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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核材拟分拆上海科特

赴北交所上市

证券时报记者 叶玲珍

12

月

13

日晚间， 沃尔核材

(002130)

发布公告，拟分拆控股子公

司上海科特

(831474)

至北交所上市，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启动前期筹备工

作。目前，上海科特已在新三板创新层

挂牌满

12

个月。

同日， 上海科特同步披露拟赴北

交所上市的筹备进展， 称当前尚未与

辅导机构签署辅导协议， 后续将在协

议签署后向上海证监局报送上市辅导

备案材料。

公开资料显示，沃尔核材于

2008

年取得上海科特控股权， 截至目前持

有后者

78.76%

股权， 其中直接持股

42.32%

，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蓝特新

材料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36.44%

。上海

科特聚焦线路保护产品与特种高分子

材料领域， 主要产品包含热敏半导体

元器件、 电线电缆用硅橡胶和聚烯烃

改性材料、 新能源电池用硅橡胶材料

及制品，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电子电

器、国防军工、新能源汽车、储能电站

等领域。沃尔核材表示，本次分拆上市

有利于提高上海科特的研发创业能力

和专业化经营水平， 同时拓宽融资渠

道、提升融资效率。

近几年来， 上海科特业绩持续快

速增长， 在所属业务领域崭露头角。

2019-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4

亿

元、

1.72

亿元， 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45%

、

22%

；净利润

1661

万元、

2752

万

元，同比增长率达

71%

、

66%

。 今年上

半年增势更甚， 录得营收

1.18

亿元、

净利润

2359

万元， 同比增幅分别达

80%

、

211%

，双双刷新历史记录。

根据分拆上市相关规定， 上市公

司需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且扣除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

司的净利润后，归母净利润（以扣非前

后孰低计算）累计不低于

6

亿元。若按

照以往三年（

2018-2020

年）净利润测

算， 目前沃尔核材尚未达到分拆上海

科特上市的指标。数据显示，沃尔核材

2018-2020

年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

9421

万元、

1.8

亿元、

3.5

亿元，累计约

为

6.24

亿元，在扣除上海科特前述三

年贡献的超

4000

万元净利润后，将低

于

6

亿元。 不过，今年以来，沃尔核材

业绩表现强势， 前三季度扣非后净利

润已超

4

亿元，同比增长超

5

成，若四

季度保持平稳， 按

2019-2021

年为区

间测算， 未来达到分拆上市的净利润

指标应不是难事。

早在今年年初， 就有投资者在互

动易中向沃尔核材问及分拆上海科特

上市事宜，当时公司的回复口径为“如

有相关计划， 将及时履行信披义务”。

11

月

30

日， 在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

动中，就上海科特的业绩增长情况，公

司透露了更多增量信息： 目前上海科

特产能利用充分， 市场需求及销售情

况良好， 未来将根据市场情况安排增

加产能， 以满足客户需求； 今年上半

年，上海科特积极开拓市场，客户订单

出现较大程度增长，因技术研发、工艺

自动化改善等因素不断降低成本，产

品毛利率提升

10.6%

， 拉升营业利润

及净利润大幅增长。

盐湖股份牵手国轩高科 拟在新能源领域深度合作

证券时报记者 臧晓松

盐湖股份

(000792)12

月

13

日晚

间公告，公司与国轩高科

(002074)

当

日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了

充分发挥双方在锂盐提取和锂电新

能源电池材料加工、制造、研发等领

域的优势，经双方友好协商，拟在新

能源、锂电、科技研发、锂镁材料、人

才培养等领域深度合作，推动双方在

新能源产业领域的竞争力提升和业

务快速发展。

双方将深度合作

12

月

13

日晚间披露的公告显

示， 为了充分发挥双方在锂盐提取和

锂电新能源电池材料加工、制造、研发

等领域的优势，经双方友好协商，拟在

新能源、锂电、科技研发、锂镁材料、人

才培养等领域深度合作， 推动双方在

新能源产业领域的竞争力提升和业务

快速发展。

在锂电新能源产业链合作方

面， 双方拟设立合资公司分别用于

生产磷酸铁锂等正极电池材料和储

能电池。 拟设立的合资公司相互持

股，深度合作，形成稳定的新能源产

业链体系。

根据公告显示， 在锂镁新材料领

域的合作方面， 双方将研究在合肥合

资成立新产品技术研发平台的可行

性， 研究开发精细化及高附加值锂产

业链产品。

盐湖股份具有较强的锂电新能源

研发团队， 在高镁锂比盐湖提锂方面

拥有核心关键技术人才。公告显示，双

方可加强在锂电新能源方面的人才培

养，形成互动机制，共同促进锂电行业

全产业链技术的深度结合。

盐湖股份在公告中表示， 此次协

议仅为战略合作的框架性协议， 对公

司

2021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

影响。

上个月曾座谈交流

此前， 盐湖股份官方微信

11

月

19

日发布的消息显示， 当天上午，盐

湖股份公司副总裁俞秋平、 陈俊国与

到访的国轩高科集团高级副总裁、战

略和资本中心总裁孙爱明一行就锂产

业链延伸进行深入座谈交流。

当时陈俊国向国轩高科来访人员

介绍了盐湖产业结构、业绩表现、战略

规划等方面情况， 尤其重点介绍了锂

产业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规

划，表达了向下游产品链延伸的设想。

俞秋平表示， 国轩高科作为掌握锂市

场前沿的合资公司， 同盐湖的发展理

念较为契合。 孙爱明则详细介绍了国

轩高科的业务范围、产能布局、产品种

类等， 着重推介了国轩高科在锂电池

和储能熔盐等新能源材料方面的发展

规划。

盐湖股份文章显示： 盐湖股份作

为国内最大的卤水提锂生产商， 其产

品以卓越的品质和绿色低碳被市场广

泛欢迎； 国轩高科是国内锂电池行业

前三的企业， 拥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

间。双方就锂动力电池、磷酸铁锂产业

链延伸、 储能等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

流探讨。

盐湖高管频频出访

从

8

月

10

日恢复上市以后，盐湖

股份一举迈入千亿市值俱乐部，

12

月

13

日最新总市值为

1766

亿元。 公司

前三季度净利润

37.15

亿元， 同比增

长

75.41%

。

除了与国轩高科高管交流外，过

去的两个月时间里， 盐湖股份高管可

谓马不停蹄。

10

月

13

日， 盐湖股份董事长贠

红卫一行赴贵州振华调研交流。 盐湖

股份希望借助贵州振华在新能源领域

技术和市场优势， 共同合作提升碳酸

锂产品质量和产品的延伸。

16

日，贠

红卫一行赴云图控股调研， 双方针对

公司当前发展状况、未来发展规划，下

一步合作领域等内容作了介绍， 期待

双方进一步加强多领域交流合作。

随后，

10

月

23

日， 盐湖股份公

司副总裁俞秋平、陈俊国一行赴清华

大学调研交流，后赴北京碧水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现场参观超滤、 反渗

透、纳滤膜吸附生产工艺，并就盐湖

提锂纳滤膜吸附相关问题进行了技

术交流。

11

月

12

日晚间， 盐湖股份公告

拟与中化化肥、 中化资本共同投资成

立益通数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此外，盐湖股份

12

月

9

日在互动

平台表示， 间接控股子公司蓝科锂业

公司

1

万吨工业级碳酸锂装置已连续

三年达产达标， 在建的

2

万吨电池级

碳酸锂装置预计年底建成沉锂车间，

其他的装置己投入运行， 并在本年度

己生产出合格产品。

时报财经图库/供图 陈锦兴/制图

嘉和美康：电子病历龙头登陆科创板 连续七年全国市占率第一

１２

月

１４

日，电子病历龙头嘉和美

康（

６８８２４６．ＳＨ

）登陆科创板。公司本次

共发行

３４４６．９４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约

２５％

， 每股发行价格

３９．５０

元。

嘉和美康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是我

国较早从事医疗信息化软件研发与

产业化企业之一。 深耕该领域十余

年， 公司现已经形成了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医疗信息化核心技术与产

品体系，覆盖临床医疗、医院管理、

医学科研、医患互动、医养结合、医

疗支付优化等产业链各大环节，客

户遍布全国（除台湾地区），拥有医

院客户

１３９０

余家， 其中三甲医院

４２４

家，占全国三甲医院比例超过四

分之一。

公司本次

ＩＰＯ

募资总额约为

１３．６２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

于综合电子病历升级改造、 专科电

子病历研发、数据中心升级改造及补

充流动资金。上述项目将强化公司在

临床医疗数据的生产、集中和应用领

域的竞争壁垒，完善“数据生成一数

据治理一数据应用”产品闭环，为医

护人员提供更加精确和智能的诊疗

决策辅助，提升医疗机构业务质量和

效率。

连续七年市占率第一

高强度研发建立护城河

产品端看，自制软件是嘉和美康

医疗信息化业务的核心板块，包括电

子病历平台、医院数据中心、医疗大

数据创新应用等。 其中，电子病历平

台是嘉和美康的“拳头产品”，分为综

合电子病历系统和专科电子病历系

统两大类， 后者的应用场景包含口

腔、产科、手术麻醉、

ＩＣＵ

、心电等科

室。 在市场上，公司长期保持龙头地

位。 根据

Ｆｒｏｓｔ＆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数据，

２０２０

年

嘉和美康在中国电子病历市场中排

名第一；根据

ＩＤＣ

数据，嘉和美康在

中国电子病历市场中连续七年排名

第一。

作为一家以科技创新为立身之本

的企业， 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是嘉和美

康产品力的最大背书。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１

年上半年， 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

６４４１．３９

万元、

７１２４．０５

万元、

９２２６．８７

万元和

９６４３．７１

万元， 占营业收入比

例分别为

２５．１３％

、

１６．０５％

、

１７．３５％

和

２５．１３％

， 总量和营收占比均不断攀

升，且显著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准。截至

２０２１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和技术人员

数量为

６３７

名， 占员工总数比例达

３５．２９％

。

此外， 公司还是国家电子病历、

互联互通评级标准制定的参与单位，

在互联互通、电子病历评级中获批通

过的高级别医院客户数量处于行业

领先地位；在系统架构设计、病历数

据记录方式、病历生成方法等多个关

键节点的技术上更是拥有多项发明

专利。

在业绩方面， 得益于产品的先

发布局优势， 以及近年来国家医疗

信息化建设政策助推， 嘉和美康收

入保持高速增长：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１

年

前三季度， 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２．５６

亿元、

４．４４

亿元、

５．３２

亿元和

３．８４

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

０．０７％

、

７３．１４％

、

１９．８５％

和

２８．７２％

， 综合毛

利率分别为

３８．６４％

、

５４．６５％

、

４９．６４％

和

４７．１９％

。

卡位医疗信息化黄金赛道

冲刺十亿级蓝海市场

行业层面看， 电子病历作为医

疗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可结构化记

录、汇集、存储及应用患者在院诊

疗期间产生的各种检验检查结果、

医生诊断及治疗方案等全量信息。

电子病历并非医生专用的办公自

动化软件，而是包括前端数据交换

工具、全院临床医疗数据中心和信

息应用平台在内的完整系统，具有

信息汇总、集成、整合、应用等核心

功能。

高水平的电子病历系统，在消除

院内信息孤岛、加强病历质控、临床

路径管理、医疗质量控制等方面发挥

着巨大价值，是建设分级诊疗、提升

医疗服务（含互联网医疗）质量、效率

和安全的基石，因此受到政策端的高

度重视。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国家卫健委《关于

进一步推进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疗

机构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通知》指出，到

２０２０

年三级医院要达到医院信息互

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

４

级水平；

同年

１２

月， 国家卫健委明确要求，到

２０２０

年电子病历评级中所有三级医

院要达到

４

级以上， 二级医院要达到

３

级以上。

按照上述标准，国内电子病历

市场尚有较大进步空间。 根据兴业

证券研究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 ，

全国电子病历等级平均值为

２．０８

，

三级医院平均值为

３．１１

，较最高级

８

级仍有差距； 在互联互通成熟度

方面，截至

２０２０

年共有

１５３

个区域

及

５０３

家二级及以上医院通过

３

级

及以上测评，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

度

３

级以上医院占比仅为

３．７５％

，

距离

４

级甲等的期望值亦有改善

空间。

ＣＨＩＭＡ

发布的 《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度

中国医院信息化状况调查报告》显

示， 电子病历集成以

８６．１４％

的比例

位居医院信息系统建设优先权第

一 。

Ｆｒｏｓｔ＆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

２０１９

年中国医疗

信息化市场研究报告》显示，国内电

子病历市场规模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５．５

亿

元增长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４．８

亿元， 预计

到

２０２４

年将达到

６１．３

亿元，增量空

间逾

4

倍。 其中专科电子病历预计

到

２０２４

年 的 占 比 达 到

３０．９％

， 较

２０１９

年提升

７．６

个百分点，成为主要

增长点。

同时，院内的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

的要求也提升了医疗数据中心的建设

需求。

Ｆｒｏｓｔ＆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数据显示，

２０１９

年

国内医疗数据中心市场规模为

２７

亿

元，到

２０２４

年有望达到

９３．３

亿元，

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２４

年平均复合增速为

２８．１％

；

新兴医疗信息化市场规模将从

２０１９

年

的

６０００

万元增长至

２０２４

年的

８７．７

亿

元，

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２４

年平均复合增速约

为

１７１％

。

对嘉和美康而言， 市场规模的持

续扩容亦为其日后业绩增长提升了

“底气”。 截至

２０２１

年三季度末，公司

已签订尚未验收的医疗信息化业务合

同金额达到

７．８３

亿元， 约为

２０２０

年

全年收入的

１４７．１８％

， 侧面印证行业

成长逻辑， 并为今后的业绩提供稳固

保障。

千家医院大数据积累

打造智能化产品闭环

凭借深厚的临床信息化建设经验

和上千家医院核心信息系统的数据

处理优势，嘉和美康以电子病历为核

心，不断拓展业务广度和深度，先后打

造了智能医学数据中心、 医疗

ＡＩ

系

统等创新产品， 完成了对 “诊前

-

诊

中

-

诊后” 全量医疗数据的全流程闭

环应用。

嘉和医院数据中心利用企业服务总

线（

ＥＳＢ

）和

Ｈａｄｏｏｐ

技术，整合医院信息

资源，实现医疗数据交换、存储和治理，

构建全院实时全量数据中心， 实现院内

信息互联互通， 也为医院提供统一的对

外数据端口，支撑大数据和互联网应用。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１

年上半年， 公司医院数

据中心收入为

３０１１．７４

万元、

４４７９．２５

万

元、

１．２

亿元、

５１８１．６３

万元。

智慧医疗和互联网医疗解决方案

均属于“云大物智移”新一代信息技术

在临床医疗实践中的创新运用。 智慧

医疗产品体系以

ＡＩ

技术为核心驱动，

以院内真实诊疗数据为基础， 形成临

床辅助决策支持系统（

ＣＤＳＳ

）、大数据

科研分析平台、

ＡＩ

病历内涵质控系统、

智能预问诊系统、 智能分诊系统等产

品。 互联网医疗产品以医院为主导，打

通互联网应用和院内业务系统的数据

壁垒，快速实现“互联网

＋

”转型。

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２１

上半年，这两项产品合计营

收

６０１．６９

万元、

３７８４．４７

万元、

１３６２．４８

万元。

募投项目聚焦主业

核心产品迭代升级

本次

ＩＰＯ

募投项目均是嘉和美康

在售核心产品的迭代与升级。 公司计划

２．１

亿元投向专科电子病历研发项目，

１．６８

亿元投入综合电子病历升级改造项

目， 以及

１．５

亿元投入数据中心升级改

造项目。

其中， 专科电子病历研发项目是公

司专科电子病历产品线的延展和补充，

包括急救急诊一体化平台和妇幼专科电

子病历系统两大领域。

急诊急救是国家医疗服务补短板

的重要领域。 国家卫健委《

２０１９

年深

入落实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

重点工作方案》指出，要力争到

２０２０

年，各地逐步建立起基于胸痛、卒中、

创伤等“五大中心”的急危重症患者救

治体系和院前院内信息共享网络，实

现急危重症患者医疗救治快速、高效、

高质量。

妇幼专科电子病历与传统电子

病历区别较大， 包含产科、 妇科、儿

科、及妇幼健康共同体集成服务等领

域。 随着“三孩政策”推出，妇产科正

面临更多复杂、高端以及定制化的医

疗服务需求。 项目聚焦智能辅助决

策、妇幼保健及疾病管理、妇幼健康

共同体云平台，有利于公司在电子病

历领域提前布局，建立先发优势和竞

争壁垒。

在综合电子病历升级改造项目

上，公司聚焦基于人工智能的预结构

化与后结构化技术相结合的电子病

历生成系统的开发，丰富电子病历系

统的数据采集、数据获取与衍生扩展

数据生产能力，动态提供智能化的辅

助决策及质控系统 。 数据中心升级

改造项目中，公司拟进一步深化

５Ｇ

物联数据接入能力以及数据深度学

习能力，并基于此开发智能

ＤＲＧｓ

过

程监控系统和智能医 疗质 量监 控

系统 。

多方投资者热捧

目标全国医疗信息化领军者

本次

ＩＰＯ

中，嘉和美康计划募资

７．５

亿元，实际募资总额达

１３．６２

亿元，超募

接近一倍， 体现了资本市场对其高度认

可。 在过往的发展历程中，嘉和美康吸引

了包括清科创投、启明创投、阿里健康等

在内诸多知名机构投资者。 如今上市

Ａ

股， 更是给了广大中小投资者分享其成

长价值的机会。

分析人士指出，凭借过去在电子

病历赛道建立的领先优势， 嘉和美

康已为多元化产品销售打下良好基

础 。 在行业总量扩容和集中度提升

的逻辑下， 公司在综合电子病历、专

科电子病历、数据中心的等领域的布

局更是向资本市场提供了广阔想象

空间。

嘉和美康在招股书中表示， 今后

将以“专注临床信息化建设，成为国内

医疗信息化行业领先企业” 为战略目

标，沿着“信息化

-

数字化

-

智慧化”的

行业发展路径，围绕“数据生成

-

数据

治理

-

数据应用”的产品闭环，研发和

打造具有临床深度、 贴近专科流程的

医疗信息化、大数据创新产品及服务，

高效连接政府、医保中心、大型医疗机

构、社区医疗机构、临床检验中心、影

像诊断中心、药企、商业保险公司、互

联网医疗平台及医患双方， 提升整体

医疗行业效率， 改善医疗服务水平和

质量， 推动中国医疗卫生服务创新与

变革。

(怀新投资)(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