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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晶硅料供应受冲击 硅片厂商大手笔“抢货”

证券时报记者 刘灿邦

上周， 通威股份旗下一处多晶

硅料生产基地因洪水原因停产，市

场多晶硅料供应受到冲击。

继隆基股份签订近百亿元多晶

硅料采购合同后， 上机数控也跟进

“抢货”， 光伏硅片制造商们稳定原

料供应的心态十分急切。

根据上机数控

8

月

24

日晚间

披露的重大采购合同， 公司全资子

公司弘元新材将采购原材料多晶硅

料

2.16

万

~3.20

万吨， 按照当前市

场价格测算， 预计采购金额约为

19.44

亿

~28.80

亿元（含税）。 上机

数控认为， 此举有利于保障公司原

材料的稳定供应。

上机数控加码

上机数控表示，公司于

2019

年

拓展单晶硅业务，产能逐步扩大，在

生产过程中对原材料的需求也逐步

增加。为充分保障原材料的供应，公

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弘元新材与新疆

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就 “多晶

硅料”的采购签订合同。

采购计划显示，

2020

年

9~12

月， 弘元新材的采购数量为

0.24

万

~0.32

万吨， 预计采购金额 （含

税） 为

2.16

亿

~2.88

亿元；

2021

及

2022

年，弘元新材的采购数量均为

0.96

万

~1.44

万吨， 预计采购金额

（含税）均为

8.64

亿

~12.9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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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公布的

价格估算， 上述合同预计金额约为

2020~2022

年

19.44

亿

~28.80

亿元

（含税）， 不含税为

17.20

亿

~25.49

亿元，占上机数控

2019

年营业成本

4.92

亿元的

350%~518%

，属于特别

重大合同。 由于本合同采取月度议

价方式进行，故金额暂未确定。

上机数控表示， 本次长单采购

合同中约定的采购量占公司多晶硅

料采购总量的比例合理。 本次合同

的签订， 有利于保障公司原材料的

稳定供应，符合公司的经营计划，也

符合行业特点， 不会对公司的业绩

造成直接影响。

就在上个月， 上机数控发布公

告称，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在单晶硅

领域的市场竞争力， 公司拟由全资

子公司弘元新材在包头投资建设年

产

8GW

单晶硅拉晶生产项目，项

目拟总投资约

28

亿元。 按照计划，

该项目预计

2022

年达产。

事实上， 就在这份投资计划

披露不久后， 上机数控又拿出一

份不超过

30

亿元的定增方案，募

投项目的重点之一正是年产

8GW

单晶硅拉晶生产项目。 根据公司

测算，该项目达产后，年平均实现

营业收入

21.6

亿元， 年平均税后

利润

3.2

亿元，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4.31%

。

上机数控认为， 该募投项目的

实施， 一方面将有助于公司提高产

能规模和市场占有率， 另一方面有

助于控制非硅成本， 提高光伏单晶

硅生产业务的盈利水平和市场竞争

优势。

国金证券在报告中指出， 上机

数控单晶硅业务迅速崛起， 未来产

能进一步扩大， 公司包头弘元新材

5GW

项目计划于

2020

年全部达

产。该机构认为，作为独立第三方硅

片供应平台， 上机数控未来产能规

模有望进一步扩大， 未来成长空间

广阔。

硅片企业纷纷“抢货”

上机数控并不是近期唯一一家

签署多晶硅料采购大单的企业。 就

在上周，隆基股份也发布公告，为保

证多晶硅料的稳定供应， 旗下三家

子公司与亚洲硅业签订了关于多晶

硅料的长期采购协议， 合同采购量

合计

12.48

万吨， 预估合同总金额

约

94.98

亿元（不含税）。

自从新疆硅料厂发生事故以

来，硅料产量有所收缩，多晶硅料价

格大幅走高。根据行业协会的统计，

7

月份， 国内多晶硅产量约

2.82

万

吨，环比大幅减少

14.4%

，短期看，

由于事故影响延续，

8

月份国内硅

料产量可能进一步减少。

同样是在上周，受到洪水影响，

通威股份旗下的乐山永祥

2

万吨多

晶硅产能被迫停产，据了解，该停产

厂区的月产量约

2000

吨。通威股份

表示，如果洪水能够很快退去，乐山

永祥可以在

15

天内恢复生产，最多

影响产量

1500

吨。

短期之内， 硅料供给再受冲击

已成事实。 一位头部硅料厂商的人

士向记者表示，从现在到明年底，行

业内都没有多晶硅料的新增产能，

也就是说，至少到明年底，多晶硅料

的供应形势都会是偏紧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多家单晶

硅片企业才纷纷签订采购大单，约

定今后若干年的采购数量。 在上机

数控和隆基股份的公告中， 两家公

司均提到 “保障多晶硅料的稳定供

应”， 虽然多晶硅料价格一涨再涨，

但在硅片厂商看来，能“拿到货”才

是更为关键的。

以隆基股份的情况为例， 兴业

证券认为，按照

2.6g/W

的硅耗率计

算， 五年内约定采购的多晶硅料

12.48

万吨共可生产硅片

48GW

。

2020

年底，隆基股份硅片产能将达到

75~80GW

， 若订单采购份额均摊至五

年合同期，以

2020

年产能计算，该硅

料订单将能满足隆基硅片年产所需硅

料的

12%

左右。

兴业证券指出，

7

月下旬，新疆硅

料厂发生严重事故， 导致硅料供不应

求，价格跳涨

50%

以上。 目前，硅料产

能刚性，成为行业最为卡脖子的环节，

硅片龙头采购规模较大， 有必要锁定

硅料保障稳定生产。

康华生物上半年净利翻番

两疫苗批签发量大幅增长

证券时报记者 陈丽湘

康华生物

(300841)8

月

24

日晚间披露，上

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4.55

亿元， 同比增长

67.97%

；净利润

1.83

亿元，同比增长

115.51%

；

基本每股收益

4.06

元。

康华生物是一家疫苗生产企业， 同时为目

前国内首家生产人二倍体细胞狂犬病疫苗的疫

苗企业， 公司目前已上市销售的产品有冻干人

用狂犬病疫苗（人二倍体细胞）和

ACYW135

群

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 其中冻干人用狂犬病疫

苗（人二倍体细胞）为公司核心产品。

公司上半年疫苗生产和销售未受疫情影

响， 上述两个疫苗产品上半年批签发数量均同

比大幅增长。 其中，

ACYW135

流脑多糖疫苗上

半年批签发

76.58

万支， 同比增长

485.34%

；狂

犬病疫苗上半年批签发

185.4

万支， 同比增长

91.94%

。

业绩大幅增长，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去年同

期，康华生物在实施技改项目，对疫苗短期产量

造成影响，因此今年上半年产量同比大幅增长。

此外， 康华生物表示上半年拓宽了营销管

线， 助力业绩增长———营销网络由区县级疾控

中心客户辐射并下沉至疫苗接种点， 实现业务

覆盖疾控中心

1504

个。这点可以从财报数据中

看出， 上半年公司销售费用同比增长

50.79%

，

达

1.62

亿元。

项目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中。 康华生物上半

年研发投入

2056.7

万元，同比增长

226.39%

。据

公告，目前，公司病毒性疫苗二车间处于

GMP

认证样品检验和标准符合阶段， 细菌性疫苗车

间处于安装、调试阶段；公司募集项目“温江疫

苗生产基地一期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于

2020

年

4

月正式开工，目前处于基础建设阶段。

从项目内容来看， 康华生物在研项目有

8

项。 其中人用狂犬病疫苗（人二倍体细胞）固定

化生物反应器培养工艺、吸附破伤风疫苗、吸附

白喉破伤风联合疫苗、六价诺如病毒疫苗、白喉

基因工程疫苗的研制、 轮状病毒基因工程疫苗

的研制、 肺炎球菌结合疫苗的研发均处于临床

前研究阶段，公司预计

2021

年之前也均处于该

阶段。

今年上半年，疫苗行业广受市场追捧。康华

生物上市时连续收获

20

个涨停板，后股价继续

扶摇直上，最高时总市值摸高至

600

亿元附近。

截至

8

月

24

日，康华生物报收

608.02

元

/

股，上

市以来累计涨幅为

764%

。

《八佰》保底发行 华谊兄弟做得对不对？

证券时报记者 李曼宁

由华谊兄弟出品的电影

《

八

佰

》，

公映首周末即破

2020

全球首

周末票房纪录

，

上映

4

天票房突破

8

亿元

。

捷报频传的同时

，

围绕该片

的保底分账发行方式也引发了一些

争议

。

有媒体报道

，《

八佰

》

21

日正式

上映时

，

年票房

200

万元以上的影

院

，

实行正常分账方式放映电影

；

200

万元以下的影城

，

按上年

3.5%

核定保底金额

，

在

8

月

19

日前将该

笔保底费预交给发行方指定账户

，

才能放映该影片

。

据记者了解

，

上述发行方式也

存在沟通空间

，

实际保底金额最终

依据协商情况

。

但该模式简而言之

，

即对小影院采用分级发行

，

设置保

底票房

。

疫情之下

，

全国影院关闭

179

天

，

小影院更是首当其冲

，

遭到重

创

，

是否要为一支影片付出上年票

房的

3.5%

来支付保底发行费用

，

显

然

，

新的发行规定

，

让一部分小影

院措手不及

、

陷入两难抉择

，

业内

也由此出现了一些

“

霸王条款

”

的

质疑声

。

截至

21

日

，

已排映

《

八佰

》

的影

院有

9649

家

，

获得影片密钥的影院

有

9497

家

。

数据显示

，

截至

2019

年

底

，

国内影院数量约

1.2

万家

。

因

此

，

确实有一小部分影院没有拿到

“

入场券

”。

据华谊兄弟澄清

，

未获得

“

密

钥

”

的影院分为两种情形

：

1

、

被行业

协会公开处理过的存在偷漏瞒报等

违规行为的部分影院

；

2

、

不接受此

次发行模式的影院

。

华谊兄弟认为

，

此次制定的发行模式旨在保护电影

市场的正常秩序

，

打击偷漏瞒报这

一长期存在的行业

“

毒瘤

”，

并得到

业内绝大多数院线

、

影管公司和影

院的支持

。

该模式主要针对小型影院

，

可

能对打击票房造假起到一定作用

，

但

“

偷票房

”

现象并不是最近才有

的

，

华谊兄弟此次为何出手

？

在记者看来

，

主要是有两方面

因素

，

一是华谊兄弟目前相对强势

的行业地位

，

二是公司对于回笼资

金的经营需求

。

受疫情的特殊影响

，

目前电影

行业实际是由供给驱动

，

商业大片

供给严重不足

。

自

7

月

20

日影院

复工以来

，

院线电影大多都是老片

重映

，

此前积压的大片基本都处于

“

观望

”

状态

。

在此氛围下

，

市场普

遍看好

、

并且率先上映的

《

八佰

》

率

先定档

，

无疑属于稀缺资源

，

被各

院线奉为座上宾

。

这也是华谊兄弟

目前比较强势

，

有底气

“

保底

”

发行

的原因

。

此外

，

近年影视行业持续低迷

，

加上疫情冲击

，

华谊兄弟自身也面

临着较大经营压力

，

存在快速回笼

资金的需求

。 《

八佰

》

是其扛业绩的

重要作品

，

势必希望最大化实现该

片价值

。

电影产业链各环节的主要收入

为票房分账收入

。

一般而言

，

影院通

过放映服务从消费者率先取得票房

收入

，

在扣除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

项资金及与院线约定的适用流转税

和附加后

，

定期或者按照单部影片

，

由影院作为分账的起始环节

，

按照

产业链各业务环节由下至上进行票

房分账

。

制片方收到分账款一般需

要半年左右

。

而

《

八佰

》

的保底分账发行模

式

，

无疑打破了电影行业的传统分

账方式

。

对华谊兄弟来说

，

保底分

账的部分将大大缩减票房分账款

的账期

。

站在全行业视角

，

上述发行方

式难言对错

。 “

保底

”

事件本质上反

映了制片方与院线的博弈

。

过去

，

作为渠道方的院线处于绝对强势

地位

。

就整个电影行业来说

，

影院

数量

、

银幕数量的增加带来了电

影产业的高速发展

。

而一部电影

从制作到上映

（

或者未能上映

），

电影制作公司实际上是承担更多

风险的环节

。

眼下

，

行业正出现微妙变化

，

特

别是自疫情暴发以来

，

催化出

2

个重

大的行业事件

，

一是徐峥的

《

囧妈

》

大

年初一登陆短视频平台

，

该模式由于

直接分流掉了影院的流量

，

直接冲击

院线市场

，

此前受的抨击更甚于

《

八

佰

》。

二就是此次华谊对中小影院采取

保底分账发行模式

。

新的发行方式未来会变成行业常

态吗

？

记者认为

，

博弈的天平应该还不

至于发生倾斜

。

10

月份陆续有多部积

压已久的头部影片上映

，

市场又将重

回竞争状态

。

并且

，

实际上每年头部作

品屈指可数

，

更多是小成本影片

，

大多

没有议价能力

。

因此

，

上述新出现的发

行方式后续或许会零星出现

，

但预计

不会大面积复制

。

不过

，

未来发行方式的多元化趋

势不会改变

，

头部院线将凭借规模化

经营

、

集约化管理等优势

，

进一步提高

市场集中度

，

一些抗风险能力较弱的

小影院将面临兼并或者淘汰

。

总之

，

在

全行业经历疫情阵痛后

，

产业链各公

司都需要加强自身竞争力

，

才能在商

业竞争中更具有竞争力

。

中威电子变更控制权 河南国资拟异地纾困

证券时报记者 曹晨

8

月

24

日午间，地处浙江杭州

的中威电子

(300270)

公告，公司实

控人石旭刚拟通过协议转让加表决

权委托以及公司定增发行股份的方

式， 将控股权让渡给新乡产业基金

壹号， 而后者的实控人为河南新乡

市人民政府。公司自

8

月

24

日上午

开市起停牌， 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5

个交易日。

中威电子实控人转让公司控股

权的一大背景是， 石旭刚所持股份

已全部质押， 其面临不小的流动性

风险， 而本次易主或许可以视为异

地国资跨省纾困的又一案例。

易主国资三步走

具体来看，首先，石旭刚通过协

议转让方式， 向河南省新乡市人民

政府旗下新乡产业基金壹号转让其

持有的中威电子

2422.45

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

8%

）。

第二步， 石旭刚再将其持有的

中威电子

4239.28

万股股份 （占公

司总股本

14%

）的表决权委托给新

乡产业基金壹号，上述交易完成后，

新乡产业基金壹号将持有公司股份

2422.45

万股，拥有公司

6661.73

万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22%

）的

表决权，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除此之外， 中威电子拟筹划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 新乡产业

基金壹号拟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不

超过

9084.18

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

股本

30%

）。

若按中威电子定增发行上限测

算，交易完成后，新乡产业基金壹号

持有中威电子

11506.63

万股，持股

比例达

29.23%

，控制表决权比例为

40%

。

天眼查显示， 新乡产业基金壹

号成立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 新乡

市新投产业并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99.99%

，北京海厚泰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作为一般合伙人出资

0.01%

。

股权穿透来看， 新乡产业基金壹号

实控人为新乡市人民政府。

值得一提的是， 中威电子注册

地为浙江杭州，因此，本次交易可以

视为异地国资跨省入主的又一案

例。中威电子表示，若本次交易最终

实施，将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控股股东将由石旭刚变更为新

乡产业基金壹号， 实际控制人变更

为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政府。

源于流动性紧张

作为中威电子的控股股东及实

控人， 石旭刚目前持有上市公司

1.29

亿股，持股比例为

42.61%

。

不过， 石旭刚所持公司股份目

前已全部质押。中威电子披露，石旭

刚 所 持 股 份 累 计 质 押 比 例 为

100%

，拟转让股份目前尚处于质押

状态， 石旭刚承诺会在股份交割前

完成对相应股份的解质押手续，以

确保股份转让的顺利实施。

回溯来看， 石旭刚的流动性紧

张或始于

2018

年。公司此前公告显

示，自

2018

年起，在国家整体金融

去杠杆的大背景下， 受二级市场剧

烈波动的影响， 石旭刚出现流动性

困难， 面临金融及证券机构的集中

还贷、补仓和利息支付压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石旭刚

在

2019

年度有过非经营性占用上

市公司资金的行为，截至

2020

年

4

月， 石旭刚已经全部归还占用的资

金。今年

6

月，浙江证监局对其出具

了警示函， 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

信档案。

而本次公司实控人拟引入异地

国资纾困此前或有先兆。 中威电子

在今年

5

月

12

日的公告中披露，未

来石旭刚将通过二级市场减持、 协议

转让引入战略投资方等方式， 积极为

上市公司引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合作

伙伴，降低自身质押率，推动公司持续

健康发展。

中威电子所处行业为视频监控，

公司长期专注于智能化安防、移动互

联网、云平台技术、智能分析技术等

领域新技术和新产品。 中威电子还是

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软件

企业，公司拥有国家级博士后流动工

作站、浙江省重点企业研究院等多个

机构。

不过，近年来，中威电子的经营业

绩难言乐观。

2019

年， 公司亏损达

0.89

亿元。 今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

公司依然亏损

0.13

亿元。

业绩的持续亏损也反映在中威电

子二级市场的股价上。 截至

24

日收

盘，

2020

年以来，公司股价累计下跌超

过

10%

， 而中威电子所处的创业板则

涨幅超

50%

。

转产口罩机

迈得医疗上半年净利大增

证券时报记者 刘灿邦

面对新冠疫情期间防疫物资需求的大幅增

长，不少医疗器械企业业绩获得逆势增长。迈得

医疗

(688310)24

日晚间披露半年报，公司上半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4

亿元， 同比增长

43.87%

，

净利润为

4159.8

万元，同比增长

165.91%

。

迈得医疗的主要产品包括安全输注类、血

液净化类两大类设备， 如注射器、 血液透析器

等。公司业绩大增的秘诀在于及时转产。半年报

显示，公司短期内研发出全自动口罩机，且口罩

机性能可靠，市场认可度较高，

1~6

月实现较多

口罩机收入，金额达到

8404

万元。

迈得医疗表示， 随着新冠肺炎在国内外暴

发与蔓延，口罩成为疫情防控，阻断疫情蔓延的

关键。公司快速组建自动口罩机攻坚小组，在最

短时间内造出了全自动口罩机， 不仅为解决全

国口罩紧缺问题做了力所能及之事， 而且带来

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从半年报来看， 迈得医疗对于上半年的业

绩增长仍较为冷静， 并谈到在机遇中也蕴含着

风险。由于新冠肺炎的突然暴发，防疫物资成为

最紧俏的产品。 越来越多的行业内或行业外企

业纷纷加码与进入防疫物资制造， 虽然加快了

战胜新冠疫情步伐，却也产生产能过剩的问题。

迈得医疗认为，生产企业要提前准备，在扩大产

能同时，加快技术升级，保证未来竞争力。

在半年报中， 迈得医疗还谈到了对当前医

疗器械市场的看法。 公司认为，短期来看，新冠

疫情利好我国防疫物资板块，如医用口罩、防护

服、医用手套、呼吸机、体温计等。尤其是防疫物

资出口领域， 中国企业供应全世界

50%

以上的

防疫物资。长远来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

全民防护观念的改变， 已促使人们对医疗器械

需求和重视程度提升， 这将促使国家重视医用

防护物资储备和医疗环境升级。

根据计划，下半年，迈得医疗要在巩固现有

业务的基础上， 进一步优化和丰富安全输注类

的产品线，各类

COP

预灌封或安全自毁式注射

器相关自动化组装机， 同时积极探索血液净化

类耗材细分领域和检测试剂盒自动组装机及包

装机等，围绕核心业务积极寻求稳步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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