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纵横·新三板

2021/7/14

星期三 责编

/

钟志敏 美编

/

王 力 电话

/010-63070277

A08

Company

新三板中报迎开门红

上半年， 海天物联实现营业收入

1.98亿元，同比增长65.02%；归母净利润

为309万元，同比增长77.47%；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收窄至-157万元。

海天物联表示， 业绩增长的原因是

去年同期国内出现新冠肺炎疫情， 公司

经营受到极大影响， 严重影响到销售收

入，而在报告期内，随着国家对疫情的有

效防控，经营逐渐恢复并好于预期，且钢

管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较大， 因此

造成营业收入较大增长。同时，公司加强

内控管理，严格把关各项营业费用，合理

分配资金， 使得各项成本费用的同期增

长比例下降。此外，本期与上年同期相比

受营业外项目影响较小。

海天物联是服务于能源行业生产资

料供应链管理的现代化物流企业， 主要

服务于石油、化工等行业用户。公司在烟

台、上海、天津、江阴等多地设立了区域

配送中心。

还有多家基础层企业披露了中报。

美陵股份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91亿

元，同比增长20.99%，主要原因为接订

单增加；归母净利润为2999.89万元，同

比增长76.31%。美陵股份主营业务为石

油石化专用换热器及石化设备配件的

生产与销售，同时兼营汽车配件、高强

度紧固件、重型锻件、风机等产品的生

产与销售。

联创云科上半年营业收入为2981

万元，同比下降64.34%，亏损86万元，上

年同期盈利30万元。 公司表示，盈利下

滑主要原因是持续受疫情影响， 公司为

了稳定客户及维持公司正常运营对广告

代理客户大幅减费让利，以及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研发费用的增长导致。

环美科技上半年营业收入为2955

万元，同比下降40.72%，亏损352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41万元。 公司表示，盈利

下滑一方面是由于上半年工程项目收入

减少进而使公司收入较同期有所减少；

另一方面，公司发展规模扩大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研发费用等均有增加。

创新层首份中报盈利大涨

7月12日， 创新层企业昊方机电股

价大涨10.16%，上涨动力系公司中报表

现。上半年，昊方机电实现营业收入6.06

亿元，同比增长69.50%；归母净利润为

3452.09万元，同比增长2763.75%。

昊方机电表示， 业绩增长主要系汽

车行业景气度回升，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另外，公司金属成形新业务逐步量产，并

获得重庆建设MIM产品和盖茨集团

“个人出行” 事业部领域的重大合同。

据了解， 昊方机电立足于汽车零部

件及配件制造行业， 公司实现了多项关

键技术突破，包括精密铸造、冲挤、旋压、

拉伸、粉末冶金（PM）、非晶合金等金

属近净成形技术和工艺， 自主研发了一

批独创核心技术，并广泛应用于生产中，

目前涵盖汽车空调电磁离合器、 旋压皮

带轮、金属粉末注射（MIM）、粉末冶

金、液态金属、高压铸造、低压铸造、重力

铸造、差压铸造、涡旋式空压机、车用缓

速器等领域。

昊方机电上半年收入增长主要源于

离合器及MIM军工产品收入增加所致。

公司表示，随着汽车零部件行业专业化

分工趋势不断加剧，下游客户对产品质

量、生产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规模较小

的企业由于生产装备较落后，产品设计

及制造能力有限，不能响应客户新产品

的设计研发需求，产品质量跟不上客户

要求的提高，市场需求逐步向行业龙头

企业转移，包括汽车空调电磁离合器在

内的中高端汽车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可控

进程逐渐加速。

昊方机电于2015年9月在新三板挂

牌交易，目前采用做市交易方式，最新总

市值为9.18亿元。 截至6月底，公司股东

户数为287户， 其中不乏实力股东。 比

如，地方国资控制的蚌埠高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管理各类资金总规模约4194

亿元的深创投分别是昊方机电第三大股

东、第七大股东。

资金密集关注精选层中报

尽管还没有精选层公司发布半年

报， 但朱老六和贝特瑞已率先披露半年

度业绩预告。 前者预计盈利2800万元至

3200万元， 同比增长20.10%-37.26%；

后者预计盈利7亿元至7.5亿元， 同比增

长218.61%-241.37%。

朱老六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

头企业，主营业务为腐乳、酸菜和料酒等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上半年

盈利预增主要得益于三方面因素： 市场

拓展和品牌营销取得较好效果， 营业收

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上年同期聘请了咨

询服务机构提供战略咨询服务， 而本期

未发生此类费用； 本期存货报废损失较

上年同期减少。

贝特瑞专业从事锂离子电池正、负

极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上半年，下

游电池生产商加大生产力度， 电池材料

市场需求迅速提升， 公司正负极材料销

量大幅增长，促进业绩实现较大增长。此

外，出售贝特瑞（天津）纳米材料制造有

限公司及江苏贝特瑞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出售磷酸铁锂相关资产和

业务，增加了本期净利润。

全国股转公司7月13日更新的 《精

选层2021半年报预约披露时间表》显

示，朱老六将于7月26日披露半年报，目

前它的预约时间排在最前面。 贝特瑞预

约日期为8月24日。

截至7月13日，57家精选层公司预

约了半年报披露日期， 多集中于8月下

旬。业内人士指出，精选层公司半年报将

成为资金布局转板上市机会的重要参

考。 根据沪深交易所发布的转板上市办

法， 精选层公司转板上市的 “财务-市

值”要求与直接IPO保持一致。随着财务

数据的明朗， 部分精选层公司转板预期

更加明确。

市场人士认为， 随着转板上市申报

日期临近， 具备转板条件的精选层公司

受到投资者关注。 但部分公司股价已包

含一定的转板预期， 投资者需要关注估

值与成长性的匹配关系。

新三板中报季拉开帷幕 57家精选层公司已预约披露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实习记者 王奕斐

吉冈精密冲刺精选层

获首轮问询

● 本报记者 吴勇

吉冈精密日前冲刺精选层被首轮问询， 涉及公司技术先进

性、客户稳定性、毛利率、募投项目新增产能消化合理性等方面

问题。 此次公司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2300万

股（未考虑超额配售选择权）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募集资金扣除

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年产2900万件精密机械零部件生产线智能

化改造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专注精密金属制品领域

招股书显示，吉冈精密是精密金属制品行业领先企业，专注

于铝合金、锌合金精密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涵盖电

子电器零部件、 汽车零部件及其他零部件， 主要应用于清洁电

器、电动工具、通讯设备等。

吉冈精密介绍，公司多次直接参与客户产品端的结构设计。

公司与客户共同开发的电机结构件产品已通过测试阶段， 将应

用在特斯拉Model� 3车型；开发的电机转子产品亦通过测试阶

段，将应用于LG的电机产品。

2021年，公司成为新能源电池全球领先厂商宁德时代和汽

车起动机知名品牌博格华纳的一级供应商。 拥有公司核心技术

的蒸汽加热器产品已进入小米产品的试样改型阶段。

分析人士指出， 金属制品结构件广泛应用于众多高精尖的

制造业领域产品，伴随技术提升，目前市场中的精密金属结构件

可应用于汽车、通信、电子、家电、机床、交通、能源等各个领域。

随着我国工业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发展带动的消费升级，

下游行业对金属制品结构件的需求保持稳定增长， 金属制品业

的市场规模稳定在3万亿元以上。

吉冈精密表示，精密金属零部件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覆盖

家用电器、汽车、电动工具等众多领域。 公司主要产品应用领域

集中在电动工具、清洁电器、汽车零部件等行业，这些行业市场

容量大，未来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受益行业发展的高景气度，报告期内（2018年至2020年），

吉冈精密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99亿元、2.08亿元、2.6亿元； 实现

归母净利润2402.23万元、2713.41万元、4347.72万元。

绑定行业龙头企业

招股书显示， 吉冈精密自主研发取得发明专利的蒸汽加热

器产品被广泛应用于蒸汽拖把等清洁小家电产品， 并成为蒸汽

拖把行业龙头企业Shark的蒸汽加热器指定供应商。 公司技术

优势带动销售规模和盈利水平均快速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年复

合销售增长率达14.17%，2020年度，销售增长率达24.96%。

据吉冈精密介绍，公司产品在电动工具行业有着重要应用。

报告期内，公司最大客户为牧田（中国）及牧田（昆山），其隶属

于牧田株式会社为目前世界上大规模专门生产专业电动工具的

制造商之一。 根据StanleyBlack&amp;Decker2019年年报数

据，牧田在全球电动工具市场中市占率排名第四，约占7.18%。

“2019年，公司成功开发了华为的产品配件，进入通讯产品配件

领域；2020年，与富士康开展合作，获得其供应商代码，进一步

开拓通讯领域市场。 ”

吉冈精密表示，公司坚持研发投入，重视自主设计能力。 报

告期内， 公司研发投入金额分别为786.40万元、955.56万元和

1094.17万元。截至日前，公司拥有73项专利。 其中，发明专利两

项，实用新型专利71项。

吉冈精密此次募投的年产2900万件精密机械零部件生产

线智能化改造项目旨在扩大公司产能，满足市场需求。吉冈精密

表示，项目实施后，公司将具备年产汽车零部件800万件、电动

工具零部件700万件、通讯器材及加热器400万件、办公自动化

零部件400万件、LED照明灯具产品100万件、 纺织机械零部件

500万件、模具150付的生产能力。

募投项目被问询

在首轮问询中， 吉冈精密的募投项目新增产能消化合理性

受到全国股转公司的问询。 招股书显示，报告期内，公司产能分

别为2811.3万件、2861.81万件、3571.6万件，本次募投项目拟新

增2900万件产能。 对此，监管机构要求公司结合本次募投的产

能扩大情况， 结合现有客户或潜在客户情况说明本次募投的产

能消化措施。

招股书显示， 本次零部件生产线智能化改造主要用于增加

汽车零部件、电动工具零部件、通讯器材及加热器、LED照明灯

具产品、办公自动化零部件、纺织机械零部件及模具产能。 报告

期内，公司在灯具用零部件方面，终止了与昆山将煜贸易有限公

司的合作； 向佳能与铁美机械提供的办公设备零部件及纺织机

械零部件产品对应收入均下滑， 本次募投项目拟增加LED照明

灯具产品100万件、办公自动化零部件400万件，纺织机械零部

件500万件。 监管机构要求公司结合报告期内，向本次募投项目

拟增加产能产品的市场空间，销售客户基本情况，各类产品的具

体收入和利润情况以及发行人生产经营策略， 进一步说明精密

机械零部件生产线智能化改造项目生产产品结构及产能分配的

合理性。

吉冈精密的技术及产品的先进性和未来前景也受到监管机

构问询。监管机构要求公司区分下游应用行业，补充披露精密金

属制品行业市场竞争格局、主要参与者，分析说明公司在各个细

分行业领域中的市场占有率和行业地位， 公司为行业领先企业

的客观依据。

招股书显示，公司共有包括“一种蒸汽加热器装置” 等7个

研发项目，上述在研项目行业水平均为行业领先水平。监管机构

要求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在研项目行业领先的依据， 是否具备相

应的研发团队、研发设备、储备或发表的技术成果，是否存在研

发失败的风险。

此外， 公司存在部分无核心技术对应产品受到监管机构问

询。 招股书显示，报告期内，公司核心技术产品占当期营业收入

的比例分别为55.47%、54.90%、62.21%。 监管机构要求请公司

补充披露上述产品所采用的生产技术和相关工艺， 公司是否利

用行业通用技术进行生产， 结合下游客户与公司合作情况以及

采购模式分析说明该类无核心技术对应产品的业务收入是否存

在被替代风险。

回复年报问询

“收入王” 钢银电商称盈利来自价差与服务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实习记者 李嫒嫒

日前，新三板年度“收入王”———钢银

电商就全国股转公司下发的2020年《年报

问询函》作出回复。 公司供应链服务业务

的盈利来源是监管机构关注要点之一，钢

银电商回复称， 该业务盈利均来自基础货

物差价和服务费用， 服务费用在与客户进

行结算时一并计入货款的销售价格。

寄售业务收入降超九成

公开资料显示， 钢银电商业务主要包

括寄售交易和供应链服务等钢铁现货交易

服务， 并且通过钢银平台及战略合作伙伴

为客户提供支付结算、仓储、物流、加工等

一系列增值服务。

2020年， 钢银电商实现营业收入

580.40亿元，同比下降52.48%。 其中，寄售

业务收入为43.12亿元，同比下降94.78%；

供应链服务业务收入为536.61亿元， 同比

增长35.94%。 公司表示，结合新收入准则

的执行对寄售交易业务模式进行梳理优

化，一般寄售业务按净额法确认收入，使得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同时减少。

寄售业务收入骤降引来监管机构关

注。《年报问询函》要求钢银电商结合公司

与供应商、客户签订的合同条款、公司在合

同履行中的权利义务、 新旧收入准则关于

总额法和净额法的相关原则及规定等，说

明公司2020年一般寄售业务采用净额法

核算的原因， 以前年度采用总额法核算的

原因及合理性， 上述变化是否涉及前期差

错更正。

钢银电商回复称，公司自2020年1月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要求企

业在履行合同中的履约义务时， 以客户取

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即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

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同时，新收入准则

第三十四条指出对于特定交易的会计处

理， 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

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 来判断其从

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

人。 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

商品的，该企业为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

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否则，该企业

为代理人， 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

扣除应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

确认收入。

钢银电商表示， 公司从未来发展战略

考虑， 为进一步体现在钢铁电商产业链中

的核心价值， 不断降低公司在寄售交易业

务中承担的风险，对2020年度一般寄售业

务进行全面梳理，优化一般寄售业务模式，

通过协议重新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强化

服务属性，明确服务商定位与职责。

钢银电商强调， 公司优化业务模式及

更新合同条款后，下游客户凭放货通知单

直接向上游供应商提货，若由于上游供应

商原因导致的损失，公司将积极与供应商

协调处理，最终以供应商的赔偿结果为准，

公司不再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

任，仅承担代理责任。

差价+服务获取利润

供应链服务业务也被关注。 根据《年

报问询函》，“根据公司已披露信息，公司

供应链服务业务主要包括赊销业务 （任

你花）和预购类业务（帮你采、订单融、随

你押），均系通过钢材产品的买卖差价获

取利润，包含公司的供应链管理、资源匹

配、货物结算、物流配送以及线上营销等

多种增值服务价值。公司通常在收费阶段

与客户以协商方式确定价格，日常运营过

程中未对各项增值服务进行标准化定

价。 ”

为此，《年报问询函》要求钢银电商按

业务分类详细说明各类供应链服务的盈利

模式，说明买卖差价的构成及定价依据；说

明各类供应链服务产品在不同交易阶段需

签订的协议及相应结算条款，各类产品服

务费用的计算基础及比例，公司在收费阶

段与客户协商定价的具体依据和测算过

程，不同客户定价是否存在重大差异；结合

主要合同条款、定价依据、盈利模式等情

况， 说明供应链服务业务毛利率较低的原

因及合理性等。

钢银电商回复称， 公司供应链业务的

盈利来源均来自于基础货物差价和服务费

用， 服务费用在与客户进行结算时一并计

入货款的销售价格。 公司各类供应链业务

产品的结算条款均体现了货物销售价格系

以采购成本为基准并附加各类型服务费用

来确定， 其中服务费用包含了公司的运营

管理、资源匹配、货物结算、仓储管理、物流

配送、 加工服务以及线上营销等多种增值

服务价值。 针对上述服务费用中诸多种增

值服务价值， 公司不对每一条服务进行单

独加价收费， 而是在综合各项服务后统一

加价收费，统称为供应链服务费，一并计入

该笔货物的销售总价款。

以订单融业务类型为例， 其买卖差价

构成分为两类：货物从钢厂线下采购，基础

货物差价＋供应链服务费； 货物采购自商

家， 基础货物差价＋供应链服务费＋寄售

交易服务费。 2019年10月23日，钢银电商

在其官网发布了《关于调整钢银电商“订

单融”产品服务费率的通知》。《通知》指

出，服务费自“订单融” 交易订单成立之日

起计至订单融会员支付货款之日止； 交易

成立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按实际占用款

项的0.33‰/日（含税）计算服务费；交易

成立后第31日起，按交易实际占用款项的

0.4‰/日（含税）计算服务费。

7月9日，海天物联披露了今年新三板首份中报；同日，昊方机电

披露了创新层首份中报。 这两家公司均实现盈利上涨，其中昊方机电

盈利大增27倍。 7月26日，朱老六将披露精选层企业首份中报，从业绩

预告来看，其盈利增长近四成。 截至7月13日，57家精选层公司预约了

半年报披露日期，多集中于8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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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中报季拉开帷幕 57家精选层公司已预约披露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实习记者王奕斐

7月9日，海天物联披露了今年新三板首份中报；同日，昊方机电披露了创新层首份中报。 这两家公司均实现盈利上涨，其中昊方机电盈利大增27倍。 7月26日，朱老六将披露精选层企业首份中报，从业绩预告来看，其盈利增长近四成。 截至7月13日，57家精选层公司预约了半年报披露日期，多集中于8月下旬。

新三板中报迎开门红

上半年，海天物联实现营业收入1.98亿元，同比增长65.02%；归母净利润为309万元，同比增长77.4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收窄至-157万元。

海天物联表示，业绩增长的原因是去年同期国内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公司经营受到极大影响，严重影响到销售收入，而在报告期内，随着国家对疫情的有效防控，经营逐渐恢复并好于预期，且钢管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较大，因此造成营业收入较大增长。 同时，公司加强内控管理，严格把关各项营业费用，合理分配资金，使得各项成本费用的同期增长比例下降。 此外，本期与上年同期相比受营业外项目影响较小。

海天物联是服务于能源行业生产资料供应链管理的现代化物流企业，主要服务于石油、化工等行业用户。 公司在烟台、上海、天津、江阴等多地设立了区域配送中心。

还有多家基础层企业披露了中报。 美陵股份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91亿元，同比增长20.99%，主要原因为接订单增加；归母净利润为2999.89万元，同比增长76.31%。 美陵股份主营业务为石油石化专用换热器及石化设备配件的生产与销售，同时兼营汽车配件、高强度紧固件、重型锻件、风机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联创云科上半年营业收入为2981万元，同比下降64.34%，亏损86万元，上年同期盈利30万元。 公司表示，盈利下滑主要原因是持续受疫情影响，公司为了稳定客户及维持公司正常运营对广告代理客户大幅减费让利，以及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的增长导致。

环美科技上半年营业收入为2955万元，同比下降40.72%，亏损352万元，上年同期亏损41万元。 公司表示，盈利下滑一方面是由于上半年工程项目收入减少进而使公司收入较同期有所减少；另一方面，公司发展规模扩大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等均有增加。

创新层首份中报盈利大涨

7月12日，创新层企业昊方机电股价大涨10.16%，上涨动力系公司中报表现。 上半年，昊方机电实现营业收入6.06亿元，同比增长69.50%；归母净利润为3452.09万元，同比增长2763.75%。

昊方机电表示，业绩增长主要系汽车行业景气度回升，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另外，公司金属成形新业务逐步量产，并获得重庆建设MIM产品和盖茨集团“个人出行”事业部领域的重大合同。

据了解，昊方机电立足于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行业，公司实现了多项关键技术突破，包括精密铸造、冲挤、旋压、拉伸、粉末冶金（PM）、非晶合金等金属近净成形技术和工艺，自主研发了一批独创核心技术，并广泛应用于生产中，目前涵盖汽车空调电磁离合器、旋压皮带轮、金属粉末注射（MIM）、粉末冶金、液态金属、高压铸造、低压铸造、重力铸造、差压铸造、涡旋式空压机、车用缓速器等领域。

昊方机电上半年收入增长主要源于离合器及MIM军工产品收入增加所致。 公司表示，随着汽车零部件行业专业化分工趋势不断加剧，下游客户对产品质量、生产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规模较小的企业由于生产装备较落后，产品设计及制造能力有限，不能响应客户新产品的设计研发需求，产品质量跟不上客户要求的提高，市场需求逐步向行业龙头企业转移，包括汽车空调电磁离合器在内的中高端汽车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可控进程逐渐加速。

昊方机电于2015年9月在新三板挂牌交易，目前采用做市交易方式，最新总市值为9.18亿元。 截至6月底，公司股东户数为287户，其中不乏实力股东。 比如，地方国资控制的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各类资金总规模约4194亿元的深创投分别是昊方机电第三大股东、第七大股东。

资金密集关注精选层中报

尽管还没有精选层公司发布半年报，但朱老六和贝特瑞已率先披露半年度业绩预告。 前者预计盈利2800万元至3200万元，同比增长20.10%-37.26%；后者预计盈利7亿元至7.5亿元，同比增长218.61%-241.37%。

朱老六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主营业务为腐乳、酸菜和料酒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上半年盈利预增主要得益于三方面因素：市场拓展和品牌营销取得较好效果，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上年同期聘请了咨询服务机构提供战略咨询服务，而本期未发生此类费用；本期存货报废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贝特瑞专业从事锂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上半年，下游电池生产商加大生产力度，电池材料市场需求迅速提升，公司正负极材料销量大幅增长，促进业绩实现较大增长。 此外，出售贝特瑞（天津）纳米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及江苏贝特瑞纳米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出售磷酸铁锂相关资产和业务，增加了本期净利润。

全国股转公司7月13日更新的《精选层2021半年报预约披露时间表》显示，朱老六将于7月26日披露半年报，目前它的预约时间排在最前面。 贝特瑞预约日期为8月24日。

截至7月13日，57家精选层公司预约了半年报披露日期，多集中于8月下旬。 业内人士指出，精选层公司半年报将成为资金布局转板上市机会的重要参考。 根据沪深交易所发布的转板上市办法，精选层公司转板上市的“财务-市值”要求与直接IPO保持一致。 随着财务数据的明朗，部分精选层公司转板预期更加明确。

市场人士认为，随着转板上市申报日期临近，具备转板条件的精选层公司受到投资者关注。 但部分公司股价已包含一定的转板预期，投资者需要关注估值与成长性的匹配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