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2023年11月3日 星期五 责编：杨升华 美编：梁瑛 校对：马少俊

印刷术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
一，为全球人类的知识传播与文化传
承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随着时代发
展，数字印刷、3D打印等新型印刷技
术继承了这一古老艺术的衣钵，继续
为社会信息传播和文化传承贡献着力
量。

由于我国在现代印刷技术领域中
起步较晚，很多核心配件及软件技术
等起初均以国外进口为主，依赖性较
强。在制造业强国的战略导向下，金
融助力传统制造业转型的力度不断加
大，而这些核心技术及专利领域上的
空白，如今正被充满家国情怀的企业
家们孜孜不倦地填补着，“印刷”出融
合科技、创新与爱国之心的新篇章。

■新快报记者 张晓菡

金融助绘印刷新篇
印刷就像作家的一支笔，记录下人

的所思、所见、所得、所感。踏入天意有

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印刷车间内，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各式庞大的机器设备，

技术人员穿行其间，进行精心维护；车间

货架上摆放着各类印刷材料，弥漫着淡

淡的纸张和油墨香气；办公区域设置了

种类丰富的样品展区，展现着公司业务

的广泛和多样化。

如今拥有两栋厂房和大量先进设备

的天意有福公司，2003年时也只是一家

小小的打印店，开在当年的广州麓湖横

枝岗附近，“我们从只有一家小门店的初

创时期就是工商银行的客户了。2007
年，我们在工行开立了第一个对公结算

账户，从 2009 年开始，我们又陆续将其

他关联公司的对公结算账户选择在工行

开立。随着经营不断发展壮大，需要投

入的设备、人工等成本逐年上涨，我们开

始需要银行融资的支持。我们第一时间

找到了工行，并于2010年在工行取得了

第一笔企业融资，补充了日常经营周转

所需现金流。”企业负责人回忆道，“经过

这么多年的技术研发，公司现阶段已经

将数字印刷与互联网相结合，专注打造

规模化定制印刷的核心竞争力。”

“在日常生活中，孩子的毕业纪念

册、餐厅的菜单、商品的标签等都有可能

是我们印刷的。”天意有福副总经理董祖

明对新快报记者介绍道，除了超过 1000
种的普通消费者个性化定制产品，企业

还可以为客户提供规模化商业定制、包

装等印刷服务。最为重要的是，天意有

福依托信息技术和RFID技术等领域的

优势，能够为多个行业提供溯源、防伪、

物流管控等解决方案。

为何在人们看来作为“传统行业”的

印刷业也能如此富有科技感？据悉，天意

有福创始人姚宏兵及团队核心管理人员

均毕业于国内名校计算机相关专业，其

中，创始人姚宏兵在进入印刷行业前曾开

发过一款“绣花软件”，成功取代了日本的

同类产品。“我们也想做一点不一样的印

刷，希望通过软件技术去改变传统印刷

业，让中国印刷业焕发出新的活力。”

但由于印刷业属于重资产行业，公

司在发展过程中需长期投入大量资金用

于土地、厂房和机器设备等，在过去几年

中，天意有福也曾经历艰难时期。“2019
年，我们投入了几千万用于购置先进设

备，但2020年遭遇疫情，设备闲置，收入

下滑，导致公司在资金周转方面出现了

问题。幸运的是，工商银行多年来一直

陪伴在我们身边，不仅提供了稳定的融

资支持，在最困难的时候，还为我们提供

了‘无还本续贷’的服务，使我们平稳度

过了那一次资金危机。”

董祖明表示，在广州工行的帮助下，

公司整体营收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今

年上半年，天意有福营收净利同比双增，

其中营收 1.2 亿元，同比增长 17.28%。

对此，董祖明衷心感谢工商银行，并表

示：“我们将继续秉承我们的使命，让印

刷变得更简单、更有趣，为人们的生活增

色添彩。”

银行赋能技术突围
在国际品牌垄断中国市场、原装耗

材严重挤压通用耗材生存空间的环境

下，中国打印机及耗材生产公司想突破

重围并非易事，而广州麦普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凭借着丹心赤忱，从无到有，攻坚

克难，成功跻身全球知名有机光导鼓制

造商，解决了“卡脖子”技术难题。

走进麦普数码的生产车间，你会惊

叹于高度自动化的工业制造流程，记者

注意到，几乎每台机器前面都有一只“机

器手”在和自动化设备紧密合作，以提高

生产效率和精确度。而“机器手”拿取的

产品，则是一个个尺寸不同的“圆管”，现

场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这些“圆管”就是

公司的主要产品“有机光导鼓”。

“有机光导鼓相当于打印机、复印机

的心脏，缺少这个部件，文字与图案就没

办法成像。”自深入激光打印领域后，麦

普数码董事长洪林锋就强烈感受到掌握

核心技术的重要性，为了攻克技术难关，

公司不仅投入了大量资金购买设备，还

聘请了国内外专家团队参与设计研发，

终于，国产有机光导鼓成功面世。

2011年，麦普数码以自有技术建成

了高度自动化的有机光导鼓生产线四

条，年产量达到 1200 万支，一跃成为国

内有机光导鼓三大制造商之一。2015
年 ，麦 普 数 码 购 买 了 德 国 Hologic

Hitec-Imaging GmbH 的超长寿命有机

光导股技术配方和核心设备；2017 年，

公司全资收购了韩国知名有机光导股制

造企业Alprod公司，并得到其电荷传输

材料及感光材料的生产技术。通过对国

内外有机光导股产业技术与设备的整合

改造，麦普数码打破了有机光导股一直

以来由日本，德国等外国企业所垄断的

局面，在国家信息安全方面，为打印、复

印领域做到自主可控做出了贡献。

在一路的发展奋斗中，广州工行与

麦普数码紧密携手，为企业提供了“粤科

e贷”创新融资方案，以金融活水助力科

创企业成长壮大。企业主洪林锋也表达

了对工商银行的高度认可，“在与工行的

交流过程中，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工行对

高新技术企业的重视与支持。工行的团

队年轻有活力，服务意识很强，效率也

高，同时还为科技企业提供了优惠的贷

款利率。我们做企业的就喜欢和致力于

做实事的、能成功落地的机构合作。”

展望未来，洪林锋表示，希望麦普数

码能成为世界领先的打印复印成像系统

企业，此外，他更热切地期待麦普数码

“能为中国在这个领域里打破外国企业

对我们的封锁，继续为中国在打印成像

信息安全领域作出贡献。”

伴随着科技强国、制造强国战略的

深入推进，一批又一批扎根于广州的制

造业将由传统走向现代化转型之路，而

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分行将始终坚持金融

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持续加大对重

点 领 域 的 信

贷支持力度，

做 好 金 融 服

务，为“羊城”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贡 献 更

多工行力量。

金融筑梦 “智”造强国

点击二维码了解更多

新快报讯 记者涂波报道 步入 11
月，证监会重磅发声，活跃资本市场，大

力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优化再融资

和并购重组机制。近日，A 股增持回购

再掀热潮，已有 8 家公布了回购预案，

超百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经统计，截

至 11 月 2 日，今年以来已有 494 家上市

公司披露回购方案，回购上限金额近 700
亿元。

11月 2日，博实股份、劲仔食品和晨

光生物等发布董事会预案，均表示基于

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为提振市

场信心，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

分公司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

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记者统计同花顺相关数据发现，今

年下半年，上市公司的回购热情突飞猛

进。10 月份公告回购预案的公司有 107
家，9 月份有 70 家，8 月份有 130 家。11
月前两日就已有 8 家公布了回购预案。

而今年上半年，每个月公告回购预案的

公司都不足 50家。

从回购总额来看，有 258 家上市公

司回购金额超亿元，其中，格力电器、宁

德时代、宝钢股份和海尔智家最高回购

金额平均达 30 亿元。10 月 31 日，格力

电器公告推出第四期回购公司部分社

会公众股份方案，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金额不低于 15 亿元且不超过 30
亿元回购公司股份，每股回购价不超过

人民币 50 元 (含)。昨日格力电器收盘

报 34.03 元/股。同日，宁德时代也公告

拟自有资金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 20
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用于实施

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

价格不超过 294.45/股，宁德时代最新

收报 185.57元。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表示，上市公司积极开展回购表明了上

市公司管理层认为股价被低估，传递出

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和持续稳定发展

的信心。上市公司积极回购也体现了当

前企业盈利修复与改善预期，对活跃资

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具有积极作用，

有利于A股上市公司长期健康发展。

中信建投证券陈果研报指出，回购

不仅符合公司财务和战略目标的实现，

而且在A股市场疲软时具备短期“护盘”

作用，利于提振市场信心，回购热潮有望

推动“政策底”向“市场底”演绎。

今年已有近500家企业披露回购方案
11月两日就有8家宣布回购

新快报讯 记者刘艳爽报道 近

日，各大上市猪企已经完成三季报

披露，受猪价低迷影响，今年前三季

度上市猪企几乎全部报亏，多家公

司交出史上最差三季报，部分猪企

账面资金不足流动负债的 5%，市场

出现猪企现金流暴雷的传言。

从生猪养殖企业公布的三季报

整体来看，除*ST 正邦因陷入重整

而致营收收缩外，大部分上市猪企

实现营收同比增长。其中牧原股份

前三季度实现营收 829.7 亿元，同比

增长 2.7%；温氏股份实现营收 646.9
亿元，同比增长 15.8%，新希望实现

营收 1067.5 亿元，同比增长 6.3%。

据中国养猪网数据，截至 11 月 2
日，生猪（外三元）价格报 15.14 元/
公斤，虽然比今年 1 到 7 月有所回

升，但该价格水平仅为去年同期的

50%。此外，最新猪粮比为 5.51：1，

行业仍处于亏损区间。

受生猪价格低迷影响，上市猪

企增收不增利。今年前三季度，以

生猪养殖为主业的公司归母净利润

全部报亏，其中牧原股份亏 18.4 亿

元，温氏股份亏 45.3 亿元，新希望亏

38.6 亿元。牧原股份出现上市以来

的首次前三季度亏损，傲农生物、金

新农、新五丰、大北农、巨星农牧、神

农集团的净利润亏损额皆达到上市

以来的最高。

在上市猪企业绩持续报亏的背

景下，市场亦开始对生猪板块企业

产生怀疑。今年以来，大部分上市

猪企的股价表现低迷，其中牧原股

份本年度股价跌 22.5%，天邦食品跌

34.4%，新希望跌 22.6%。与此同时，

多家上市猪企被传经营危机。傲农

生物被传位于江西吉安某猪场拉闸

关停，企业对此表示“不予置评”。

牧原股份则被传裁员。

10 月 31 日，牧原股份公开对媒

体解释公司的资金问题，牧原股份

表示，即便作最坏的打算，当前的现

金储备和金融资源储备也足以支撑

牧原穿越“猪周期”。记者注意到，

截至今年第三季度，牧原股份账面

资金剩余 132.8 亿元，但牧原股份的

流动负债高达 845 亿元，存在 712.2
亿元的资金缺口。

财报显示，除*ST 正邦外，其他

猪企的资产负债率均未超过 100%，

大多在 60%左右。而从账面资金占

流动负债比率来看，大部分猪企均面

临较严重的资金缺口，其中傲农生

物、天邦食品的账面资金不足流动负

债的 5%，新希望、罗牛山、牧原股份

账面资金不足流动负债的 20%。

上市养猪企业三季报再承压
生猪价格持续低迷，目前仅为去年同期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