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有越来
越多的科学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创业，并受到追捧。除了上
文提到的奥比中光，还有寒武纪、云
从科技、大疆、宁德时代等。

公开资料显示，寒武纪背后的
陈氏兄弟——陈云霁和陈天石是一
对学霸兄弟。他们先后入读中科大
少年班，博士毕业后，联合团队创立
了寒武纪科技，专注 AI 芯片的研
发。2015年，他们仅20人的团队研
发出了世界首款深度学习专用处理

器原型芯片。去年，寒武纪成功登陆
科创板，目前最新市值超600亿元，
按照陈天石持股比例 33.19%，这位
80后科学家的当日身家超200亿元。

巧合的是，7 月 20 日顺利通过
科创板上市委审议，即将成为“科创
板 AI 第一股”的云从科技，其背后
掌舵人周曦也是一位从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走出的 80 后科学家。1981
年出生的周曦是典型的理工男，本
科和硕士都在中科大度过，博士则
在美国伊利诺伊香槟分校，师从“计

算机视觉之父”黄煦涛教授。2011
年，周曦作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
划”人脸识别的领军人才，踏上了回
国的征程。34岁那年，他选择创业，
从实验室走出来转战商场。时至今
日，这位80后创始人有望坐拥一家
上市公司。

除了上述列举的企业之外，大
疆创始人汪滔、宁德时代创始人曾
毓群等，都是具有技术背景的科学
家。科学家创立的企业，正越来越
受到VC/PE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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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捐赠 5000 万元物资，火
上热搜，7 月 23 日销售额同比暴
增 52 倍，国货品牌鸿星尔克成
功“火出圈”，相关话题持续登上
热搜，有的还冲上榜单第一，网
友们在其直播间喊话“要野性消
费”。这家老牌运动服饰品牌重
新活跃在大众的视野。

鸿星尔克能引发关注和野
蛮消费，确实充满了巧合和意
外。

第 一 个 ，就 是 暴 雨 水 灾 新
闻。每一次灾害，都是对企业尤
其是知名企业的一次良心检阅和
道德筛选。受众都会去比较各家
的捐款金额，准专业的吃瓜群众
还会进行财务分析。所以，这个
时候的企业往往就会处于一种既
要做好事，又要左右顾忌，生怕陷
入好事变坏事的公关危机中。时
间长了，就会形成一种互相默认
的潜规则：该捐什么捐多少，才是
最安全的表达方式。

偏偏鸿星尔克是个特例，因
为市场上对这个现阶段处于一
蹶不振状态的品牌是报以了同
情且苛刻的眼光。捐 5000 万元
实在是“巨款”，那么能不能捐得
起、是不是来真的又会被质疑。
偏偏这个企业也没怎么宣传自
己的善举，所以收获的正面评价
恰好超越了负面的质疑。

于是事情就发展成第二阶
段。网友和消费者通过支持与
购买鸿星尔克这样的国货品牌，
来间接支持其义举。于是非理
性的善举就出现了，这就是买买
买，有消费者就给 1000 元只拿
500 元的货品。这样一种滚雪
球、玩人浪的行为，很快就席卷
了线上和线下。

尽管有人会发出第二轮质
疑，认为国货们在玩过度营销，
然而这个声音依然没有形成主
流理性。以鸿星尔克为代表的
三线国货，获得了一段幸福的时
光。

然而，要真的从中总结什么
经验教训，却也很难。首先意外
灾害是不可预知的，其次意外再
生意外之喜，也不是企业公关和
营销能够掌控的。究竟事情会
向更好还是更坏方向发展，这并
不是企业能计划出来的。因此，
如果有什么企业想以此为案例，
做出模仿和总结，日后东施效
颦，必然会遭遇翻车。

其次，从企业本质来说，服
务市场和满足需求是其存在的
意义。企业不是为了无偿做善
事，也不是为了做社会剧场效应
而诞生的。提供适合当下时代
的产品和服务，才有长远发展的
可能。就此而言，鸿星尔克落后
了，也许不潮流不时尚，这就是
它的弊端和短板，只能努力改变
自己。把握和满足年轻人野性
消费、冲动消费心理，只是营销
手段之一，而不可能是主题。

更深层地说，国内大部分运
动品牌除了在外形设计上日新
月异外，还很少在功能性、技术
性乃至专业运动类型上有明显
的研究突破。国外品牌可能在
某些时候，输给了我们的民族审
美，但是长远来说能占据市场头
部位置，终究还是来源于对人体
规律的深层次研究与掌握。哪
怕是一对袜子，终究都是要拼科
技成分的。水不水，穿一天就知
道了。这个短板，我们还需要很
久才能追上去。

引进广州国资发力
海上风电

公开资料显示，泰胜风能成
立于 2001 年，2010 年登陆深交
所创业板，是中国最早专业从事
风机塔架制造的公司之一。泰
胜风能在近年来大力拓展海外

市场及海
上风电市
场 ，随 着

“双海战略”的逐步
落实，公司海上风电业务

板块收入增长迅速。2018 年至
2020年，泰胜风能营业收入分别
为 14.73 亿元、22.19 亿元、36.04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56.44%。

7月 14日，泰胜风能公布半
年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上半
年盈利 1.50 亿元-1.84 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30%-60%。其
中，海上风电业务保持较好的发

展态势，海上风电业务
营业收入预计较去年同

期增长约 210%，带动了整
体营业收入和毛利的增长，公司
业绩良好。

7月 23日，泰胜风能实际控
制人团队柳志成等人及股东张
舒啸与凯得投控签署了《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转让协议》，以每股
15元的价格受让3603.39万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011%。

同日，泰胜风能披露《2021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
案》，凯得投控以5.01 元/股的价
格，认购泰胜风能发行股票 2.16
亿股。本次发行完成且存量股
份过户完成后，凯得投控将直接
持有上市公司2.52 亿股普通股，
持股比例将达到26.93%，成为公
司的控股股东。

此次广州国资的入主，将为
泰胜风能在广东的业务布局按
下加速键。根据股份转让协议，
泰胜风能计划向广东省政府申
请配置海上风电及陆上风电资

源各100万千瓦。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正处于

高速发展时期，广东等沿海省份
海上风电市场庞大。广东省人
民政府于今年 6月发布《促进海
上风电有序开发和相关产业可
持续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
今年年底，全省海上风电累计建
成投产装机容量达到 400 万千
瓦；到 2025 年年底，力争达到
1800万千瓦，在全国率先实现平
价并网。

聚焦新能源并投资
小鹏汽车

凯得投控为何看中泰胜风
能，国资入主带来哪些想象空
间，都成为控制权变动背后的关
注焦点。

天眼查资料显示，股权受让
方凯得投控成立于 2015 年，业
务涵盖科技战略投资、母基金、
资本运作及资产管理等方面，是
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广州开发区控股”）全资
子公司。

凯得投控背靠的广州开发
区控股，正是广州开发区管委会
为拓展资本运营和资产经营、优
化产业结构、加速开发区经济发
展而设立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
公司。据报道，目前广州开发区
控股的科技战略投资业务主要
由广州开发区控股旗下的两家
全资子公司实施，其中凯得投控
专注新能源及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的投资服务。

在新能源相关的投资领域，
近年来凯得投控的“存在感”极
强。如在新能源汽车板块，2020
年 9月，小鹏汽车宣布与凯得投
控达成协议，凯得投控提供 40
亿元融资以支持小鹏汽车加速
拓展业务，包括在广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建设新的智造基地及购
置工厂设备等投资项目；今年 6
月，凯得投控与奥动新能源汽车
科技有限公司开启围绕新能源
汽车换电产业的全方位合作。

近期，资本市场上突然蹿出
了 一 匹“ 黑 马 ”—— 国 民 技 术
（300077），一家创立于 2000 年
的老牌芯片企业。7月 26日，国
民 技 术 收 报 31.62 元 ，微 涨
0.19%，而在不久前的5月26日，
其股价仅为 7.52 元。短短两个
月，国民技术股价暴涨了 3倍不
止。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轮暴涨
前，国民技术股价曾长期在低位
徘徊，这难免令人好奇，是什么
让这家沉寂许久的老牌芯片公
司突然爆发？

董事长或成为最大赢家

天眼查信息显示，国民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是国内专业从事超大规模信息
安全芯片和通讯芯片产品设计

以及整体解决方案研发和销售
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
品有安全芯片和通讯芯片，于
2010年在深圳创业板上市。

记者发现，国民技术这波上
涨行情早在5月28日就已经开始
显 露 端 倪 ，当 日 其 股 价 大 涨
12.40%。此后两个月内，国民技
术陆续经历了多个涨停，股价一路
推高至昨天的31.62元股。两个
月暴涨 3倍不止，国民技术由此
吸引了大量市场投资者的关注，
甚至还引来了深交所的关注函。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技术股
价曾长期低迷，为何在近俩月突
然“起飞”？或许跟其先后披露
的跟韩国浦项化学合作、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股权激励、重新
拥有实际控制人等消息有关。

5月 31日晚间，国民技术披

露，其与韩国浦项化学签订了意
向书，后者计划通过受让公司所
持斯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或其
子公司部分股权、或成立合资公
司等形式，与国民技术在锂离子
电池负极材料业务领域开展合
作。

7月 20日，国民技术发布公
告称，公司拟向公司第一大股
东、董事长兼总经理孙迎彤发行
股票，后者将成为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据披露，本次
发行数量不低于 6939 万股且不
超过9252万股，拟募集资金总额
不低于9亿元且不超过12亿元。

据此测算，此次发行完成
后，孙迎彤的持股比例为不低于
13.84%且不超过 16.74%。据了
解，该次发行股票的定增价格为
12.97元。

另外，国民技术7月 23日晚
披露，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按照
6.10 元/股的价格，授予孙迎彤
550 万股股票，占公司现有总股
本的0.99%。

以国民技术 7 月 26 日的股
票收盘价计算，光是股权激励一
项，孙迎彤就将浮盈超过 1.4 亿

元。当然，孙迎彤得先达成相应
的业绩考核条件，才能将限制性
股票解锁，从而真正获得收益。
加上定向增发的股票收益，孙迎
彤或成最大赢家。

大涨背后难掩业绩不佳

事实上，国民技术2010年在
创业板上市时曾是“超募王”，
IPO 时受到热捧，募集资金 23.8
亿元，超募近20亿元。

但国民技术上市之后，业绩
持续下滑。在营业收入方面，国
民技术近五年来连年下滑，从
2016 年 的 7.06 亿 元 ，下 降 到
2020 年的 3.80 亿元。在净利润
方面，国民技术2017年以来连年
巨亏，累计亏损超过 22亿元，亏
损金额达到该公司上市后盈利
的 3倍以上。今年一季度，公司
实现扣非净利润为-2792.47 万
元。

除此之外，国民技术近几年
先后遭遇的投资失败、并购踩雷
等事件，也让其经营雪上加霜。

国民技术 2017 年 11 月 29
日披露，子公司前海国民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出资 5亿元，与私募

北京旗隆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合
作成立旗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
中心深圳国泰，但北京旗隆相关
人员突然失联，致使国民技术 5
亿元投资款不翼而飞，且款项至
今仍未追回。

另外，2017 年，国民技术拟
作价 13.36 亿元收购斯诺实业
70% 的 股 份 。 但 当 国 民 技 术
2018 年 3 月完成斯诺实业股权
收购后不久，斯诺实业第一大客
户的母公司便出现债务危机，致
使斯诺实业业绩亏损，进而影响
国 民 技 术 业 绩 。 财 报 显 示 ，
2020 年国民技术仍有6.17 亿元
的业绩补偿款未收回。

经历多个失败后，国民技术
经营艰难，公司资产负债率连年
走高。2016 年年末国民技术资
产负债率仅为 10.03%，但 2020
年末达到了46.74%。对此，国民
技术表示，“资金需求较大使得
公司负债较高，资产负债率高于
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不过，随着国民技术在新能
源锂电这一热门领域的进一步
深入，以及在取得实际控制人利
好的加持下，国民技术业绩有望
重回正轨。

羊城晚报讯 7 月 25 日晚，
调味品巨头中炬高新（600872）
连发数条重磅公告，包括不超过
77.91 亿元定向增发扩产、不超
过6亿元再次回购股份，引发市
场关注。7月26日，深沪股指大
跌，公司股价高开近6%，随后剧
烈振荡，一度下跌近 3%，收报
38.69元，上涨2.49%。

定向增发扩产

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
东中山润田投资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 2.39 亿股股票，发行数
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30%，募集资金总额将不超过
77.91 亿元，其中 70 亿元将用
于阳西美味鲜食品有限公司
300 万吨调味品扩产项目，剩
余约 7.91 亿元资金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

中炬高新预计，该项目建设
并全部达产后，公司将新增酱
油、食醋、蚝油、酱类、复合调味
料等产品的产能，有利于公司进
一步满足市场需求，扩大市场占
有率，从而巩固公司市场领先地
位。预计项目将实现年均销售
收入 204.09 亿元，年均净利润
51.57亿元。

目 前中山润田持 有公司
1.99 亿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中山润田为公司控股股
东，姚振华为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假设中山润田认购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全部股票，本次发行
完成之后，中山润田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将为 42.31%，仍为公司
控股股东，姚振华仍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

再抛回购计划

在抛出78亿元增发融资方
案的同时，中炬高新又一次披露
了回购计划。公告称，基于对公
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
价值的高度认可，并结合公司经
营情况、主营业务发展前景、公司
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
等因素，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按回购方案，此次回购资金
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
元，回购价格不超过60元/股。按
最高6亿元回购资金测算，预计可
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000万股，约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26%；按本
次回购资金最低3亿元测算，预计
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500万股，约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63%。

公告表示，此次所得股份将
用于注销，有利于维护公司和投
资者利益，稳定投资者预期，增
强市场信心，推动公司股票价值
的合理回归。

这是公司今年以来第二次
回购计划。公告资料显示，此前
公司已使用资金近6亿元，共回
购股份 1438.8 万股。但令投资
者失望的是，回购未能阻止股价
下跌势头。

自去年 9 月创下历史最高
后，今年以来，中炬高新股价持
续下滑。目前股价已较去年高
点腰斩，市值蒸发超过 300 亿
元。虽然被股民称作“酱油二
哥”，但目前公司市值只有约
300亿元。相比之下，海天味业
仍是当之无愧的“酱油一哥”，目
前市值接近5000亿元。（钟正）

据悉，圆信永丰基金将于 8
月 9 日推出全新产品——圆信
永丰兴诺一年持有期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012064），以期通过一年持有
期的设置，优化投资者的持基体
验。

圆信永丰兴诺是一只灵活

配置型基金，投资策略上基金管
理人将从宏观、微观等角度判断
经济周期，根据市场风格变化灵
活调节权益和债券类资产配
置。行业配置上重点布局景气
度好而估值相对合理的公司及
行业，通过均衡行业及个股配
置，分散组合投资风险。（杨广）

财经
评辣

三线国货借水灾咸鱼翻生
真要涅槃还是不能“太水”

羊城晚报财经评论员 戚耀琪

国民技术两个月涨3倍
老牌芯片公司仍有隐忧

中炬高新定增回购齐出
姚老板究竟在下什么棋？

一年期持有优化投资体验
圆信永丰兴诺首发在即

羊城晚报记者 黄婷 实习生 张松

羊城晚报记者 李志文

风电塔架龙头泰胜风能（300129）发布公告称，
公司实控人团队柳志成等人以及股东张舒啸与广州
国资旗下凯得投控签署协议，拟向凯得投控转让公
司股份3603.3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11%。
此外，凯得投控还拟大举参与泰胜风能定增。
交易完成后，凯得投控将成为泰胜风能控股股
东，公司实控人变更为广州经开区管委会。
这标志着又一起广州国资入主上市公司
的案例即将诞生。7月26日，泰胜风
能开盘即涨 18.02%，收报 7.03
元，涨幅为7.33%。

广州国资双招入主风电企业广州国资双招入主风电企业
泰胜风能筹划控制权变更，将易主为凯得投控

奥比中光创始人黄源浩奥比中光创始人黄源浩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供图供图

奥比中光创始人黄源浩是80后潮汕学霸
羊城晚报记者 李志文 近日，记者获悉，支付宝“刷脸支付”背后的技术公司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比中
光”）申请科创板上市已获受理。若其最终成功 IPO，A股
市场上将又多一家科学家创立并主导的企业。

招股书显示，奥比中光在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2.09 亿元、5.96
亿元和 2.58 亿元。对于 2020 年营收大幅下
降的原因，奥比中光称系受疫情影响。

在净利润方面，上述报告期内，奥比中
光的净利润分别为-1.04 亿元、-6.89 亿元
及-6.81 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9078.61 万元、
431.27 万元和-1.80 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奥比中光十分舍得在
研发上投入大手笔。2018 年至 2020 年，奥
比中光的研发费用分别为 1.12 亿元、5.03 亿
元、3.25 亿元，相应研发费用率逐年上涨，分
别为 53.40%、84.24%、125.65%。其中，2020
年，奥比中光的研发投入甚至超过了营收。

另 外 ，奥 比 中 光 研 发 人 员 占 比 也 很
高。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奥比中光的研
发人员数量 562 名，占比 63.36%。

（李志文）

天眼查资料显示，奥比中光成立
于 2013 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
售为一体的 3D 传感技术高科技企
业，其 3D传感方案主要应用于无人
零售、AI智慧客厅、智能机器人、智
能家居、智能安防、工业 4.0 等多个
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奥比中光是继苹
果、微软、英特尔之后，第四家能够量产
消费级3D传感器的公司，目前全球已
有2000家以上（包括 10 家以上世界
500强企业）的人工智能、智能硬件公司
使用奥比中光3D传感器进行各类开
发，除了开头提到的蚂蚁集团（支付宝
背后的公司），还包括OPPO、魅族等。

2018年，奥比中光的3D结构光
摄像头模组被 OPPO 应用在其新款
旗舰手机 Find X 上；2020 年，奥比
中光开始为魅族旗舰机 17Pro 提供
技术支持，并于 2021 年 3 月为其新

一代旗舰机 18Pro 提供基于 iToF技
术的后置3D视觉传感器。

2020 年年底，奥比中光开始筹
备 IPO；2020年 11月，奥比中光同中
信建投、中金公司签署上市辅导协
议，正式启动A股上市；今年6月 29
日，奥比中光向科创板递交招股书；
日前，奥比中光的科创板上市申请已
获受理。招股书显示，奥比中光计划
募资 18.63 亿元，其中，17.63 亿元用
于 3D 视觉感知技术研发项目；1 亿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另外，2018年完成D轮融资后，奥
比中光的估值达到了20亿美元，约合
130亿元人民币，成功跻身独角兽行列。

其实，比企业本身更令人称道
的，是奥比中光背后的创始人黄源
浩。来自广东潮州的黄源浩出生于
1980 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霸。
他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

科学专业，随后又分别在新加坡国立
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获得硕士和博
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黄源浩辗转于多个
国际顶尖研究所进行光学领域的研
究，并成为全球光学测量最顶尖的专
家之一。不过，黄源浩发现中国的科
研人员在国外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一位美国研究员的年薪是 50万美
元，中国研究员只能拿 30万美元。”
黄源浩曾回忆。

于是，2013 年，黄源浩回国创
业，在深圳创办“奥比中光”，开始了
3D传感技术的研发工作。

经过艰苦的研究，2015年，奥比
中光研发出我国首颗 3D感知芯片，
并正式量产消费级 3D传感摄像头，
一举打破苹果、微软、英特尔的垄断，
成为全亚洲首家、全球第四家具有深
度计算级别芯片量产能力的厂商。

80后潮汕学霸归国创业

科学家技术致富时代来临？

相
关
链
接

奥比中光研发
去年超过营收

又一家科学家创立企业准备IPO

国民技术日K线图

中炬高新日K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