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4家科创板公司拟现金分红

本报记者 董添

截至4月12日晚17时，1426家A股公司披露2020年年报，1125家公司披露了2020年度现金分红计划，占比达78.89%。 其中，87家科创板公司披露了2020年年报，74家公司计划2020年度进行现金分红，占比达85.06%。

部分科创板公司分红比例较高。 业内人士认为，企业盈利能力强，现金流水平健康，现金分红应该鼓励。 但科创板企业定位高成长性，期待企业将更多资金投入高回报率项目。

高比例分红引发争议

Wind数据显示，在上述披露了分红预案的74家科创板公司中，拟每10股派发现金超过1元（含税）的公司有67家，拟每10股派发现金超过5元（含税）的公司有22家，拟每10股派发现金超过10元（含税）的公司有9家。

硕世生物拟每10股派55元，暂列科创板“分红王” 。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5862万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32241万元（含税）。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科创板公司在全部A股 2020年报分红“排行榜” 上名列前茅。 比如，硕世生物目前位列全部A股现金分红“排行榜” 第三名，仅次于贵州茅台、吉比特。 此外，柏楚电子、瑞联新材、伟思医疗等科创板公司目前进入全部A股公司现金分红“排行榜” TOP20。

科创板公司分红比例较一些周期行业公司还要高，这引发投资者争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总体而言，投资人期望科创板企业高成长性，而不是暂时的盈利能力。 但高分红亦是企业盈利能力强的体现，可以传递积极信号让投资人认可企业的经营能力。 但对于成长期企业而言，过多分红会消耗企业的流动性，也可能企业暂时没有更好的投资项目。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则指出，科创企业不同于传统成熟企业，高成长性是科创板企业的基本特征。 这就要求科创板公司需要保持足够的研发投入，如果过多现金分红影响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可持续发展不利。

检测盈利状况重要途径

从目前情况看，计划现金分红的科创板公司持续增多。

盘和林指出，目前科创板公司不足260家，披露分红预案的公司占比较高，间接说明科创板企业盈利能力增强，企业现金流较为充沛。

信达证券研报显示，股票高分红带来多重好处。 首先，分红往往是企业盈利能力的检测器。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由于投资者不能实际参与管理，对企业财务报表的含金量往往不能全面检测。 利润可以来自多个方面，比如少计提折旧、多做研发费用资本化、增加应收账款等，有经验的投资者会参考现金流量表。 但企业说自己赚到了钱，账上有现金，投资者没法知道是不是真的。 因此，企业是否拿出真金白银，成为投资者检测企业盈利状况的重要途径。

业绩下滑仍分红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计划2020年分红的74家科创板公司中，18家公司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滑，部分公司下滑幅度较大。

新 光 光 电 2020 年 营 业 收 入 同 比 下 降 35 . 25 % ，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同 比 下 降 60 . 01 % 。 对 于 业 绩 下 滑 的 原 因 ， 公 司 表 示 ， 研 制 任 务 及 交 付 计 划 向 后 调 整 ， 受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影 响 相 关 企 业 延 期 复 工 复 产 ， 导 致 公 司 产 品 交 付 及 验 收 向 后 延 迟 。 2020 年 ， 公 司 拟 向 全 体 股 东 每 10 股 派 发 现 金 红 利 0 . 8 元（含 税 ） ， 预 计 派 发 现 金 红 利 总 额 800 万 元 ， 占 公 司 2020 年 度 合 并 报 表 归 属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净 利 润 的 33 . 07 % 。

董登新指 出，处于 成长期 的科创板 公司给 投资者 的最好 回报是高 成长带 动股价 持续上涨 。 当科创 企业成 长到了 一定规模 ，再通过 现金分 红来给 予投资者 丰厚回 报。 科创 企业经营 管理者 不能太 短视 ，过 于看重眼 前利益 。 尤其不 能迎合“风口 ” 炒作 股价 。 也 不能单 纯为了满 足大股 东的诉 求高比 例现金分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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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德副总经理李楠楠：

Micro� LED技术促显示产业

步入新的“竞合时代”

●本报记者 吴科任

Mini/Micro� LED成为新兴产业

的突破口，产业化进程加速。利亚德董

事、副总经理、董秘李楠楠日前接

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Mini/Micro� LED 显 示 属 于

LED产业范畴，原LED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在原材料、工艺制程、下

游应用及客户开发方面有着天然

的优势。 Micro� LED技术促使显示产

业步入全新的“竞合时代” 。

巨量转移技术是“关键”

科技部高新技术司副司长雷鹏近

期表示， 我国Micro� LED显示技术科

技创新和产业化应用进入关键时期，如

何攻克Micro� LED产业发展存在的技

术瓶颈，补短板、建优势是产业上下需

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Micro� LED显示技术具有自发

光、 高集成、 高稳定性等特点。 目前，

Micro� LED规模商用仍面临挑战，芯

片、巨量转移和修复以及驱动、色彩转

换等方面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做。 其中，

巨量转移技术成为限制Micro� LED产

品良率和成本的瓶颈。

李楠楠介绍， 外延芯片部分完成

后，需要把数百万甚至数千万颗微米级

的LED芯片正确且高效率地移动到电

路基板上。 以一台4K电视为例，需要转

移 的 LED 芯 片 达 2500 万 颗 （按

3840*2160*R/G/B三色计算）。而现有

的传统设备、制程和工艺难以满足Mi-

cro� LED量产化需求， 制作成本高，生

产效率低。 巨量转移技术是Micro�

LED产业化的关键一步。

目前，巨量转移技术面临五大挑

战。 一是在转移之前， 需要将Micro�

LED芯片从外延片移动到载体。 二是

Micro� LED芯片的厚度仅为几微米，

将其精确地放置在目标衬底上难度

很大。三是Micro� LED芯片尺寸及间

距很小， 将芯片连上电路充满挑战。

四是Micro� LED芯片需要进行多次

转移 （包括从蓝宝石衬底→临时衬

底→新衬底）， 且每次转移芯片数量

巨大，对工艺的稳定性和精确度要求

非常高。 五是对于R/G/B全彩显示而

言， 需要将R/G/B芯片分别进行转

移，工艺难度极大。

李楠楠表示， 巨量转移技术路径

尚未统一， 目前的转移方案包括静电

吸附、流体力学、stamp、激光转移、卷

轴转移等。 利亚德的激光转移方案已

导入量产，巨量转移效率达到1000颗/

秒，良率达到98.9%。

大厂竞逐显示“新舞台”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诸多厂商

抓住Micro� LED产业化机遇， 纷纷投

资Micro� LED显示技术开发等项目。

京东方与Rohinni成立合资公司，

进行Micro� LED转移技术开发与生

产；TCL华星与三安成立Micro� LED

联合实验室， 三安投资120亿元建设

Mini/Micro� LED芯片项目；LG推出

首款163英寸4K� Micro� LED电视，面

向高端商业和民用市场；群创发布24.6

英寸全彩AM� Micro� LED显示屏；三

星发布110英寸家用Micro� LED电视；

康佳发布APHAEA� Micro� LED未来

屏系列产品等。

利亚德与台湾晶元光电合资设立

利晶微电子， 打造了全球首个Micro�

LED大规模量产基地， 于去年10月正

式投产， 预计2022年产能将达到自发

光模组1600KK/月。 “Micro� LED技

术产业化，拉动LED行业进入更广阔的

市场，行业启动新一轮高增长周期。 ”

利亚德认为。

今年3月19日，利亚德与TCL华星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 基于各自的技术、产

品、市场优势，在Mini� LED背光、Micro�

LED等领域展开全方位深度合作。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利亚德近日举

行的业绩说明会上了解到，上述基地正

式投产后， 订单相对饱满。 截至目前，

Micro� LED订单过亿元。 因市场需求

旺盛，2021年5月底前将实现800KK/

月产能。

研 究 机 构 LEDinside 预 计 ， 到

2025年，Micro� LED产业市场规模将

达到29亿美元。其中，大尺寸显示器领

域产值接近20亿美元。 “Micro� LED

应用将从大尺寸商业显示， 逐步扩展

到可穿戴/可植入器件、AR/VR/MR、

光通讯/光互联、医疗探测、智能车灯、

空间成像等领域， 然后进入普通家用

电视消费市场。 ” 李楠楠说。

业绩下滑仍分红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上述计划

2020年分红的74家科创板公司中，

18家公司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滑，部分公司

下滑幅度较大。

新光光电2020年营业收入同

比下降3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60.01%。

对于业绩下滑的原因，公司表示，

研制任务及交付计划向后调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相关企业延

期复工复产， 导致公司产品交付

及验收向后延迟。 2020年，公司拟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8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

总额800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合

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的33.07%。

董登新指出，处于成长期的科

创板公司给投资者的最好回报是

高成长带动股价持续上涨。当科创

企业成长到了一定规模，再通过现

金分红来给予投资者丰厚回报。科

创企业经营管理者不能太短视，过

于看重眼前利益。 尤其不能迎合

“风口” 炒作股价。 也不能单纯为

了满足大股东的诉求高比例现金

分红。

74家科创板公司拟现金分红

截至4月12日晚17时，1426家

A股公司披露2020年年报，1125

家公司披露了2020年度现金分

红计划，占比达78.89%。 其中，87

家科创板公司披露了2020年年

报，74家公司计划2020年度进行

现金分红，占比达85.06%。

部分科创板公司分红比例较

高。业内人士认为，企业盈利能力

强，现金流水平健康，现金分红应

该鼓励。 但科创板企业定位高成

长性， 期待企业将更多资金投入

高回报率项目。

●本报记者 董添

检测盈利状况重要途径

从目前情况看，计划现金分红

的科创板公司持续增多。

盘和林指出，目前科创板公司

不足260家， 披露分红预案的公司

占比较高，间接说明科创板企业盈

利能力增强，企业现金流较为充沛。

信达证券研报显示， 股票高分

红带来多重好处。首先，分红往往是

企业盈利能力的检测器。 对于上市

公司而言， 由于投资者不能实际参

与管理，对企业财务报表的含金量

往往不能全面检测。 利润可以来自

多个方面，比如少计提折旧、多做研

发费用资本化、增加应收账款等，有

经验的投资者会参考现金流量表。

但企业说自己赚到了

钱，账上有现金，投资者没

法知道是不是真的。 因此，企业是

否拿出真金白银， 成为投资者检测

企业盈利状况的重要途径。

13家医疗器械公司去年净利增速超一倍

●本报记者 傅苏颖

根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截

至4月12日，33家医疗器械上市公司

披露了2020年年报。 其中，13家公司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100%。 圣

湘生物等3家公司表现亮眼， 归母净

利润同比增速均超过2500%。

业内人士认为， 我国医疗器械产

业在国产化、高端化、品牌化及国际化

等方面将迈出新的步伐。 2021年我国

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将达到8336亿元。

需求急剧增长

受疫情等因素影响， 相关医疗器

械需求急剧增长， 医疗器械板块业绩

整体表现突出。

得益于核酸检测试剂、 相关仪器

等产品及服务销售收入暴增， 圣湘生

物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47.63亿元，较

上年增长1203.53%；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 26.17亿元 ， 较上 年 增长

6527.90%。 此外，硕世生物、奥泰生

物、 迪安诊断等企业均因核酸检测需

求大增实现业绩大幅增长。

一次性手套龙头公司英科医疗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38.37亿元，较

上年增长56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70.07亿元，较上年增长

3829.56%。 公司称，一次性手套作为

关键防疫物资，全球范围需求激增、供

不应求， 亦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发展

契机。

展望2021年，不少公司表示将加

大技术创新。 圣湘生物表示，将进一

步推动基因技术高精化、 简便化、自

动化、移动化、系统化“五化” 建设，

继续完善和升级 “高精度磁珠法”

“一步法”“POCT移动分子诊断” 等

核心技术， 持续跟踪布局肿瘤早筛、

快速基因检测等新技术，提升公司产

品技术优势。

英科医疗表示， 将继续加强新产

品开发、 提升现有产品及在产品应用

方面创新，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

公司将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方针，开

展新材料的研发， 扩大针对特定客户

需求的一次性手套产品组合。 同时积

极开发其他个人防护装备， 为客户提

供一站式购物便利， 进一步探索现有

产品升级及新应用的机会。

产业发展进入“黄金期”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徐景

和近日表示， 我国医疗器械产业已进

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期” 。目前全国有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2.5万多家，经营企

业89.7万多家。 2019年全国医疗器械

主营业收入达到7200多亿元，约占全

球医疗器械市场规模的20%。

目前市场对于医疗器械的分类尚

无统一标准。 根据医械研究院《中国

医疗器械蓝皮书（2019年版）》对细

分市场的定义，可分为高值医用耗材、

低值医用耗材、医疗设备、IVD（体外

诊断）四大类。

中商产业研究院认为， 随着我国

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保健意识

的增强，医疗器械产品需求持续增长，

国内医疗器械行业整体步入高速增长

阶段。 2019年我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

为6365亿元，2016年-2019年复合年

均增长率为19.8%， 远超全球医疗器

械市场的增长速度。 中商产业研究院

预测，2021年我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

将达到8336亿元。

国药集团国药控股董事长于清

明表示，政策导向突出了医疗器械的

特殊属性，集合了光机电生化等新材

料新技术。 目前医疗器械共计22大类

超过10万品规，按照风险等级实行三

类分类管理。 近年来，医疗器械的相

关法律法规持续完善，医疗器械在大

健康产业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 未

来，医疗器械将是国药控股的支柱业

务。 近年来，国药器械发展了诸多专

业化公司，包括导管、支架、专业维修

公司等，将形成上下游一体化高度协

同联动的良好业态。 总体看，器械业

务在国药控股销售中的占比将逐步

提升。

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

近年来， 一系列优化医疗器械审

评审批的制度出台， 鼓励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国产医疗器械发展创新。

新修订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

例》近日发布，自2021年6月1日起实

施。新增和完善了以下制度：一是优先

审评审批制度， 对创新医疗器械实行

优先审评审批。二是附条件批准制度。

对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急需的医疗器

械，在综合平衡获益和风险的基础上，

可以附条件批准。三是紧急使用制度，

出现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

其他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紧急事件，

可以在一定范围和期限内紧急使用医

疗器械。

中泰证券认为，该条例的实施对

创新医疗器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

是有利于激发中小型医疗器械企业

持续创新，缩短产品上市周期，降低

研发生产成本。 中小型医疗器械研发

机构不必投入大量的财力兴建厂房，

可作为产品注册人，委托具备资质的

企业生产，专注前端研发，加快产品

上市进度。 二是有利于优化资源配

置，提升大型器械公司竞争实力。 对

于大型医疗器械公司， 之前研发、生

产必须在同一区域，但实现注册人制

度后，可结合地域、人力、环保、物流

等要素，统筹研发、生产、销售等产业

布局，优化资源配置。 三是有利于提

升行业集中度，淘汰“低、小、散” ，推

动产业结构调整。 实施注册人制度

后，研发管线同质化严重、产品质量

低的中小企业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

能进一步减少，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

高。 建议关注具备较强创新能力的迈

瑞医疗、安图生物、南微医学、微创医

疗等。

上海证券认为， 国家对医疗器械

质量安全与创新发展高度重视， 鼓励

创新，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监管

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 提高违法成

本，严惩违法行为，有利于创新型医疗

器械企业发展。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苏振

成本上涨 需求旺盛

钛白粉企业扎堆涨价

●本报记者 刘杨

钛白粉行业龙头企业龙蟒佰利4

月12日公告，上调各型号钛白粉价格。

4月以来，中核钛白、惠云钛业、金浦钛

业等多家钛白粉公司相继发布涨价函。

业内人士认为，成本上涨及海外需求旺

盛，助推钛白粉价格上行。 部分企业下

半年或有产能扩充计划，供应面或出现

宽松的情况。

齐发涨价函

截至4月12日，5家钛白粉上市公

司上调了钛白粉价格，国内市场涨幅在

每吨1000元至1500元， 外销价涨幅在

每吨120美元至200美元。

龙蟒佰利宣布，公司各型号钛白粉

在原价基础上对国内客户上调1000元

/吨，对国际客户上调150美元/吨。

中核钛白公告称， 从4月6日起全

面上调公司各型号钛白粉销售价格。其

中， 国内客户销售价格上调1000元/

吨，出口价格上调150美元/吨。 这是自

去年10月以来，中核钛白第7次调价。

此外，金浦钛业、安纳达、惠云钛业

三家上市公司也相继发布调价通知。

金浦钛业公告称，自4月6日起，公

司锐钛型和金红石型钛白粉销售价格

在原价基础上， 对国内各类客户上调

1000元/吨， 对国际各类客户上调150

美元/吨。 安纳达从2021年4月6日起上

调金红石型和锐钛型钛白粉价格，内贸

价格上调1000元/吨， 外贸价格上调

150美元/吨。 惠云钛业公告称，从3月

30日起， 在现有钛白粉销售价格基础

上，上调公司钛白粉销售价格。其中，国

内客户销售价格上调1000元/吨，出口

价格上调120美元/吨。

业绩高增长

卓创资讯钛白粉市场分析师田晓雨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本轮钛白粉价

格上涨， 主要在于成本端钛精矿提价所

致，而需求端增长令企业库存情况紧张。

海外需求方面， 据田晓雨介绍，由

于疫情影响，海外部分钛白粉企业开工

率下降， 带动国内钛白粉出口增多，国

内不少钛白粉企业的出口订单已排至

今年5月。

Wind数据显示，自去年7月1日以

来，钛白粉指数累计上涨33.41%。 公开

资料显示，中国是亚太地区钛白粉产能

最大的国家，2020年钛白粉产能达417

万吨。 在原材料端和供需端的支撑下，

钛白粉价格上涨，提振了相关上市公司

的业绩。

2020年， 中核钛白实现营业收入

37.16亿元，同比增长10.03%；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5亿元，同比

增长10.27%。 今年一季度，公司预计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5

亿元至3.32亿元， 同比增长70%至

105%。中核钛白表示，主营产品一季度

销量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且公

司主营产品金红石型钛白粉销售价格

在一季度多次上调。 中核钛白分别在1

月11日、2月9日和3月3日发布了调价

公告， 国内销价累计涨2500元/吨，国

外销价累计涨430美元/吨。

2020年，安纳达实现营业收入11.22

亿元，同比增长8.09%；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6511.04万元， 同比增长

101.06%。公司表示，2020年公司的钛白

粉产量、 销量较上年度均有较大幅度增

长，产量突破装置产能。安纳达董秘王先

龙在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上介绍，今年

一季度，钛白粉市场持续向好，公司基本

没有库存，产量不断创新高。

强景气周期

中信建投认为，2021年钛白粉行业

有望迎来强景气周期，周期波动减弱。

田晓雨表示，短期看，国内钛白粉

市场处于紧平衡状况，国外钛白粉大厂

于4月开始相继涨价。 国外下游企业逐

步复工复产，对钛白粉需求加大，钛白

粉出口市场向好。 长期看，钛白粉行业

有下行风险。主要因为供应面可能会出

现宽松的情况，部分企业下半年可能有

产能扩充计划。

4月12日，有投资者向天原股份提

问称，公司钛白粉项目二期5万吨预计

6月前投产，项目进展情况如何？ 天原

股份回复称， 该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预

计今年7月份投产。

高比例分红引发争议

Wind数据显示， 在上述披露

了分红预案的74家科创板公司中，

拟每10股派发现金超过1元 （含

税）的公司有67家，拟每10股派发

现金超过5元（含税）的公司有22

家， 拟每10股派发现金超过10元

（含税）的公司有9家。

硕世生物拟每10股派55元，暂

列科创板“分红王” 。 截至2020年

12月31日， 公司总股本为5862万

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

利32241万元（含税）。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科创板公

司在全部A股2020年报分红“排行

榜” 上名列前茅。比如，硕世生物目

前位列全部A股现金分红 “排行

榜” 第三名，仅次于贵州茅台、吉比

特。 此外，柏楚电子、瑞联新材、伟

思医疗等科创板公司目前进入全

部A股公司现金分红 “排行榜”

TOP20。

科创板公司分红比例较一些周

期行业公司还要高， 这引发投资者

争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

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中国证券

报记者表示，总体而言，投资人期望

科创板企业高成长性， 而不是暂时

的盈利能力。 但高分红亦是企业盈

利能力强的体现， 可以传递积极信

号让投资人认可企业的经营能力。

但对于成长期企业而言， 过多分红

会消耗企业的流动性， 也可能企业

暂时没有更好的投资项目。 武汉科

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

则指出， 科创企业不同于传统成熟

企业， 高成长性是科创板企业的基

本特征。 这就要求科创板公司需要

保持足够的研发投入， 如果过多现

金分红影响了企业的研发投

入，对其可持续发展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