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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首家！ 上海数交所与合合信息共建“产业数据航母”

东方科脉竞争力堪忧

褚念颖 摄

◎ 记者 王莹

普通人和庞大的财富之间， 很可能

差的就是一个商机，但放眼望去，蔬菜水

果、日用百货有众多的商超在竞争，赚钱

的金矿到底在哪里？

事实上， 有一种随处可见却又不起

眼的商品， 每年都能给一家公司带来十

几亿的收入，这就是商超的标价纸。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意？ 创始人是

怎么慧眼识得商机， 并走向上交所主板

上市之路的？

启动资金 50万

商超标价格的纸，专业来讲，叫做电

子纸显示屏幕。 浙江东方科脉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东方科脉”）就是为电子

纸显示屏幕提供电子纸显示模组的公

司。

一般来说， 公司产业链上游为电子

墨水薄膜、TFT 基板、驱动芯片等原材料

供应商，产业链下游包括商用端面向企

业客户的电子纸显示数字化解决方案提

供商（产品包括电子标签、标牌）以及消

费端面向消费者的电子纸屏幕数码产品

制造商 （我们更为熟知的有亚马逊、掌

阅、汉王电子书）。 东方科脉所属细分行

业为电子纸显示模组行业， 处于电子纸

产业链中游。

东方科脉披露称， 公司在电子纸显

示模组细分行业的市场地位已居于全球

前列。 根据洛图科技数据，2022 年全球

电子纸标签出货量约为 2.4 亿台； 基于

公司电子纸显示模组产品销量及上述市

场数据推算，2022 年公司电子纸显示模

组出货量全球市占率约为 20%。

这小小的一片片电子纸， 每年为公

司创造超过 12 亿元的营业收入。

资料显示，2020 年-2022 年 （下称

“报告期”）， 东方科脉营业收入分别为

4.77 亿元、8.64 亿元和 12.14 亿元，净利

润分别为 6869.09 万元、8911.22 万元和

9187.61 万元。

那么， 公司创始人是如何发现这个

不起眼的东西蕴含着巨大商机？

东方科脉的股东赵景罡生于 1967
年，现年 56 岁，曾任大连东方显示器材

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品保部部长，其于

2000 年前往日本关西学院大学就读并

获博士学位。 2003 年至 2004 年其任日

本早稻田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毕业后在

大连东益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

大连益显达电子有限公司任职副总经理

仅一年，就决定和兄嫂一起创业。

2005 年，赵景罡联系维纳贸易以及

其兄赵景广、 其嫂汤红经营的佳井精工

共同投资成立科脉有限（公司前身），注

册资本为 1000 万元。 在这其中，赵景罡

出货币资金 50 万元， 以专有技术作价

200 万元出资。

有意思的是，赵景罡出资的“专有技

术” 因投入科脉有限后对公司生产经营

作用较小，在 2015 年，赵景罡置换成了

货币资金 200 万元出资。

由于后续股权变动， 目前东方科脉

的实控人并非赵景罡， 而是公司控股股

东周爱军。 但赵景罡仍持有公司 5.86%
的股份。

按照此次 IPO，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

不超过 1535.5713 万股 （不含采用超额

配售选择权发行的股票数量），不低于本

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25%， 募资 6 亿元，

发行估值约为 24 亿元。

赵景罡持有股份稀释后持股 4.4%，

估值约为 1.056 亿元。 这就是说，以当年

50 万元的资金为起点，发掘商机的赵景

罡可能收获 1 亿多元的财富。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 实控人

周爱军直接持有公司 20.79%的股份，直

接和间接合计控制公司 29.9%的股份，

仅直接持股股份估值约为 3.744 亿元。

毛利率下滑

那么，目前年营收达到 12 亿元的东

方科脉质地如何？

东方科脉作为国内最早进入电子纸

显示模组领域的企业之一， 自主拥有电

子纸显示模组设计制造的核心技术，在

嘉兴市和大连市建立了生产制造基地，

与电子纸行业上游核心原材料供应商建

立了长期合作 ， 下游主要客户包括

Solum、汉朔科技 、Digi、Displaydata、Rai鄄

nus、SES、Pricer 等全球领先的电子纸显

示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

报告期各期， 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

分别为 26.59%、20.87%和 22.95%，整体

出现下滑。 更直观来看， 东方科脉主营

业务收入分别 46777.02 万元 、84910.81
万 元 、120967.38 万 元 ， 占 总 营 收 的

98%、98.33%、99.66%， 和总营收相差不

多。 其主营业务产品电子纸显示模组销

量分别为 2681.19 万片、3865.23 万片和

5064.62 万片， 结合同期公司整体净利

润，公司主营产品销量增加明显，但单位

产品平均带来的净利润却下滑了， 平均

每片净利润分别为 2.56 元、2.31 元、1.81
元，明显下降。

是公司产品竞争力下降导致单片产

品平均净利润下滑? 还是公司低利润率

的产品销量增加，摊薄了利润？

据披露来看，公司小、中、大尺寸电

子纸模组报告期内的平均价格整体是增

长的，那为何出现了上述情况？

另外， 公司 2023 年 1-6 月主营业

务 收 入 为 62202.33 万 元 ， 净 利 润

4313.25 万元，毛利率为 16.38%，毛利率

有所下滑。

对此，东方科脉解释称，随着电子纸

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公司所在的电

子纸显示模组细分市场竞争有所加剧，

部分产品销售价格面临下降压力。 另一

方面， 公司产品生产成本受原材料采购

价格、产能利用程度、劳动用工成本等多

种因素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公司 2022 年的产能

为 6320 万片，即将募资新建年产智能物

联网电子纸 1 亿片项目，也就是，产能将

提升 1.5 倍。

如果公司单位产品利润下降是竞争

力下降导致， 那么猛增的产能是否能够

消化则是个问题。

此外，报告期各期，公司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6385.6 万

元 、-13786.85 万元和 6649.15 万元 ，与

当期净利润的差异分别为-23254.69 万

元、-22698.07 万元和-2538.46 万元。

对此，公司认为，报告期内公司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低于净利润的

原因主要系存货及应收账款规模随公司

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增长，采购付款与销售

收款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且部分客户采用

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货款结算。

供应商的存在感

东方科脉还存在供应商和大客户集

中的问题。

报告期各期， 公司向前五名客户合

计销售金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

为 88.75%、86.61%和 93.31%，客户集中

度较高，其中 2020 年度向汉朔科技销售

收入占比为 65.84%，当年度存在单一客

户收入占比超过 50%的情况。

公司所在行业下游客户主要为境外

企业。报告期各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

境 外 销 售 收 入 占 比 分 别 为 26.63% 、

58.63%和 69.63%。

报告期各期， 公司向前五名供应商

合计采购金额占当期采购总额的比例分

别为 87.53%、87.74%和 89.64%，供应商

集中度较高。 电子纸行业上游电子墨水

薄膜、TFT 基板、驱动芯片等主要原材料

供应存在市场集中度较高的情况， 其中

核心原材料电子墨水薄膜可替代材料较

少， 全球市场主要由中国台湾企业元太

科技供应。

报告期各期， 东方科脉向第一大供

应商元太科技采购电子墨水薄膜 、TFT
基板 、PS 保护膜金额分别为 16474.81
万元、30616.55 万元、42848.46 万元 ，采

购占比分别为 41.8%、37.75%、46.19%。

更为特别的是， 供应商还入股了公

司。 川奇光电作为元太科技在江苏省扬

州市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报告期末持有

东方科脉 2.73%股份。

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持续发展壮大

的核心引擎。 11 月 25 日，2023 全球数

商大会在上海盛大开幕。 大会以 “数联

全球、商通未来”为主题，聚焦数字经济

时代下，数据要素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打

造全球数据要素市场的风向标。

种类繁多的数据要素之中，“产业数

据” 是对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影响最深

的数据类型之一。 本次大会上， 上海数

据交易所与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合合信息”）共同举办了《产

业数据应用与流通》主题论坛，来自上海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数据交易

所、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工商银行、

大成律所、中金公司等政府、高校、金融

机构及企业的行业专家汇聚一堂， 围绕

产业数据应用及服务的创新生态及产业

数据要素流通等议题展开观点分享。 论

坛还发布了业内首个产业数据行业创新

中心（下称“中心”）。

三大创新设计
疏通数据流通“堵点”

“产业数据”是基于企业经营和供需

关系形成的， 对产业整体和企业经营与

信用状况描述的数据。 例如在 5G 行业

中，产业数据既包括市场规模、增长率、

渗透率等反映整个行业发展趋势的宏观

数据， 垂直领域或细分市场指标等中观

数据，也有单个企业的销售数据、产品特

点等反映具体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产

品竞争力的微观数据。 如何从产业数据

中洞悉、挖掘价值，关乎整个行业的数字

化转型进程。

受制于人才、数据源、场景经验等因

素， 数据使用方想要获取安全的、 高质

量、高性价比的产业数据并非易事；如何

通过合规的方式快速链接到数据需求

者， 则是数据供给方关注的问题。 为汇

聚更加全面、高质量的产业数据，让产业

数据更便捷、安全地服务于行业，产业数

据行业创新中心应运而生。

产业数据行业创新中心由上海数据

交易所与合合信息共同运营， 通过创新

的服务体系和运营模式， 引入多元主体

参与数据要素市场建设， 探索数据要素

流通新模式。 中心具备三大创新性：

打造了一站式产业数据服务新链

路。 中心的在线数据流通体系覆盖数据

治理咨询、产品上架、POC、签订、交付、

上链、拓客全链路，能够一站式满足数据

供需双方的服务需求； 构建了场内场外

交易融合新范式。 中心基于上海数据交

易所行业发展及合规指导， 针对数据汇

聚及建设、产品开发、场景方案、流通交

易和资产入表等需求， 为企业数据应用

需求提供更灵活的交易模式， 促进场内

场外交易融合； 探索跨域数据融合新项

目。 中心通过构建数据要素流转合作生

态， 与生态合作伙伴共同孵化创新数据

产品与服务模式，促进产业数据产品化、

资产化和资本化。

“产业链发展是具有生命周期的。从

最开始的产业洞察，到产业发展，再到金

融支持引入，供应链管理，最后通过创新

提升自身规模和产值， 数据产品也在经

历一个从趋势洞察， 到助力产业实现自

主创新的历程。 ”合合信息董事、副总经

理陈青山在《产业数据应用与流通》论坛

中提到，优质的数商生态从数据汇集、治

理、分析、评估、可信流通等多个方面，为

中心筑牢“能力底座”，从而孵化出符合

企业成长步调、 社会变化趋势的数据产

品。

合合信息是一家人工智能及商业大

数据科技企业， 旗下启信宝率先与上海

数交所完成签约， 已在数交所平台上架

覆盖经营、司法、舆情、科创等场景的多

款数据产品，助力高效便捷、合规安全的

数据要素流通与交易体系的构建。 启信

宝商业大数据产品基于境内 2.3 亿家企

业等组织机构的超过 1000 亿条实时动

态商业大数据，形成基础数据服务、标准

化服务、场景化解决方案，帮助企业、机

构做好对公营销、 科创信贷、 产业链招

商、供应链管理。

陈青山提到， 启信宝将通过产业数

据行业创新中心， 打造覆盖超过 100 万

条产业政策、350 万条产业研报、超 2 亿

条产业发展研判数据、40 亿条企业工商

数据、 超过 300 个产业专题的产业数据

库，让专业、可信的数据服务惠及更多的

产业，促进数据交易生态的蓬勃发展。

可信、共赢的生态平台
让数据“孤岛”变“群岛”

供应链金融是产业数据应用的重点

领域。 产业链、 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关系

到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的发展前

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 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和安全水平”；2022 年，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提出 “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

举”，再次强调“发展要安全”，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将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雄厚支撑。

《产业数据应用与流通》论坛上，国

内首个基于可信数据空间形成数据产品

服务交易的融合平台 “供应链数据要素

跨域融合平台”（下称“平台”）正式亮相。

据悉， 该平台由上海数据交易所与合合

信息共同打造， 是产业数据行业创新中

心本轮首推的核心项目之一， 汇集了大

型集团企业平台、产业互联网平台、工业

企业及工业互联网平台等多源第三方数

据， 通过可信数据计算方式进行数据融

合建模， 在满足产业发展和普惠金融相

关数据需求的同时， 帮助数商更快捷地

进行数据商业化。

现阶段，供应链数据关联的主体繁

多，数据汇集难度高。 以上述提及的 5G
行业为例， 从产业层级角度粗略划分，

其上游基础层分为频率控制元器件、功

率放大器 、集成电路等多个领域 ，中游

包括基站 、 光电子器件等传输等支撑

层，下游也分为应用层、场景层。 相关企

业、平台中存储了大量的 “私域数据 ”，

如交易、票据、履约 、生产数据 ，对于产

业发展具有独特的价值，但外界难以获

取；数据持有者也需要面对数据流通安

全方面的考验。 珍贵的产业数据，往往

容易在不同主体间的壁垒中沦落为“孤

岛”。

与传统的“点对点”数据流通模式相

比， 供应链数据要素平台在上海数据交

易所“可信空间”的支持下，让原本的“数

据孤岛” 释放出多源数据， 打开全产业

链、供应链洞察分析视角，产生更完整的

行业画像， 为企业数据资源估值提供更

准确的信息， 在满足数据需求方获取有

价值的产业数据的同时， 为数据交易链

上的数据产品供应商、 经营数据资源方

等主体创造拓客渠道， 实现数据交易生

态的“共赢”。

陈青山表示，通过供应链数据要素

跨域融合平台等项目，中心将逐个解决

产业数据应用中存在的数据技术栈复

杂，数据资源多、散、杂，场景知识复杂，

流通交易链条长等问题，打通产业数据

从“资源”向“价值”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随着产业数据的应用面不断拓宽，数据

要素的培育 、价值的提升 、挖掘加工以

及产品交易流程的优化，需要更多的主

体参与进来。 中心也将充分发挥“产业

数据航母 ”的作用 ，搭载优质的数据生

态伙伴 ， 共同开拓产业数据 “蓝海 ”。

（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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