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章将退居幕后

众所周知，魅族约 20 年的
发展历程，创始人黄章一直是核
心人物。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本次
交易后，吉利创始人李书福继续
担任星纪时代董事长，星纪时代
副董事长沈子瑜任魅族科技董
事长，魅族科技创始人黄章持有
9.79%股权，作为魅族科技产品
战略顾问。从职位上来看，黄章
相当于退居幕后了。魅族方面
则表示，黄章不会离开魅族。

对于这次收购，李书福表示，
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催
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消费电
子行业和汽车行业的技术创新和
生态融合势在必行。未来智能汽
车、智能手机两个行业的赛道不
再单调，两者不再各行其道，而是
面向共同用户的多终端、全场景、
沉浸式体验的一体融合关系。通
过布局手机业务，消费电子产业
与汽车产业深度融合，跨界打造
用户生态链，可以实现超级协同。

造手机胜算几何？

近几年，手机互联网企业纷
纷杀入传统的汽车产业，华为、
百度、小米、360 等等互联网造
车的新闻经常见诸报端。因为
各家大厂都看好这块市场。中
汽协等多方机构预测，2022 年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有望突
破 500 万辆，提前完成 2025 年

新能源汽车销量 500 万辆的目
标，这也意味着我国新能源汽车
的快速发展将远超预期。

而这一次车企也反向输
出。据了解，星际时代新手机将
于 2023 年一季度发布，高端定
位。星纪时代和魅族两个品牌
的产品都会围绕魅族 Flyme 操
作系统。但是，在手机行业已经
是红海的情况下，星纪时代和魅
族胜算几何？

对此，沈子瑜对羊城晚报记
者表示，现在手机整个下行是因
为手机的同质化很严重，高端手
机的选择很少，低端选择很多，但
同质化很严重，在产品创新和突
破上需要更多的努力，“就像手机
行业很多人已经做过十几年，需
要跨界的玩家让这个产业增加更
新鲜的血液，可以有更大的创新，
所以我们坚信在这样一个下行的
市场份额里，我们一定会通过产
品创新和不一样的体验给到消费
者更好的一个产品”。

艾媒咨询 CEO 张毅指出，
手机和互联网公司都在紧锣密
鼓地打造自身的生态圈，不仅要
实现智能家居之间的互联，还要
实现智能车机协同。

所以，“多终端、全场景”是
沈子瑜说得最多的要点。沈子
瑜表示，未来的竞争不再是单一
赛道的竞争，而是多终端、全场
景的竞争，手机公司去做汽车，
汽车公司去做手机，将手机上的
体验赋能到智能车机上，包括赋
能到其他终端上，实现多终端、
全场景的融合体验目标。

招商基金积极践行绿色低
碳使命，在产品创新方面饮“头
啖汤”，旗下细分赛道ETF产品
——招商中证上海环交所碳中
和ETF于 7月 4日起正式发行，
该基金跟踪中证上海环交所碳
中和指数（SEEE 碳中和指数），

覆盖碳中和相关细分领域，是投
资者进行绿色投资的有效工具。

招商基金副总经理欧志明表
示，招商基金将充分发挥公募基金
普惠金融的优势特色，借助招商系
绿色金融业务平台，让优质的碳中
和产品“飞入寻常百姓家”。（杨广）

数据显示，经过三年持续赋
能，科创板企业整体专利稳步提
升。截至今年6月 13日，科创板
428家上市企业专利申请总量为
14 万余件，有效专利总量为 7.7
万余件，授权发明专利总量为 4
万余件。平均每家科创板上市公
司专利申请量约为 328 件，有效
专利量约为 182 件，授权发明专
利量约为 95 件。专利申请总量
中位数为 154 件，有效专利量中
位数为84件，授权发明专利量中
位数为31件。

对比来看，截至科创板开板
两周年（2021 年 6 月 13 日），288
家科创板上市企业的专利申请总
量中位数为 151 件，有效专利量
中位数为77件，授权发明专利量
中位数为27件。通过对比可知，
上述三项专利数据基本呈现稳定
的上升趋势。由此可见，科创板
上市企业的整体专利能力正在不
断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科创板企业
专利强度和研发投入也高于主板
和创业板企业。在上交所 2021
年 4月 16日公布的《科创属性评

价指引（试行）》中，对“最近三年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研发
人员占当年员工总数的比例”和

“形成主营业务收入的发明专利”
等作了明确的规定。

从专利强度（注：指每亿元营
收所对应的平均有效发明专利
量）来看，根据智慧芽专利数据以
及各企业披露的研发相关数据显
示，428 家科创板上市企业每亿
元营收对应的平均有效发明专利
量约为 4.5 件，约为 3100 余家主
板企业 0.5 件的 9 倍，1100 余家
创业板企业1.6件的3倍。

另从研发投入强度（注：指企
业研发投入占总营收的比例）看，
科创板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占比达
到了 10.3%，两倍于创业板企业
（4.9% ），五 倍 于 主 板 企 业
（1.8%），整体上展现出高研发投
入的特征；同时，从研发人员强度
（注：指研发人员占公司总员工数
量的比例）看，科创板企业平均研
发人员占比约为 27.2%，创业板
企业平均为 20.4%，而主板企业
平均为 11.5%，约为科创板企业
的一半。

2022年7月5日/星期二/经济新闻部主编/责编周寿光/ 美编 郭子君 / 校对 潘丽玲 A11财经·视野

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国企新观察

老字号
策划：吴江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泽云 孙晶 孙绮曼
图/羊城晚报记者 孙绮曼

热搜
名企名企

招商中证上海环交所碳中和ETF发行

吉利收购魅族要反向造手机
李书福继续担任星纪时代董事长

羊城晚报记者 林曦

综 观 皇 上 皇 80 多 年 发 展
史，这家老字号企业是不缺创
新基因的，从成立之初，皇上皇
就 在 不 停 适 应 市 场 、应 时 而
变。民国时期，由于技术限制
腊味腌制销售只有秋冬季的百
来天时间，淡季时无生意可做，
为弥补淡季的收入落差，皇上
皇摸索出“三阵”战略:冬制腊
味、夏设冰室、春秋穿插肥皂制
造，这也奠定了皇上皇日后的
创新基因。

当下，无论是在自热锅赛
道还是餐饮赛道，82 岁皇上皇
其实还只是一个稚嫩的新人，
要想将在腊味市场上耕耘数十
载所沉淀的品牌力顺利移植到
新赛道，与竞争者正面 PK，皇
上皇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除 了 坚 持 质 量 引 领 和 标 准 引
领，还需要在营销手段上有更
多突破。

以自热锅赛道为例，近年
来，这个市场涌入了大量的资

本，如其中自嗨锅品牌从 2018
年 至 今 已 完 成 六 轮 融 资 ，在
2020 年第三轮融资后估值便达
5 亿美元，这家原本主打自热火
锅、自热汤锅的品牌现在也进
军自热煲仔饭市场，在资本助
力下，自嗨锅斥资数亿元投入
广告投放，发力年轻消费市场
的态势猛烈。

要创新，要走进新生代消
费者的心里，肯定要面对新挑
战，皇上皇也应该拿出更多应
时而变的创新力，将新产品做
得有生气，有品牌力，加强与年
轻消费者的契合度，助推品牌
年轻化。

近年来，皇上皇也逐渐认
识到了这一点，正在有意识加
强传播创新，包括加入广州老
字号数字博物馆、在社交平台
推出与年轻人互动的创意食谱
专题活动等，老字号复古新国
潮的 IP 能否顺利打造，也令人
期待。（陈泽云 孙晶 孙绮曼）

数据显示，2021年，皇上皇
腊制品销售量突破 10000 吨，
同比增长了 22%。作为一家中
华老字号品牌，能保持两位数
的增长实属难能可贵。

不过，作为一个细分市场，
腊味的容量始终是有限的，而
在这条赛道上，广州酒家、沧州
等知名品牌也在奋力追赶中。

打造下一个增长点，成为
了大势所趋。刘永强介绍，这
几年，皇上皇一直探索在腊味
产品的基础上进行跨界延伸，
以期突破传统腊味的消费场
景，满足快捷、健康、时尚的新
消费需求。其中，早在2018年，
皇上皇就将腊味与自热饭进行
关联研发，在行业中首创了自
热腊味煲仔饭。今年5月，皇上
皇对原有 2 款自热煲仔饭进行
技术改进和口味创新，推出了6
款自热饭系列新品，不断丰富

自热产品矩阵。
“传统的煲仔饭从生米到

出餐大概要 25 分钟，我们现在
只需要12分钟就可以做出一锅
同样有焦香锅巴的煲仔饭，减
少顾客等待时间，实现标准化
生产。”去年的11月 30日，皇上
皇还正式进军餐饮界，在广州
IFC 国金天地开起了主打广式
煲仔饭首家品牌餐饮体验店，
开业以来，依托深耕肉制品积
累的经验，皇上皇有料局不断
丰富菜品供应类别，现有菜品
已经达到了48个。

“老字号企业要保持生命
力 ，关 键 在 于 不 断 学 习 和 创
新，要让老字号金字招牌越擦
越亮，历久弥新，就要不断满
足新消费者对于美好生活的
需求，才能让美好的品牌记忆
转化为老字号发展活力。”刘
永强表示。

中午，广州珠江新城CBD广州国际金融中心，白
领王小姐在拥挤的餐饮店内好不容易找到了位置，她
此番要尝试的就是去年年底宣布跨界进军餐饮界的皇
上皇煲仔饭。“我们从零售进入到餐饮，从单纯的腊味
到做烧卤产品，其实是选择了一条新赛道，而这条新赛
道可以帮助我们快速触达年轻消费群体。”皇上皇有料
局相关负责人这样描述这家老字号的新目标。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不甘守旧的82岁广式腊味
“头牌”皇上皇开启了创新路，推出了自热煲仔饭、麻辣
腊肠、湘式腊肉等新产品，跨界开出的首家皇上皇有料
局煲仔饭店更选择直接进军珠江新城。

秋风起，吃腊味。提起广式
腊味，能叫得出的广东品牌肯定
少不了“皇上皇”。

1940 年，皇上皇创始人谢
昌开始经营腊味铺，1943 年正
式取名“皇上皇”。 皇上皇的腊
味选用特级肠衣、新鲜猪肉制
成、更以汾酒、酱油等进行调
味。产品分类也严格按照传统，
肥瘦肉配比四六是二级肠，三七
是一级肠，二八是特级肠，各有
拥趸。

在很多老广的印象里，过年
前，位于下九路的皇上皇总是排
起弯弯曲曲的“蛇阵”。腊肠、
板鸭、腊肉整齐地挂在店里，油
光发亮，浅黄、深红、棕色的色
泽分外诱人。上午，不少本地阿
婆阿伯排队等待购买皇上皇的
特价散装腊肠，下午，“蛇阵”
的主角变成了来买广州手信的
外地游客。

从前门后店的小作坊到如
今的中华老字号品牌、中国驰
名商标，皇上皇是如何获得“嘴
刁”的老广饕餮客的认可并一
步步成长为全国知名腊味品牌
的呢？广州皇上皇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广式腊味制

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刘永强在接
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质量是老字号赖以生存的根
基，长期以来，皇上皇坚持通过
产品研发和工艺创新，不断传
承传统广式腊味制作文化，引
领腊味市场的发展。

据介绍，以往腊味的制作
要“靠天吃饭”，依靠干燥秋风
及天然阳光生晒而成，产量少，
上市时间短，后来，自然风干环
节逐渐改成煤炭加热烘干，但
腊味往往也容易被污染，品控
并不稳定。

但现在，腊味制作已经无需
再“等秋风”了。1988 年，皇上
皇建成了全国首个太阳能腊味
焙房，结束了腊味炭焙煤烤的历
史 ，奠 定 了 行 业 领 先 地 位 。
2019 年，皇上皇食品加工中心
（永和基地）建成并投入运营。
在这个“互联网+智能工厂”里，
腊肉无需再烟熏火燎，也不需要
老师傅日夜蹲守，工厂创新应用
了精准控温控湿节能热泵干燥
新技术，实现了广式肉制品干燥
过程的智能化精准控制，生产效
率提高37%以上，比传统烘房节
能70%以上。

腊味制作无需再等秋风

跨界推动寻找新增长点

老字号还要加强品牌力

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分
类，在科创板 428 家上市企业
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
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分布
的企业数量最多，分别有 161
家、96家和64家。

从专利强度来看，属于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科创板上
市企业，其每亿元营收的平均
有效发明专利量约为 7.6 件，是
科创板平均专利强度的近2倍，
同时也是专利强度排名第二位
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专利强度

的近2倍，反映了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中的科创板上市企业的
整体专利强度最高。

从研发投入强度来看，生
物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的科创板上市企业的研发投入
强度双双超过 10%。其中，属
于生物产业的科创板企业的平
均研发投入强度最高，达到了
22.2%，约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的2倍。此外，从研发人员强
度来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科创板上

市企业的平均研发人员占比分
别约为 35.30%和 33.10%，是唯
二超过30%占比的产业。

具体到广东方面，69家广东
省科创板上市企业分布于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生物产业等6大产业。其
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分布的
企业数量最多，达到了 41 家。
此外，广东省新能源产业的科创
板企业，其专利强度最高，其每
亿元营收对应的平均有效发明
专利量约为13.3件。

三行业整体专利强度最高

科技企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互联
网和手机厂商纷纷进入造车，而车企也

在反向进军手机领域。7月4日，湖北星纪时代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星纪时代”）与珠海市魅族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魅族科技”）举行战略投资签约仪式，正式宣
布星纪时代持有魅族科技79.09%的控股权，并取得对魅
族科技的单独控制。魅族品牌将独立运营。不过，双方并
未透露交易价格。

按上交所披露的企业注册
地进行分析，江苏省、广东省、
上海市等10个省市的科创板上
市企业数量超过10家。

其中，广东省共有 69 家科
创板上市企业，专利申请总量
为2.3万件，有效专利总量为1.3
万 件 ，授 权 发 明 专 利 总 量 为
5100余件。平均每家广东省科
创板上市企业的专利申请量约

为 336件，有效专利量约为 196
件，授权发明专利量约为 75
件。专利申请总量中位数为
169件，有效专利量中位数为97
件，授权发明专利量中位数为
32件。

截至6月13日，428家科创
板上市企业的专利申请总量中
位数为154件，有效专利量中位
数为 84 件，授权发明专利量中
位数为 31 件。通过对比可知，
广东省科创板上市企业的整体
专利能力高于科创板整体水平。

从专利强度看，69 家广东
省科创板上市企业每亿元营收
对应的平均有效发明专利量约
为4件，略低于科创板整体专利
强度4.5件。

从研发投入强度看，69 家

广东省科创板上市企业平均研
发投入占比约为 7.7%，略低于
科 创 板 整 体 研 发 投 入 强 度
10.3%。此外，从研发人员强度
看，广东省科创板企业平均研
发人员占比约为27.5%，略高于
科 创 板 整 体 研 发 人 员 强 度
27.2%。

对此，智慧芽方面表示，广
东科创板企业专利强度在前10
省份中排名第五，研发强度和
研发人员占比也都比较高。这
首先是因为广东本身科技实力
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好；其
次是广东省在政府支持科技发
展上一直不遗余力，除科技财
政支出外，广东省政府通过辅
导、补贴的方式鼓励企业登陆
科创板，力度也是比较强的。

多项指标高于整体水平

广式腊肠酒香扑鼻，口感
偏甜，一直深受广东地区销售
者喜爱。但腊制品一直都是地
域性明显的传统食品，各地腊
制品的风味各异。老字号要如
何打开全国市场？

对此，刘永强表示：“皇上
皇虽然主打广式腊肠，但我们
的市场不只是在广东。”

原来，随着中国餐饮行业
的快速发展，电商等互联网平
台进一步打破了时空局限，不
同地域的餐饮文化差异正在逐
步缩小。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
互相学习、融会贯通，使得饮食
文化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大同现象。

这也正好给广式腊味行
业 创 造 了“ 走 出 去 ”的 好 时
机。刘永强表示，为满足各地

消费者的需求，平衡区域市场
和全国市场，皇上皇在产品营
销及口味上都做了改革和创
新。目前，皇上皇已经根据不
同地域的消费习惯及口味偏
好，推出一批非广式风味的腊
制品，如川式麻辣腊肠、湘式
腊肉等。

不过，越是地域特征明显
的老字号品牌，在进军全国市
场时，越不能丢掉自己的特色
与风格。“现在的消费者是更愿
意为地域特色买单，比如一个
来自四川的消费者，如果选择
买皇上皇，肯定不是冲着川式
新口味来的，而是更想试一下
地地道道的广式口味，传统腊
味的风味不能丢”。

立足传统的基础上创新，这
样的策略也让皇上皇成了“广货

北上”的典型代表。天猫旗舰店
的数据显示，广式腊味除了在口
味偏甜的江浙地区受欢迎，在嗜
辣、嗜咸地域的消费增速同样喜
人。其中，皇上皇针对火锅市场
开发的迷你广式小香肠，一直被
列入皇上皇天猫旗舰店的热销
产品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
说明了随着人口的流动与饮食
文化的推广，产品风味差异对于
消费者的偏好影响正在减小，给
皇上皇发力全国市场提供了机
遇。”刘永强表示。

当前广式腊味地域性消
费的制约已逐步打破，广式腊
味 在 内 地 市 场 也 流 行 了 起
来 。 在“ 广 货 出 广 ”的 浪 潮
下，皇上皇落实“跨区域”战
略已初见成效，逐步向全国区
域市场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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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羊城晚报记者
从科技创新情报SaaS服
务商智慧芽旗下智慧芽
创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
“数据芽”）了解到，截至6
月 13 日（6 月 13 日是科
创板开板三周年），科创
板 428 家上市企业专利
申请总量为14万余件，有
效专利总量为 7.7 万余
件，授权发明专利总量为
4万余件，经过三年持续
赋能，科创板企业整体专
利稳步提升。

69 家广东科创板上
市企业也表现亮眼。专
利申请总量为 2.3 万件，
有效专利总量为 1.3 万
件，授权发明专利总量为
5100 余件。专利申请总
量中位数、有效专利量中
位数、授权发明专利量中
位数等指标均高于科创
板整体水平。

数据眼

科创板整体专利稳步提升1

69家广东科创板公司含金量几何
多项专利指标高于整体水平，平均每家申请量约为33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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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皇门店

皇上皇跨界开设的煲仔饭餐饮店有料局几乎座无虚席
李志文 摄

面向年轻消费群体，广式腊味“头牌”冲浪新风口

82岁皇上皇玩起了煲仔饭

皇上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永强

广式腊肠如何打开全国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