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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净利巨亏8.74亿元

欧菲光去“果链”的阵痛仍在继续。

8月30日，欧菲光披露2022年半年报显

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约为77.75亿元，

同比下降33.78%；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约

为-8.74亿元，同比下降2677.73%。

这已是欧菲光连续第二年出现中报业绩

下滑的情况。财务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

欧菲光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3390万元，同比

下降93.25%。

去年一季度被苹果终止合作，是欧菲光

业绩一降再降的“元凶”。欧菲光表示，今年上

半年业绩出现亏损主要有四点原因，其中首

先是受到境外特定客户2021年一季度终止采

购关系的影响，2022年上半年公司与特定客

户相关的产品出货量同比大幅下降。

其次，因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全球疫情反

复、短期内下游终端市场消费需求放缓和H客

户智能手机业务受到芯片断供等限制，欧菲

光部分产品出货量同比有所下降。此外，公司

固定成本摊销导致产品单位成本上升；美元

兑人民币汇率波动，造成公司汇兑损失增加。

最后，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可

能发生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也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的净利润。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上半年净利出现巨

亏，但8月30日，欧菲光盘中遭到游资炒作，股

价直线拉升至涨停。

交易行情显示，8月30日，欧菲光高开

0.34%，开盘价为5.9元/ 股，开盘后走势相对

平稳，直到14：00左右，欧菲光直线拉升至涨

停，最终以涨停收盘，报涨停价6.47元/ 股，涨

幅为10.03%，总市值为210.8亿元，当日成交

金额为6.35亿元，换手率为3.47%。

根据欧菲光当日盘后披露的龙虎榜数

据，前五大买入营业部分别为方正证券上海

杨高南路营业部、深股通专用、国盛证券南昌

金融大街营业部、中国银河证券绍兴营业部、

海通证券南京广州路营业部，买入金额分别

为2523.3万元、2339.28万元、1948.07万元、

1941.91万元、1313.43万元。

股民们对欧菲光本次涨停的原因众说纷

纭，有人认为是利空出尽后就是利好，也有投

资者表示可能与欧菲光与华为有合作有关。

据媒体8月30日报道，欧菲光目前已无和苹果

的合作，但和华为有合作。

成也苹果败也苹果

看着如今欧菲光的业绩和股价表现，很

难想象两年前，欧菲光还是资本市场上光鲜

亮丽的消费电子领域的白马股。作为曾经的

苹果产业链的重要供应商，欧菲光凭借苹果

的加持，一度风光无限。

2020年上半年，欧菲光交出了归属净

利润5.02亿元的漂亮答卷，同比增长率高

达近23倍。彼时欧菲光表示，主要是因为报

告期内部分大客户订单增加，光学业务继续

保持快速增长，摄像头模组和光学镜头出货

提升，同时受益于大客户平板电脑销量增长

和触控业务结构优化，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持

续改善。据了解，该大客户就主要是指苹果。

然而，披露2020年中报后不久，市场上

就出现了欧菲光被苹果踢出“群聊”的传闻，

在当时，欧菲光选择的是否认及澄清，2020

年9月1日，欧菲光发布公告称，传闻中关于

公司被美国大客户踢出供应链名单等信息为

不实传闻。

可能所有的传闻都不是空穴来风。在这之

后，市场上相关传闻愈演愈烈，直至2021年一

季度，欧菲光确认了与苹果终止合作的消息。

当年3月16日，欧菲光表示，公司于近日收到境

外特定客户的通知，特定客户计划终止与公司

及其子公司的采购关系，后续公司将不再从特

定客户取得现有业务订单。2019年全年，欧菲

光有116.98亿元的营收来自于该特定客户，占

2019年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22.51%。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自此，

欧菲光业绩、股价一落千丈。

东方财富显示，按后复权方式统计下，

2020年7月15日-2022年8月30日，欧菲光股

价区间累计跌幅为71.48%，早已不复白马股

的风采。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

欧菲光证券部进行采访，并按对方要求将采

访函发送至公司邮箱，不过截至记者发稿，未

收到对方回复。

转型之路好走吗

失去苹果这一大客户后，欧菲光开始向

智能汽车领域发力，同时还押注元宇宙这一

热点，组建了元宇宙事业部。今年上半年，欧

菲光在上述领域的开拓已取得初步成效。

根据欧菲光半年报，今年上半年，公司智

能汽车类产品实现营业收入5.96亿元，占公司

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为7.66%，较去年同期增

长44.31%；其他类业务（包括VR/AR、智能门

锁等）实现的营业收入约为2.05亿元，占公司

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为2.63%，较去年同期增

长87.2%。而公司主要依赖的光学光电类产品

实现的营业收入占比降至70.93%，较去年同

期下降34.99%。

由此可以看出，今年上半年，欧菲光在智

能汽车领域以及VR/AR等新领域持续发力，

但上述业务整体占比并不算高，对公司整体

营收的影响仍十分有限。

欧菲光表示，公司将智能汽车业务作为

重点开拓的业务领域，从研发、销售和生产

等全方位加大资源配置，力争实现到2025年

智能汽车业务收入规模行业领先。同时，欧

菲光于今年4月组建元宇宙事业部和IoT生

态事业部，VR/AR、智能门锁、网络摄像头

（IPC）、机器人等业务多线并举，深入布局新

领域业务。

针对欧菲光向智能汽车领域转型的情

况，互联网时评人张书乐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欧菲光从过去捆绑于苹果产

业链中的“我为鱼肉”生态中跳脱出来，进入

智能汽车领域，是一件好事。

“智能汽车上也有大量光学镜头需求，欧

菲光有在手机光学镜头中积累的技术优势，

有利于公司打入智能汽车的市场。布局智能

汽车产业，除了给自身增加新的产业链增量

市场外，还能增加更多的使用场景和频次”，

张书乐如是说。

不过，进入智能汽车领域，并靠此扭亏也

并非易事。张书乐也表示，智能汽车所需光学

镜头的用途毕竟和消费电子有所不同，或许

在技术改进和适配上，还需要有所探索。智能

汽车的摄像头对安全驾驶类的需求，与消费

电子目标为单纯摄影摄像的需求也有极大的

不同。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也表示，智

能汽车是风口，但不是一条人人都能走的路。

元宇宙的道路更是难走，转型道路的关键在

于战略眼光的精准。

失去大客户的打击已是定局，欧菲光未

来能否逆势翻盘，在智能汽车领域开拓一条

光明道路，北京商报记者将持续关注。

北京商报记者董亮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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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股不应惧怕高股价
周科竞

A股市场目前股价最贵的是贵

州茅台，股价不足2000元。A股并非

没有高价股，后复权后的贵州茅台

股价早已破万。本栏认为，高价股不

应该总惧怕股价太高而影响市场流

动性，时不时地通过高送转来降低

股价，A股需要真正的高价股，也只

有真正底气够足的股票，才能股价

够高而不恐高。

并不是说高价股都是好公司，但

高价股确实能够阻止散户投资者的

进入，例如贵州茅台，投资者想买入

100股需要18.7万元，而很多资产规模

较小的投资者，全部资金加起来也不

到18.7万元。

散户投资者更喜欢投机行为，如

果隔离了这些散户投资者，公司的股

价将会更加稳定。再加上优秀的业

绩，股价就会在价值投资者的推动

下，出现长期缓慢的上涨走势，这就

是所谓的慢牛。而对于很多低价股，

同样的走势就能引来大量投机者的

买入操作，慢牛走势极易演变为暴涨

暴跌，所以本栏说，高价股更容易出

现慢牛走势，而真正的长期投资者，

则更喜欢高高在上的股价。

正因如此，真正好公司的股东不

希望股价短期内过快上涨，例如巴菲

特的公司就出现过要不要拆细的争

论，其中很多长期投资者都反对拆

细，认为高高在上的股价能够阻止散

户投资者的进入，减少投机行为，保

持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高回报率，

这一点与普通散户的思维模式完全

不同，毕竟大多数散户希望股价越高

越好，而且是短期内暴涨。

其中的差别在于，部分散户投资

者希望股价上涨，然后卖出股票，但

长期投资者最怕股价上涨，因为股价

上涨就会破坏掉原有的慢牛走势，而

这种低估值的慢牛走势不仅可以阻

止散户投资者进场买股，同时还能让

现有的投资者有机会按照较低的股

价择机买入更多的股票。当然还有一

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低估值可以防止

大股东减持，投资者最怕大股东减持

行为，如果股票估值很低，大股东就

会因此放弃减持的想法，如果确实需

要大量现金，则会考虑通过现金分红

获得，而长期投资者也希望能够经常

领到满意的现金分红。

当然，刚上市的高价新股不属

于此列，因为新股的高价是由很多

个因素构成的，例如人为的缩小股

本、人为的堆积利润或者投资者的

过度炒作，都有可能引发新股的高

价，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它的未来业

绩会持续上涨，而这才是慢牛的关

键。新股高价股一旦业绩增长放缓，

就会引发股价不断走低，这样的高

价股并不安全。

因此，高价股的高股价本身就是

很强的壁垒，有业绩支撑的股票并不

惧怕股价高企，相反高股价还能保持

股东持股的稳定性，所以真正优质的

公司并不希望通过高送转降低股价，

而投机型高价股则希望通过高送转

降低大资金出逃的难度，所以投资者

长期持有真正的高价股本身就是一

种价值投资。

中欣晶圆头“顶”两起诉讼闯关A股

IPO市场又有高募资企业。上交所官网显

示，杭州中欣晶圆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欣晶圆”）科创板IPO已经获得受理，

公司拟募资54.7亿元，将投向产线升级改造等

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需要指出的是，闯关A

股背后，中欣晶圆有不少槽点：正“吃”两起大

官司，合计涉及金额4.71亿元；大客户环球晶

圆还曾是公司关联方；报告期内高管变动大、

两名高管任职时间短。

正“吃”两起大官司

申报科创板上市的同时，中欣晶圆头顶

两起官司。

据中欣晶圆招股书，公司无实控人，杭州

大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与上海申和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申和”）为公司共同控股

股东，分别持有公司14.41%、8.64%的股份，间

接控股股东是日本磁性控股。需要指出的是，

欣晶圆此次发行上市系日本磁性控股分拆其

部分资产及业务在科创板上市。

中欣晶圆主要产品包括4英寸、5英寸、6

英寸、8英寸、12英寸抛光片以及12英寸外延

片，公司还从事半导体硅片受托加工和出售

单晶硅棒业务。

值得一提的是，中欣晶圆目前还存在尚

未了结的诉讼事项，其中公司作为被告的诉

讼事项主要有两起。

其一，中建一局诉中欣晶圆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案，该案包含土建合同及机电合

同，中建一局诉讼请求中欣晶圆支付工程款

3.62亿元及相应利息。中欣晶圆对此表示，该

案尚在一审程序中，针对该诉讼事项，公司已

提起反诉。

其二，亚翔集成诉讼中欣晶圆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案，一审判决中欣晶圆向亚翔

集成支付工程款1.09亿元及相应利息。中欣晶

圆表示，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目前该案尚在审理过程中。

经计算，上述两起官司共涉及金额约为

4.71亿元。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向中

欣晶圆董事会办公室发去采访函，对方工作

人员表示，对于上述诉讼，公司已经根据案件

情况计提了预计负债，不过存在最终判决作

出后预计负债计提金额不足、需履行额外支

付义务的风险。

财务数据显示，中欣晶圆尚未实现盈利，

公司2019-2021年以及2022年上半年实现

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1.76亿元、-4.23亿元、

-3.17亿元、-7517.88万元。

第一大客户曾是关联方

报告期内，除了2020年之外，环球晶圆均

是中欣晶圆第一大客户，而双方还曾是关

联方。

报告期内，环球晶圆分别是中欣晶圆第

一大、第三大、第一大、第一大客户，中欣晶圆

对其销售收入分别约为1.03亿元、4704.44万

元、2.11亿元、1.33亿元，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

重分别为26.69%、11.07%、25.61%、19.01%，

主要销售产品为硅片、受托加工。

需要指出的是，环球晶圆还曾是中欣晶

圆的关联方。

据了解，中欣晶圆控股股东上海申和曾

与环球晶圆共同投资成立上海葛罗禾半导体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葛罗禾”），根

据上海申和与上海葛罗禾签署的《独家销售

协议》，于协议有效期内上海葛罗禾全权负责

中欣，伴随着中欣晶圆销售规模提高，上述

《独家销售协议》于2019年12月31日终止，协

议终止后由中欣晶圆直接向环球晶圆及其他

客户供货。

经济学家宋清辉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关联交易是监管层关注的重点，这当中产品

定价如何保持公允等可能会被追问。中欣晶

圆方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将严格

按照《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履行相关审

议程序，并保证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两名高管任职时间短

近两年，中欣晶圆新增了5名高管，同时

也有3名高管退出，其中顾雪龙、蒋旭滨两人

任职时间较短。

据了解，2020年初，中欣晶圆高级管理

人员为贺贤汉、徐新华、唐立明3人。当年12

月8日，中欣晶圆董事会会议同意聘请郭建

岳担任公司总经理，聘请徐新华、唐立明、

顾雪龙、孙顺华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其中唐

立明兼任公司财务总监，孙顺华兼任董事会

秘书。

2021年5月31日，中欣晶圆聘请周为利担

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当年11月22日，

公司聘请蒋旭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在上述新增高管中，郭建岳、顾雪龙系中

欣晶圆内部培养，孙顺华、周为利、蒋旭滨则

是从外部加入。

除了上述新增高管，中欣晶圆近两年也

有3名高管退出。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退

出高管中，顾雪龙、蒋旭滨任职时间均较短。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高管团队的稳定对于公司发展至关重要，

如果高管人员变动较大，会否对公司经营造

成影响可能会被追问。“高管任职时间较短便

辞职，这当中的原因也可能会被深究。”许小

恒如是说。

中欣晶圆方面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公

司目前经营一切正常，暂无严重影响公司正

常运转的重大人事变动。

北京商报记者马换换

被苹果踢出“群聊”逾一年后，失去大客户给欧菲光（002456）带来的重创仍未结束。8月30日，欧菲光披

露2022年中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归属净利润巨亏8.74亿元，同比由盈转亏。从昔日白马股走到今天，欧菲光

可以说是“成也苹果，败也苹果”。彼时，受益于与苹果合作的进一步加深，欧菲光2020年半年度净利润达到

逾5亿元。而随着被苹果终止合作，欧菲光不仅业绩越来越差，股价也较2020年最高点跌逾七成。

不过，欧菲光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尝试寻找新出路。根据欧菲光半年报，公司在积极布局智能汽车产

业，也搭上了元宇宙的便车，组建了元宇宙事业部。今年上半年，欧菲光上述业务实现的营业收入均呈现大

幅增长。在业内人士看来，消费电子厂商转型汽车电子存在天然优势，但进入汽车行业仍存在一定行业壁

垒，想倚靠智能汽车等业务改善公司业绩，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