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燃数字经济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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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兴旺

赛迪顾问日前发布的研报显示，2022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百强榜中， 北京、上

海、深圳、杭州、广州连续多年稳居数字经济一线。

深圳数字经济正在蓬勃发展。 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深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突破9000亿元，占全市GDP比重为30.6%，总量和比重均位居全国前列。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调研发现，华为、腾讯等企业结合自身进行数字化转型

的实践经验，用数字技术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 拥抱数字化，荣耀、欣旺达等

深圳制造业企业插上了“数字翅膀” ，提升了企业竞争力。

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华为是全球ICT（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领军企业。 11月初，在深圳坂田华为

总部，中国证券报记者看到，2022华为全联接大会吸引一汽集团、长安汽车等合作

伙伴分享数字化转型实践经验。

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说：“中国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千行百业数字化的迫

切需求和丰富的ICT人才储备，正推动行业数字化进入快车道。对于中国大多数企

业来说，数字化已经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

据胡厚崑介绍， 目前华为数字化人才发展服务已经覆盖企业客户1200多家，

累计为企业培养数字化人才近5万人。

深圳另一家数字经济代表企业是腾讯。 据腾讯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月，深

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与腾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宝安与腾讯将合力推进数字未来

城建设、数字化场景应用建设等，同时推进“腾讯云工业互联网总部基地” 落地。

在智慧农业领域，腾讯与深农集团携手探索建设“数字菜篮子” 。

腾讯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业务，助力公司业绩企稳。 前不

久，腾讯发布的三季报显示，2022年第三季度，腾讯实现营收1401亿元。其中，金融

科技及企业服务业务实现收入448亿元，同比增长4%，成腾讯第一大收入来源。 腾

讯表示，公司积极助力非互联网行业拥抱数字化转型，特别是过去发展模式偏重

线下的行业，其相关收入占比提升。

一些数字经济相关企业前来“落户” ，为深圳数字经济发展增添活力。 近年

来，京东、字节跳动、小米等企业在深圳设立区域总部。 去年，中国电子集团总部搬

迁至深圳，将推动深圳数字经济再上新台阶。

深圳数字经济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近日，深圳市人民

政府副秘书长李卓文表示，深圳通过构建以政策、平台、基础设施等多位一体的模

式， 打造数字经济发展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2021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突破9000亿元。

李卓文表示，在新的历史机遇下，深圳市将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强芯片、工

业软件等领域源头创新，加快“互联网+未来科技城” 等特色园区建设步伐，推动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

制造业插上“数字翅膀”

在深圳，传统制造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让企业发展插上“数字翅膀” 。 在

深圳坪山荣耀智能制造产业园内，从“线头” 上料到“线尾” 手机下线的组装生产

线上，75%的工序由自动化设备完成，生产线实现关键设备数控化率100%，关键

设备联网率达95%。

今年2月， 荣耀智能制造产业园入选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2021年度智

能制造示范工厂名单。 荣耀供应链管理部总裁宋亦文表示，没有数字化平台，做不

到产品质量的全期跟踪和管理。 研究机构IDC数据显示，荣耀手机2022年第三季

度在国内市场出货量达1273万部，市场份额为17.8%，排名国内市场第二。

欣旺达是全球消费类锂电池龙头企业，公司已经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深耕二十

余年。在欣旺达位于深圳宝安石岩的自动化生产车间，深圳首条“5G+工业互联网

应用”产线投入使用刚满两年。 日前，欣旺达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肖光昱对

记者表示，数字化转型对公司业务发展是如虎添翼，“5G+工业互联网” 产线使用

后，相比使用前，该产线综合收益提升17.1%。

欣旺达数字化转型取得成效。肖光昱对记者直言：“过去公司母、子公司、集团

公司内系统相互独立，信息孤岛现象比较严重，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买卖交易、上下

游产业链协同联动效果也不好，没有将数据用起来。 2017年公司从产供销开始向

数字化转型升级，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将公司软件和系统打通整合起来。 数据汇

集在数据仓库，经过清洗，数据中台再建模分析，提高了公司智能化水平。 ”

“依靠数字化转型，能够降本增效，提升了公司产品竞争力。 不管是大型企业

还是中小企业，应该尽早进行数字化转型。 ”肖光昱说，在欣旺达工业互联网平台

使用稳定之后，平台服务商开始将该平台推广到更多的企业当中去，让更多企业

受益。 目前，欣旺达上下游产业链上接近4000家企业、欣旺达以外的产业链上约

4000家企业，共计8000家左右企业使用该工业互联网平台。

赋能千行百业

过去多年，华为也一直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经验，

也有教训。 为了帮助企业应对数字化发展中的共性挑战，胡厚崑提出了三大举措：

“让技术不难选不难用，让企业‘上好云、用好云’ ，让数字人才供给源源不断，助

力千行百业释放数字生产力。 ”

胡厚崑表示，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华为愿与客户和伙伴

一起，坚持开放、创新、合作，携手推进数字化进程。

以鸿蒙为例，据胡厚崑介绍，在工业领域，鸿蒙可以发挥万物互联、多设备协

同的优势，打造工业领域的人机交互操作系统。 2021年，华为与国家能源集团联

合，基于鸿蒙开发了矿鸿操作系统，这是矿山领域首个物联网操作系统。 目前，该

系统已稳定运行超过一年，让原来跑在十多个操作系统上的上千套设备说“同一

种语言” ，具备了互相感知、组网、协同工作的基础，推动煤矿智能化的发展迈出了

一大步。

面对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需求，腾讯持续助力国家电网、三一重工、工业富联

等龙头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 据腾讯相关负责人介绍，腾讯产业互联网已在

30多个行业与9000多家合作伙伴打造了超过400个行业解决方案，助力千行百业

在各自的赛道上加速发展。

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甲

９７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电话：编辑部

６３０７0３57

发行部

６３０７0３２６

、

６３０７0３２４

广告部

６３０７２６０３

传真：编辑部

６３０７０４83

、

６３０７０480

广告部

６３０７１０２９

零售价格：

4．0０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

００１９

号

公司纵横

2022/11/26

星期六 责编

/

钟志敏 美编

/

马晓军 电话

/010-63070277

A04

Company

前脚否认后脚官宣

中天科技分拆核心子公司引关注

●本报记者 于蒙蒙

11月25日，市值近600亿元的中天科技开

盘迎来一字跌停，截至收盘，卖盘前五档的封

单积累超200万手。 消息面上，公司11月24日

晚披露，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及中天海缆管理

层启动分拆中天海缆境内上市的前期筹备工

作。 值得注意的是，中天科技在11月14日互动

易平台称，自海缆分拆项目终止后，公司没有

审议过分拆中天海缆上市的事项。

作为核心子公司，中天科技前脚否认后又

突然宣布分拆，这一动作引起众多投资者公开

质疑。 中天科技在11月25日午间紧急补充说

明，（分拆事项） 是基于投资人通过多个渠道

反复询问，公司董秘遂请示公司董事长，继而

提请董事会审议，“公司前期在E互动、业绩说

明会对投资者提问的回复是对当时业务状态

的客观说明，符合实际情况。 ”

市场反应“意外”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在前述筹划分拆的

提示性披露后， 某券商组织了一场电话会议，

中天科技副董事长薛驰和董秘杨栋云参加，就

分拆事项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在一个多小时的

会议中，不理解成为多数投资者对于分拆事项

的第一反应。

薛驰在电话会上回应称， 在中天科技10

月披露三季报时点，有众多投资者询问公司是

否有中天海缆分拆上市的计划。公司当时并没

有对此做出正式讨论，因为这件事是在集团层

面决策，上市公司层面并不知晓。薛驰说：“尤

其有投资者说通过其他渠道听说要分拆，我们

感觉很诧异，也感觉到资本市场的诸多言论干

扰了我们。 所以对于分拆，近期公司对此做了

很严肃的讨论和咨询，我们也在讨论的第一时

间就做了提示性公告。 ”

不过，上述解释并未打消投资者的顾虑。

在公告次日，中天科技遭遇跌停。 中天科技紧

急在11月25日午间发布补充说明公告， 详细

解释分拆事项来龙去脉，“公司董事会秘书于

2022年11月14日下午向董事长汇报投资人

关注的热点问题， 请示是否将部分重大事项

提请董事会决策。 董事长同意将筹划分拆海

缆上市议案提请最近一次董事会讨论。 公司

于11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董事会、监事会，

董事会投票表决筹划海缆分拆上市议案，取

得通过。 公司于当日晚间提交披露了本次董

事会决议公告及筹划中天海缆分拆上市的提

示性公告。 ”

业绩占比较高

中天海缆分拆事项之所以引起市场关注，

是因为其是中天科技业绩的重要支撑，同时处

在高景气度的海上风电板块，是机构配置的主

要方向。

资料显示，中天科技主要产品涵盖光通信

及网络、电网建设、海洋系列、新能源等。其中，

中天海缆主要从事海缆、陆缆的研发、设计、生

产和销售业务， 为公司海洋产业中重要子公

司。业绩层面反映更加直观，2021年和2022年

上半年， 中天科技营收分别为461.63亿元，

200.42亿元， 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72亿元、

18.24亿元。同期，中天海缆营收分别为106.45

亿元、45.94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18.24亿元、

5.86亿元。

本次分拆前，中天科技及子公司持有中天

海缆4.8亿股，占比89.05%。 中天科技称，根据

中天海缆募集资金需求， 预计中天海缆增发

10%-20%股份，被稀释后中天科技及子公司

股权比例仍保持70%以上，本次分拆上市不会

导致公司丧失对中天海缆的控制权，中天海缆

仍为中天科技的并表控股子公司。 本次分拆，

中天海缆将利用募集资金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抢抓市场机遇，巩固竞争优势。

对于中天科技将这一核心子公司分拆上

市，有市场人士表达了担忧，“分拆之后，虽然

有利于子公司做大做强，但短期内对母公司的

利润贡献肯定有摊薄。 ”

追溯公告可知，中天科技分拆的想法并

非心血来潮。 中天科技曾于2020年9月首次

启动筹划分拆中天海缆上市的计划。2021年

5月， 中天海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材

料并获受理。 但后续因公司考虑到自身经营

情况、统筹安排业务发展和资本运作规划等

原因， 公司于2021年8月27日终止分拆中天

海缆至科创板上市事项，并撤回相关上市申

请文件。

本次分拆上市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中

天科技股东大会层面能否通过至关重要。 在

中天海缆前次分拆上市的筹划、 预案和提交

招股书阶段，二级市场较为平静，但本次却迎

来股价一字跌停， 投资者的态度显然不容小

觑。 截至今年三季度末，中天科技大股东中天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股达22.68%， 而前十大

股东累计持股达37.38%。 考虑到中天科技目

前的持股比例分散， 中天海缆分拆上市面临

一定的不确定性。

美团第三季度营收

同比增长28.2%

●本报记者 杨洁

11月25日， 美团发布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

受益于核心本地商业分部收入稳健增长以及新业

务分部收入强劲增长， 美团第三季度实现营收

626.19亿元，同比增长28.2%，环比增长22.9%；期

内利润达12.17亿元，去年同期为亏损99.94亿元；

经调整净利润为35.27亿元，去年同期经调整净亏

损55.27亿元。

核心业务稳健增长

尽管受到疫情的负面影响，美团2022年第三

季度核心本地商业分部业务仍实现稳健增长。 三

季度，美团即时配送订单数增至50亿笔，包括餐

饮外卖、 美团闪购及到店酒旅业务在内的核心本

地商业分部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4.6%至463.28亿

元，环比增长26%；经营利润同比增长124.6%至

93亿元，经营利润率比去年同期提高了8.9个百分

点至20.1%。

第三季度， 美团餐饮外卖及美团闪购业务的

总订单量同比增长16.2%，2022年8月初最高单日

订单量超越6000万单。 美团平台交易用户数持续

稳定增长，且季度消费频率创历史新高。截至三季

度末， 美团过去十二个月的年交易用户数为6.87

亿，同比增长2.9%。 除用户数保持增长外，用户在

平台上的消费频次也继续提升， 交易用户年均交

易笔数达39.5笔，同比增长14.8%。

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华为是全球ICT （信息与通信技术）领

域领军企业。 11月初，在深圳坂田华为总部，

中国证券报记者看到，2022华为全联接大会

吸引一汽集团、 长安汽车等合作伙伴分享数

字化转型实践经验。

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说：“中国完善

的数字基础设施、 千行百业数字化的迫切需

求和丰富的ICT人才储备， 正推动行业数字

化进入快车道。对于中国大多数企业来说，数

字化已经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

据胡厚崑介绍， 目前华为数字化人才发

展服务已经覆盖企业客户1200多家，累计为

企业培养数字化人才近5万人。

深圳另一家数字经济代表企业是腾讯。

据腾讯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月，深圳市宝

安区人民政府与腾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宝

安与腾讯将合力推进数字未来城建设、 数字

化场景应用建设等，同时推进“腾讯云工业

互联网总部基地”落地。 在智慧农业领域，腾

讯与深农集团携手探索建设“数字菜篮子” 。

腾讯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

发展业务，助力公司业绩企稳。 前不久，腾讯发

布的三季报显示，2022年第三季度， 腾讯实现

营收1401亿元。 其中，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业

务实现收入448亿元，同比增长4%，成腾讯第

一大收入来源。 腾讯表示，公司积极助力非互

联网行业拥抱数字化转型，特别是过去发展模

式偏重线下的行业，其相关收入占比提升。

一些数字经济相关企业前来“落户” ，为

深圳数字经济发展增添活力。 近年来，京东、

字节跳动、小米等企业在深圳设立区域总部。

去年，中国电子集团总部搬迁至深圳，将推动

深圳数字经济再上新台阶。

深圳数字经济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数字

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近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副

秘书长李卓文表示，深圳通过构建以政策、平

台、基础设施等多位一体的模式，打造数字经

济发展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2021年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9000亿元。

李卓文表示，在新的历史机遇下，深圳市

将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强芯片、工业软件等

领域源头创新，加快“互联网+未来科技城”

等特色园区建设步伐，推动5G、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数字技术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

点燃数字经济新引擎

深圳闪亮数字中国版图

赛迪顾问日前发布的研报显示，2022

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百强榜中，北京、上海、

深圳、杭州、广州连续多年稳居数字经济

一线。

深圳数字经济正在蓬勃发展。 公开数

据显示，2021年深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

加值突破9000亿元， 占全市GDP比重为

30.6%，总量和比重均位居全国前列。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调研发现，华

为、腾讯等企业结合自身进行数字化转型

的实践经验，用数字技术赋能千行百业数

字化转型。 拥抱数字化，荣耀、欣旺达等深

圳制造业企业插上了“数字翅膀” ，提升

了企业竞争力。

●本报记者 张兴旺

赋能千行百业

过去多年， 华为也一直在进行数字化转

型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经验，也有教

训。 为了帮助企业应对数字化发展中的共性

挑战，胡厚崑提出了三大举措：“让技术不难

选不难用，让企业‘上好云、用好云’ ，让数字

人才供给源源不断， 助力千行百业释放数字

生产力。 ”

胡厚崑表示， 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既

是挑战，也是机遇。 华为愿与客户和伙伴一

起，坚持开放、创新、合作，携手推进数字化

进程。

以鸿蒙为例， 据胡厚崑介绍， 在工业领

域，鸿蒙可以发挥万物互联、多设备协同的优

势， 打造工业领域的人机交互操作系统。

2021年，华为与国家能源集团联合，基于鸿

蒙开发了矿鸿操作系统， 这是矿山领域首个

物联网操作系统。目前，该系统已稳定运行超

过一年， 让原来跑在十多个操作系统上的上

千套设备说 “同一种语言” ， 具备了互相感

知、组网、协同工作的基础，推动煤矿智能化

的发展迈出了一大步。

面对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需求， 腾讯持

续助力国家电网、三一重工、工业富联等龙头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 据腾讯相关负责

人介绍，腾讯产业互联网已在30多个行业与

9000多家合作伙伴打造了超过400个行业解

决方案， 助力千行百业在各自的赛道上加速

发展。

制造业插上“数字翅膀”

在深圳，传统制造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发

展，让企业发展插上“数字翅膀” 。 在深圳坪

山荣耀智能制造产业园内，从“线头” 上料

到“线尾” 手机下线的组装生产线上，75%

的工序由自动化设备完成，生产线实现关键

设备数控化率100%， 关键设备联网率达

95%。

今年2月， 荣耀智能制造产业园入选工

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2021年度智能制

造示范工厂名单。 荣耀供应链管理部总裁宋

亦文表示，没有数字化平台，做不到产品质量

的全期跟踪和管理。 研究机构IDC数据显示，

荣耀手机2022年第三季度在国内市场出货

量达1273万部，市场份额为17.8%，排名国内

市场第二。

欣旺达是全球消费类锂电池龙头企业，

公司已经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深耕二十余年。

在欣旺达位于深圳宝安石岩的自动化生产车

间，深圳首条“5G+工业互联网应用” 产线投

入使用刚满两年。 日前，欣旺达董事、副总经

理兼财务总监肖光昱对记者表示，数字化转

型对公司业务发展如虎添翼，“5G+工业互

联网” 产线使用后，相比使用前，该产线综合

收益提升17.1%。

欣旺达数字化转型取得成效。 肖光昱对

记者直言：“过去公司母、子公司、集团公司

内系统相互独立，信息孤岛现象比较严重，公

司与客户之间的买卖交易、上下游产业链协

同联动效果也不好， 没有将数据用起来。

2017年公司从产供销开始向数字化转型升

级，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将公司软件和系统

打通整合起来。 数据汇集在数据仓库，经过

清洗，数据中台再建模分析，提高了公司智能

化水平。 ”

“依靠数字化转型，能够降本增效，提

升了公司产品竞争力。 不管是大型企业还

是中小企业，应该尽早进行数字化转型。 ”

肖光昱说， 在欣旺达工业互联网平台使用

稳定之后， 平台服务商开始将该平台推广

到更多的企业当中去，让更多企业受益。目

前，欣旺达上下游产业链上接近4000家企

业、 欣旺达以外的产业链上约4000家企

业，共计8000家左右企业使用该工业互联

网平台。

美团平台交易用户数持续稳定增长，且

季度消费频率创历史新高。截至三季度末，美

团过去十二个月的年交易用户数为6.87亿，

同比增长2.9%。

6.87亿

美团表示，第三季度，美团外卖业务更加专注

于高质量增长及精细化运营， 以更好的使用体验

及更高的运营效率服务平台商家。更多早餐、下午

茶和宵夜品类的中小商家选择入驻美团， 餐饮行

业的数字化转型得到进一步加速。

同时，使用数字化技术的即时零售业态，串联

起更多本地实体与本地消费者， 并通过线上引流

曝光、口碑积累，精准匹配消费人群，使得本地的

消费增长潜力被进一步激发。第三季度，美团平台

上便利店和超市的交易量分别同比增长27.9%和

62%，夫妻小店订单量同比增幅高达125%。 除此

之外， 美团闪购也加强了与传统实体零售品牌的

合作，并持续建立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例如，平

台上苹果产品的授权经销商覆盖扩展至超过200

个城市，iPhone� 14发布当日的销量增长强劲；此

外，数百家苏宁易购店铺上线平台。 在此带动下，

本季度美团闪购活跃商家及新入驻商家均同比增

长30%。

新业务亏损同比大幅收窄

2022年第三季度，美团新业务分部收入同比

增长39.7%至163亿元，环比增速也达到15.1%，主

要受商品零售业务的增长推动。 经营亏损则由去

年三季度100亿元大幅收窄至68亿元， 环比今年

二季度也实现改善；经营亏损率为41.6%，同比收

窄了44.4个百分点， 环比也改善了6.4个百分点，

主要是由于商品零售业务的经营效率提高。

对于新业务中的社区团购业务，美团表示，已

将 “美团优选” 的品牌定位升级为 “明日达超

市” ， 以把握最新消费趋势并向消费者传递更清

晰的品牌理念。 目前， 升级后的品牌已覆盖接近

3000个市县。 第三季度，美团继续完善该业务的

供应链及物流能力，在选品、定价策略、配送效率

及供应链管理方面增强核心竞争力， 一方面创新

试行行业领先的智能分拣系统， 为消费者带来更

佳的配送体验， 同时以更低的成本继续提升配送

效率；另一方面，持续优化冷链物流并将之应用至

更广泛的品类，借助于基础设施改善，农产品对美

团的总销售额贡献日益增加。

受益于产品及服务的改善， 美团新业务中的

“美团买菜” 业务在第三季度持续保持同比强劲

增长。美团增加了本地及季节性产品的供应，推出

了“本地尖货”项目，并与地方政府及产品原产地

的农民达成紧密合作。

财报显示，第三季度，美团继续深入推进“零

售+科技” 战略，研发支出继续保持增长，至54亿

元。 美团CEO王兴表示，“在‘零售+科技’ 的战

略指引下，我们坚定了‘帮大家吃得更好，生活更

好’ 的使命，未来将继续通过科技创新加快推进

生活服务及零售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

美团CFO陈少晖表示：“随着数字技术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快， 我们更加坚定

了科技为行业和社会带来的巨大价值。未来，美团

将围绕用户、商家、骑手及上下游合作伙伴来持续

加强核心能力建设， 努力为行业参与者创造长期

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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