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力“大单品” 莱茵生物赴美投资工业大麻

证券时报记者 王小伟

5

月

19

日晚间，莱茵生物发布公

告， 公司拟在美国投资建设工业大麻

提取及应用工程建设项目， 预计总投

资

4.02

亿元。 同时，公司还将设立一

家美国全资子公司

LaynHemp

（暂定

名）负责本项目的实施。

为何远赴美国？

按照规划， 本次项目主要涉及工

业大麻提取工厂的生产能力建设和工

业大麻种植、生产工艺、终端应用等全

产业链的研发能力建设两部分。 具体

包括土地购置、土建施工、生产设备的

购买及安装、研发检测设备及消防、环

保设施投入等， 项目用地面积约

100

亩左右。

本项目主要产品为大麻二酚（

CBD

结晶粉末）和大麻全谱油产品等，可应

用于医疗、食品添加剂、化妆品和宠物

用品等多个领域， 年处理原料能力为

5000

吨。 按照原料的

CBD

含量平均为

8%

计算，预计项目达产年，

CBD

（

99%

纯

度计）年产量为

160

吨，全谱油年产量

为

290

吨（

55%CBD

纯度计）。项目预计

2020

年底建成投产。

云南农科院教授杨明曾介绍，中

国目前主要种植的两种工业大麻 “云

南一号”和“云南七号”

CBD

含量都不

超过

1%

， 为何莱茵生物在公告中能

够按照

8%

的比例进行计算？

原因在于地域差异。 有券商曾在

研报中指出，中国工业大麻种子

CBD

含量目前最高大概

1.3%

， 平均值在

1%

， 美国工业大麻种子

CBD

含量平

均为

6%

左右，最高可达

11%

，在同等

土地面积下， 中国种植的收获量可能

只有美国的

1/6

。

原料的差别度， 将直接影响相关

企业的盈利能力。 莱茵生物公告中所

援引的研究报告显示，

95%

含量的

CBD

产品平均售价约为

5500

美元

/

公

斤，全谱油（

55%CBD

含量）市场平均

售价约

2500

美元

/

公斤， 生产厂家毛

利率基本在

80%

以上。

而莱茵生物

2018

年年报显示，公

司目前主营的植物提取产品毛利率仅

在

25.4%

左右，因此，工业大麻提取业

务，相较莱茵生物的传统业务而言，具

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发力“大单品”

LaynHemp

并非莱茵生物在美国

设立的首个涉足工业大麻的子公司。

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梳理，

2011

年

和

2016

年， 莱茵生物已经在美国加

州、 意大利萨沃纳设立了全资子公司

LAYNUSA INC.

和

LAYNEUROPES.R.

L

， 主要从事植物提取相关产品的销

售和市场拓展。 其中，

LaynUSA

日前

就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工业大麻

种植公司（供应商）签订一份《高含量

CBD

工业大麻原料供应协议》。 莱茵

生物在协议期限内从供应商处购买和

使用合同规定的高含量

CBD

工业大

麻原料，合同金额

360

万美元。

也正是在新工厂建设经验及境外

子公司运营经验， 被莱茵生物视为进

军工业大麻行业的优势之一。此外，公

司在植物提取行业具备技术研发优

势， 以及在植物提取行业具备客户资

源优势， 都被公司视为进军工业大麻

的优势条件。

莱茵生物近年来提出植物提取物

大单品发展战略， 而美国工业大麻项

目的推进，无疑将为公司打造又一“大

单品”，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公司在

美国开展工业大麻提取加工的生产能

力建设，可更快速、更低成本地进入这

一领域，把握发展机遇，挖掘工业大麻

的市场潜力。

莱茵生物在

5

月

19

日晚间公告

中明确提出， 本次工业大麻项目总投

资约

4.02

亿元，其中建设投资约

3.35

亿元，铺底流动资金约

0.67

亿元，全部

来源于公司自筹资金。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莱茵生物

2018

年年报显示，当期货币资金仅为

3158

万

元。今年

4

月，莱茵生物刚刚启动配股募

资

4.95

亿元，公司此前表示，将助力公

司天然甜味剂产品市场拓展计划的开

展， 以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全球植物提取

行业的领军地位。 而本次公司在美国投

资建设工业大麻提取及应用工程建设项

目，距离前次募资仅

1

个月时间。

东方创业重组预案揭晓

获注控股股东部分资产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东方创业

(600278)

此前公告，因控股股

东东方国际集团正在筹划通过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将其下属贸易类资

产、物流类资产注入公司的事项，本次交易

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5

月

19

日晚， 东方创业披露重组预

案，本次重组方案由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以及募集配套资金三部

分组成。 东方创业本次资产置换的交易对

方为东方国际集团，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东方国际集团、上

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其中，东方国际集团为东方创业的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

司为东方国际集团所控制的下属公司。 根据

《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东方创业将于

5

月

20

日复牌交易。

具体来看，东方创业拟以公司持有的上

海东方国际创业品牌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0%

股份， 与东方国际集团持有的上海荣恒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

股权、 东方国际集

团上海市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等

值部分进行置换。同时，东方创业拟向上海纺

织集团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购买

其持有的上海新联纺进出口有限公司

100%

股权、上海纺织装饰有限公司

100%

股权、上

海纺织集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100%

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东方创业的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仍为东方国际集团， 本次

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据了解， 东方创业是一家集货物贸易

和现代物流为一体、 产业经营与资本运作

相结合的综合型上市公司。 本次重组拟注

入资产为东方国际集团下属部分贸易类和

物流资产，具有持续经营能力。本次重组完

成后，东方创业不再从事品牌管理业务。

值得注意的是， 本次重组将有助于减

少东方国际集团原有及联合重组后与上市

公司存在的潜在同业竞争。

2011

年， 东方创业进行重大资产重

组， 收购东方国际集团持有的五家公司的

股权。此次重组后，为解决与东方国际集团

下属外贸公司（上海市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东方国际集团作出

承诺，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相关资

产注入方案或将相关资产注入方案报送相

关审批部门。

2015

年

9

月，东方创业审议通过了非

公开发行方案， 其中包含东方创业收购外

贸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后因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进行调整， 方案中剔除了将外

贸公司注入东方创业的项目。

2017

年

8

月，根据上海市国资委的统

一部署， 东方国际集团与上海纺织集团启

动联合重组。此次联合重组于

2017

年底完

成，重组后，东方国际集团及旗下公司的业

务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 履行原承诺已

无法解决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方国际集团

2019

年

2

月出具补充承诺。 本次东方创业披露

的重组方案即是控股股东履行承诺， 减少

潜在同业竞争的重要举措。

东方创业表示，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实

现了对东方国际集团内部分贸易和物流业

务的整合，是东方国际集团对解决同业竞争

承诺的进一步履行，有利于减少东方创业与

东方国际集团之间的同业竞争，有利于提高

东方创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和经营的独立性。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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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营科创板受理企业嘉元科技：

破局高端铜箔垄断 与国际巨头“扳手腕”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映泉

“千年客都”梅州，距离“叶剑英元

帅纪念园”不远处的梅江边上，坐落着

一个占地

100

余亩的花园式工业园，这

就是今年

4

月

15

日申报科创板上市获

得受理的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嘉元科技”）总部，证券时报·

e

公

司记者近日来到这里实地探访。

业绩快速增长

招股说明书介绍， 嘉元科技从事

各类高性能电解铜箔的研产销， 主打

产品为超薄锂电铜箔和极薄锂电铜

箔。 主要用于锂离子电池的负极集流

体，是锂离子电池行业重要基础材料，

最终应用在新能源汽车、

3C

数码产

品、储能系统、通讯设备、汽车电子等

终端应用领域。

目前，公司已与宁德时代、宁德新

能源、 比亚迪等知名电池厂商建立了

长期合作关系， 并成为其锂电铜箔的

核心供应商， 占领了锂离子电池用高

档电子铜箔

35%

以上市场份额。

财务数据显示，

2016

年至

2018

年， 嘉元科技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4.19

亿元、

5.66

亿元和

11.53

亿元，复

合年均增长率达

65.95%

，实现归母净

利润分别为

6252.98

万元、

8519.25

万

元和

1.76

亿元， 复合年均增长率达

65.53%

。 在公司营收中，来自锂电铜

箔产品的收入占比达九成以上。

业绩快速增长的背后， 是中国乃

至全球锂电铜箔市场的持续快速扩

张。 据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

GGII

）调

研统计，预计

2019

年动力电池用锂电

铜箔产量同比增长

35.77%

， 达

8.35

万吨，超过数码电池领域需求量，在中

国锂电铜箔中的占比超过

50%

。

GGII

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动力

电池产量将超过

158.8GWh

， 动力电

池用锂电铜箔产量将突破

11

万吨，成

为中国锂电铜箔市场的主要增长点。

而全球锂电铜箔市场也将延续着高增

长的态势，

GGII

预计未来四年全球产

量复合年均增长率达

24%

， 到

2020

年产量将突破

20

万吨。

打破海外垄断

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走入嘉元科

技的自动化车间，映入眼帘的是十多台

全速运转的全自动化设备，在设备的带

动下，“薄如蝉翼”的铜箔在流水线上有

序地完成一步步加工操作，只有几位工

人在控制台检查各设备的运转状况。

董秘叶敬敏告诉记者， 这一片片

铜箔产品看起来并不起眼， 但却是电

子工业中的关键基础材料， 广泛应用

于汽车、电子、航天、军工产业。

20

年

前， 我国高性能电解铜箔产品还基本

处于被美、日、韩等技术强国所垄断的

局面， 不仅价格昂贵， 在市场需求旺

季， 部分企业甚至需要排队等待七八

个月才能进口到这种铜箔材料。

“公司

2001

年刚创立时，也只能

从

18-35

微米的中低端

PCB

铜箔产

品做起， 一步步积累技术经验。

2005

年，公司开始向更薄、更高端的

12-15

微米电解铜箔进军；

2008

年， 公司掌

握了

8

微米超薄电解铜箔的生产技

术，

2016

年

-2017

年， 公司掌握了

6

微米极薄锂电铜箔的核心技术。 现如

今， 公司已经在研发生产

6

微米以下

的高性能极薄铜箔产品。 ”

一步步的技术升级，嘉元科技从一

个山区小企业，成长为能够与国际巨头

“扳手腕”的行业领军者。随着下游行业

的发展，对电解铜箔提出了越来越高的

需求，产品必须越做越薄，这也加剧了

铜箔行业的洗牌，大量生产中低端产品

的企业不断消失，只有像嘉元科技这样

少数能够向上突围的企业才能存活，并

且吃到了更大的市场蛋糕。

叶敬敏向记者表示， 受我国铜箔

生产企业本身的生产技术约束， 加之

海外企业技术垄断等方面的原因，目

前我国普通铜箔产量过剩， 而高档电

解铜箔大量依靠进口， 特别是在高档

超薄电解铜箔、 高性能电解铜箔等产

品。为此，高性能电解铜箔被列为国家

鼓励发展的高新技术产品， 被列为国

家“

863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和国家

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 成为一

个高科技性的朝阳产业。

另一方面， 电解铜箔也是动力电

池负极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随

着国家新能源政策的调整， 对动力电

池能量密度的要求越来越高， 随着高

能量密度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更薄

的

6

微米铜箔成为国内主流锂电铜箔

生产企业布局的重心。 ”

“

6

微米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人头

发的

1/10

。 ”叶敬敏指出，目前国内只

有少数企业能够研发出

6

微米高性能

极薄锂电铜箔， 但公司目前已经实现

量产， 并于

2018

年实现该品类收入

2.26

亿元，从无到有，占

2018

年度营

业收入近

20%

， 预计占

2019

年营业

收入比重将进一步提升。

两上市公司参股

值得注意的是， 嘉元科技已于

2015

年登陆新三板市场。公司为何选

择转战科创板？叶敬敏对此解释称，新

三板已无法满足公司目前的融资需求

和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 选择在科创

板上市既是为了更好的规范企业自

身， 也是为了面向更多的投资者群体

进行融资， 让公司能在一个更完善的

平台进行发展。

从申报条件来看， 嘉元科技选择

了科创板上市条件中的第一套标准，

即预计市值不低于

10

亿元，最近两年

的净利润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5000

万元；或者公司预计市值不低于

10

亿元，最近一年的净利润为正且营

收不低于

1

亿元。

叶敬敏强调，在技术方面，公司符

合科创板的科技创新定义。 作为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多年来在自主研

发上持续不断地大量投入， 先后被评

为“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和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同时与南开大

学共建院士工作站，还承担了组建“广

东省企业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博士

工作站”等任务。

而本次拟申报科创板， 嘉元科技

拟募集资金

9.69

亿元，分别用于

5000

吨

/

年新能源动力电池用高性能铜箔

技术改造、现有生产线技术改造、企业

技术中心升级技术改造、 高洁净度铜

线加工中心建设等项目。据公司测算，

募投项目建成后将年均新增销售收入

6.58

亿元，新增净利润

1.60

亿元。

在公司股东名单中， 作为嘉元科

技发行前的第三大股东， 鑫阳资本持

有嘉元科技

9.35%

的股份。 而作为鑫

阳资本的合伙人， 特变电工（

600089

）

持股比例最大，持有鑫阳资本

47.78%

的股份。此外，藤信产业投资亦持有嘉

元科技发行前

1.16%

的股份。 资料显

示 ， 藤 信 产 业 投 资 是 奇 信 股 份

（

002781

）和深圳市前海四海新材料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7

年共同

发起设立的投资平台， 奇信股份占藤

信产业投资认缴出资额的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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