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澜起科技津逮CPU力有不逮

英特尔套现后还能掀起什么浪花

在登陆科创板近四年后，曾经顶着众多光环的澜起科技暴露出种种问题。

继 2023 年 一 季 度 业 绩“雪 崩 ” 之 后 ， 在 首 发 原 始 股 股 东 全 面 解 禁 竞 相 减 持 套 现 过 程 中 ， 澜 起 科 技 迎 来 2019 年 限 制 性 股 票 激 励 计 划 共 计 127 . 91 万 股 股 票 上 市 。 公 司 股 东 中 国 电 子 投 资 控 股 有 限 公 司（简 称“中 电 投 控 ” ） 及 其 一 致 行 动 人 已 大 手 笔 套 现 达 总 股 本 的 5 % ， 2018 年 以 1 . 75 亿 美 元 增 资 入 股 、 账 面 市 值 超 过 60 亿 元 的 Intel � Capital（英 特 尔 投 资 ） 减 持 起 来 也 尤 为 扎 眼 。

业内人士表示，澜起科技重度依赖英特尔CPU开发的津逮服务器平台产品线2023年一季度销售收入和毛利率均大幅下滑，而公司第一代AI芯片仅完成工程样片的流片和点亮，能否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还是未知数。

●本报记者 张冬晴

实习生 孙蓉蓉

业绩骤降 关键股东减持

回溯公司科创板 IPO报告期，澜起科技营业收入从2016年的8.45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17.58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44.2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更是从2016年的315.40万元增长到2018年的6.98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388.11%。

然而，最新财报数据显示，受服务器及计算机行业需求下滑导致客户去库存影响，2023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为4.20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3.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72.0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3.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9.5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9.87%。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国内少数几家同时具备高端通用处理器（CPU）和协处理器（DCU）研发能力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与澜起科技同一赛道的海光信息2022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这些核心指标分别同比增长121.83%、145.65%和181.92%，2023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20.04%、66.87%和41.95%。

令投资者不安的是，不仅是业绩“雪崩” ，澜起科技还陆续发布多份关键股东减持公告。 其中，中电投控、嘉兴芯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股比例由16.18%降至11.18%，合计权益变动达到5%。

在此之前，嘉兴宏越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临理及其一致行动人、中电投控及其一致行动人等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均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进行减持，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34%至0.97%不等。

市场更为关注的是，今年年初发布的减持计划显示，英特尔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268.14万股，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2%。

根据5月19日公告，该减持计划已经实施过半，英特尔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由8.98%降低至7.89%。

招股说明书显示，英特尔投资在2018年增资入股时的成本为1.75亿美元，而按照目前超过700亿元的总市值测算，英特尔旗下该基金只需要套现不足2000万股即可收回初始投资成本。

AI芯片能否翻盘

目前，澜起科技主要拥有两大产品线，即互连类芯片产品线和津逮服务器平台产品线。 其中，津逮服务器平台产品线是2016年以来公司与英特尔、清华大学合作研发出津逮系列服务器CPU，并基于津逮CPU及公司的混合安全内存模组而搭建的津逮服务器平台。

根据2022年年报披露，公司2019年5月、2020年8月和2021年4月陆续发布了第一、二、三代津逮CPU；2023年1月公司发布全新第四代津逮CPU，旨在以卓越性能为云计算、企业应用、人工智能及高性能计算提供算力支持。

从业绩方面来看，公司在科创板IPO报告期内的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内存接口芯片业务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高达66.08%、76.14%和99.49%，而津逮服务器CPU以及混合安全内存模组等相关业务没有产生收入。 自2019年5月公司第一代津逮CPU量产以来，经过两年多的市场推广及客户培育，相关业务取得突破性进展。 根据年报披露，津逮服务器平台产品线2021年度、2022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8.45亿元、9.37亿元，毛利率分别为10.22%和10.54%。

但是，仅放量两年后，今年一季度，公司津逮服务器平台产品线销售收入断崖式下滑至0.05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幅度高达98.33%，毛利率大幅下滑至6.29%。

作为公司在数据处理类芯片进行战略布局的重要产品之一，津逮服务器CPU由公司与清华大学、英特尔联合研发。 公司称，产品所有权及品牌归属澜起科技，公司已就津逮服务器CPU所涉及的独立研发核心技术申请专利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可重构计算处理器（RCP）的算法由清华大学提供，公司完成整体模块及其他部分芯片设计，并委托第三方进行芯片制造、封装和测试。 但公司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该款产品CPU内核芯片由英特尔提供，且英特尔提供的通用CPU内核芯片在津逮服务器CPU成本中占比在90%左右。

澜起科技重点布局的津逮服务器CPU和AI芯片领域已经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在英特尔开始套现、津逮服务器CPU销售收入和毛利率均断崖式下滑的情况下，已完成第一代AI芯片工程样片流片并成功点亮的澜起科技能否借助正在孵化的AI芯片逆风翻盘？ 目前，业界存在不少质疑的声音。 澜起科技AI芯片在此轮人工智能浪潮中还能掀起什么浪花，尤为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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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起科技津逮CPU力有不逮

英特尔套现后还能掀起什么浪花

在登陆科创板近四年后，曾经顶着

众多光环的澜起科技暴露出种种问题。

继2023年一季度业绩“雪崩” 之

后，在首发原始股股东全面解禁竞相

减持套现过程中，澜起科技迎来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共计127.91万

股股票上市。 公司股东中国电子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中电投控” ）

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大手笔套现达总

股本的5%，2018年以1.75亿美元增资

入股、 账面市值超过60亿元的 Intel�

Capital（英特尔投资）减持起来也尤

为扎眼。

业内人士表示， 澜起科技重度依

赖英特尔CPU开发的津逮服务器平台

产品线2023年一季度销售收入和毛利

率均大幅下滑， 而公司第一代AI芯片

仅完成工程样片的流片和点亮，

能否成为新的利润增长

点还是未知数。

●本报记者 张冬晴

实习生 孙蓉蓉

需求旺盛 造船企业订单大增

●本报记者 金一丹

7月9日克拉克森发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船舶订单量

为678艘， 中国船企接单量为428

艘，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居全球

首位。

造船企业近期密集公告收到

新船订单，市场需求旺盛。 业内人

士表示，目前船舶行业处于新周期

起点， 造船企业在手订单饱满，预

计未来2-3年将迎来交船高峰。

竞争格局改善

近期， 船舶市场需求大增，造

船企业订单不断，尤其是环保型船

舶需求大幅增长。

6月28日， 中国船舶集团旗下

中船防务所属实体企业黄埔文冲与

CA� SHIPPING 签 署 了 4+4 艘

1600TEU集装箱船建造合同。 6月

26日，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

发布公告称， 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

公司2023年以来已承接69艘新船

订单，价值约56亿美元，已超过30

亿美元的年度目标。截至目前，江苏

扬子江船业集团公司手持订单达

180艘、146亿美元， 再创历史最高

纪录。 6月20日，恒力重工旗下恒力

造船 （大连） 有限公司再签4艘

82000DWT 散 货 船 、4 艘

180000DWT散货船建造合同。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公布

的数据显示，1-5月，全国承接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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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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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亿元，同比

实现扭亏为盈。

申万宏源证券研报显示，随着

行业集中度上升，竞争格局改善。

强化技术创新

造船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推动技术创新。

6月27日， 中国船舶集团旗下

中国重工子公司大连造船与浙能

集团签署绿色航运战略合作协议

及风电制氢合成绿色甲醇项目合

作备忘录。 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

船舶脱硫业务、 绿色甲醇项目、减

碳产品研发、船体改造、石油海工

配套产品等领域开展多维度深入

战略合作。

6月20日， 中国船舶集团旗下

中国重工子公司青岛双瑞海洋环

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舟山长宏

国际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举行10船

套 高 压 船 用 LNG 供 气 系 统

（FGSS）订单签约仪式。

业内人士表示，FGSS是LNG

动力船舶的核心设备之一， 高压

FGSS技术难度大、 安全保障要求

高，船东及船厂对生产厂家的选择

慎之又慎。 此次签约说明青岛双瑞

公司自主研发的高压FGSS获行业

龙头客户的认可。

6月13日， 中国船舶集团旗下

中船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与巴斯

夫欧洲公司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

忘录， 将共同开发船舶碳捕集系

统。 根据备忘录，双方将针对不同

类型的船舶燃料和船舶动力系统，

全面开展复合胺液用于船舶废气

预处理、碳捕集的研究，共同开发

具有性能优异、 应用场景广泛、经

济可靠等特点的船舶碳捕集系统。

广发证券表示，低碳转型正深

度影响造船业， 以LNG/甲醇为代

表的替代燃料船已达到经济性临

界点，成为行业的主流选择。

回溯公司科创板IPO报告期，澜

起科技营业收入从2016年的8.45亿

元增长到2018年的17.58亿元， 年均

复合增长率高达44.23%； 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更是从2016年的315.40万元增

长到2018年的6.98亿元，年均复合增

长率高达1388.11%。

然而，最新财报数据显示，受服

务器及计算机行业需求下滑导致客

户去库存影响，2023年一季度公司营

业收入为4.20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3.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1972.07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93.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9.59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99.87%。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国内少数几

家同时具备高端通用处理器（CPU）

和协处理器（DCU）研发能力的集成

电路设计企业，与澜起科技同一赛道

的海光信息2022年度营业收入、净利

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这

些核心指标分别同比增长121.83%、

145.65%和181.92%，2023年一季度

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20.04%、

66.87%和41.95%。

令投资者不安的是，不仅是业绩

“雪崩” ， 澜起科技还陆续发布多份

关键股东减持公告。其中，中电投控、

嘉兴芯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 计 持 股 比 例 由 16.18% 降 至

11.18%，合计权益变动达到5%。

在此之前，嘉兴宏越及其一致行

动人、 上海临理及其一致行动人、中

电投控及其一致行动人等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均已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进行减持，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0.34%至0.97%不等。

市场更为关注的是，今年年初发

布的减持计划显示，英特尔投资及其

一致行动人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

过2268.14万股， 拟减持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2%。

根据5月19日公告， 该减持计划

已经实施过半，英特尔投资及其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占

总股本的比例由8.98%降低至7.89%。

招股说明书显示，英特尔投资在

2018年增资入股时的成本为1.75亿美

元， 而按照目前超过700亿元的总市

值测算，英特尔旗下该基金只需要套

现不足2000万股即可收回初始投资

成本。

目前，澜起科技主要拥有两大产

品线，即互连类芯片产品线和津逮服

务器平台产品线。 其中，津逮服务器

平台产品线是2016年以来公司与英

特尔、清华大学合作研发出津逮系列

服务器CPU，并基于津逮CPU及公司

的混合安全内存模组而搭建的津逮

服务器平台。

根据2022年年报披露 ， 公司

2019年5月、2020年8月和2021年4月

陆续发布了第一、二、三代津逮CPU；

2023年1月公司发布全新第四代津逮

CPU， 旨在以卓越性能为云计算、企

业应用、人工智能及高性能计算提供

算力支持。

从业绩方面来看，公司在科创板

IPO报告期内的2016年、2017年和

2018年，内存接口芯片业务占公司营

业收入的比例分别高达 66.08% 、

76.14%和99.49%， 而津逮服务器

CPU以及混合安全内存模组等相关

业务没有产生收入。 自2019年5月公

司第一代津逮CPU量产以来，经过两

年多的市场推广及客户培育，相关业

务取得突破性进展。 根据年报披露，

津逮服务器平台产品线2021年度、

2022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8.45亿元、

9.37亿元， 毛利率分别为10.22%和

10.54%。

但是，仅放量两年后，今年一季

度，公司津逮服务器平台产品线销售

收入断崖式下滑至0.05亿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幅度高达98.33%，毛利率大

幅下滑至6.29%。

作为公司在数据处理类芯片进

行战略布局的重要产品之一，津逮服

务器CPU由公司与清华大学、英特尔

联合研发。 公司称，产品所有权及品

牌归属澜起科技，公司已就津逮服务

器CPU所涉及的独立研发核心技术

申请专利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

权，可重构计算处理器（RCP）的算

法由清华大学提供，公司完成整体模

块及其他部分芯片设计，并委托第三

方进行芯片制造、封装和测试。 但公

司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 该款产品

CPU内核芯片由英特尔提供，且英特

尔提供的通用CPU内核芯片在津逮

服务器CPU成本中占比在90%左右。

澜起科技重点布局的津逮服务

器CPU和AI芯片领域已经成为市场

关注的焦点。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在

英特尔开始套现、津逮服务器CPU销

售收入和毛利率均断崖式下滑的情

况下，已完成第一代AI芯片工程样片

流片并成功点亮的澜起科技能否借

助正在孵化的AI芯片逆风翻盘？ 目

前，业界存在不少质疑的声音。 澜起

科技AI芯片在此轮人工智能浪潮中

还能掀起什么浪花，尤为值得关注。

AI芯片能否翻盘

业绩骤降 关键股东减持

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热情高

●本报记者 李梦扬

陆道培医疗集团日前再次向港交

所递表申请主板IPO， 该公司曾于今年

1月首次递表。据安永报告，2023年上半

年，内地企业在香港IPO占比有所升高，

达到约90%。

瑞银全球投资银行部中国区主管

朱正芹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总体而言，香港IPO市场一直以内

地企业为主。内地企业选择上市地受企

业自身业务情况、战略诉求、资金需要

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此外，首家“18C”

（港交所新特专科技公司上市机制）企

业的申报进程值得关注。

内地企业占比提升

资料显示，陆道培医疗集团通过三

家民营营利性医院 （即河北燕达陆道

培医院、 北京陆道培医院亦庄院区、北

京陆道培医院顺义院区） 提供全周期

血液病医疗服务，其申报主体为河北燕

达陆道培医院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香

港） 有限公司、 招银国际融资有限公

司、麦格理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为其联席

保荐人。

今年上半年，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步

伐有所加快。 安永近日发布的《中国内

地和香港IPO市场》 报告显示，2023年

上半年， 内地企业在香港IPO的数量占

比相较去年同期有所升高， 达到约

90%，进一步主导香港IPO市场。

根据德勤报告， 纵观今年上半年香

港新股市场，内地企业数量占比及融资总

额占比双双上升， 接近三成新股以10倍

至20倍的市盈率上市，稍胜于去年同期。

朱正芹对记者表示， 香港IPO具有

上市流程紧凑、面向全球资金和市场以

及后续再融资高效等优势，内地企业在

选择上市地受企业自身业务情况、战略

诉求、资金需要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内资券商承销挑大梁

毕马威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3

年上半年香港市场共有31只新股上市，

同比增长约30%，募资额达178亿港元，

同比微升约1%。香港IPO活动今年开局

发展较缓慢，但第二季度平均募资额比

第一季度有所回升。 从行业方面看，据

安永报告，零售与消费品行业筹资额最

高，占IPO筹资额37%。

内资券商表现亮眼。 从IPO承销金

额看， 据Wind数据，2023年上半年，中

金公司以37.45亿港元的承销金额高居

榜首， 中信建投以23.23亿港元位居第

二，华泰金控、中泰国际的承销金额均

超过5亿港元。

一位券商投行人士称，内资券商挑

起港股IPO承销大梁， 与今年上半年港

股市场的新股主要为内地企业有关。 同

时， 内资券商在香港市场耕耘多年，积

累了不少经验与资源。

目前， 逾50家内地企业拟赴港上

市。 证监会7月7日披露的数据显示，截

至7月6日，共有53家企业拟在香港联交

所上市，包括珠海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京东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京东智能产发股份有限公司等。

助力市场回暖

港交所网站显示，6月最后一周港

交所共披露26家公司的上市申请。尤其

是6月30日，13家公司的上市申请集中

披露。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告诉记者，6

月底较多企业申报的主要原因是财务

数据有效期。 具体来说，根据联交所相

关规则，申报文件中的最新财务数据距

离申报时间应不超过6个月。 中泰国际

研报认为， 近期香港新股上市申请增

多，或助力下半年港股IPO市场回暖。

展望未来，毕马威报告显示，香港

的新股市场仍然稳健， 现有超过110名

申请人等待上市，足以推动2023年下半

年市场回升。

据德勤资本市场服务部预测，

2023年香港将录得接近100只新股，

融资大约1800亿港元，优化股票互联

互通、 科技公司分拆上市以及全新的

特专科技公司上市机制等将成为推动

因素。

毕马威中国新经济市场及生命科

学主管合伙人朱雅仪表示，《上市规

则》 第18C章旨在帮助特专科技公司

（例如人工智能、 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

等）连接香港庞大的资金池，助力这些

企业开发技术及商业化。 科技公司有望

成为香港IPO市场的主力。

“我们正在积极跟进18C规则下相

关企业的上市准备进程，希望更多符合

标准的优质企业登陆香港市场。 ” 朱正

芹说。

交船接单管理创新齐头并进

上海三大船企“中考”成绩亮丽

●本报记者 王可

中国证券报记者7月9日获悉，

上半年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旗

下上海三大船企———江南造船、沪

东中华和外高桥造船实现完工交

船29艘、经营接单63艘及我国首艘

国产大型邮轮 “爱达·魔都号” 出

坞等一系列经营成果，交出了一份

亮丽的“期中考卷” ，为全面完成

全年生产经营目标任务奠定坚实

基础。

中高端船型交付接单持续攀升

据统计， 今年上半年上海三

大船企交付和接单量持续攀升，

中高端船型占比达到90%以上，

在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品布局、

创新转型升级方面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

在交付的29艘船中，包括江南

造船建造的特种气体运输领域高

技术精品船型———22000立方米乙

烯运输船、被誉为“未来船型” 的

40000立方米中型全冷式液化气船

（MGC）； 沪东中华建造的全球最

大 “超级带货王” 24000TEU级集

装箱船、全球最大浅水航道液化天

然气（LNG）运输船和17.4万立方

米大型LNG运输船等；外高桥造船

建造的世界独创Fast4Ward“通用

型” 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船（FP-

SO）、上海首制7000TEU集装箱船

新船型。

在承接的63艘新船订单中，

特种气体船占比达到42%， 其中

包括大型液化天然气 （LNG）运

输 船 、 超 大 型 乙 烷 运 输 船

（VLEC）、 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

（VLGC）等，创历年来新高。值得

一提的是， 上海三大船企首次承

接了6艘15000TEU甲醇双燃料动

力大型集装箱船、4艘93000立方

米超大型液氨运输船（VLAC）、3

艘9000车级甲醇预留汽车运输船

（PCTC） 等 ， 同时续签了 4艘

23000TEU液化天然气（LNG）双

燃料动力超大型集装箱船， 承接

了全球市场份额50%的阿芙拉型

成品油船订单。

综合建造能力达世界先进水平

交船和接单不断突破， 离不开

管理效率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江南造船从“功能定制、装试

分离、周期严控” 等方面入手，制定

“2+1+1”（即下水后2个月达到安

装完整，1个月调试、试航，1个月完

工交船）策略，努力盘活码头资源，

提高资源利用率。

同时，“双坞双线、三区联动”

大工法全面应用，实现资源利用最

大化。 江南造船合理规划生产资

源，通过节奏控制，显著提升了建

造效率。

沪东中华方面，今年以来，公司

着力实施LNG产能倍增计划，实现

LNG船批量高效建造。 一方面，全

力强化LNG产业能力建设，充分调

动相关造船资源， 增强核心配套能

力；另一方面，抢抓精益生产，持续

加强生产策划和项目管理， 取得了

事半功倍成效。

在17.4万立方米大型LNG运输

船“昆仑”号的建造过程中，沪东中

华大力实施数字化建造，不断推进新

工艺、新工法应用，显著缩短建造周

期，创造了国内大型LNG运输船码头

建造9个月的最短纪录， 以及常规试

航4天、 气体试航7天的最快纪录，标

志着沪东中华大型LNG运输船综合

建造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023年6月6日，首艘国产大型

邮轮“爱达·魔都号”在外高桥造船

顺利出坞， 全面开启最后交付前的

码头系泊试验、 出海试航等各项工

作，距摘取造船业“皇冠上最后一

颗明珠” 仅一步之遥。

据了解，“爱达·魔都号” 将于7

月和8月进行两次试航， 全面验证动

力和推进系统以及消防、救生、通信

导航、振动噪音、安全返港等功能，并

于年底命名交付。 目前，试航和交船

前的各项工作正有条不紊全面展开。

外高桥造船表示，今年是公司大

型邮轮、民船、海洋工程完整交付的

第一年；围绕“夯实大型邮轮主体地

位、提升民船海工盈利能力”的经营

方针， 外高桥造船上半年已完工交

船12艘，达成年度计划的63%。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