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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豪悦

近日，阅文集团发布2024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公
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约 41.9 亿元，同比增长
27.7%；实现在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Non-IFRS）
的归母净利润约7亿元，同比增长16.4%。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楠表示，2024年上
半年，公司坚持精品战略，于全产业链 IP（著作版权）
建设取得重要突破，交出了一份令人振奋的成绩
单。同时，对于优质 IP的孵化和长线系列化开发的
能力，是公司保有长期竞争力的核心。

爆品频出

财报显示，上半年阅文集团在 IP授权及 IP全产
业链开发业务方面呈现全面增长态势，尤其在 IP视
觉化和 IP商业化上接连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版权运
营及其他收入达 22.5亿元，同比大增 73.3%，创三年
内最大增幅。

其中，IP 产业链下游的影视作品迎来“四连爆
（爆品）”。阅文旗下新丽电影、阅文影视等共同出品
的春节档电影《热辣滚烫》票房达 35亿元；新丽传媒
出品的古装剧《与凤行》及现代都市剧《玫瑰的故事》
在腾讯视频播出期间，接连打破腾讯视频联播剧及
都市剧等细分领域的热度值最高纪录。

而《庆余年第二季》尤为成功，跑通了实现从文
学到影视、游戏、衍生卡牌等全产业链的商业模式，
成为可复制的“庆余年模式”。具体来看，早在剧集
播出前，侯晓楠就牵头成立了公司历史上最大规模
的 IP专项组，以实现从文学到影视、游戏、衍生卡牌
等全产业链的联动。

侯晓楠表示，如今的内容市场，头部效应和马太
效应越来越强。行业对于头部 IP的需求也在不断增
加，所以优质内容的价值更加凸显。而《庆余年第二
季》不仅是单体影视项目的成功，更是阅文集团跨部
门、跨产业上下游建立机制，联动协同运营策略的成
功。“庆余年模式”这种多端协同、一体开发的 IP全产
业链联动，不仅给公司带来了单个 IP爆款成绩或阶
段性的财务表现，更让爆款内容的批量复制成为可
能，验证了公司商业模式和优质 IP的巨大潜力。

多点开花

除了传统影视剧，IP的动画和短剧开发价值也
不断被印证。

上半年，阅文集团完成了对腾讯动漫的资产收
购，《一人之下》《狐妖小红娘》等头部的国漫 IP融入了
公司内容生态，优秀的动漫 IP和产能将进一步丰富其
视觉化 IP矩阵，加速精品 IP的可视化进程。 这种对
动漫市场的扩张，也来自于阅文集团 IP动漫化路上的

“屡战屡胜”。例如《斗破苍穹年番2》在腾讯视频年度
畅销榜上排名第一。上半年国内全网动画播放榜前
20的作品中，有15部改编自阅文集团的 IP。

同时，阅文集团在卡牌业务方面也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庆余年》《与凤行》《全职高手》等产品的优
异表现推动公司卡牌整体GMV（商品交易总额）约 1
亿元。后续，公司还计划推出《大奉打更人》等影视
及《全职高手》《狐妖小红娘》等动漫卡牌产品，并推
动其实现全球发行，构建公司 IP 宇宙的卡牌生态
系统。

谈及 IP价值为何长盛不衰？艾媒咨询CEO兼首
席分析师张毅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IP商业化是
一条已被全球娱乐行业巨头践行过的成功路径。从
全球看，有迪士尼、好莱坞、以及日本漫画产业作为
参考案例，他们改编的动画、影视剧、游戏或电影，都
在全球范围获得了巨大成功。从中国本土看，IP本
身也历经了近四十年发展，随着网络用户娱乐方式
不断多样化，内容需求的提升，IP的改编形式也变得
更加多元。从这个角度看，一个成功的 IP为企业带
来的商业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国际化加速

事实上，影视、盲盒、卡牌等等衍生作品，都是基
于阅文集团大量的小说 IP储备。数据显示，阅文集
团上半年在线业务收入达 19.4亿元。其中，以付费
阅读为主的自有平台产品收入为 16.9亿元，占在线
业务总收入的87.3%；MPU（月度付费用户）达880万，
环比增长2.1%。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市场借助AI技术的推动也
迎来了 IP“出海”步伐的加速。财报显示，截至 2024
年 6月 30日，阅文集团海外阅读平台WebNovel已累
计向海外用户提供了约5000部中文翻译作品和约65
万部当地原创作品。在AI助力下，WebNovel新增了
超过 1200 本 AI 翻译作品。在 WebNovel 畅销榜前
100的作品中，AI翻译作品占比约40%。

影视方面，《庆余年第二季》通过迪士尼实现全
球同步发行，成为Disney+平台上播放热度最高的中
国大陆电视剧；《热辣滚烫》由索尼影业全球发行，是
2024年目前海外票房最高的华语电影；《与凤行》已
在全球180多个国家与地区播出；《玫瑰的故事》也被
相继翻译成12种语言播出，掀起全球“玫瑰热”。

阅文集团表示，目前公司的影视储备还有十余
部待播作品。其中《大奉打更人》《哑舍》等电视剧有
望于下半年播出。

围绕IP做文章
阅文集团上半年营收净利双增

本报记者 刘 钊

近 日 ，三 大 豪 华 汽 车 品 牌
“BBA”（奔驰、宝马、奥迪）陆续公
布2024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

“BBA”业绩指标数据呈现下滑趋
势，其中，利润下滑幅度最为明
显。对于业绩下滑的原因，“BBA”
均提及中国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
对其业绩造成了较大影响。而与

“BBA”业绩下滑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进军豪华汽车市场的蔚来、赛
力斯问界等中国品牌却保持了较
好的发展态势。

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书
长张翔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表示，在全球汽车行业向新能源
化、智能化转型的背景下，燃油车
市场的萎缩对“BBA”的发展空间
形成了挤压，同时，“BBA”在新能
源汽车领域的发展，不如部分中国
品牌，这对其营收和利润都产生了
较大影响。

归咎于市场竞争激烈？

从营业收入情况来看，奥迪在
2024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309.39亿欧元，同比下滑9.5%；奔
驰实现营业收入约726.16亿欧元，
同比下滑4%；宝马实现营业收入
约735.58亿欧元，同比下滑0.7%。

利润方面，奥迪2024年上半年
实现营业利润约19.82亿欧元，同
比下降42%。营业利润率下滑至
6.4%，单 车 营 业 利 润 同 比 下 滑
36.8%；宝马实现净利润为56.56亿
欧元，同比下降14.6%，营业利润
率下滑至8.65%，单车营业利润同
比下滑19.1%；奔驰实现净利润约
60.87亿欧元，同比下降20%，息税
前利润79亿欧元，同比下滑25%。

对于出现亏损，宝马表示，在
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宝马去年
的定价策略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市
场竞争对销量的影响。同时，目
前中国市场消费者信心仍然低
迷，因此已将销售额压低至低于
预期的水平；奥迪表示，奥迪在中
国市场正面临着竞争加剧、高端

汽车市场萎缩的挑战；奔驰表示，
业绩下滑是由于单位销售额略有
下降、产品和市场组合不利、净定
价产生负面影响以及汇率出现负
面变化。目前，中国市场略有萎
缩，高端和豪华车市场的市场状
况依然疲软。

一位不愿具名的汽车分析师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作为传统豪华品牌，“BBA”此
前凭借品牌影响力占有一定市场
份额。在中国汽车产业技术突飞
猛进的背景下，“BBA”在电动化、
智能化和网联化方面持续落后于
中国车企，未来或面临市场份额持
续萎缩的风险。

此外，记者注意到，蔚来、赛力
斯问界正加速抢夺豪华车市场。
数据显示，蔚来2024年上半年累计
销量为87426辆，同比增长60.2%；
赛力斯问界上半年累计销量为

41457辆，同比增长631.42%。中
国品牌的强势崛起对于“BBA”产
生了不小的影响。

放缓推进电动化转型

业绩水平与汽车销售情况有
着密切联系，数据显示，2024年上
半年，宝马在全球市场共交付
121.3万辆新车（含宝马、MINI、劳
斯莱斯），同比下滑0.1%。而相对
于上半年实现增长的英美市场，在
中国，宝马同期销量却同比下滑了
4.3%。宝马之外，奔驰品牌上半
年全球销量同比下降6%，至96万
辆；奥迪品牌全球销量同比下降
8%，至83万辆。

一方面，“BBA”营收、利润的
下滑与其销量下跌有关，另一方
面，也与“BBA”在中国市场“价格
大跳水”、被迫“甩卖”有关。今年

以来，国内汽车行业的价格战已经
波及到了豪华车领域，包括宝马在
内的豪华品牌被迫加入其中，品牌
旗下多款车型的终端市场价格大
幅下探，导致不少4S店出现亏损卖
车的现象。

据此前公开报道，售价集中在
30万元以上的“34C”（宝马3系、奥
迪A4L、奔驰C级）部分车型终端售
价纷纷跌到20万元级别。其中，宝
马i3售价已接近“五折”，奔驰EQE
优惠达到16万元，奥迪Q4 e-tron
优惠幅度也超过了10万元。有业
内人士分析称，经销商如果长期亏
损，就会考虑退网，这对深耕高端
市场多年的“BBA”来说，无疑是一
个潜在风险。更重要的是，就算猛
打价格战，也没能阻止销量下滑。

同时，由于品牌参与价格战
导致门店亏损严重。今年7月初，
宝马宣布将通过减少销售量来稳

定价格，缓解门店的经营压力，正
式退出降价保份额。与此同时，
市场也传出奔驰和奥迪将退出价
格战。

正在中国车企积极推进电动
化之时，“BBA”却选择放缓推进。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以“BBA”为代表的
豪华车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力不从
心与其电动化转型缓慢有关。

例如，奥迪新任CEO高德诺曾
表示，短期内将继续推广内燃机、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放缓纯电动
汽车推出的速度。

“当前，品牌影响力在消费者
购车意向中的占比正在逐渐变弱，
汽车的软硬件实力成为消费者考
量的重要指标。在这种背景下，如
果‘BBA’不能及时跟进技术革新
路线，业绩下滑或将持续。”上述汽
车分析师说。

“BBA”上半年营收利润齐降
中国品牌正加速进军豪华车市场

本报记者 吴文婧

8月13日，杭可科技披露，公司
于近日收到大众西班牙及大众加
拿大两家公司通过竞标系统生成
的合同。合同标的为大众集团在
西班牙和加拿大生产电池所采购
的锂电池后道设备，合同总金额超
过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的45%。

杭可科技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39.32亿元，与之对应，上述合同总金
额折合人民币或超过17.69亿元。

就在不到一周前，海目星发布
公告称，收到海外头部车企客户的
中标通知书，中标项目为动力电池
激光及自动化相关设备，中标金额
折合人民币约为12.5亿元。

接连斩获海外大单是我国锂

电设备企业“出海”的阶段性成果，
更是我国锂电产业链持续推进全
球化发展的缩影。

走入全球市场

除杭可科技和海目星外，先导
智能于今年3月18日公开表示，公
司斩获美国锂电设备订单，将为美
国电池制造商ABF提供总目标为
20GWh的锂电池智慧产线服务。

事实上，为成功“出海”，我国
锂电设备企业早已谋篇布局。例
如，杭可科技作为锂电池后处理系
统的龙头厂商，与LG、SK、三星等海
外头部客户一直有着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海外业务经验成熟，渠
道资源丰富。2023年，公司根据行
业形势及市场情况，坚定“走出去”

战略，优先推动国际业务，接连获
得1.46亿美元的SK美国工厂扩产项
目和1.17亿美元的远景动力在英国
与法国扩产项目的大额订单，外资
客户订单占比快速提升。公司表
示，上述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
在全球新能源电池领域的业务拓
展，尤其是在欧洲及北美市场的拓
展。

科方得智库研究负责人张新
原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国产锂
电设备企业的“出海”成果具有重
要意义。作为国际化战略的一部
分，中国企业正在寻求更广阔的市
场和机会，国产锂电设备得到了海
外市场的认可，不仅证明了国产设
备的技术实力，也为中国锂电产业
链在国际市场上树立了良好的形
象。此外，海外市场的开拓将有助

于推动国产锂电设备的技术创新
和升级，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综合竞
争力。

“出海”要靠硬实力

高工产业研究院预计，2024年
将成为国内锂电池产业链海外集
中“落地年”。其中，东南亚、东欧
以及南美将成为项目落地的主要
区域。

对于锂电设备的“出海”前景，
传播星球App专家张雪峰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全球各国政府越
来越重视新能源产业，纷纷推出激
励政策，鼓励本土企业发展新能源
汽车和储能产业。尤其是欧美国
家，本土投资促进了对锂电池生产
线设备的需求，有助于中国企业在

海外市场获得更大的份额。
“日韩锂电池企业也在全球扩

建产能，其高度依赖先进的生产设
备。而中国锂电设备极具竞争优
势。”张雪峰说。

近日，研究机构EVTank、伊维
经济研究院联合中国电池产业研
究院共同发布的《中国锂电产业
链企业出海战略研究报告（2024
年）》显示，中国锂电产业链经过
十年的培养，已经形成了强大的
全球市场竞争力，各个环节均具
备短期内无法被超越的成本优势
和技术优势。

“锂电设备企业也需要加强与
海外合作伙伴的沟通、协作，通过
与行业巨头合作，中国企业能够进
一步提升技术水平，并与合作伙伴
实现共赢。”张新原说。

接连斩获海外大单 国内锂电设备产业“出海”捷报频传

本报记者 丁 蓉

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13日
12时，A股市场半导体行业 195家
上市公司中，已有11家公司披露了
2024年半年报。其中，新洁能、盛
美上海、南芯科技、聚辰股份、聚灿
光电等5家公司报告期内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
长；另有 3家公司披露了 2024年半
年度业绩快报，天德钰、盈方微报
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同比增长；此外，51家公
司披露了2024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北方华创、韦尔股份、纳思达等 44
家公司预计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
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上述业绩数据反映出半导体行业

在今年上半年迎来了复苏。预计
随着 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
领域的蓬勃发展，将为半导体产业
打开巨大的发展空间。

市场需求逐渐恢复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上
半年实现业绩增长的半导体行业
上市公司主要分布于半导体设备、
存储芯片、模拟芯片、半导体显示
等细分领域。

具体来看，在已披露2024年半
年报的半导体行业上市公司当中，
南芯科技、聚辰股份、聚灿光电3家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
100%；在已披露半年度业绩快报的
半导体行业上市公司中，天德钰在
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00%。

同时，在仅发布了上半年业绩
预告的半导体行业上市公司中，北
方华创和韦尔股份预计净利润居
前。其中，北方华创预计公司报告
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25.7 亿元至 29.6 亿元。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其应用于集成
电路领域的刻蚀、薄膜沉积、清洗、
炉管和快速退火等工艺装备工艺
覆盖度及市场占有率持续稳步攀
升；韦尔股份则预计报告期内实现
归母净利润 13.08 亿元至 14.08 亿
元。此外，包括长川科技、韦尔股
份、澜起科技等在内 25家公司，预
计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下限超过
100%，其中，长川科技以 876.62%
位居第一。

中国电子商务专家服务中心
副主任、资深人工智能专家郭涛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5G、人工智

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对半导
体芯片的性能和数量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同时，半导体行业经过前
期的调整和去库存，市场需求逐渐
恢复，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行业复
苏。

景气度会否延续

下半年，半导体行业的景气度
会否延续？多家上市公司也就此
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江波龙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
示，展望下半年，公司认为企业级
服务器存储、工规级及车规级等中
高端存储市场的情况更为乐观，公
司将充分利用其结构性短缺以及
价格接受度较高的情况，将中高端
存储业务经营得更好，更稳；中芯
国际表示，在外部环境无重大变化
的前提下，公司的目标是下半年销

售收入超过上半年。
山西证券发布研报称，数个季

度的持续疲软后，半导体市场出现
了企稳复苏信号，全球客户备货意
愿有所上升，价格战进入尾声，预
期未来几个季度价格将开始回升。

“本轮半导体产业复苏，海外
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已先行一步，但
我国半导体产业的复苏也十分强
劲，并有望持续更长时间。得益于
广阔的消费电子市场和汽车电子
市场支撑，以及政策支持和技术创
新推动，我国半导体企业正在迎来
较好的发展机遇。”郭涛说。

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
家郑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半导体企业应进一步加大
研发创新力度，加强与上下游企业
的合作，注重人才培养和引进，积极
拓展海外市场，才能更好地抓住发
展机遇，提升市场竞争力。

半导体公司上半年业绩向好 行业景气度有望延续

财报显示，上半年阅文集团在IP
授权及IP全产业链开发业务方面呈现
全面增长态势，尤其在IP视觉化和IP
商业化上接连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版
权运营及其他收入达22.5亿元，同比
大增73.3%，创三年内最大增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