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仲生辞任
青农商行董事长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丁倩倩
本报8月16日讯 8 月以来，青岛两家金融上市

青企迎来高管卸任。青岛农商银行日前发布公告称，
因超过关键人员任职期限的相关规定，刘仲生辞去青
农商行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董事长等各项职务。
辞职后，刘仲生将不再担任青农商行及其控股子公司
任何职务。

公开信息显示，刘仲生出生于1965年9月，博士研
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2012年6月，青农商行改制建
成，刘仲生担任青农商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任职 10
年间，他带领青农商行登陆深交所，使其成为A股最年
轻的上市银行。据其年报披露，青岛农商行2021年营
业收入为102.97亿元，同比增长7.57%；净利润为30.92
亿元，同比增长 3.85%。截至今年 3月末，该行总资产
为4426.34亿元。

青岛港拟以1712.37万元
转让青港国贸11%股权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晓峰
本报8月16日讯 日前，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

司发布公告，公司全资附属公司青岛港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拟以人民币1712.37万元向山东港口陆海国际物
流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所持青岛港国际贸易物流有限公
司的11%股权。

股权转让完成后，青港物流、振华物流及陆海国际
物流将分别持有青港国贸49%、40%及11%的股权。青
港国贸将不再是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属公
司，青港国贸财务报表将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公告显示，山东港口集团为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
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陆海国际物流为山东港口集团
的全资附属公司。青港国贸股权转让不仅有利于解决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与其控股股东在主营业务上
的同业竞争，而且能够增强协同效应，扩大经营规模，
通过引入陆海国际物流作为青港国贸的股东，增强综
合竞争力。同时，能进一步聚焦主营业务，全面控制业
务风险，为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及股东创造良好
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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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栋出任
民生控股总裁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丁倩倩
本报8月16日讯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公告称，经公司董事会审议，聘任陈良栋为公司总裁，
任期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至2023年5月14日。

公开信息显示，陈良栋生于1971年2月，获工程硕
士、管理学学士学位及会计师资格证。曾任香港金威
云石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潍坊鸢飞大酒店有限公司财
务副总监等职。被聘任为总裁前，陈良栋任民生控股
财务总监、民生期货有限公司监事等职务。

公司前总裁陈家华因工作变动原因，于8月8日向
董事会报告辞去在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的各项职务。

民生控股主营业务为典当及保险经纪业务，2022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显示，公司上半年预计归母净利润
亏损545万元，而去年同期公司盈利561.71万元，同比
由盈转亏。民生控股表示，“受疫情反复变化等方面影
响，报告期公司收入下降、投资收益下降，导致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同比减少。其中，投资收益同比下降 446 万元属于
非经常性损益。”

拟定向增发募资10亿元
大股东“输血”盈康生命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杨 光
本报 8 月 16 日讯 盈 康 生 命 8 月 13 日 发 布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显示，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盈康医
投，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亿元（含本数），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

截至预案公告之日，盈康医投直接持有公司
25487.63万股股份，占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9.69%，系
公司控股股东。海尔集团公司间接控制盈康医投，并
通过控股企业海创智控制公司 1.73%股份，合计控制
公司41.42%股份，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未发
生变化。

海尔控股后盈康生命聚焦“肿瘤+康复医疗”赛
道，深入推进战略布局，“器械+服务一体化”提升规模
效应。盈康生命表示，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公司偿债能力得到提高，公司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
将进一步增强。多家机构给予盈康生命买入评级，表
示大股东定增注入信心，夯实资金实力，优化资本结
构；公司将借此持续完善医疗服务网络，进一步夯实公
司肿瘤诊断治疗服务竞争优势。

软控股份：
新材料业务营收占比过半

软控股份是青岛首家披露半年报的上
市公司。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9.19
亿元，同比增长 57.12%；净利润 4851.93 万
元，同比增长 43.80%，营收净利双增。自
2019 年实现扭亏为盈以来，软控股份近两
年来业绩持续走高。在主营业务构成方
面，软控股份积极布局的新材料业务，逐渐
成长为橡胶装备业务之外的另一大业绩增
长点。

近两年，中国橡胶轮胎行业企业纷纷扩
产，引领了一波新的扩产潮。受下游开工率
和扩产影响，软控股份主营的橡胶装备业务
订单保持了增长。橡胶装备系统上半年营
收约 14 亿元，同比增长 15.3%，占全部营收
约48%。《欧洲橡胶杂志》公布了2021年全球
橡胶机械企业36强排行榜，软控股份位居全
球第二位。

在稳固橡胶装备业务的基础上，软控股
份橡胶新材料的营收比重逐步提升。2019
年，软控股份橡胶装备产品营收占比约
68%；2021年，公司橡胶装备、新材料收入占
比分别为 53.43%、46.57%；今年上半年，软
控股份橡胶新材料产品营收约 6.6 亿元，占
营收比重约 23%；化工材料产品营收约 8.2
亿元，占营收比重约28%。橡胶新材料和化
工材料营收合计占比约 51%，这意味着软控
股份的新材料业务营收占比首次高于橡胶
装备。

在新材料业务领域，软控股份最受人关
注的就是其橡胶新材料 EVEC 胶（液体黄
金）。根据中信建投研报，软控股份子公司
益凯新材料 2020 年 6 月投资 11.6 亿元建设
一期 10.8 万吨 EVE 胶项目，预计 2022 年底
建成，项目达产后预计实现营业收入约20亿
元，实现利润总额约3亿元。

软控股份生产的 EVEC 胶目前主要面
向赛轮轮胎销售，赛轮去年下半年开始推广
全钢液体黄金轮胎，今年开始在巨型轮胎、
半钢胎产品上推广使用EVEC胶。前不久，
赛轮公告将在董家口建设年产 50万吨功能
化新材料项目，该项目也将采购液体黄金材
料等生产功能化新材料。这表明软控股份
EVEC 胶的全产业化将加速推进。根据规
划，“十四五”期间软控股份将形成年产30万
吨EVE胶的产能。

东软载波：
多款芯片产品取得突破性进展

2022年上半年，东软载波实现营业收入
3.94 亿元，同比增长 36.94%；归属于上市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5021.8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62.39%。

作为软件与集成电路行业的一员，东软
载波围绕集成电路、能源互联网和智能化业

务进行产业链布局，建立了从“芯片、
软件、模组、终端、系统”到信息服务的
产业链业务能力。

2022 年上半年，东软载波集成电路
业务板块围绕白色家电、工业控制、电机
控制、电池管理、医疗电子等5大领域继续
深耕，多款产品实现突破性进展。以智能
化芯片为例，8 位微控制器完成 3 款芯片的
应用系统量产导入，在小家电主控、白色家
电人机交互、电动工具等应用领域全面进入
国内主要厂商供应链，涉及产品包括洗衣
机、冰箱、热水器、微波炉、咖啡机等；瞄准32
位微控制器的市场机会，完成 3款产品的工
艺升级优化和应用系统量产导入，已经完成
多款洗衣机和冰箱国产替代。

其中，医疗电子领域在2022年上半年取
得全面突破，获得多家知名品牌客户的认证
并进入大批量产。东软载波半年报数据显
示，集成电路产品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58亿元。

在能源互联网业务领域，公司瞄准配电
和用电环节的能源互联网改造市场，提供相
关产品以及新能源解决方案。2022 年上半
年，东软载波在智能配用电终端产品、新能
源终端产品等产品上持续研发。同时，围绕
能源互联网，结合公司自研核心控制终端、
通信设备、传感器及电力物联网云平台，开
展微电网、分布式能源、节能改造、智能配电
工程等的规划、设计、实施、运维业务，电工
日立产业园综合能源项目结项，海西重机港
机电气房光伏项目已做成标准设计方案，国
网业务零碳供电所标准方案在新疆、甘肃进
行推广。

智能化业务方面，东软载波依托芯片、
模组等产品，形成了完整的人工智能物联网
系统和生态。上半年，继续优化智能配电、
综合能源相关产品，研发了智慧综合管理平
台、智能控制、智慧舒适家三大市场体系的
相关产品，涉及智慧医院、智慧校园、智慧园
区、智慧小区等领域。

中创物流：
航运景气催生利润新高

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披露 2022 年半
年度报告，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66.16亿元，同比增长39.15%；归属于上市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1.2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0.27%；尤其是今年二季度，中创物流的净
利润超过 6800 万元，创下一年半以来的新
高。报告称，营业收入增长主要系受国际海
运价格维持高位运行及业务规模增加影响。

尽管今年航运市场景气度不如去年，但
盈利仍是航运业“主基调”。

中创物流主营综合性现代物流业务，为
进出口贸易参与主体提供基于国内沿海港
口集装箱及干散货等多种货物贸易的一站
式跨境综合物流服务。

中创物流董事长李松青此前接受采访
时表示，公司在海运费高涨的窗口期，加大

与海尔电器、DHL等大型客户的合作力度，
对客户的服务内容从单一订舱扩展至陆运、
仓储等一系列服务，服务半径从一个港口增
加至多个港口，青岛地区以外其他港口的营
收占比一直在提升。

从营业收入来看，中创物流货代业务占
比超过 70%。为平滑货代业务周期性对公
司的影响，今年中创物流提出了“一体两翼”
的新发展战略，即以国际集装箱物流为主
体，以智慧冷链物流和新能源工程物流为两
翼，打造新老业务并进发展的新格局。

作为中创物流智慧冷链物流的“领头
雁”，天津智冷自今年一季度投产以来，上
半年共完成 6.5 万吨进境肉类、水产、乳制
品等冻品的操作。此外，中创物流聚焦新
能源工程物流领域，发力风电运输、核电工
程物流、大型石化工程物流。风电运输方
面，公司与金风科技签署了巴西、智利、斯
里兰卡等国际风电运输项目合同，并已陆
续开始执行，成立中创正海控股公司，与合
作伙伴共同布局山东海上风电区域，进一
步开拓国内风电运输市场。

上半年，公司成功执行了茂名东华能
源、天津乙烯、安庆石化等项目，承运了宁波
天翼、张化机、广东中泽、山东电力等制造工
厂的石化、电力设备，中标三门核电AP1000
项目的场内物流总承包服务、海南逸盛 250
吨 PTA 项目建设物流卸船及转运服务总承
包服务、裕龙石化4000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
首批次核心大件设备的海陆联运服务等。
未来，公司将紧紧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相关的
重点领域，依托车、船、码头一体化的行业优
势，继续深耕、专攻，力争成为中国优秀的新
能源工程物流提供商。

国新健康：
同比减亏24.69%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布的2022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
营业收入8240.25万元，同比增长56.57%，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7196.10
万元，亏损同比减少24.69%。

国新健康是央企中国国新控股的上市
公司。公司成立于 1987 年，于 1992 年在深
交所上市，今年 7 月迁址青岛，成为继盈康
生命和荣丰控股之后的第三家迁入青岛
的上市企业。公司官网显示，其主营业务
包括医保控费服务、医疗质量安全服务和

药械监管服务等，业务范围已覆盖 28 个省
份（直辖市、自治区）的200多个地区，服务6
亿多参保人，覆盖医保基金规模超过 10000
亿元。

国新健康上半年虽保持亏损，但业绩呈
上升趋势。据其半年报披露，上半年，国新
健康抓住国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行
业发展机遇，聚焦客户，通过挖掘数据价值、
推动投资合作等方式，不断提升公司在医
保、医疗和医药三大领域的市场占比，同时
加强成本管控，业务毛利率也实现同比大幅
增长。

在数字医保方面，国新健康上半年实现
营业收入4594.50万元，同比增长31.88%；在
数字医疗方面，公司进一步向医院运营管理
发力，提升互联网医院监管能力、构建医院
数字运营体系，上半年其数字医疗业务实现
营业收入 838.57 万元，同比增长 10.74%；数
字医药业务，国新健康聚焦技术研发与市场
拓展，积极推动地方药监局智慧监管建设，
这一业务板块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798.71
万元，同比增长176.40%。

青岛中程：
向大股东申请追加借款

青岛中资中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续
亏损。其 2022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08
亿元，同比下滑 64.08%；归母净利润亏损
7954.9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91.33%。

青岛中程的主营业务包括绿色电网建
设、海外工业园区开发运营、国内外贸易经
营等。据其半年报披露，受疫情及市场行情
影响，公司国内贸易业务在 2022 年暂未开
展。印尼镍电项目进入后期收尾阶段，也导
致上半年收入大幅减少。此外，上半年增发
海外员工补贴以及办理权利证照导致管理
费用大幅增长。

据披露，青岛中程连续多年出现亏损，
2019 年至 2021 年亏损金额分别达 2.59 亿
元、4.08亿元、1.29亿元。

8 月 12 日晚间，青岛中程发布公告称，
为进一步缓解公司资金压力，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提高融资效率，
公司 2022年度拟向青岛城投金控及其受同
一控股股东控制的关联公司在原有 10亿元
借款额度基础上申请新增 8亿元借款额度，
借款利率不超过 5.2%/年，计息方式按照借
款实际使用天数计息。

进入 8 月以来，青岛上市公
司陆续发布半年报。从上市公司
的半年报里，我们得以了解这些
企业今年上半年真实的经营数
据，以及它们对自身、自身所处行
业的前景预判。

基于企业自身的布局，软控股
份、东软载波等上市公司已经形成
了明确的双轮驱动。前者的新材
料营收占比首次超过橡胶机械，而
后者即使在原有的主业——电力
载波模组大卖的情形下，其芯片
业务的营收占比仍然高达40%。

另一家发布半年报的中创物
流，仍然受益于航运物流的增长
周期，尤其是今年二季度，中创物
流的净利润超过6800万元，创下
一年半以来的新高。

双轮驱动
与行业周期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 伟 孙 欣 周晓峰 丁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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