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7年，著名地理学家戈特曼首先提

出“城市群”概念。时至今日，都市圈及城市

群概念日渐成熟，也被广泛应用于大都市

规划的蓝图中。我国城市群虽发展起步较

晚，但其发展速度却十分迅速。作为中国的

首都，北京对人口和资源的强大虹吸效应，

毫无疑问其也成为城市群的核心，京津冀

一体化于2014年诞生。

经济实力能够发挥出最大的辐射作

用，受地理条件限制，北京的辐射方向开始

向南、向东推进。当“行政副中心”变身“城

市副中心”，通州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毗邻通州的北三县也迎来

新一轮的发展契机。

发挥城市群的协同效应，香河“成长”正

当时。紧靠隔壁的邻居，在城市功能、交通配

套、生态环境等层面形成一体化的联动发

展，一座环首都卫星城，正在加速崛起。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把“一副双港

三县四区”地区称之为东部地区，是未来北

京优化首都功能和发展非首都功能的关键

承载区。2020年3月17日，国家发改委发布

《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三河、大厂、香河三

县市协同发展规划》（以下简称《发展规

划》）。未来，该区域将立足服务京津冀协同

发展大局，以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为统领，

着力打造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

新型城镇化示范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

示范区。

在《发展规划》中，进一步明确了“四统

一”———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

一管控。

自纳入“四统一”规划后，香河实现了

由一个小镇崛起为一座首都卫星城的跨

越，曾经的“睡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

变。

按照规划要求，香河组团重点发展健

康养老、智慧物流、科技创新等功能。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等环京国家战略的

持续推进，北京新二环、京东智慧产业新城

三重利好香河，地处规划当中的北京、天津

高新技术产业带，香河以机器人产业园和

通航产业示范区为代表的智慧、科技产业

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今年5月13日，在北京与河北廊坊北三

县项目推介洽谈会上，两地现场签约39个

项目，意向投资额约247亿元，这也是两地

项目推介洽谈会举办的第三届。过去几年，

两地已累计签约项目120余个，总投资额

达800亿元，包括教育、医疗、养老、文化创

意、科技创新、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

环京区域，历来承接北京的外溢需求，

也是众多“北漂”买房置业的第一站，除了

低廉的价格，区域的成长性也得到了广泛

认可。事实上，凭借产业优势，香河多年来

与通州区互动共融，已然成为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典范。

区域协同发展，香河正在打造现代化

产业集群，“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

合”。直观来看，在迎接住房外溢需求的同

时，香河本地住房需求也得到了扩容。

选对一座城市，是对自己未来负责，而选

对一栋房子，则是对自己生活负责。时代重塑

生活格局，越来越多人对“品质人居”的追求，

也是他们对美好生活方式的向往。

有“品质”的生活并不简单，这离不开

品牌开发商所打造的特色精品。目前在香

河，富力新城造就的177万平方米核心生活

区正在崛起。集居住、商业、娱乐、公共服务

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体，产品涵

盖联排别墅、花园洋房、高层板楼、商业配

套等。

从富力城到富力又一城，再到富力新

城，九载全盛之境，富力载誉副中心。

每一个作品的迭代，都代表着富力对

品质人居的独到追求。富力新城保持原味

自然景观设计，亲水社区，绿化率高达42%。

绿色生态走廊———■池河自西向东贯穿，

国际领先设计与水质进化，蜿蜒回环、景色

秀美的水系脉络和植物群落融入整个社

区，为富力新城注入鲜氧，更融入娱乐休闲

康体功能，静谧之美，自然天成。

极具鲜明性价比的价格体系，更多元丰

沛的现代活力生活，73-134■二至四居华

宅，掌控人居潮流，细酌每户家庭所需，兼顾

功能性与舒适性；105-300■全业态现铺，

将城市配套移居社区，营造醇美生活氛围。

配套方面，大城小厨、新城超市、新意

咖啡等多种商业配套已全面运营。北部新

城首个3000■大型综合类超市“首森生

鲜”已开业，满足业主一切生活所需；紧邻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香河医康

院区已正式动工，将为业主提供更大的医

疗康养保障；810快线连接国贸商圈，无缝

接驳城市繁华，提速北京生活。

一个城市崛起的背后，是每一个参与

者的共同努力。富力集团秉承“紧贴城市脉

搏，构筑美好生活”发展战略，香河富力新

城继续续写奋斗的故事，成为富力集团品

质人居的又一标杆精品。

定义品质人居新高度 香河富力新城解锁多样“生活”

雅达电子左手狂分红右手忙募资
2013年闯关创业板失败之后，广东雅

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达电

子”）又来冲击A股。上交所官网最新消息

显示，雅达电子已进入问询状态。不过，此

番谋求上市背后，雅达电子存在着左手大

笔分红右手募资的情况，这一情况的合理

性恐怕还需要公司解释说明。

招股书显示，雅达电子主要从事智能

电力监控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电

力监控系统集成服务，公司科创板IPO在

今年6月29日获得受理，之后在7月23日进

入已问询状态。

此次并非雅达电子首次冲击A股资本

市场，早在2012年公司就曾申报创业板，

不过在2013年4月终止审查。

需要指出的是，报告期内，雅达电子均进

行了现金分红，分红金额分别约为5012.61万

元、1253.15万元、5639.18万元。经计算，近三

年，雅达电子分红金额合计达1.19亿元。

财务数据显示，2018-2020年，雅达电

子实现营业收入分别约为1.78亿元、2.37亿

元、2.92亿元；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约

为1914.41万元、4681.73万元、7043.83万

元；对应实现扣非后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

1505万元、3874.76万元、4634.76万元。

经计算，2018-2020年，雅达电子的分

红数额分别占公司同期归属净利润的

261.84%、26.77%、80.06%；占公司同期扣

非后归属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333.06%、

32.34%、121.67%。另外，报告期内，雅达电

子实现归属净利润合计约为1.36亿元，1.19

亿元的分红额占公司当期净利之和的

87.5%；公司实现扣非后归属净利润合计

约为1亿元，1.19亿元的分红额已超公司当

期扣非后归属净利润之和。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公司拿出大部分净利来进

行分红的情况并不多见，这其中的原因、合

理性恐将遭到监管层重点追问。针对相关

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向雅达电子董秘办公

室发去采访函，不过截至记者发稿，对方并

未回复。

雅达电子的股权结构较为分散，截至招

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王煌英持有公司33.75%的股份，本次发行

完成后，王煌英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将降至

25.31%。若以33.75%的持股比例计算，1.19

亿元的分红额，实控人王煌英分走0.4亿元。

大手笔分红的情况下，雅达电子拟上

市募资2.7亿元，分别投向智能电力仪表建

设项目、电力监控装置扩产项目、传感器扩

产建设项目以及研发中心项目，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分别约为1.06亿元、8134万元、

5890万元、2411万元，上述募投项目的建设

期均为两年。

不过，在募资之前，雅达电子大手笔分

红的合理性需要公司给出一个解释。

报告期各期末，雅达电子应收账款余

额也较大，分别为8834.84万元、1.06亿元

和1.25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

为49.76%、44.8%和42.8%。

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指出，对于应收

账款余额较大的公司，应重点警惕，要观察

是行业因素还是公司自身情况导致。“如果

公司主要客户的经营状况和资信状况发生

不利变化，则会导致应收账款不能按期收

回或无法收回而发生坏账，进而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和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王赤坤如

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 马换换

主管总编辑助理 韩哲 主编 董亮 美编 张彬 责校 刘凯晶 E-mail： news0518@163.com

12上市公司周刊北京商报2021.8.6

对话云知声CEO黄伟：和自己竞争 修炼内功是根本
“健康”比IPO更重要

自2012年成立以来，云知声持续深耕

人工智能语音领域。如今的云知声，已是一

家以智能语音处理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人

工智能企业，主要提供智能语音交互产品、

智慧物联解决方案、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三

类产品和服务。

而一向在市场上颇为低调的云知声，

因此前要在科创板IPO，一度被市场认为

有望成为“AI语音第一股”，不过云知声后

来主动撤单。背后有何深意？黄伟称，“其

实只是为了拥有更好的状态去迎接资

本市场，我们自己主动做了一个节奏上

的调整”。

黄伟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对IPO对

公司来说是重要的事情，但并不是评判公

司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黄伟具体谈到，过

去几年的资本泡沫，确实对AI行业有一定

的误导或者伤害。无论是IPO也好，还是

IPO以后也好，最终投资人希望看到的是

一个成功的、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企业。

在他看来，企业健康发展本身比IPO更加

重要。

除了云知声以外，在人工智能技术迭

代加快、行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AI企业出

现竞速IPO的现象。业内人士认为，这既是

公司主动谋求竞争优势的体现，也是公司

需要资本支持“烧钱式”研发的被动选择。

黄伟直言，AI行业的企业烧钱也好，

亏钱也好，是行业走向成功之前的必经阶

段。黄伟重申，“对于云知声来说，我们更看

重的是企业如何健康、长期地发展”。

虽然IPO融资计划暂缓，不过并未阻

挡云知声融资的脚步。今年6月云知声正式

开启D轮融资，且已完成D1轮近1亿美元的

交割，由挚信资本领投，启明创投、磐谷创

投机构跟投。

在黄伟看来，融资意味着能拿到外部

的资源，能够为企业发展迎来一定的时间

窗口。但让黄伟感到庆幸的是，云知声做得

比较成功或者相对比较好的一点，在于始

终没有把一级市场融资作为唯一的资源获

得渠道。

“我们希望能够用一种更高效的公司

内部的组织架构以及更高效的能力交互方

式来获得。这之后，如何从市场上拿到订

单、拿到收入，才是企业真正要创造的价

值”，黄伟如是说。

物联网与医疗双轮驱动

谈及创业九年的心路历程，黄伟感慨

到，其实创业九年，不长也不短。对于一个

比较“健康”的公司而言，当然希望活得越

长越好。云知声之所以能够发展九年，也说

明过去几年是有能力坚持下来的。

人工智能赛道的竞争愈发激烈，从过

去几年的经历来看，云知声确实经受住了

市场的考验。

黄伟认为，对于一个创业公司而言，始

终要有走到行业前面的意识。如果让行业、

投资人告诉你要做什么的话，你一定会是

个失败者。

纵观云知声的发展历程，做了不少超

前的决定。算法方面，云知声于2012年率

先将深度神经网络（DNN）应用于商业语

音识别系统，并在后续的人工智能浪潮中

持续进行前沿算法的商业实践。数据方面，

云知声于2012年9月率先推出免费的语音

云平台，允许各类应用开发者免费在线实

时调用公司基础智能语音服务。截至2020

年6月30日，云知声语音云平台累计服务

开发者超过26000位，服务用户超过2亿人

次，使用者覆盖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的

700个城市相关人群。

2014年，云知声又提出“云-端-芯”

的技术架构，依托“云-端-芯”产品平台，

形成了三大系列、数十个产品类型的相辅

相成、高度融合的产品矩阵，其中物联网

和医疗成为云知声商业版图中两个重要

的场景。

黄伟具体谈到，“所谓云是指要具备我

们自身的计算智能、感知智能和认知智能，

同时各类设备都需要具备终端对话的能

力。我们做芯片的目的，不是说为了卖芯

片，而是能够通过芯片赋能更多的硬件设

备，它更类似于一个硬件的SDK”。

为了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尽可能实

现产品的标准化，云知声还成立了创新事

业部。“这个事业部可以理解为基于‘云’的

生，我们无论是在软件层面、硬件层面还是

新的层面，已有的能力开发出更多丰富的

产品然后交给客户，这也是我们成立事业

部的初衷”，黄伟指出。

场景的商业化实践上，云知声也小有

成就。据介绍，在家电领域，云知声智能

语音交互方案已被格力等家电龙头采

用；在酒店、商业地产和住宅领域，世茂

集团与云知声成立合资公司，落地整屋

和全场景的智能化；在医疗领域，公司相

关产品得到北京协和医院等近百家三甲

医院的高度认可。

不过，业内人士仍认为，AI公司的商

业化落地，依旧存在不小的挑战。而在黄伟

看来，“并没有觉得这个行业商业化难或者

不难。从云知声的角度来看，具备能力+选

择+专注的竞争优势，路就会越走越宽”。

不可否认的是，云知声作为国内为数

不多拥有全链条语音交互技术的人工智能

企业，在技术且在商业化道路方面，呈现领

跑趋势，自然也必不可少地要被拿来进行

比较。

谈市场竞争，黄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我觉得过去九年，云知声更多的是自己和

自己在做竞争，就是如何从一个技术团队

转变成‘技术+产品’的团队，再逐步变成

一个‘技术+产品+商业’的团队，当然战略

以及对未来的规划的选择很重要。这个过

程中，很重要一点就是修炼内功”。

“云知声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团队，我们

希望能够把远大的目标和当下的现实更好

地结合在一起，能让每个季度、每一年都能

有小的进步。既一方面有回报，同时也能让

我们整个团队在不断的积小胜为大胜的过

程中收获信心”，黄伟如是表示。

不少AI企业相继竞速IPO

之际， 云知声意外放慢了自己

的脚步。近日，云知声CEO黄伟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IPO对公司来说是重要的

事情， 但并不是评判公司成功

与否的唯一标准”。 对于云知

声，黄伟表示用“健康”的公司

来形容。 谈及过去九年的创业

历程，黄伟认为，是一场自己和

自己的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