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夏治斌 石英婧 上海报道

“我的主要诉求就是要大陆集

团中国区以公司的名义做出澄清，

并删除网络上的诽谤诋毁内容，来

恢复我的名誉。”9 月 4 日，大陆集

团原自动驾驶和出行事业群中国

区负责人罗 向《中国经营报》记

者直言。

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 13 天

前，罗 起诉大陆投资（中国）有限

公司、大陆智行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大陆集团中国区总裁汤恩的名

誉侵权诉讼，在上海市嘉定区人民

法院开庭。

罗 告诉记者：“我 8 月份正

好在国内，就参加了庭审，当天庭

审从下午1 点多到晚上7 点，绝大

多数时间用在了原告方大量证据

及证人证词的举证、质证及认证，

现在就是按照流程在走，后面双

方仍会进行必要的文字辩论，我

也向法庭申请传唤涉嫌诽谤罪的

举报人。”

“互联网上对我的一些污名

化信息，给我个人带来了很大的

影响。”罗 告诉记者，“员工的清

白和公司是连在一起的，他们有

责任和义务来为这件事做出澄

清。但现在的争议点就是大陆集

团中国区非但没有站出来做出澄

清，而且非常强硬，即使是在大陆

集团德国总部给我开具了澄清函

之后。”

对于罗 提起的诉讼，大陆集

团中国区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对于此次法律纠纷，目前正在诉

讼过程中，我们将坚决以法律手段

捍卫公司的名誉和合法权益。员

工是大陆集团业务发展的重要基

石与财富，我们致力于为所有员工

提供一个公平、相互尊重的工作环

境。大陆集团在此郑重声明，我们

始终恪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一直以

来都是以诚信和专业的态度开展

业务。公司坚信通过透明、公正的

法律程序，我们的商誉也将得到公

正的评价和保护。”

大陆集团上半年营收净利双双下滑 中国区身陷前员工诉讼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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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营收依赖奇瑞汽车 大昌科技IPO“踩刹车”

空降高管遭遇内部举报

在担任大陆集团自动驾驶及

出行事业群中国区负责人之前，罗

在行业内已经有着丰富的从业

经历，既有在博世、海拉电子等巨

头的从业经历，又有在国内初创公

司的管理经验。

时间回拨至2021年3月，大陆

集团宣布将 ADAS 事业部升级为

自动驾驶及出行事业群，罗 作为

空降兵担任大陆集团自动驾驶及

出行事业群中国区负责人，并有很

大的自主权。

“当时加入大陆集团，是因为

我的前老板加入了大陆集团，他要

主导大陆集团的一系列变革，我认

为是非常正确的。”回想选择加入

大陆集团中国区的原因，罗 告诉

记者，“像大陆集团这样的企业转

型，都是大象转身，它需要有能力、

有魄力的人来帮助他们实施变革，

才能转型成功。”

罗 坦言：“我过去在美国十

几年，在中国大概十年的工作经

历，既帮助国外企业深度本土化，

包括和中国企业的成功合资，也帮

助国内一些企业开拓全新市场，我

个人很喜欢这种全新且有挑战的

事情，如果能够帮助大陆这头大象

转型成功，对我来说有挑战，但我

也非常感兴趣。”

加入大陆集团后，罗 推行

了一系列的举措，比如与地平线

成立合资公司、对内调整组织架

构、对外投资积极构建生态等。

“四年前我对行业面临的挑战就

看得很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和地

平线成立合资公司，而不是做一

般的战略合作，我那时候就跟大

陆说要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大家共进退。投资不是主要

目的，与中国本土的创新供应链

深度合作，这才是企业转型的机

会所在。”

直到2023年7月，一封内部举

报信的出现，给罗 在大陆集团中

国区的工作按下了“暂停键”。而

根据公开报道，智驾方案平台化的

供应商切换则是上述举报信的主

要内容。

罗 告诉记者：“供应商的切

换不存在任何问题。第一，我是

产品战略的直接负责人，技术层

面的事情我很了解，我知道哪家

技 术 可 以 ，哪 家 技 术 不 可 以 。

第 二 ，整 个 切 换 的过程也是非

常 公 开 透 明 ，且 持 续 的 时 间 很

长。我们与技术、采购等同事，

甚至是在中国和德国的管理层，

都有着四、五个月时间的公开讨

论，这个供应商的切换绝对不是

私下操纵的。为什么切换？这是

因为老供应商提供的方案从技术

上已不适合我们，且他们的报价

还高50%。”

本报记者 方超 石英婧 上海报道

在经历三轮审核问询后，汽车

零部件公司安徽大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昌科技”）最

终选择撤回IPO。

8 月 30 日，深交所官网披露，

因大昌科技、保荐人撤回发行上市

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发行上市审核规则（2024年修订）》

第六十二条，深交所决定终止对大

昌科技发行上市的审核。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在

撤回IPO之前，大昌科技已经历三

轮问询，其中，因近半营收依赖奇

瑞汽车，大昌科技业务独立性、与

奇瑞汽车的交易公允性，受到监管

密切关注。

“如果公司未来与奇瑞汽车的

合作关系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包括

奇瑞汽车的汽车零部件需求大幅减

少、公司的主要产品由于技术迭代

原因难以满足奇瑞汽车的需求、市

场竞争加剧导致供应份额减少等情

况发生。”大昌科技坦言，将对公司

经营业绩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在过度依赖单一大客户之外，大

昌科技还因前五大客户集中度较高、

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等引发外界质

疑。而公开信息显示，大昌科技实控

人钟华山谋求推动公司上市已有十

多年时间，但在经历三轮问询后，大

昌科技最终选择对IPO“踩刹车”。

德国总部澄清后再维权

而让罗 对前东家提起诉讼

缘于 2023 年 7 月的举报信事件。

当时罗 被举报存在潜在非合规

行为，涉及其在对供应商采购流

程上的不合规行为，包括干预关

键软件模块合作项目定点、公开

让外公司员工主导大陆AM核心

开发等。但内部举报信遭到泄

露，被公开传播。

据罗 表述，2023年9月，在

合规调查仍在进行，没有任何实

质证据的情况下，其被免除大陆

集团自动驾驶及出行事业群中国

区负责人职务。罗 表示，这一

系列事件给其带来很大的负面影

响，且自己多次与大陆集团中国

区交涉，要求公司告知调查的内

审结果，并向自己出具澄清函，但

都无果。而后罗 联系德国总部

获得了澄清函。

遭内部举报后，罗 配合公

司的调查。2023年9月，罗 称他

从大陆集团中国区被动离职，他

本人并没有签署《劳动合同终止

通知书》。“事情发生后，很长一段

时间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

事。后面重找工作，但一些猎头

就跟我说，这件事是我名誉的负

资产，企业需要给解释，有问题就

是有问题，没问题就要澄清，不然

行业里会宁可信其有，很多事情

就没办法往下推。”罗 直言。

罗 告诉记者，正是基于上

述原因，他找到大陆集团中国区，

要求告知内审的结果并做出澄

清。“跟大陆集团中国区交涉了两

三个月被拒绝后，最后还是找到

德国总部向我提供了澄清函。”

记者也获得了大陆集团德国

总部出具的澄清函，并有大陆集团

内部审计负责人、首席合规官的签

字。上述函件内容显示：“在收到涉

及某些供应商的利益冲突和腐败

行为的举报后，大陆集团进行了彻

底而广泛的调查。调查由集团内

部审计专家进行。调查没有发现

任何具体的证据证明与供应商相

关的利益冲突，并且没有证据表明

您（罗 ）有任何类型的腐败行为。”

除此之外，上述函件还表示，

在调查开始之前，信息已经在大

陆集团不知情的情况下泄露，并

且对大陆集团的利益造成损害。

“我们谴责未经授权的信息泄露，

并采取了适当措施。”

而在上述函件中，大陆集团

德国总部还明确表示，罗 离开

大陆集团并非基于与腐败有关的

任何调查结果。“跟德国总部大概

交涉了两个礼拜，中间交换了几

个邮件。”罗 表示。

罗 告诉记者：“拿到德国总

部的澄清函后，我本来也就继续

找工作了，但后面回国发现，举报

信带来的影响还在继续，我就要

求大陆中国给我做出澄清，但他

们的态度很强硬。”

“最后我就选择了起诉。”罗

直言，“举报信事件之后，自己离职

大陆中国，每个月也会有一两个猎

头找到我，大多数的猎头可能不

知道这件事，我一般会主动提一

下这件事，有些资深猎头就告诉

我，大陆中国欠我一个澄清，不然

行业宁可信其有，也不想人事往

高层推我的时候，带去不必要的麻

烦，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跟大陆集

团对薄公堂，也要坚持的事。”

中国市场一直是重要增长引擎之一

除了中国区发生的上述事件

外，大陆集团2024年上半年的业

绩表现也备受外界关注。大陆集

团2024年半年报显示，大陆集团

上半年的总销售额约为198亿欧

元，同比下滑4.5%；调整后的息税

前利润为 9 亿欧元，同比减少

16.2%；净利润为 2.52 亿欧元，同

比下降57.4%。

记者注意到，基于目前市场

趋势预测，大陆集团全球调整了

本财年预期。大陆集团目前预

计，集团销售额约为400亿欧元至

425亿欧元（此前为约410亿欧元

至440亿欧元）。

大陆集团中国区今年上半年

的表现如何？大陆集团中国区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大陆集团中

国区上半年的业绩总体表现不

错，中国市场一直是大陆集团的

重要增长引擎之一。

对于集团业绩下滑，中国区

会如何应对，上述负责人表示，面

对全球汽车市场的大变革，以及

中国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大陆

集团始终秉承“扎根市场、服务市

场”的本土化战略，稳步提升本地

生产和研发实力，持续推进中国

价值创造，助力中国汽车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

场，给众多产业链企业带去发展

机遇，这当然也包括大陆集团。

对于如何把握中国市场蓬勃发

展带来的机遇，上述负责人也曾

表示，面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快速

发展，汽车子集团拥有全面的产

品组合，可满足智能电动汽车的

需求，例如高性能计算、第六代

雷达、全面的线控制动系统以及

专 为 电 动 汽 车 开 发 的 电 动 轮

胎。“此外，我们还与中国各领先

的合作伙伴共同合作，构建中国

出行生态系统，实现高质量和可

持续发展。”

罗 也向记者坦言，在举报

事件发生后，他自己是选择相信

公司的。“事情发生后，我自己也

很着急，因为这不光影响我个人，

也会影响公司和业务。中国区领

导还来到我们这里开了个全员

会，让我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

要做，意思是公司会妥善解决这

件事情的。”

对于举报信给自己找工作带

来的负面影响，罗 直言：“虽然

现在整个市场的行情不算太好，

但如果大陆中国不给我澄清，恢

复我的名誉，这对找工作肯定还

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三轮问询后终止IPO

在冲击 IPO 一年多时间后，

大昌科技对首次上市按下了“暂

停键”。

公开信息显示，大昌科技位

于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曾用名

“芜湖市中兴机械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兴机械”），现

有广州中益机械有限公司、芜湖

中瑞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芜湖中瑞”）等 9 家分、子公

司，主要从事冲压和焊接汽车零

部件及相关工装模具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

大昌科技对上市“憧憬已久”，

《经济日报》在2008年2月份报道，

“2008 年春节后，钟华山的新打算

是对自己的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

请会计师事务所对自己的这个‘小

作坊’评价。‘我这都是为今后上市

做好准备呢！’”

十五年后，大昌科技正式开启

冲击IPO。

2023年6月27日，深交所官网

披露了大昌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大昌科技

招股书显示，其拟募资 3.74 亿元，

主要投向合肥汽车零部件智能工

厂项目、汽车零部件智能化生产线

技术改造项目等。

记者注意到，对于合肥汽车零

部件智能工厂项目，大昌科技寄予

了厚望，“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合肥汽车零部件智能工厂项

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30000.00 万

元，其中拟投入募集资金 18900.00

万元，将在合肥新建生产基地，项

目建成投产后，将对公司经营规模

的扩大和经营业绩的提高产生较

大影响。”

尽管如此，但深交所在审核

问询函中，要求大昌科技结合与

大众安徽、大众-一汽零部件等客

户的项目定点及期后合作情况、

相关车型推出时间及预计销量、

新建合肥基地产能情况等，说明

其与包括大众在内新客户的合作

稳定性，“合肥基地是否存在较大

的产能消化风险，发行人的应对

措施”。

大昌科技此后表示，根据其目

前已经取得的大众汽车、比亚迪、

江淮汽车、奇瑞汽车相关零部件定

点及量产情况，并结合目前正在洽

谈 业 务 情 况 ，其 预 计 合 肥 基 地

2024 年度和 2025 年度冲压需求

分别达到 1537.81 万次和 2784.46

万次，按照目前的冲压设备计算

产 能 利 用 率 将 达 到 48.50% 和

87.82%。

“公司已取得大众安徽、大众-

一汽零部件的项目定点，且期后持

续获得新的项目定点，公司与大众

安徽、大众-一汽零部件等新客户

合作具有稳定性，公司已经采取了

产能消化的措施。”大昌科技认为，

合肥基地不存在较大的产能消化

风险。

记者注意到，自2023年7月开

始，深交所对大昌科技累计发出3

轮审核问询。具体而言，深交所分

别在2023年7月24日、2024年1月

30日、2024年3月26日，对大昌科

技发出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审

核问询函。

深交所官网显示，2024年7月

26日，大昌科技对深交所第三轮审

核问询函进行了回复，但仅仅一个

月后，大昌科技就向深交所递交了

《撤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申请》，此举意

味着其按下了IPO“暂停键”。

大客户“依赖症”难解

终止 IPO 的背后，大昌科技

与奇瑞汽车的紧密联系，受到市

场密切关注。

公开信息显示，2000年3月，

大昌科技前身中兴机械成立，刚

开始仅是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小

作坊”，但一年后的 2001 年，中

兴机械就成为奇瑞汽车一级供

应商，开始向奇瑞汽车提供左

（右）加强板—A 柱内板、刹车管

支架—前纵梁等冲压单件产品。

一般而言，汽车主机厂对零部

件供应商有严格的认证机制，其对

供应商认证严格、周期较长，需要

零部件厂商投入大量的资源和时

间才能获得一级供应商资格。大

昌科技也在招股书中坦言，“对于

拟进入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企业来

说存在较高的主机厂认证壁垒”。

在此情形下，大昌科技前身

中兴机械，却在成立一年后就成

为奇瑞汽车一级供应商，引发市

场广泛质疑，大昌科技的一级供

应商“速成秘籍”究竟是什么？

记者注意到，在对深交所第

三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中，大昌

科技仅列出了其与奇瑞汽车的合

作经历，对仅用时一年就成为奇

瑞汽车一级供应商的原因，并未

进行说明。

大昌科技快速成为奇瑞汽车

一级供应商的原因，或许能在《经

济日报》2008 年的一篇报道中找

到些许答案。

“2000年，正是奇瑞汽车快速

发展的一年。奇瑞不断上马新项

目，需要大量设备安装、配件企

业。”《经济日报》曾引述钟华山的

话表述，“我跟奇瑞采购部门签订

了协议，BP机、手机24小时开机，

随叫随到。当时，很少有企业能做

到这一点。我的公司有模具设计

生产能力，技术也得到了奇瑞一批

老专家的认可，开始成为奇瑞汽车

部分冲压件的指定生产商。”

随着包括奇瑞汽车在内的主

机厂发展，大昌科技也随之发展

壮大，而在冲击上市过程中，大昌

科技客户集中度较高和单一客户

重大依赖的风险，也成为市场关

注焦点。

财务数据显示，2021—2023

年度，大昌科技主营业务前五大

客户的收入分别为 71132.31 万

元、91741.94万元和 132178.36 万

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

为 91.72%、90.28%和 89.34%，客

户集中度较高。

对比汽车零部件行业其他上市

公司数据可发现，2023年，华达科

技、常青股份、长华集团、无锡振华

的前五大客户占比分别为38.29%、

63.14%、66.94%、72.91%，而同期大

昌科技这一数据为89.34%。

在大昌科技前五大客户中，

奇瑞汽车则多年排名榜首。

安全生产事故频发

大客户“依赖症”难解的另一

边，大昌科技还因短短两个月内

发生两起安全生产事故，而受到

外界关注。

芜湖市政府官网显示，2023

年6月27日，芜湖市应急管理局发

布《鸠江区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

故》通报显示，2023 年 6 月 26 日，

鸠江区芜湖中瑞发生一起机械伤

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

不过在一个多月后的2023年

8月6日，芜湖市鸠江区应急管理

局采用“四不两直”方式对相关企

业进行安全检查，芜湖中瑞亦在其

中，鸠江区应急管理局发布的信息

显示，在芜湖中瑞，“检查发现吊装

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帽、1台叉车

安全带有损坏未及时检修、多台叉

车操作人员未系安全带”。

“这些问题暴露出企业主体

责任落实还不到位，吸取生产安

全事故教训还不深刻，问题举一

反三意识还不全面，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力度还不彻底。”鸠江区

应急管理局如此指出。

记者注意到，在芜湖官方部

门指出大昌科技旗下公司，“吸取

生产安全事故教训还不深刻”的

情形下，大昌科技在 2023 年 8 月

再度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2023 年 8 月 15 日，芜湖市应

急管理局发布《鸠江区发生一起

机械伤害事故》通报显示，2023年

8 月 13 日，大昌科技发生一起机

械伤害事故，造成 1 人死亡。而

这起事故，在IPO过程中，也受到

监管层关注。

对于“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发

生两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原

因”“前五大客户比例远超同行均

值几十个百分点的原因”等问题，

记者此前致电致函大昌科技，其

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称，公司

相关领导最近出国、不在公司，截

至发稿，记者未收到进一步回复。

直到2023年7月，一封内部举报

信的出现，给罗 在大陆集团中

国区的工作按下了“暂停键”。

而让罗 对前东家提起诉讼缘于2023年7月的举报信事件。

除了中国区发生的上述事件外，大陆集团2024年上半年的业绩表现也备受外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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