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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股书失效两个月后，安徽

海螺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螺材料”）再度闯关港交

所。9月19日，港交所官网显示，海

螺材料递交上市申请。这已是公司

在不到一年时间内二度冲刺港交所

上市。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作

为一家以生产及销售水泥外加剂、

混凝土外加剂等产品的细分市场龙

头公司，海螺材料因低价开拓第三

方市场、毛利率持续下滑、产能利用

率不足等引发市场关注。例如，在

主要产品水泥外加剂产能利用率方

面，海螺材料2021年披露的数据为

68%，而在今年上半年已大幅下滑

至32.6%。

在国内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的背景下，海螺材料正将目光投

向海外市场。海螺材料方面表

示，由于若干发展中国家对水泥

及混凝土外加剂的需求预期增

长，拟在乌兹别克斯坦及印度尼

西亚开拓业务。

“继续深耕细作，提高母液、混

凝土外加剂市场占有率，全力开发

功能性聚醚单体及母液，保障销量

实现两位数增长，推动公司首个海

外项目规划落成。”海螺材料总经理

陈烽在海螺集团 2024 年工作会议

上公开表示。

成立五年“火速”冲刺港股IPO

在成立短短五年后，背靠“水泥

大王”海螺集团的海螺材料，开启了

港股上市冲刺之旅。

公开资料显示，海螺材料是海

螺集团下属安徽海螺科创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螺科创”）控

股子公司，是一家生产及销售水泥

外加剂、混凝土外加剂及其相关上

游原材料的精细化工材料供应商。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按

2023财年水泥外加剂销量和收入计

算，海螺材料在中国排名首位，市场

份额分别约为 28.3%及 32.3%。同

期，海螺材料混凝土外加剂销量约占

中国混凝土外加剂总销量的0.8%。

事实上，海螺材料的诞生，与海

螺集团业务扩张密不可分。

据“安徽国资”微信公众号文章

介绍，2017 年 11 月，海螺科创前身

安徽海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公司刚成立，便将水泥外加剂和混

凝土减水剂行业作为投资公司第一

个发展目标。以集聚国内技术和市

场资源为原则，通过多轮商务谈判，

成功收购了在水泥外加剂行业国内

排名前列的山东宏艺科技公司和鑫

统领集团。”

在此基础上，海螺科创组建了

海螺材料前身“海螺新材料”。

企查查显示，在海螺材料股东

中，海螺科创为第一大股东，持股

48.62%，湖北鑫统领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 24.1%，临沂海宏新型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6.87%，另有

多家股东持股比例低于5%。

记者注意到，在成立约 4 年时

间后，海螺材料就着手进行上市准

备工作。皖江江北新兴产业集中区

官网 2022 年 2 月 21 日发布的一篇

文章介绍：“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海螺新材料启动上市计划。目前已

完成上市辅导保荐机构、会计审计

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三家中介机构

的公开招标选聘。”

2022年8月12日，皖江江北新

兴产业集中区官网介绍，辖区重点

上市后备库企业海螺新材料完成股

改，正式更名为海螺材料。“此次股

改完成，标志着海螺材料上市筹备

进入实质性阶段。”

港交所官网显示，在股改完成

一年多后的 2023 年 12 月 28 日，海

螺材料正式递交上市招股书。不

过，在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届满六

个月后，状态显示已失效。

仅在两个多月后，海螺材料再

度于 9 月 19 日向港交所递交招股

书，冲击港股上市。

记者注意到，海螺材料曾确立

了明确的上市时间目标。海螺材料

时任总经理许庚友在 2022 年接受

采访时曾表示：“在IPO规划方面，

公司将进一步加快IPO申报步伐，

力争在‘十四五’末，实现公司首发

上市。”按照该规划目标，海螺材料

距成功上市仅剩下一年多的时间。

关联交易占比超三成
海螺材料二度闯关港交所

二度冲击港股上市，海螺材

料业绩表现也受到市场关注。

招股书显示，2021年至2023

年及2024年上半年，海螺材料营

收分别为 15.38 亿元、18.4 亿元、

23.96 亿元及 11.03 亿元，同期净

利润分别约为1.27 亿元、0.92 亿

元、1.44 亿元及0.6 亿元。

在业内人士看来，海螺材料

业绩较为稳健，或与海螺系企业

的“协助”密不可分。

记者注意到，在报告期内，海

螺水泥一直为海螺材料的最大客

户，而海螺集团持有海螺水泥

36.4%股权。海螺材料也在招股

书中坦言：“自 2018 年下半年以

来，海螺材料一直是海螺水泥的

外加剂产品供应商。”

相关数据显示，2021 年至

2023年及2024年上半年期间，来

自海螺水泥的收入分别占海螺材

料 总 收 入 的 约 52.5% 、41.6% 、

31.8%及30.7%。海螺材料董事认

为，不久的将来，来自海螺水泥成

员的销售收入，“将持续占我们总

收入的相对较大比例”。

海螺材料与海螺系企业的紧

密联系并不局限于此，海螺材料

向关联方客户销售的毛利率明显

高于其向第三方客户销售的毛利

率。2021 年至 2023 年及 2024 年

上半年期间，海螺材料向关联方

客户销售的毛利率分别为32.7%、

36.5%、42.1%及 45.4%，同期向第

三方客户销售的毛利率分别为

23.1%、31.7%、34.0%及40.2%。

对此，海螺材料方面解释称，

公司向关联方客户销售的毛利较

高，主要是由于关联方客户对产

品质量要求较高，及提供长途送

货服务及配套服务等增值服务。

为了拓展第三方市场，海螺

材料则选择低价销售。海螺材料

方面表示，考虑到无须向第三方

客户提供全国范围的支持，且为

能与其他小规模水泥外加剂供应

商竞争，“我们通常为第三方客户

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价格”。

记者注意到，对于业绩依赖海

螺系企业的风险，海螺材料方面表

示，海螺水泥的业务营运、经营业

绩及前景并非公司可控制，无法确

保海螺水泥能够维持其业务规模

并保持对海螺材料产品的需求。

海螺材料方面同时直言，若海

螺水泥的业务或其所在行业发生

任何重大变动，公司无法保证海螺

水泥的需求一定会达到预期。“这可

能会对我们的业务、经营业绩、财务

状况及前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业绩依赖海螺系企业

除了业绩对海螺系企业存在

较大依赖外，海螺材料也深受外

部环境影响。

“我们的成长取决于混凝土

及水泥行业各种下游应用对我们

的水泥外加剂及混凝土外加剂的

稳定需求，而混凝土及水泥行业

又依赖于中国经济。尽管水泥外

加剂及混凝土外加剂的需求有所

增长，但该增长率未来可能不会

保持不变或增加。”海螺材料也在

招股书中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海螺

材料核心产品产能利用率也呈下

滑趋势。

招股书显示，海螺材料目前

分别拥有21条、23条、16条、5条

及46条生产水泥外加剂、混凝土

外加剂、醇胺产品、聚醚单体及聚

羧酸母液生产线。在2021—2023

年，海螺材料水泥外加剂产能利

用率分别为 68%、43.6%、36.3%，

混凝土外加剂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70.7%、15.8%、18.3%。

对于未来发展策略，海螺材

料在招股书中表示，将优化产能布

局。“同时有效扩大我们在中国及

若干海外国家的地理覆盖范围，以

巩固我们作为中国领先的精细化

工材料供应商之一的地位。”

记者了解到，在中国建材企

业“出海”大背景下，海螺材料也

在筹划海外业务。早在2022年，

海螺材料方面公开表示：“公司紧

跟海螺集团‘一带一路’倡议同步

规划‘海外基地’。”

印度尼西亚、乌兹别克斯

坦 是 海 螺 材 料 主 要 出 海 目 的

地。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海

螺材料在招股书中表示，到2028

年，乌兹别克斯坦水泥外加剂的

消费量预计将达到7700吨，2023

年至 2028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约

为 6.2%。

对于再度申请港股上市的原

因和如何开拓海外第三方客户等

问题，记者致电致函海螺材料，相

关工作人员回复称：“目前，公司

正处于上市申请进程中的静默

期，出于合规要求暂不便作过多

信息披露。”

核心产品产能利用率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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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企业陷入“全球首款”宣

传之争，折射出扫地机器人行业对

新技术的重视和科技争夺战的激

烈程度。

日前，深圳市杉川机器人有限

公司（3irobotix，以下简称“杉川机

器人”）旗下品牌“3i科技”在微博、

微信公众号等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

文称，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科沃斯”，603486.SH）相

关产品涉嫌虚假宣传，已向深圳市

光明区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

在起诉状中，杉川机器人方面

请求法院确认，科沃斯方面发布的

包含“全球首款恒压活水洗地机器

人”“滚筒活洗、行业革命”等广告

词的宣传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

虚假宣传行为，并要求科沃斯立即

停止使用并销毁、删除和撤换包含

上述表述的产品包装和所有媒体

广告。

针对“虚假宣传”指控，科沃斯

也迅速进行了反击。9月25日，科

沃斯相关负责人在回应《中国经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杉川机器人

的起诉没有被受理，是小品牌“碰

瓷”科沃斯。“针对杉川机器人的

‘碰瓷’营销，公司已采取法律手段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就杉川机器

人涉嫌诋毁的行为，公司以商誉侵

权为由，9月24日向苏州工业园区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立即停止

错误行为、道歉，并赔偿科沃斯损

失50万元。”

杉川机器人和科沃斯间的争

议风波，缘于两家企业对于“恒压

活水洗地机器人”的“全球首款”

宣传之争。

在起诉状中，杉川机器人方面

表示，公司在2024年3月上市了型

号为 HOME-F1 的 3i 品牌清洁扫

拖一体机器人，“上述产品已使用滚

筒技术，且具备恒压、活水的特征及

洗地的功能”。

“科沃斯于 2024 年 9 月 5 日发

布的 DEEBOT X8PROPLUS 产品

宣传中，声称其产品为‘全球首款

恒压活水洗地机器人’‘滚筒活洗、

行业革命’。”杉川机器人方面表

示，该广告词明显忽略了杉川机器

人此前推出的同类产品，与事实不

符，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第八条所禁止的虚假宣

传行为。

“被告（科沃斯）的行为误导了

消费者，对原告（杉川机器人）的商

业信誉和经济利益造成了严重损

害，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

杉川机器人方面在起诉状中表示。

对此，记者多次致电杉川机器

人官网联系电话，试图获取进一步

信息，但一直无人接听。

杉川机器人相关负责人日前

就上述诉讼事项回应媒体称，科

沃斯在 9 月 5 日发布新品后，公司

意识到与其之前发布的产品相

似，经过知识产权、法务方面的评

估，9 月 6 日向法院递交了起诉

状。“目前，法院对此次起诉还没

有正式受理。”

科沃斯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

示，公司品牌商品的详情页会严

格按照法务要求做最小范围的声

明。“公司在市场营销层面强调，

科沃斯 X8 是全球首款恒压活水

洗地机器人，杉川机器人的产品

不满足恒压活水洗地的基本要

求，他们（杉川机器人）的污蔑是

毫无根据的。”

科沃斯上述负责人进一步表

示，目前，公司产品的活水洗地方案

还处于从洗地机移植到扫地机器人

产品上的初期阶段。“公司对于‘恒

压活水洗地’的定义就是洗地机的

定义。第一是恒压活水，第二是活

水洗地，第三是滚筒结构。”

不过，对于后续是否会就杉川

机器人指控事项提起专利诉讼，科

沃斯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内部还

在判断过程中。“因为处理侵权问题

如果都用专利诉讼方式，对行业发

展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信

息中心主办的专利之星检索系统

上，记者通过查询发现：在此次争议

涉及的专利中，科沃斯的专利包括

专利号为CN114983290B的发明专

利和专利号为CN217524978U实用

新型专利；杉川机器人则分别为

CN216776888U 和 CN218606412U

两个实用新型专利。

从时间上来看，科沃斯部分专

利的申请和授权时间早于杉川机器

人 。 其 中 ，科 沃 斯 发 明 专 利

CN114983290B的申请日期为2019

年5月14日，授权公告日为2023年

6月27日。

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律人士告诉

记者，一般而言，同一种专利不会重

复授权，并且发明专利保护的技术

更加底层。“发明专利强调高创新

性，要求技术新颖、有创造性与实用

性，显著超越现有技术，对科技进步

和产业发展至关重要。而实用新型

专利则关注产品的形状、构造，或结

合的新技术方案，虽然创新性较低，

但注重实用性和经济效益，广泛应

用于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

科沃斯被诉“虚假宣传”

对于后续是否会就杉川机器人指控事项提起专利诉讼，科沃斯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内部还在判断过程中。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清洁

电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进入者

越来越多，行业爆发“科技战”不

可避免。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中国区

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告诉记者，

随着清洁电器行业快速发展，市

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为了维护

自身的市场地位和利润空间，选

择通过专利来保护自身的技术

和产品优势。“技术创新是推动

企业发展的关键，专利作为一种

知识产权保护手段，正被企业用

于保护技术创新成果。”

资深产业观察家梁振鹏也

对记者表示，清洁电器市场竞

争激烈，企业开始通过各种方

式争夺市场，新技术、新专利只

是手段。“这表明清洁电器市场

竞争正在升级。行业在发展初

期会比较粗放，但随着市场不

断扩大，竞争态势也在升级，从

营销、概念、价格竞争步入技术

竞争阶段。”

不过，技术竞争对于行业

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柏

文喜告诉记者，专利竞争可能

会激发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

动技术创新，但专利纠纷也可

能导致市场格局重新洗牌，优

质企业可能通过“专利战”巩固

市场地位。频繁的专利诉讼也

会增加企业的法律成本，影响

企业的财务状况。

梁振鹏也对记者表示，清

洁电器企业为了扩充市场份

额，通过侵犯竞争对手的专利

来获得利益的情况屡见不鲜。

“清洁电器行业的规范发展需

要企业注重专利意识，踏踏实

实靠技术研发获得专利，而不

是通过模仿、抄袭竞争对手获

得不正当利益。这样行业才能

长远健康发展。”

GFK 中 怡 康 相 关 报 告 指

出，到2030年，我国包括扫地机

器人在内的清洁电器市场规模

有望达到600亿元，清洁电器市

场将释放出更为巨大的潜力。

“相较于发展成熟的大家电品

类，清洁电器普及率相对较低，

目前清洁电器的百户拥有量约

为 24 台，市场正处于普及发展

的初期阶段，扫地机器人和洗地

机的市场渗透率更低，分别仅为

5.1%和1.5%。”

GFK中怡康方面进一步分

析认为，扫地机器人作为家庭服

务机器人领域的重要品类之一，

未来或可作为一种重要的智能

硬件，在智能家居系统中将发挥

日益核心的作用。

需加强专利保护意识

清洁电器企业为了扩充市场份额，通过侵犯竞争对手的专利

来获得利益的情况屡见不鲜。

“全球首款”宣传惹争议 杉川机器人“硬怼”科沃斯

事实上，包括扫地机器人在内

的清洁电器行业间的科技竞争正

趋于白热化。

一方面，清洁电器领域的技术

“内卷”正在加剧。有清洁电器行

业人士对记者表示：“差不多半年

时间就有新品发布，类似扫地机器

人这样的清洁电器技术迭代更加

迅速，每次都会有大量新技术亮

相，这也给企业研发带来了不小的

竞争压力。”

据奥维云网（AVC）推总数据

显示，2024 年上半年，国内清洁电

器销售额达到约 165 亿元，同比增

长 9.8%，销量为 1241 万台，同比增

长13.6%。其中，扫地机器人“一马

当先”，新品拉动效应显著，领跑清

洁电器行业，销售额和销售量均实

现 两 位 数 增 长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8.8%和11.9%。

在行业增长大势之下，不少新技

术出现密集应用在扫地机器人上。

“从产品端来看，扫地机器人的性能

在升级，最为明显的就是吸力表现，

旗舰机型已经从10000Pa起步。”奥

维云网方面表示，目前，扫地机器人

还在针对毛发缠绕、热水洗拖布、双

机械臂等用户痛点做进一步升级。

同时，AI大模型也逐步应用在扫地机

器人方面，交互能力得到提升。

记者从追觅科技方面获悉，追

觅科技已经在最新的扫地机器人

产品中应用了仿生机械足越障技

术，通过双节摆臂系统可以模拟人

类大腿和小腿的协同工作，使得机

器人能够轻松跨越障碍物，再搭配

专属的爬坡垫，越障的最高高度可

以达到6厘米。

此外，激光雷达也开始进入扫

地机器人领域。例如，追觅科技最

新产品搭载了 LDS 全自升降全景

激光雷达。“通过 LDS 自升降激光

雷达智能判断环境，扫地机器人可

以灵活调整雷达高度，以应对不同

场景的需求。”追觅科技方面表示。

此外，科技竞争升级也直观反

映在企业的研发资金投入上。2024

年半年报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科沃斯的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

长 14.36%，达到 4.46 亿元。其中，

研 发 材 料 及 测 试 费 同 比 增 长

13.04%，达到0.77亿元；专利费用及

认证费同比增长53.33%；装备调试

及试验费同比增长143%。

另一家清洁电器企业石头科

技（688169.SH）的研发费用也增长

显著。据2024年半年报数据，今年

上半年，石头科技研发费用达到4.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2%。其中，

设计开发及检测费用同比增长

73%，达到0.45亿元；研发材料及试

制费用同比增长 35.29%，达到 0.46

亿元；专利及知识产权费用同比增

长57%，达到0.11亿元。

科技竞争趋于白热化

在行业增长大势之下，不少新技术开始密集应用在扫地机器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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