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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双成药业拟转型至半导
体行业，这场跨界并购不失为
2024年的一大热点。

2024年8月27日，双成药业
宣布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关
联交易，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的方式购买奥拉股份100%股权，
同时计划向不超过25名特定投资
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其中，
发行价格为3.86元/股，不低于定
价基准日前6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的80%。
收购消息发布后，双成药业便

停牌至去年9月10日。彼时，双
成药业的总市值还不到30亿元，
而奥拉股份的估值却高达百亿
元。因此，关于“实控人左手倒右
手”“蛇吞象”“跨界并购实为陷阱”
等质疑声也随之而来。

不过，这些声音并未阻挡市场
的热情，自去年9月11日复牌后，
资本狂欢达到顶峰——截至同年

10月28日，双成药业在27个交易
日内斩获 24 个涨停板，涨幅达
616.86%。

然而，2024年11月22日后，
双成药业股价却急转直下，一路跌
至2025年1月末的13.11元/股低
位。截至3月12日收盘，该公司
股价报 11.19 元/股，最新市值为
46.4亿元，较巅峰时期“缩水”超百
亿元。至此，历时半年的跨界并购
案也落下帷幕。

设1亿元产业基金
宁波这家上市公司
有新动作

3月11日晚，德业股份公告称，公
司与宁波曦晨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了协议，共同出资设立宁波德润泰
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该基金主要用于投资机器人产业
链、人工智能、半导体、新材料、新能源
等智能科技产业领域的项目。

投资基金认缴出资总额为1亿元，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
出资8800万元，出资占比88%。普通
合伙人宁波曦晨私募基金认缴200万
元（占比2%），自然人戴志勇认缴1000
万元（占比10%）。

德业股份表示，公司参与创业投资
基金的设立，是借助专业机构的力量及
资源优势，在确保公司主营业务稳健发
展的前提下，为公司未来的产业升级、
技术升级、生产自动化等新质生产力提
前布局，有效推进公司业务发展。同
时，以自有资金参与投资，也有助于通
过市场化投资运作手段，提升公司自有
资金使用效率。

目前，德业股份旗下拥有全系列光
伏逆变器、储能电池包，以及以除湿机、
暖通产品为代表的环境电器三大核心
产业链。1月23日，德业股份披露，预
计公司2024年实现净利润29亿元至
31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11.09 亿元至 13.09 亿元，同比增加
61.92%至73.09%。

德业股份去年业绩预喜与其相对
完善的海外市场布局相关。德业股份
表示，2024年，海外光储市场需求增长
更具区域性特点，亚非拉市场由于国家
电网基础设施陈旧，电力短缺对可并离
网切换的户用储能产品需求持续高增，
欧洲市场如德国市场因其高电价更侧
重对储能产品经济性的需求，因此市场
需求持续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转型创新”深植于
德业股份的成长基因。在2000年成立
之初，该公司主营注塑件、模具、钣金件
等产品。2003 年，子公司德业电器成
立。2007年8月，子公司德业变频成
立，公司业务开始涉及电路控制领域。
而2016年通过并购宁波大学下面一独
立学院一个教授的创业团队的专利和
商标，进入逆变器和储能行业，在短短
3年时间，跻身光伏设备逆变器领域第
二梯队的排头兵。

有相关人士表示，此次德业股份壕
掷真金白银设立产业基金瞄准智能科
技产业领域，也为下一步产业升级打开
的想象空间。“德业股份本身就是制造
业企业顺应时代不断转型升级的典型
代表，针对该基金资金使用，目前应该
有了一些合适的标的，也许未来会带动
整个集团打开新的成长空间。”该人士
表示。 记者 史旻

去年“A股妖王”并购“告吹”
双成药业终止收购奥拉股份

3月10日晚间，双成药业发布公告，决定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宁波奥拉半导体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拉股份）100%股份，交易对手涉及香港奥拉投资有限公司等25方。

因受收购折戟影响，双成药业股价连续两天开盘跌停。
此前，双成药业因该收购案股价一路飙涨超600%，峰值达40.98元/股，创下27个交易

日24板（2024年9月11日至10月28日）的交易纪录，堪称2024年“A股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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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成药业成立于2000年，从

事化学合成多肽药品的生产、销售
和研发，2012年8月8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按照原本的交易计划，交易完
成后，该公司将实现战略转型，重
点发展模拟芯片及数模混合芯片
设计业务。而奥拉股份原是其“关
键一环”。

奥拉股份2018年注册于宁波
市杭州湾新区，是国内高性能去抖
时钟芯片市场份额占比第一的半
导体企业。去年该公司撤回科创
板上市申请后，成为双成药业的全

资子公司，又被外界称为“曲线上
市”之举。

根据此前公告披露，双成药业
与奥拉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均为王
成栋、WangYingpu（王荧璞）父
子。其中，王成栋、王荧璞父子直
接或间接合计持有双成药业
48.5%的股份、奥拉股份57.52%的
股份。

对于同一实控人下双方为何
仍未谈拢并购事宜，3月11日，记
者致电双成药业证券部，相关人士
回应称，“交易对方除了实控人，还
有总共25名交易对方股东，本次

并购拟收购标的公司100%股份，
但其他中小股东在个别条款上没
有谈拢，每个股东的预期也不一
样。至于具体细节，我们这边还没
有相关数据。”

双成药业表示，目前，公司经营
正常，未来公司将继续围绕既定的
战略目标有序开展各项经营管理工
作，在合适的时机与条件下积极寻
求更多的发展机会，持续提升公司
经营业绩，切实维护广大股东利益。

此外，双成药业承诺自本公告
披露之日起一个月内不再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跨界并购“告吹”

随着这一“一举多得”的并购
案终止，双成药业的业绩危机又再
度被推上风口浪尖。

财报显示，双成药业自2016
年起已连续九年扣非后净利润亏
损。2024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
预计实现营收1.5亿元至1.9亿元，
预计亏损5500万元至8000万元。

按照深交所规定，净利润亏损
且年营业收入不足3亿元，公司将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2025年
仍无法扭转经营颓势，双成药业或
将面临强制退市。

对于亏损原因，该公司称，由
于产品进入国家集采后价格下降
明显，而未进入集采的产品销量
下滑。

反观曾被寄予厚望的奥拉股
份——2021年至 2023年净利润
分别为- 10.96 亿元、- 8.56 亿

元、-9.62亿元。其亏损主要是因
为实施股权激励而确认的大额股
份支付费用所致，且该笔费用已于
2023年全部摊销完毕。2024年1
月至7月，奥拉股份因向美国Si-
Time公司授权时钟芯片IP，已实
现扭亏为盈，净利润为3.07亿元。

双成药业与奥拉股份二者后
续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记者 张恒

百亿市值“蒸发”

陷入退市危机“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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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文中提供的所有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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