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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重组获股东大会高票通过

中水渔业打造一体化远洋渔业产业链

●本报记者 刘杨

中水渔业董事长宗文峰7月2日在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本

次重组是中国农发集团设立以来交易

规模最大的资本运作项目， 解决了存

续超过20年的同业竞争问题。 本次重

组亦为落实国资央企改革要求， 提升

上市公司质量的具体举措。 本次重组

后，上市公司资产规模将快速扩大，捕

捞品种极大丰富， 同时新增了渔业服

务、食品加工等业务板块，打造一体化

的远洋渔业产业链， 将加快集团渔业

板块转型升级。

中水渔业日前召开2023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 以中小股东赞成率达

99.88%的高票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议案。

底层资产复杂

宗文峰表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

目交易的复杂程度、执行难度都超乎想

象。

据了解，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舟

渔公司下属并表13家子公司，另有3家

分公司，业务类型涵盖远洋捕捞、食品

加工、渔业服务、产业服务等；中水渔

业下属并表6家子公司以及包含马达

加斯加、塞拉利昂、比绍、塞内加尔等

在内的20多个海外项目部。

中水渔业董秘杨丽丹告诉记者，

本次交易对方为农发集团、 中国水产

及舟渔公司三家，各自情况较为复杂，

在交易方案设计、 尽职调查推进以及

关键事项解决等方面需在维护集团整

体利益的情况下协调满足各方诉求，

沟通难度较大， 为项目推进带来一定

挑战。

农发集团方面， 需进一步推进内

部深度整合，落实渔业板块发展战略，

理顺渔业板块整体管理关系， 并通过

本次交易履行2023年6月完成渔业项

目整合申报工作的承诺； 中国水产方

面， 需协调各事业部并理清境内外股

权及资产情况， 同时需规范中渔环球

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

的独立性以满足监管要求； 舟渔公司

方面，由于其历史悠久，长期以来在人

员及债务等方面形成了较大负担，经

营面临挑战， 在推进本次交易的过程

中需要妥善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交易涉及的

底层资产类型和区域繁多， 各海外项

目部权属情况复杂， 在方案结构设计

上具有较大挑战。 “在前期方案设计

上，公司和项目组通力配合，结合相关

底层资产的财务情况、权属情况、业务

范围和性质等因素， 逐项梳理相关资

产，逐一进行深度剖析，明确了交易资

产的边界。 ”杨丽丹告诉记者。

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宗文峰表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是中国农发集团设立以来交易规模最

大的资本运作项目， 将集团渔业板块

资产整合到上市公司，一方面，可以有

效解决存续长达20多年的同业竞争问

题，履行股东对资本市场的承诺，并获

得中小股东高度认可， 相关议案通过

率为99.67%；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上

市公司质量，落实“一业一企、一企一

业” 要求，同时在管理体制机制上实现

集团渔业板块资产、业务、人才等资源

集中高效管理， 有利于渔业板块良性

发展。

2016年3月、2021年12月， 中国农

发集团针对中水渔业与集团其他渔业

企业的同业竞争问题，出具了同业竞争

承诺和同业竞争说明函，对相关同业竞

争问题解决的时间表和主要路径进行

了明确约定。

谈及本次资产重组的难点， 杨丽

丹坦言， 本次重组所涉资产及各方利

益复杂，若一次性解决同业竞争，则客

观障碍较多，困难重重。 因此，在与中

介机构进行多轮方案论证后， 中水渔

业管理层采取 “现金购买股权+托

管” 方案。 “集团决策层的决心、担当

和智慧，为本次重组创造了条件，为重

组的圆满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 杨

丽丹称。

记者从中国农发集团方面了解

到，自2022年开始，该集团董事长曹江

林组织的渔业板块调研、研讨、论证会

不下6次，最终于2022年12月通过了集

团党委会， 决定成立集团渔业板块重

组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聘请了经验

丰富的中介机构团队， 在前期调研基

础上具体细化研究执行方案。 相关公

司和项目组通力配合， 以最快的速度

摸清相关底层资产的财务情况、 权属

情况、业务范围和性质，全面开展尽职

调查以及审计、评估等工作。

提升核心竞争力

宗文峰表示，本次重组是响应主管

部门要求、加强企业资源整合、提高发

展质量效益的重要途径；是迄今为止最

大的农业行业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项目，是最大的远洋捕捞行业并购

重组项目。

2022年7月，国资委在中央企业深

化专业化整合工作推进会上要求，中

央企业应聚焦提升核心竞争力， 推进

企业内部深度整合融合；2022年12月，

中国证监会印发《推动提高上市公司

质量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5）》，

提出优化上市公司整体结构， 提升发

展的韧性和活力； 持续优化资本市场

融资制度，完善并购重组监管机制，更

好促进产业链供应链贯通融合。 2023

年6月，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提高上市

公司质量暨并购重组工作专题会，要

求中央企业以上市公司为平台开展并

购重组，助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核

心功能，为中央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更好发挥作用提

供坚实支撑。

宗文峰表示，通过本次交易，上市

公司不仅整合了中国农发集团优质的

围网金枪鱼船资产， 做大做强上市公

司的金枪鱼捕捞业务， 还大幅扩大了

捕捞船队，捕捞品种拓展至鱿鱼、硬体

鱼、软体鱼、野生虾等多元化品类，并

兼具大洋性捕捞和过洋性捕捞。 同时，

上市公司将从较为单一的远洋捕捞拓

展至水产品加工、渔业服务等，实现产

业链上中下游的建设和完善， 形成涵

盖远洋渔业全产业链的一体化经营模

式。 本次交易将实现中国农发集团渔

业优质资产的深度整合， 推动上市公

司由远洋捕捞业务为基础进行产业链

延伸、整合，拉升协同效应，提升核心

竞争力， 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高质

量发展。

6月新能源车市火热

造车新势力格局生变

●本报记者 李嫒嫒

截至7月2日， 多家新势力车企

公布了6月交付成绩单。 理想汽车月

度交付首次突破3万辆；哪吒汽车交

付环比下滑；蔚来降价效应显著，环

比大增74%，重回万辆交付水平。

随着蔚来汽车、 小鹏汽车等车

企的新车型陆续上市交付， 新能源

车市销售热情被点燃。 “太火爆了，

G6上市后的第一个周末， 到店体验

试驾的顾客爆满 ，70%的顾客对

MAX版本感兴趣。 ” 小鹏汽车位于

北京市大兴区的销售门店工作人员

陈伟（化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销售门店很热闹

7月1日， 记者实地探访了位于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商圈的多家新

势力车企销售门店。 特斯拉、蔚来汽

车、 理想汽车等车企销售门店里人

头攒动， 出现了顾客排队等候试车

的热闹情景。 尤其是在特斯拉销售

门店，仅摆放了两辆展车，竟一时挤

进近20位顾客。

蔚来汽车和小鹏汽车不久前发

布了新车， 其销售门店里顾客络绎

不绝。

“外灰内紫配色的车型卖的最

好，上个月我卖出5辆，推荐这款车

型。 ” 蔚来汽车大兴区西红门商圈销

售门店工作人员张宇（化名）热情

向前来看车的顾客介绍蔚来ET5旅

行版。

这位工作人员透露， 由于权益

升级包在7月31日之后“花钱也买不

到” ， 所以6月12日以来下单的顾客

增多。 据悉，蔚来汽车6月12日宣布，

全系车型降价3万元，新车主权益升

级包改为限时选购， 截止到7月31

日。 该权益升级包售价3万元，购买

后可享受终身免费换电等权益。

交付量榜单出现变化

多家新势力车企公布了6月交

付成绩单，理想汽车、哪吒汽车、蔚

来汽车等车企排名居前。 新势力车

企6月交付量榜单出现较大变化。

具体来看，6月， 理想汽车交付

32575辆， 月度交付首次突破三万

辆 ， 环比增长 15.2% ， 同比增长

150.1%，坐稳新势力销冠位置。

哪吒汽车6月交付12132辆，环

比下滑近7%，未能保住第二位置，掉

至榜单第三位。

蔚来汽车降价效应显著，6月交

付新车10707辆， 环比增长74%，重

回万辆俱乐部， 从上个月榜单第六

位上升至目前第四位， 超过极氪和

小鹏汽车。 此前，公司连续三个月交

付量环比下滑。

目前， 榜单第五位和第六位分

别是极氪和小鹏汽车。

极氪6月交付10620辆， 同比增

长146.9%，环比增长22.4%，今年以

来首次冲进万辆俱乐部。 今年以来，

极氪表现亮眼，连续5个月环比实现

正增长。

6月小鹏汽车共交付8620辆，环

比增长15%， 二季度累计交付新车

23205辆，环比增长27%。

传统车企方面，广汽埃安6月销

量45013辆， 环比微增， 同比增长

86.7%。 1-6月广汽埃安累计销量为

209336辆，同比增长109%。

车企加快推出新车型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在此背景下，

新势力车企加快推出新车型，不断提升

产品力。

蔚来汽车方面，6月15日， 蔚来

智能电动旅行车ET5T上市并开启

交付；6月24日， 全场景智能电动旗

舰SUV全新ES8进行了配置调整，全

系标配Nappa高级内饰套装等；6月

28日，全新ES8开启交付。 蔚来汽车

表示， 全新ES6已于6月份完成产能

爬坡，7月交付将加速。

6月 29日， 小鹏超智驾轿跑

SUV� G6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5个

版本，售价区间为20.99万元-27.69

万元。小鹏汽车表示，截至6月28日，

G6预售订单量已突破3.5万辆，目前

Max版车型选购比例达70%以上。

小鹏汽车计划发布“AI代驾” 模式，

预计在今年四季度向所有Max版

用户推送。

理想汽车抛出了雄心勃勃的交

付规划。 7月1日，理想汽车董事长兼

CEO李想称：“第三季度，理想L8和

理想L9的交付目标是每月都过万

辆；理想L7挑战1.5万辆月交付目标；

今年四季度，理想汽车将挑战4万辆

的月交付目标。 此外，理想汽车旗下

首款5C纯电超级旗舰车型， 理想

MEGA将于第四季度发布， 我们有

信心该车将成为50万元以上乘用车

销量第一的新爆品。 ”

华西证券研报显示，看好新能源

车对传统燃油汽车的加速替代。 头部

车企的品牌效应有望持续放大。 从智

能化层面看，小鹏、理想等头部新势

力车企将在下半年推出高阶辅助驾

驶功能。 软件定义汽车是产业长期发

展趋势，智能化将成为下一阶段车企

成长的重要驱动力。

乘联会预测，6月新能源汽车零

售67万辆左右， 环比增长15.5%，同

比增长26.0%，渗透率约为36.6%。

以场景为牵引 以应用为导向

北京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

7月2日，2023全球

数字经济大会人工智能

高峰论坛在京举办。 北

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

组书记、 局长姜广智表

示， 北京将充分发挥在

人工智能领域的资源优

势，加快构建要素齐全、

技术领先、场景丰富、可

有力支撑数字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通用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生态。

●本报记者 张冉

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姜广智表示， 北京市一贯重视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是当前国内大

模型创新基础最好、 人才团队最为

集中、研发能力最强、产品迭代最活

跃的地区。

近期，北京市出台了《加快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

策源地实施方案》《北京市促进通

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等政策，释放出明确的信号，将聚拢

行业资源， 助力人工智能技术赋能

千行百业数智化转型。

针对夯实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基础， 北京市将加强政策创新和标

准引领。深入贯彻《北京数字经济促

进条例》，创造性落实国家“数据二

十条” ， 加快解决数据质量难以保

障、 采集标注成本高以及合规使用

等方面的问题，筹划出台“算力券”

政策， 支持基于落地应用场景的中

小企业获取多元化、 低成本优质算

力， 支持本市人工智能企业与相关

行业组织在人工智能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制定中发挥引领作用， 参与

模型性能、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方

面的技术标准制定。

同时，以场景为牵引，以应用为

导向，通过开放更多典型场景，促进

大模型产业化应用， 积累一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形成一批人

工智能与社会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的

典型案例。 北京将积极推动政府机

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具有管理

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积极采购和

使用安全可靠的大模型相关产品和

服务，在政务服务、智慧城市等领域

率先落地应用， 提升城市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

在论坛现场，首批“北京市人

工智能大模型高质量数据集” 发

布， 包括北京车网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等10家

单位的18个训练数据集，涵盖经济、

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领域。 姜广

智表示，10家数据合作伙伴开放18

个近500T的高质量数据集，供大模

型企业训练使用。 北京市将深入发

挥市场化对接合作平台的作用，营

造大模型创新合作应用落地的良好

生态。

推动大模型应用

在论坛现场， 北京市通用人工

智能大模型应用场景需求榜单发

布，涉及智慧金融、智慧生活、智慧

物流、智慧农业等领域。 其中，北京

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发布智慧政务服

务大模型场景需求，包括政务咨询、

政府网站智能问答、智能搜索、精准

化政策服务、市民热线智能受理、智

能派单、交互式智能政务办事等。

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副局长

朱琴表示， 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可

提升政务服务的智能化水平， 推动

政务服务多维度深刻变革。

在政务咨询方面， 通过大模型

的语义理解、 总结推理等能力打通

跨业务系统知识库，提升智能问答、

智能搜索水平。 在政策服务方面，大

模型技术将支撑全市一体化政策支

撑平台“京策” 建设，提升政策规范

管理和精准服务能力。 此外，通过多

模态打造数字人， 辅助市民服务热

线实现智能对话交流、 智能反映记

录、智能诉求受理、智能工单派出、

智能数据分析。 海量市民诉求数据

的深度挖掘分析，可为领导决策、基

层治理、城市治理提供有力支撑。

朱琴表示，在国家监管政策和全

市大模型创新发展大框架下，北京市

政务服务管理局将在场景推进、数据

供给、模型训练、算力保障等方面积

极与各方密切合作，推动大模型技术

在政务服务领域落地应用。

钢材出口实现环比五连升

●本报记者 董添

中钢协最新数据显示，5月，我

国钢材出口量实现环比五连升，出

口保持较强韧性。 另外，近期钢铁企

业生产维持高位， 全国钢材社会库

存量有所增加。

板材出口量创新高

5月，我国进口钢材63.1万吨，环

比增加4.6万吨，同比下降17.5万吨；

进口平均单价1737.2美元/吨， 环比

下跌1.8%，同比上涨4.5%。 1-5月，

进口钢材 312.9万吨 ， 同比减少

37.1%； 进口平均单价1728.5美元/

吨，同比上涨12.8%；进口钢坯102.7

万吨，同比下降68.8%。

中钢协介绍，5月， 我国钢材出

口量实现环比五连升， 为2016年10

月以来最高水平。 板材出口量创历

史新高， 其中热轧板卷和中厚板环

比增量明显。

5月， 我国出口钢材835.6万吨，

环比增加42.4万吨， 连续第5个月增

长，同比增加59.7万吨；出口平均单

价922.2美元/吨，环比下跌16.0%，同

比下跌33.1%。 1-5月， 出口钢材

3636.9万吨，同比增长40.9%；出口

平均单价1143.7美元/吨， 同比下跌

18.3%；出口钢坯140.7万吨，同比增

加93.0万吨； 粗钢净出口3484.7万

吨， 同比增加1605.1万吨， 增幅为

85.4%。

中钢协预计， 短期钢材出口仍

保持一定韧性， 但下半年出口量或

承压回落，累计增幅将逐步收窄，进

口量将保持低位。

库存有所回升

中钢协数据显示，2023年6月中

旬重点钢企生铁日均产量201.81万

吨， 旬环比上升0.73%， 同比下降

0.55%。

从库存方面看， 全国钢材社会

库存在连续7周下降后开始回升。 兰

格钢铁网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23

年6月30日，全国钢材社会库存指数

为112.4点，比上周上升0.92%，由上

周的下降转为上升。 其中，建材社会

库存指数为138.9点， 比上周上升

0.32%；板材社会库存指数为91.1点，

比上周上升1.68%，较上周上升速度

加快1.39个百分点。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

清表示，6月份， 国内钢铁市场价

格波动上行。 铁矿石、废钢价格上

涨， 成本支撑力度略有增强；7月

份， 北方高温和南方雨季对项目

施工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大， 会对

建筑钢材需求产生明显的抑制 。

同时， 制造业订单类指数继续回

落，板材需求面临放缓。 但稳增长

政策逐步加力， 对市场信心形成

一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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