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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链” 公司抢食新能源汽车“蛋糕”

立讯精密联手奇瑞造车

●本报记者 张兴旺

2月11日晚，立讯精密公告称，

公司与奇瑞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 拟与奇瑞新能源共同组

建合资公司， 专业从事新能源汽车

的整车研发及制造。此外，公司控股

股东立讯有限公司拟以100.54亿元

购买奇瑞相关股权。

业内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苹果供应链主要企业的投资需求

多数是围绕服务苹果而发起的，立讯

精密更为明显，未来公司或成为苹果

汽车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记者注意

到，目前富士康、蓝思科技等苹果供

应链公司正在加快智能汽车业务布

局，抢食新能源汽车产业“蛋糕” 。

与奇瑞合作造车

2月11日晚， 立讯精密发布公

告，2月11日，公司与奇瑞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奇瑞控股”）、奇瑞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奇瑞股

份”）、 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奇瑞新能源”）（三者及

其关联方合称“奇瑞集团”）于芜湖

共同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立讯精密表示，在协议基础上，

公司与奇瑞新能源拟共同组建合资

公司， 专业从事新能源汽车的整车

研发及制造， 为立讯精密汽车核心

零部件业务提供前沿的研发设计、

量产平台及出海口， 致力于实现公

司成为汽车零部件Tier1（车厂一级

供应商）领导厂商的中长期目标。

根据协议，双方尽各自最大努力

促成合作子公司于本协议签署后3个

月内成立。 合作子公司拟采取立讯精

密认缴5亿元持有注册资本的30%、

奇瑞新能源认缴11.67亿元并持有注

册资本70%的股权结构， 每1元注册

资本的认缴价格为1元。 合作子公司

成立后， 在满足合法合规性的前提

下，开展合作业务，尽快取得成果。

立讯精密还公告， 协议签署当

日， 公司控股股东立讯有限公司与

青岛五道口新能源汽车产业基金企

业 (有限合伙)（简称 “青岛五道

口” ）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约定立讯有限公司以100.54亿元购

买青岛五道口持有的奇瑞控股

19.88%股权、 奇瑞股份7.87%股权

和奇瑞新能源6.24%股权。 交易完

成后，立讯有限公司不对奇瑞控股、

奇瑞股份及奇瑞新能源构成控制。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签署前，青岛

五道口持有奇瑞控股46.77%股权，

是奇瑞控股第一大股东。

加快智能汽车业务布局

2021年8月，立讯精密在机构调

研时表示，汽车线束业务中，公司处

于业内领先位置， 客户既包括国内

造车新势力， 也包括北美新能源品

牌客户， 该部分产品也是公司未来

五年汽车业务的重要产品线。 在汽

车内饰部分， 公司也拥有较为擅长

的产品模块，例如无线充电模组，公

司在该业务领域已跻身行业前列。

此外，在汽车摄像头领域，公司与体

外公司充分协同， 帮助公司实现了

在不同市场和客户方面的延伸。

虽然汽车业务增长势头迅猛，

但在立讯精密营收中的占比还较

低。 2021年上半年，立讯精密来自

汽车互联产品及精密组件的营收为

17.74亿元，同比增长38.99%，营收

占比为3.68%。

除了立讯精密外，“果链” 不少

公司已在加速布局新能源汽车业

务。 2021年1月，苹果产品最大代工

厂商富士康宣布联手吉利控股成立

合资公司， 为全球汽车及出行企业

提供代工生产及定制顾问服务，包

括但不限于汽车整车或零部件等。

2021年11月，富士康以2.3亿美元从

电动汽车公司Lordstown� Motors

收购前通用汽车工厂， 该工厂位于

美国俄亥俄州，收购完成后，富士康

拥有首座汽车工厂。

日前， 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表

示，公司在俄亥俄州的电动汽车生产

将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富士康今年

将推出两款电动汽车，预计今年汽车

零部件收入将达到7.2亿美元。

2月6日，苹果供应链公司蓝思科

技称，公司对新能源汽车业务增长有

信心，力争2022年实现较高增长。 目

前， 公司主要产品有中控组装整件、

仪表盘、充电桩等，同时还会开拓其

他的部件。长沙黄花园区的车载募投

项目今年会建设完成；上海临港的汽

车项目也会积极推进。 同时，公司还

会对全球布局进行规划。

高纯晶硅产品供不应求

通威股份2021年净利润同比增长逾127%

●本报记者 康曦

2月13日，通威股份披露2021年业

绩快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66.02亿

元，同比增长50.68%；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2.03亿元， 同比增

长127.35%。公司表示，受益于下游需求

增长，2021年公司高纯晶硅产品供不应

求。 同时，公司太阳能电池及饲料等业

务板块经营稳健。

高纯晶硅稳步扩产

2022年1月7日，通威股份发布2021

年业绩预增公告，预计2021年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0亿元-85亿

元，同比增长122%-136%。 公司此次披

露的2021年度业绩快报符合预期。

对于业绩变动原因， 通威股份表

示，2021年公司高纯晶硅产品供不应

求，市场价格同比大幅提升，公司高纯

晶硅产能持续满负荷运行，全年实现销

量10.77万吨，同比增长24%，盈利能力

大幅提升。

多晶硅是光伏产业的重要原材料。 通

威股份表示，随着全球碳中和进程的推进，

新增光伏装机规模有望实现较快增长，预

计对多晶硅产品的需求将不断提升。

通威股份目前高纯晶硅年产能18

万吨，正在稳步推进新产能的建设。 在

建包头二期5万吨高纯晶硅项目将于

2022年投产。 同时，公司计划在乐山新

增投资20万吨高纯晶硅产能。 其中，10

万吨计划2022年底建成投产，预计2022

年底公司高纯晶硅产能达33万吨/年。

新项目将进一步优化工艺， 提升品质，

降低成本，可实现高比例N型料供应，满

足未来光伏行业提质增效对高品质硅

料的需求。

2021年上半年，受产业链供需不平

衡影响，高纯晶硅产品市场价格持续上

涨，叠加通威股份规模、质量、成本优

势，公司产品平均毛利率达69.39%。

开源证券表示，虽然全球多晶硅产

能在2022年预计有较大增长，但新增产

能平均需6个月才能达到满产； 且随着

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相继确立，光伏装机

需求依然很大。 因此， 紧平衡仍将是

2022年市场的主旋律，多晶硅价格预计

延续高位运行。 随着通威股份成本逐渐

下降，产品毛利率有望维持在50%以上。

电池片业务利润料上行

太阳能电池等业务板块也是助推

通威股份2021年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

2021年，公司太阳能电池等业务板块稳

健经营，维持了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根据通威股份已有及在建产能情

况统计， 目前太阳能电池年产能超过

40GW，预计2022年底电池年产能总规

模超过55GW。

西南证券表示，2021年第四季度，

公司电池片业务继续保持满产满销，单

位盈利能力好转，210尺寸出货占比进

一步提升，加快推动大尺寸产品的市场

进程。 产业链上下游产能结构失衡，以

及电池新技术扩产的不确定性将导致

2022年大尺寸电池产能供给偏紧，叠加

硅料价格松动等因素，电池盈利修复确

定性较强。 2022年，公司电池年产能总

规模超过55GW。 其中，210大尺寸电池

年产能规模将超过35GW，产能规模龙

头地位稳固，将充分保障公司大尺寸电

池出货能力，电池片业务利润有望进一

步上行。

现金股利超55亿元

格力电器去年中期分红方案出炉

●本报记者 吴科任

格力电器2月13日晚发布公

告， 公司董事会于当日审议通过

《2021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拟

向全体股东“10派10元” ，共计派

发现金股利55.37亿元。

年化股息率超5%

格力电器表示， 综合考虑当前

经营情况、发展规划、资金状况以及

现金分红政策的一贯性等因素，拟

实施2021年中期分红。

公告称， 格力电器（母公司）

2021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78.88亿元

（未经审计），截至2021年6月30日，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596.71亿元

（未经审计）。 结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公司拟暂以

2022年2月11日享有利润分配权的

股份总额55.37亿股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元（含

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

本，共计派发现金股利55.37亿元。

格力电器在公告中表示， 公司

现金分红水平高于所处行业上市公

司平均水平。

根据格力电器最新收盘价

（39.90元/股）计算，上述分红预案

的年化股息率超过5%（税前）。

格力电器的分红频率和分红力

度都居A股市场前列。 Choice数据

显示， 自1996年上市以来， 截至

2020年，公司累计派息24次，合计

派息金额高达843亿元。

除了分红阔绰之外，近年来，格

力电器的股份回购也频现大手笔。

2020年4月， 格力电器首次推出回

购方案， 回购金额为30亿元-60亿

元；2020年10月推出第二期回购，

回购金额同样为30亿元-60亿元。

2021年5月推出第三期回购， 回购

规模提升到75亿元-150亿元。

明确分红预期

“在公司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

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 公司

2022年至2024年每年累计现金分

红 总 额 不 低 于 当 年 净 利 润 的

50%。 ”近期，格力电器制订并公告

了《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2

年-2024年）》， 公司 2022年至

2024年每年进行两次利润分配，即

年度利润分配及中期利润分配。

格力电器表示， 根据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的

规定和要求， 在关注自身发展的同

时高度重视以自身经营业绩实现股

东回报，为建立科学、持续、稳定的

股东回报机制， 切实保护股东合法

权益，促进资本市场理性发展，公司

综合考虑企业盈利能力、 经营发展

规划、股东回报等因素，特制订《未

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22年

-2024年）》。

国信证券认为， 与其他白电龙

头相比， 格力电器的现金股利支付

率波动性较大， 这在一定程度上引

起了市场对于公司治理的担忧。 上

述规划明确了公司未来3年的现金

分红比例下限，有望消除市场担忧。

市场人士表示， 现金分红比例

下限设定后， 最终能分多少要看格

力电器未来的业绩增速了。 2021年

前三季度， 格力电器实现营业收入

1381.35亿元， 同比增长9.73%；归

母净利润为156.45亿元， 同比增长

14.21%。 但2021年第三季度，格力

电器的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均出

现两位数的同比下滑。之后，有券商

下调了格力电器的业绩预测， 理由

是公司仍处于变革期， 主营业务存

较大波动可能。

*ST德奥反驳券商意见力图恢复上市

背后现“德隆系”身影

针对前保荐券商联储证券

给出的恢复上市无望的结论，

*ST德奥2月11日晚在回复深交

所关注函时称， 自身仍具备恢

复上市条件， 联储证券解除协

议事宜不会对公司恢复上市产

生实质性影响。但*ST德奥恢复

上市面临“三座大山” ：业绩续

亏、 股东失和及对巨额资金承

担差额补足义务。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

现，广州中院近期出具的《民

事判决书》显示，新潮能源、ST

中捷、*ST德奥分别在15.86亿

元范围内对华翔投资不能清偿

贷款本金25亿元及利息、罚息、

复利的二分之一部分承担赔偿

责任。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家企

业早前都是“德隆系” 企业。

*ST中捷已就差额补足义务涉

及的事项向当地公安机关报

案， 玉环市公安局对该案已立

案，目前案件尚在侦查过程中。

●本报记者 于蒙蒙

正常推进年度审计工作

*ST德奥恢复上市之路出现重大

变故。 2月7日，*ST德奥的恢复上市保

荐机构联储证券向公司发来终止恢复

上市保荐的通知函， 称预计公司2021

年全年将继续亏损，持续经营能力有较

大的不确定性，面临约25亿元的资金承

担差额补足义务，且公司重整引入的投

资人曹升等与大股东迅图教育已出现

不和迹象，对后续公司经营存在较大不

利影响。 联储证券表示，其有充分的理

由认为公司已不具备恢复上市的条件。

对此，深交所立即向*ST德奥下发

关注函， 要求结合联储证券终止保荐

理由， 说明公司是否满足申请恢复上

市条件。

“联储证券认为公司已不具备恢

复上市条件的情况不具备客观依据，

公司认为自身仍具备恢复上市条

件。 ” *ST德奥回复称，公司破产重整

投资人认购转增股份的资金仍能保证

公司经营性资金相对充裕。 公司主营

业务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业务模式适

应市场需求。重整以来，公司逐步优化

调整产品结构，业务结构得到改善；同

时，选任新的管理层后，管理水平得到

提高，经营效率得到增强，公司盈利能

力将得以改善。

*ST德奥表示，目前，公司聘请的

会计师事务所正常推进2021年年度审

计工作， 最终数据以公开披露的审计

数据为准。

恢复上市进程受挫

由于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经

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 ，*ST德奥于

2019年5月15日被暂停上市。 2019年7

月24日，*ST德奥披露债权人张小东

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相关事宜。

随后，*ST德奥迎来“白衣骑士” 。

*ST德奥2020年5月13日晚间公告称，

公司、 公司管理人与迅图教育签署

《重整投资协议》，确认了迅图教育为

公司此次重整的重整投资人。 迅图教

育及其指定的财务投资人总计提供

7.35亿元资金支持公司通过重整程序

清理债务和在重整期间、 重整程序终

止后继续经营。

有了重整投资人的加入，*ST德奥

恢复上市工作获得了有力的支持。

2020年5月29日，*ST德奥披露， 佛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

2020年6月14日，*ST德奥与联储证券

签署《关于推荐恢复上市、委托股票

转让持续督导之协议书》（简称 《协

议书》）。其后，联储证券于2020年7月

初协助*ST德奥向深交所提交了恢复

上市申请文件。

就在*ST德奥计划在2021年初就

恢复上市进行上会准备时，却遭遇“黑

天鹅” 事件。 *ST德奥公告显示，公司

2021年4月21日晚收到广州中院的传票

及《民事裁定书》。 传票显示，广州中院

受理的原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包括华翔 (北京) 投资有限公

司、公司在内18名被告的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的开庭时间为2021年7月9日。

接近*ST德奥的资本人士叶春平

（化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该诉讼

彻底打乱了恢复上市计划， 监管机构

要求公司进行核查， 公司声称不存在

问题，恢复上市进程就此搁置。眼看恢

复上市迟迟无法落地， 重整投资人也

开始坐不住了。

2021年12月10日，*ST德奥公告

称，公司大股东迅图教育(实控人方康

宁) 持有的5.56%股份被司法冻结，而

申请人是*ST德奥股东曹升，其向法院

提出了财产保全申请。 次日，*ST德奥

又披露，公司股东陈乙超、张宇、杨伟

健、杨就妹、曹升与杨明裕共同签署了

《一致行动与表决权委托协议》。上述

股东皆为参与2020年*ST德奥公司重

整的投资人， 合计持有公司18.10%股

份，接近迅图教育20%的持股比例。

曹升等6名股东随后在回复函件

中称，自2020年7月初公司提交恢复上

市申请至今， 已过去一年零6个月，作

为重整财务投资人， 其希望尽快推进

恢复上市工作， 通过联合进而整合资

源， 以期帮助公司解决恢复上市的困

境，早日实现恢复上市的目标。

“德隆系”身影浮现

相比业绩续亏和股东不和， 对巨

额资金承担差额补足义务令*ST德奥

深受打击。

广州中院出具的 《民事判决书》

显示， 新潮能源、ST中捷、*ST德奥分

别在15.86亿元范围内对华翔投资不

能清偿贷款本金25亿元及利息、罚息、

复利的二分之一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分别在797.86万元范围内承担部

分诉讼费用。 上述违规担保事项涉及

*ST德奥可能承担的债务本金约为

15.94亿元，约为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201.68%。

值得注意的是， 涉案的三家上市

公司早前均为“德隆系” 公司，而违规

担保事项也与“德隆系” 密切相关。

《民事判决书》 显示，2017年6月

27日， 广州农商行与国通信托签订

《国通信托·华翔投资贷款单一资金信

托合同》，信托规模为25亿元人民币，

预计期限为48个月。同日，华翔投资与

国通信托签订《信托贷款合同》，国通

信托分别于2017年6月28日、2017年8

月3日向华翔投资先后发放贷款15亿

元、10亿元。 贷款于2021年6月28日到

期。 同时，新潮能源、ST中捷、*ST德奥

分别与广州农商行签订《差额补足协

议》约定，无论何种原因导致广州农商

行在任一信托合同约定的核算日未能

足额收到信托合同约定的投资本金或

收益时，应向该行承担差额补足义务。

天眼查显示， 华翔投资成立于

2014年5月，注册资本3000万元，两名

大股东闫莉、霍佳美均为自然人，各自

持股50%。 而据媒体报道，华翔投资法

人代表王秀珠曾任“德隆系” 核心人

物唐万新的法律顾问，股东霍佳美、闫

莉均为“德隆系” 成员。

*ST德奥表示， 广州中院就广州农

商行起诉包括公司在内的18名被告的

金融纠纷案件的一审判决中认为公司

存在印章管理不善的问题，但公司认为

被牵扯进上述金融案件是时任公司董

事长、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越权行为，非公

司行为，且公司恢复上市提交申报时已

不存在印章管理不善等内控问题。

针对*ST德奥提及的时任董事长，

梳理公告可知， 涉案前后共有两位董

事长。其中，朱家钢任期在2014年6月3

日-2017年6月18日， 王鑫文任期在

2017年6月18日-2018年3月17日。 资

料显示， 朱家钢曾担任德隆集团欧洲

分公司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