二由川大智胜提供。在此背景

下，军航空管业务在“十四五” 期间将

为公司带来巨大业绩贡献。

“今年空管改革完成后，川大智胜

将启动两块业务。” 董事长介绍：“第一

块是此前中标的军航空管，将会重新招

标启动， 有希望维持上次的订单。” 订

单的推迟并没有延缓公司研究的脚步，

以技术创新为驱动的川大智胜是行业

内最有力的竞争者。

“第二块则是军航作战训练业务，

2021年初中了3,949万， 实现了军航作

战训练业务零的突破，目前启动该项目

招标的战区不多，倘若项目全面开启将

对川大智胜业绩形成巨大助益。”

川大智胜还极具前瞻性地首创了基

于5G的宽带融合低空监视雷达组网技

术， 可用于监视低空无人机。2019年，川

大智胜与中国移动共同参与首次基于5G

的宽带联网融合的低空监视网络实验并

获得了成功。“后来我们还参加了一些其

他的实验，一共30多家企业参与，我们排

在了第二。”董事长自豪地说。

厚积薄发

四十年专注技术发展

川大智胜的产品研发方向十分广

阔，与当下聚焦单一产品的策略有所区

别。 董事长解释道：“如果集中力量专

攻一点将没办法完全发挥我们的优势

和持续创新的理念。 虽然我们产品宽

泛，但是底层技术都是以图形图像和人

工智能技术为核心。”

三维人脸识别就是基于图形图像和

人工智能技术而生的一个重要产品，目

前已经完成产品化， 进入市场推广期。

“目前，国内做二维的比较多，三维人脸

识别还处于精度较低的阶段。 苹果手机

可以将精度做到0.2毫米，可以保证支付、

检索的安全性。” 董事长自豪地说：“不

过川大智胜可以做到0.038毫米。”

高精度的三维人脸识别完全可以

在戴口罩的情况下进行识别比对，非常

适合需常年戴口罩的医院；同时，在关

键地点安装相应摄像头也可进一步加

强我国社会治安管理， 为刑侦带来便

利。“往大了说， 这对世界反恐都是一

次革命性的创新。” 董事长早已瞄准海

外市场。

另一方面， 由于新冠疫情的暴发，

戴口罩有可能成为常态，进一步催生了

三维人脸识别的需求。目前，该项技术

已经开始示范推广运用，2020年公司在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锦江分院进行

试点， 其已取得良好成绩。2021年上半

年，公司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开始

进行高精度三维人脸采集识别设备第

二期合作。同时，公司与四川大学华西

第二医院将共同成立一个医工结合的

科研平台，孵化研发医疗和人工智能相

结合的新技术新产品，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解决医院业务需求。

2021年，作为华为首批15个生态伙

伴之一， 川大智胜已经完成在昇腾芯

片、鲲鹏服务器上的三维人脸识别算法

的平台适配以及智慧园区的方案实施。

未来双方有望进行从硬件到软件的深

化合作，依托新一代人工智能计算平台

的强大算力支持高精度、高防伪、高识

别率的三维动态识别算法。

在三维识别技术上还有什么难点

需要攻克？“核心的技术我们都解决

了，未来主要是推广问题。另外就是实

现其他的应用价值， 比如远程手术。”

董事长的眼光放得很长远。

“十四五” 迎来质的飞跃

技术创新精神不灭

“十四五” 将是川大智胜的高速发

展期， 不仅是军航改革后的业务回归，

多年来的技术积累也即将获得丰收。

首先军航空管业务将带来每年超

过千万的净利润， 并在前三年逐渐增

加，有望超过民航的收益，意味着公司

的空管业务盈利至少翻倍；随着国际形

势日益紧张，航空兵训练需求加大也为

公司带来利润增长点。

民航空管业务将快速增长，由现在

的每年利润贡献1,000万元以上达到每

年超过2,000万元。模拟机业务、数字孪

生机场、低空监视也将在“十四五” 期

间高速增长。

资本市场方面，在校企改革的大背

景下，企业独立于学校走市场化道路是

必然的趋势，川大智胜亦面临着如此局

面。但是对于这件事，董事长反而有不

同的看法：“我们希望有一家拥有强大

市场推广能力，可以承担起数据安全的

企业能加入进来， 与川大智胜携手并

进。” 对于川大智胜的未来，董事长的

愿望非常简单：“川大智胜是我一手创

办起来的，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如果后

来人可以接好棒，将川大智胜的创新精

神延续下去，将股权释放出去又有什么

问题呢？”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