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耀光电加码垂直一体化布局

冲刺创业板IPO

本报记者 杨烨 孟培嘉

光伏产业景气度持续向上。 在此背景下，华耀光电冲刺创业板IPO。 日前，

华耀光电创业板上市申请获深交所受理，并收到首轮问询。中国证券报记者近

日调研了华耀光电位于内蒙古的生产基地，实探公司发展现状。

内蒙古项目稳步推进

6月25日，记者来到呼和浩特如意开发区看到，华耀光电项目所在地厂区

一片忙碌，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正在紧张地工作。 在生产车间，一台台单晶

炉整齐排放，单晶圆棒被拉出后，经截断、开方等工序加工制成单晶方棒，再经

切割机加工制成单晶硅片，成为光伏电池片的核心材料。

记者从开发区相关部门了解到，作为当地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华耀光电目

前经营状况良好，处于稳定生产状态。已建、在建项目的立项、环评等相关手续

均合规。

当前，内蒙古正推动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绿色能源。 作为光

伏产业链企业，华耀光电提出，要在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中发挥

重要作用。 记者在现场感受到，随着各项鼓励政策的出台，内蒙古已成为光伏

行业的投资热土，除了华耀光电，呼和浩特如意开发区内还落户了不少光伏产

业链项目，特色产业集群效应进一步加强。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工信厅公布2023年自治区级绿色

制造示范单位名单，华耀光电获评绿色工厂。 据悉，示范单位创建工作旨在持

续完善绿色制造体系，推进工业绿色发展，助力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

光伏“二代”重新创业

华耀光电成立于2019年，主营业务为单晶硅棒、单晶硅片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 截至2022年末，公司已形成约11GW单晶硅棒、9GW单晶硅片产能。 根

据招股说明书，华耀光电董事长荀耀是荀建华的儿子。作为较早投身于光伏行

业的企业家，荀建华在2003年创立亿晶光电，并在2011年通过借壳海通集团

实现上市，成为当时主板光伏“第一股” 。

一位知情人士坦言，荀建华长期深耕光伏行业，当时转让亿晶光电并非大

笔套现恶意离场，而是情势所逼的无奈之举。现在，荀耀继续投身光伏行业，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父辈的遗憾，也是荀建华企业家精神的一种传承。父辈深厚

的行业积累，对荀耀的自主创业之路影响很大，也让他在公司战略方向选择上

更有高度，技术布局、市场拓展方面更有优势。

记者查阅公开信息发现，虽然华耀光电、亿晶光电均属于光伏行业，但其

具体业务并不一致。亿晶光电主营业务为光伏电池制备、组件封装、光伏发电；

而华耀光电报告期内主要从事单晶硅棒、硅片业务，属于亿晶光电的上游。

华耀光电成立后，亿晶光电为了完善产业链，进一步降低制造成本，曾在

2020年抛出“以现金方式收购华耀光电100%股权”的计划。据亿晶光电公告，

该事项因为资金安排和融资环境的影响，最终宣告终止。 在这次收购终止后，

华耀光电加快了一体化战略布局，并计划独立上市。

深入实施一体化战略

记者了解到，华耀光电持续扩大单晶硅棒、硅片的生产规模，已发展成为

硅片行业较大规模的企业。同时，公司实施一体化发展战略，产能向下游电池、

组件环节延伸。 其中，10GW光伏组件项目的建设和投产，将扩大公司光伏组

件业务规模。另外，募投项目中还有高效N型电池建设内容。 2020年-2022年，

华耀光电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47亿元、20.87亿元、45.63亿元，营收增长合计超

30倍。

根据招股说明书， 公司此次上市募集资金30亿元将全部投资于内蒙古项

目。未来，公司将实现硅片、电池、组件全产业链布局。随着上述项目的投产，公

司短期内营业收入有望超过百亿元，净利润水平将大幅提高。

记者调研了解到，华耀光电本次募资将以内蒙古生产基地为核心，一方面

加大研发投入，通过持续创新在技术端构建更为坚固的竞争壁垒；另一方面通

过布局下游电池片产业，提高一体化产业链竞争优势。

在技术创新方面，华耀光电在招股书中表示，公司秉承自主创新的理念，

持续进行研发投入。 报告期内，通过技术创新拥有“大尺寸单晶硅棒拉制技

术”“超薄片切割技术”“高品质N型单晶硅棒拉制技术” 等11项核心技术，以

及25项专利，产品实现了大尺寸、薄片化、N型等多项突破，主要产品的技术性

能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2022年，华耀光电与上海交通大学搭建了产学研合作平台，签署了技术开

发合同，围绕N型光伏技术及其产业链上下游开展一系列合作。 同时，公司高

度重视研发人员与生产人员的培养，根据自身业务和技术发展的需要，采取外

部引进与内部培养的方式强化公司技术研发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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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旺盛 企业订单量饱满

前5个月造船三大指标全面增长

●本报记者 李嫒嫒

6月26日，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发布

今年1-5月船舶工业经济运行情况。1-5月，

我国船舶工业保持平稳发展态势，造船三大

指标实现全面增长， 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

先，船舶企业收入利润持续改善。 随着航运

市场逐步回暖，船舶需求旺盛，部分造船企

业订单量饱满。

船舶企业效益改善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数据显示 ，

2023年1-5月， 全国造船完工1647万载重

吨，同比增长15.4%；承接新船订单2645万

载重吨，同比增长49.5%。 截至5月底，手持

船舶订单 11799万载重吨 ， 同比增长

15.5%。

1-5月，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

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48.1%、

67.3%和51.6%，均远超日本和韩国，造船三

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

1-5月，74家重点监测船舶企业完成工

业总产值1922.2亿元，同比增长29.1%。 其

中， 船舶制造产值831.9亿元， 同比增长

54.2%；船舶配套产值170.7亿元，同比增长

27.9%； 船舶修理产值109亿元， 同比增长

34.4%。

同时， 船舶企业效益实现同比增长。

1-5月，74家重点监测船舶企业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1376.4亿元，同比增长31.3%；利润

总额为46.4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出口成绩单亮眼

今年1-5月，我国船舶出口呈现快速增

长态势。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数据显示，1-5

月全国完工出口船1402万载重吨， 同比增

长13.8%； 承接出口船订单2415万载重吨，

同比增长52.5%；截至5月末，手持出口船订

单10831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9%。

据悉，1-5月， 我国船舶出口金额为

88.6亿美元，同比增长21.1%。 在出口船舶

产品中，散货船、油船和集装箱船仍占主导

地位。

东莞证券认为， 国际航运市场逐步回

暖，船舶行业新一轮周期已经启动，船舶板

块业绩逐步改善，行业景气度上行。

海外大额订单频现。 4月6日，中国船舶

集团有限公司与法国达飞海运集团在北京

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包括建造2型16艘大型

集装箱船，金额超过210亿元，创下中国造

船业一次性签约集装箱船最大金额的新纪

录。 日前，扬子江船业集团与老客户挪威船

东 KCC签订了三艘 83300DWT第三代

CABU混装船的建造合同。该三艘新船计划

于2026年交付。

航运市场逐步回暖

随着航运市场逐步回暖， 船舶需求旺

盛，部分造船企业订单量饱满。 根据中国船

舶集团江南造船厂消息， 公司民船订单

2026年已经全部接满， 部分生产线已经排

到2028年。

中国重工透露， 公司生产任务较为饱

满， 下属各船舶建造企业主建船型定位不

同。 其中，大连造船的LNG船型2027年前交

船位已接满。另外一家船舶公司在日前举行

的业绩说明会上也表示， 公司在手订单饱

满， 目前手持造船订单交船期最远已排至

2027年。

首创证券研报显示，相比造船订单快速

增长，造船产能增长较为缓慢。 在船舶需求

旺盛的背景下， 叠加原材料涨价和设备升

级，新船价格持续上升，船舶行业迎来量价

齐升，中国船舶等造船企业有望获益。

企业开工率处于高位

钢铁产量有所回升

●本报记者 董添

近期， 钢铁企业开工率整体处于高位， 产量有所回

升。6月中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日产粗钢226.27万吨，环

比增长1.42%。 6月以来，百家中小钢企高炉开工率均值

接近80%。

产量环比增长

中钢协数据显示，2023年6月中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

共生产粗钢2262.66万吨、生铁2018.14万吨、钢材2167.52

万吨。 其中，粗钢日产226.27万吨，环比增长1.42%，同口径

相比去年同期增长0.21%， 同口径相比前年同期下降

5.54%；生铁日产201.81万吨，环比增长0.73%，同口径相比

去年同期下降0.55%， 同口径相比前年同期下降2.32%；钢

材日产216.75万吨，环比增长5.04%，同口径相比去年同期

下降1.68%，同口径相比前年同期下降5.13%。

据此估算，6月中旬，全国日产粗钢295.27万吨，环比增

长1.11%；日产生铁245.01万吨，环比增长0.58%；日产钢材

388.23万吨，环比增长3.02%。

从开工率看，机构数据显示，6月以来，全国百家中小

钢企高炉开工率均值接近80%。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副主任葛昕表示， 钢铁流通业采购

意愿指数在连续3个月下降后开始回升， 反映出样本企业

对后期市场表现谨慎乐观。

提升盈利能力

一季度，多数钢铁企业业绩欠佳，不少公司提出要降本

增效。

中信特钢近日披露的投资者关系记录表显示， 公司根

据不同区域、不同资源市场价格变化情况，加强风险敞口管

理，强化物流优势，优化采购半径，维持低库存运行模式，控

制采购成本。 中信特钢产品品种齐全、规格丰富，下游市场

广阔。 公司与客户保持良好的关系，提高客户黏性，具有较

强的抗周期能力。

鞍钢股份披露，一季度，钢铁行业下游需求恢复不及

预期，钢价呈低位震荡行情，而成本端仍保持高位，钢铁

行业经营环境承受巨大压力，盈利空间受到挤压。 面对严

峻的市场形势，公司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做好营销谋划，

扩大拳头产品市场份额；持续推进变革创新，优化核心产

品成本。

常宝股份表示，公司目前具备100万吨的设计产能。

公司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 不简单追求产量提升， 主要

追求高效的生产效率和最优的产品结构。 未来， 公司将

通过大力开展技术创新等措施， 持续提升品牌价值和盈

利能力。

多地端午楼市成交不及预期

●本报记者 董添

端午假期过后， 各大中介纷纷晒出端午假期楼市成交

情况。 从中介机构披露的数据看，受高温天气等因素影响，

端午假期多地楼市表现平淡，销售不及预期。 其中，北京地

区新房成交面积2.4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超两成。

市场情绪偏低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 端午假期期间 （6月22日至24

日），代表城市新房成交面积较去年端午假期（2022年6月

3日至5日）增长近两成，但与去年同期相比成交面积下降

约七成。 此外，今年端午假期代表城市成交面积较2019年

端午假期下降一成。

端午假期期间，虽然多地楼盘推出优惠活动，但市场情

绪偏低，销售表现平淡。以北京地区为例，端午假期期间，北

京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为2.42万平方米， 较去年端午假期期

间下降20.2%。 由于天气持续高温，看房人数减少。

高温天气带来影响

天气炎热给二手房市场也带来影响。

端午假期期间，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调研北京地区二

手房市场发现，受天气炎热等因素影响，成交、带看量整体

较低。

多位中介人士表示，端午假期期间带看量很少，几乎没

有成交。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中介机构提供VR看房服务。 “天

气实在是太热， 客户约不出来， 带看、 成交都受到较大影

响。 ” 多位中介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但大家也没有

闲着，一直在线上讲解。 客户可以先在线上看，过几天气温

下降了再线下看。接下来一段时间，预计会有一波集中线下

带看和成交。 ”

“最近，北京二手房价格出现较为明显的回落，目前不

少房源性价比不错。 ”中介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北

京二手房价格整体都在回落， 部分房源相比年初价格回落

10%左右，其中包括一些学区房。 目前，北京二手房房源充

足，涨价的片区很少。 ”

“二季度，北京地区二手房市场整体不如一季度，带

看和成交都处于相对低位。 一季度， 大量去年年底积压

的需求集中进行了释放。 ” 多位中介人士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

北京住建委网站数据显示，5月份， 北京二手房网签

12982套，环比下滑6.8%，同比上涨51.0%（去年5月因疫情

影响，成交基数较低）。 4、5月份北京二手房市场呈现明显

的回落态势。

内蒙古项目稳步推进

6月25日，记者来到呼和浩特如意开

发区看到， 华耀光电项目所在地厂区一

片忙碌， 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正在紧

张地工作。 在生产车间，一台台单晶炉整

齐排放，单晶圆棒被拉出后，经截断、开

方等工序加工制成单晶方棒， 再经切割

机加工制成单晶硅片， 成为光伏电池片

的核心材料。

记者从开发区相关部门了解到，作

为当地招商引资重点项目， 华耀光电目

前经营状况良好，处于稳定生产状态。 已

建、在建项目的立项、环评等相关手续均

合规。

当前， 内蒙古正推动传统能源产业转

型升级，大力发展绿色能源。 作为光伏产

业链企业，华耀光电提出，要在建设国家重

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中发挥重要作用。

记者在现场感受到，随着各项鼓励政策的

出台，内蒙古已成为光伏行业的投资热土，

除了华耀光电，呼和浩特如意开发区内还

落户了不少光伏产业链项目，特色产业集

群效应进一步加强。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4月，内蒙古自治

区工信厅公布2023年自治区级绿色制造

示范单位名单，华耀光电获评绿色工厂。据

悉， 示范单位创建工作旨在持续完善绿色

制造体系，推进工业绿色发展，助力工业领

域碳达峰碳中和。

光伏产业景气度

持续向上。 在此背景

下， 华耀光电冲刺创

业板IPO。 日前，华耀

光电创业板上市申请

获深交所受理， 并收

到首轮问询。 中国证

券报记者近日调研了

华耀光电位于内蒙古

的生产基地， 实探公

司发展现状。

深入实施一体化战略

记者了解到， 华耀光电持续扩大单晶

硅棒、硅片的生产规模，已发展成为硅片行

业较大规模的企业。同时，公司实施一体化

发展战略， 产能向下游电池、 组件环节延

伸。其中，10GW光伏组件项目的建设和投

产，将扩大公司光伏组件业务规模。 另外，

募投项目中还有高效N型电池建设内容。

2020年-2022年， 华耀光电分别实现营业

收入1.47亿元、20.87亿元、45.63亿元，营收

增长合计超30倍。

根据招股说明书， 公司此次上市募集

资金30亿元将全部投资于内蒙古项目。 未

来，公司将实现硅片、电池、组件全产业链

布局。随着上述项目的投产，公司短期内营

业收入有望超过百亿元， 净利润水平将大

幅提高。

记者调研了解到，华耀光电本次募资将

以内蒙古生产基地为核心，一方面加大研发

投入，通过持续创新在技术端构建更为坚固

的竞争壁垒；另一方面通过布局下游电池片

产业，提高一体化产业链竞争优势。

在技术创新方面， 华耀光电在招股书

中表示，公司秉承自主创新的理念，持续进

行研发投入。报告期内，通过技术创新拥有

“大尺寸单晶硅棒拉制技术”“超薄片切

割技术”“高品质N型单晶硅棒拉制技术”

等11项核心技术，以及25项专利，产品实

现了大尺寸、 薄片化、N型等多项突破，主

要产品的技术性能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2022年，华耀光电与上海交通大学搭

建了产学研合作平台， 签署了技术开发合

同， 围绕N型光伏技术及其产业链上下游

开展一系列合作。同时，公司高度重视研发

人员与生产人员的培养， 根据自身业务和

技术发展的需要， 采取外部引进与内部培

养的方式强化公司技术研发队伍建设。

光伏“二代”重新创业

华耀光电成立于2019年，主营业务为

单晶硅棒、单晶硅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截至2022年末，公司已形成约11GW单晶

硅棒、9GW单晶硅片产能。 根据招股说明

书，华耀光电董事长荀耀是荀建华的儿子。

作为较早投身于光伏行业的企业家， 荀建

华在2003年创立亿晶光电，并在2011年通

过借壳海通集团实现上市， 成为当时主板

光伏“第一股” 。

一位知情人士坦言， 荀建华长期深耕

光伏行业， 当时转让亿晶光电并非大笔套

现恶意离场，而是情势所逼的无奈之举。现

在，荀耀继续投身光伏行业，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父辈的遗憾， 也是荀建华企业家精

神的一种传承。父辈深厚的行业积累，对荀

耀的自主创业之路影响很大， 也让他在公

司战略方向选择上更有高度，技术布局、市

场拓展方面更有优势。

记者查阅公开信息发现， 虽然华耀光

电、亿晶光电均属于光伏行业，但其具体业

务并不一致。 亿晶光电主营业务为光伏电

池制备、组件封装、光伏发电；而华耀光电

报告期内主要从事单晶硅棒、硅片业务，属

于亿晶光电的上游。

华耀光电成立后， 亿晶光电为了完

善产业链， 进一步降低制造成本， 曾在

2020年抛出“以现金方式收购华耀光电

100%股权” 的计划。据亿晶光电公告，该

事项因为资金安排和融资环境的影响，

最终宣告终止。 在这次收购终止后，华耀

光电加快了一体化战略布局， 并计划独

立上市。

华耀光电加码垂直一体化布局

冲刺创业板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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