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月伊始，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嘉戎技术”）在经过三轮问询后，
终于迎来了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对其作
出的“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
露要求”的审核结果。 这也意味着，不出意
外的话，这家专注于膜分离技术的环保企
业，将在不久后顺利登陆创业板。

然而，就在距离创业板仅“一步之遥”
之际，嘉戎技术却被指出是实控人蒋林煜
在三达膜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三达膜”）任高管期间创办的公司，或触
犯竞业禁止协议。 此后，三达膜发布公告
对此事予以证实，并称“将聘请专业的知
识产权法务团队对此进行深入调查”。 三
达膜创始人、董事长蓝伟光更是向这位曾
经的左膀右臂写了一封公开信， 直言其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该消息爆出后迅速引发资本市场热议。

招股说明书暴露“罪证”？

资料显示， 嘉戎技术是一家致力于
膜分离技术工艺开发、工程设计、系统集
成的高科技企业，业务覆盖环保水处理、
食品、制药、石化、冶金等众多领域。 多个
项目曾获得国家重点专项支持、 中国膜
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等，并有“福建科技
小巨人领军企业”“厦门市创新型企业”
等称号。

作为一家顶着光环的技术型环保企
业，嘉戎技术欲登陆创业板看似“理所当
然”。 但招股说明书显示的信息，却揭露出
其光环背后的“秘密”。

招股说明书透露， 嘉戎技术创立于
2005 年，法定代表人为蒋林煜，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为蒋林煜、王如顺、董正军
三人。蹊跷的是，蒋林煜于 1998 年至 2009
年一直长期担任三达膜科技（厦门）有限

公司（注：该公司成立于 1996 年，目前是
三达膜的全资子公司）、三达（厦门）环境
工程有限公司（三达膜前身）技术销售经
理、副总经理；三达膜则是嘉戎技术的同
行业可比公司。

除此之外，招股说明书显示，嘉戎技
术副董事长王如顺更是早在 2000 年 7 月
就入职三达膜， 至 2006 年 6 月一直担任
三达膜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工程师、工程
设计部主管。 另外，嘉戎技术总经理董正
军、副总经理刘德灿、副总经理学贤、董事
苏国金也均有在三达膜的从业经历。

一个名为“蓝伟光博士”的公众号于
近日发布了三达膜董事长蓝伟光写给厦
门大学同门师弟蒋林煜的公开信，其在信
中对此事多有感慨。

蓝伟光称， 于近日才知道蒋林煜早在
2005 年 2 月便创立了嘉戎技术，却于 2009
年 6月才从三达膜离职。 “您注册好了嘉戎
技术，三达膜设计部的王如顺、刘德灿先后
辞职， 董正军先从三达膜到我们投资的德
国公司任职，苏国金曾经是我的助理，学贤
是我在厦门大学指导的研究生， 毕业后到
三达膜任职之后也到我们所投资的德国公
司任职。他们了解更多徳国的膜技术之后，
暗结珠连，在嘉戎技术会师。 今天，你们六
位是嘉戎技术的核心人物。 ”

贡献一半营收的核心技术系“盗用”？

该事涉及的问题远不止于此，嘉戎技
术的核心技术也被指是三达膜早年着力
研发的。

根据嘉戎技术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的信息，公司以膜分离装备、高性能膜组
件等产品的研发制造与应用技术为核心，
主要为用户提供膜分离装备、膜组件及耗
材产品， 以及高浓度污废水处理服务，其

中膜分离装备又分为垃圾渗滤液处理装
备和工业废水处理及过程分离装备。

数据显示，2018 年、2019 年以及 2020
年上半年，嘉戎技术来自垃圾渗滤液处理
装备的营收分别为 1.63 亿元、3.26 亿元、
1.61 亿元，在主要产品和服务收入中占比
分别约为 54.7%、57%、54.6%，几乎贡献了
嘉戎技术营收的“半壁江山”。

巧合的是，作为我国最早将国外先进
膜技术引入国内并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应
用的企业之一，三达膜的主要业务也为膜
技术应用，其中包括工业料液分离膜设备
和膜法水处理设备。

三达膜在近日发布的澄清说明中表
示，蒋林煜曾深度参与了公司与合作单位
完成的“膜分离法处理垃圾渗滤液的应用
研究”项目。 董事长蓝伟光更是在公开信
中直言，蒋林煜“把这个三达膜早年着力
研发的技术神不知、鬼不觉地无偿过渡到
在三达膜任职时私自创办的竞争公司。 如
今，这一技术已经成为嘉戎技术的核心竞
争力，贡献了销售收入的半壁江山。 ”

三达膜方面称，目前正在核查嘉戎技术
的知识产权、客户资源等可能构成涉及相关
当事人违背《保密协议》、《竞业禁止协议》的
情形。 如核实嘉戎技术及其相关当事人存
在上述协议及触碰侵犯公司知识产权的情
形，公司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嘉戎技术是否“盗用”了三达膜的核
心技术？ 是否违反了竞业禁止协议？ 记者
就此向嘉戎技术发采访函，但截至发稿对
方暂未回复。

登陆创业板胜算几何？

除了身陷与三达膜的竞业纠纷外，嘉
戎技术自身存在的风险也不少。

据招股说明书披露 ，2017 年-2019

年， 嘉戎技术营业收入分别为 1.45 亿元、
2.98 亿元、5.72 亿元，2018、2019 年分别同
比增长 106%、92%； 同期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3897 万元、7706
万元、1.52 亿元，2018、2019 年分别同比增
长 98%、96%。但 2020 年，营收和净利润增
速均大幅放缓， 实现营业收入 5.98 亿元，
同比增长 8%；实现净利润 1.57 亿元，同比
增长 3%。

值得注意的是，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
在给予嘉戎技术 IPO 审核通过的同时，也
提出了多个问询问题，包括大客户占比较
大、销售数据存疑等。

数据显示，报告期内，嘉戎技术向前
五名供应商采购占比分别为 67%、55%、
35%、38%，且境外供应商占比较大。 深交
所要求嘉戎技术说明报告期内前五名供
应商变动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以及是否
对境外供应商存在重大依赖。

另外，嘉戎技术销售数据和采购方也
存在异常。

招股说明书透露，报告期内，嘉戎技
术向客户天源环保的销售收入额分别为
237.47 万元、2857.51 万元、4393.88 万元
和 4792.73 万元， 而天源环保的招股说明
书披露的数据则显示，同期向嘉戎技术采
购的金额分别为 1171.18 万元、4863.34 万
元、8108.38 万元和 1099.36 万元， 双方披
露的数据差额较大。

深交所因此要求嘉戎技术说明报告
期内设备经安装与调试并出具设备验收
单的平均周期以及与上述差异是否匹配，
以及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

截至目前，嘉戎技术并未公开对上述
事宜进行回复。

嘉戎技术能否顺利登陆创业板？ 其与
三达膜间的纠纷又将如何发展？ 本报将持
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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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科融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科融环境”）控股股东正试图通过重组来解决债务问题。
4 月 6 日晚间，科融环境发布公告称，4 月 5 日，公司控股股东徐州丰利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徐州丰利”）

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下称“长城资产北分”）、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金元证券”）签
署了《三方债务重组框架协议》（下称“框架协议”），就徐州丰利及其关联企业面临的债务危机提供综合金融解决方案。

受“凯迪系”危机波及业绩变脸、财务造假、实际控制人终身禁入证券市场，2018 年以来，科融环境的危机一波接一
波,《科融环境财务造假底气何在》，中国能源报 2020 年 10 月 19 日，第 20 版曾予以报道。

而新提出的国资纾困方案，能否助力科融环境走出困局？

当前，徐州丰利面临的困境不言
而喻。

截至 4 月 6 日，徐州丰利共持有
科融环境 1.5 亿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1.12%，但这些股票全部被司法冻结；
另外， 徐州丰利已质押 1.44 亿股，占
其持股总数的 97.08%，其中质押给长
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
称“长江资管”）9279.74 万股，占其持
股总数的 64.26%， 质押给金元证券
5162 万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34.74%。

科融环境强调，框架协议不涉及长
江资管， 仅为长城资产北分与金元证
券、控股股东之间的债务重组及置换。

早在 2020 年半年报中，科融环境
就曾表示，徐州丰利所有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已触及协议约定的平仓线，
且所有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均已违
约，如被强制执行，可能存在公司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风险。
据悉，2019 年， 徐州丰利所持科

融环境股票曾因司法冻结被强制拍
卖。 2018 年，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长城证券”）向广东省深圳市福
田区人民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涉
及徐州丰利质押给长城证券的科融环
境 5845 万股股票，占总股本的 8.2%。
长城证券请求法院裁定拍卖或变卖上
述质押股票， 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由
长城证券在徐州丰利质押担保的债务
范围内优先受偿。

2019 年 5 月、9 月和 10 月， 上述
股票三次进行公开拍卖，三次均流拍。
法院裁定将前述股票作价 1.87 亿元
归长城证券所有，抵偿债务。2020 年 6
月底，该股份完成过户登记，长城证券
由此成为科融环境第二大股东。

公告显示， 长城资产北分拟通过

债务重组对徐州丰利实施重组， 就徐
州丰利及其关联企业面临的债务危机
提供综合金融解决方案， 包括但不限
于债务重组、 资产重组、 市场化债转
股、实质性并购重组、配套融资等，以
帮助徐州丰利达到纾困的目的， 实现
各方共赢。

据透露，长城资产北分、徐州丰利
及相关方还将拟另行发起设立专项产
业发展基金， 支持科融环境的进一步
发展， 协助科融环境进行优质资产并
购，提升科融环境盈利能力。

但科融环境也表示， 本次协议仅
为框架性协议， 协议合作方式及内容
仅为各方达成的初步意向， 不具有法
律约束力。 本框架协议有效期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且长城资产北分的出资
条件需进一步推进落实， 存在未能在
有效期内达成合作实现重组的风险。

自“丰利系”入主科融环境后，公
司的盈利能力呈下滑态势。

2017—2019 年，科融环境分别实
现营收 6.55 亿元、5.26 亿元和 5.13 亿
元，呈萎缩趋势，净利润 425.43 万元、
-4.76 亿元和 1012.66 万元， 波动较
大； 扣非后净利润-8864.67 万元、-
4.39 亿元、-9040.6 万元，持续为负。

目前，科融环境的主要业务为节
能燃烧、 污水处理和垃圾焚烧发电。
其中，洁净燃烧及锅炉节能提效经营
是其营收的主要贡献方，2019 年之
前占比都在 47%以上。

据 2020 年业绩预告，科融环境
净利润 1300—1700 万元，同期增长
28.37%—67.87% ， 扣非后净利润
900—1300 万元，由亏转盈。 科融环

境将其归功于节能燃烧板块并表
示，公司大幅优化了采购、制造、发
货及调试效率， 节能燃烧板块下半
年 实 现 营 收 2.54 亿 元 ， 净 利 润
3584.4 万元。

但记者发现， 科融环境洁净燃
烧及锅炉节能提效经营业务的毛利
率波动较大。 2017—2019 年及 2020
年上半年 ， 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21.88% 、11.61% 、26.49%和 16.25% ，
同比增加 11.84%、-11.97%、14.88%
和-8.22%。

为何会出现这一情况？ 记者致电
科融环境董秘办，但未获回复。

同时， 科融环境的应收账款问题
也十分严重。尽管回款周期长、催款压
力大是环保行业的普遍问题， 但随着

公司营收规模的扩大，2015 年， 科融
环境的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合计一度
达到 11.42 亿元 ， 占同期应收的
114.31%。

2016 年，由于应收账款账龄增长
导致计提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
加，科融环境走上了亏损之路。

2018 年， 大客户凯迪系公司暴
雷，受此影响，科融环境直接对应收款
项计提坏账准备共计 1.97 亿元。

虽然此后科融环境通过转让出售
旗下资产甩掉了不少包袱 ，2017—
2019 年及 2020 年前三季度， 其应收
账款及应收票据合计 8.32 亿元、5.52
亿元、4.07 亿元和 2.15 亿元， 处于下
降趋势，但从上述数据可知，其营收规
模也呈下降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科融环境 2020 年年报
原计划披露时间为 3 月 25 日，就在距离发
布年报前一月， 科融环境突然公告称要更
换审计机构。

根据证监会 2020 年底下发的 《行政
处罚决定书》，科融环境需要对 2017 年报
中的部分财务数据进行修正，且需要第三
方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差错更正的鉴
证报告。

而此前科融环境聘任的是亚太会计师事
务所（下称“亚太事务所”）。 2 月 9 日，科融环
境却表示，由于亚太事务所内部决策原因，无
法出具 2017 年年报差错更正的鉴证报告，经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拟改聘中证
天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及 2017 年年报差错更正鉴证报告
的审计机构。

同时，科融环境透露，亚太事务所已经参
与了部分年报预审工作。对此，深交所也特别
关注， 要求科融环境补充说明亚太事务所无
法出具鉴证报告的具体原因。

科融环境在回复中坦言， 今年 1 月 21
日， 亚太事务所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
书显示，“因亚太事务所在科融环境审计业
务中涉嫌违反证券相关法律法规， 进行立
案调查”。 鉴于上述情况，2 月初亚太事务
所回复公司，决定不再出具 2017 年年报差
错更正的鉴证报告。

3 月 19 日， 科融环境发布了更新后的
2017 年年报，并发布《关于 2017 年会计差错
更正的公告》。 其中， 营收从 6.62 亿元下调
至 6.55 亿元，净利润从 3909.79 万元下调至
3303.13 万元。

同日，科融环境还发布《关于定期报告更
新披露的提示性公告》，并指出“2020 年报编
制期间的工作量较大”。

科融环境董秘办工作人员则对记者表
示，目前，公司 2020 年年报编制工作正在进
行，还将对 2018 年和 2019 年年报有所调整。

据 Wind 信息，科融环境将于 4 月 20 日
披露 2020 年年报。

控控股股股股东东债债务务重重组组，，科科融融环环境境获获利利几几何何?
■■本报记者 董梓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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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锦能源高管因配偶
交易公司股票收警示函

本报讯 记者李玲报道：近日，山
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美
锦能源”）发布公告称，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姚鹏收到中国证监会山西监管
局出具的警示函。

山西监管局称，姚鹏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至今担任美锦能源副总经
理， 其配偶韩林男于 2020 年 9 月 8
日至 2021 年 2 月 19 日通过个人证
券账户买卖美锦能源股票，该交易行
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
定，构成短线交易行为。

为维护证券市场交易秩序，根据
《证券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的规
定，山西监管局决定对姚鹏采取出具
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并记入证券
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值得注意的是，4 月 7 日，美锦能
源还发布了 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公
司 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28.46 亿
元，同比减少 8.83%；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05 亿元， 同比减少
26.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23 亿元，同
比减少 4.12%。

巴安水务 2020年
净利润暴跌近700%

本报讯 记者李玲报道：4 月 8
日，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巴安水务”）发布了《2020 年年度
报告》。 根据报告，巴安水务去年实现
营业收入 4.29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5.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
东的净利润为-4.7 亿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 683.98%。

对于业绩大幅下降的原因，巴安
水务解释称，报告期内，因疫情影响，
公司承接的国内项目不同程度受到
影响，推迟工期，暂停项目，导致项目
周期整体拉长， 项目进度上被拖累，
影响整体收入。 与此同时，增加了管
理费用及成本上的支出。 另外，公司
的海外子公司在疫情出现后，持续周
期比国内更长，项目影响比国内更严
重，合并报表的层面上，海外子公司
也影响了整体情况。

巴安水务表示，为了最大程度降
低疫情对公司项目工期的影响，公司
根据项目急缓和战略布局情况，对在
手项目及时进行梳理，并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稳步推进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宝新能源拟注销
全资建筑子公司

本报讯 记者李玲报道 ：4 月 7
日，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宝新能源”）发布公告称，
为进一步做强做大新能源电力主
业，优化资源配置，聚焦核心主业，
提高运营效率，经研究决定，拟注销
全资子公司广东宝丽华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下称“宝丽华建设”），该事
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

资料显示，宝丽华建设主营业务
为房屋和土木工程建设、 公路工程、
建筑安装业、 建筑装饰业等，2020 年
实现营业收入 4275 万元， 净利润-
2180 万元， 截至 2020 年末的净资产
为 7914 万元。

宝新能源称， 宝丽华建设近年
未有对外承接业务，经营规模较小，
最近三年营业收入、 净利润合并抵
消后金额占公司合并报表比例均小
于 2%。

高能环境今年拟对外
担保不超过36.18亿元

本报讯 记者李玲报道：4 月8
日晚间，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高能环境”）发
布 《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
告》称，公司 2021 年拟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36.18 亿
元，期限为自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

具体来看， 高能环境拟提供担
保的全资子公司包括呼伦贝尔高能
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临邑高能环境
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等共 25 家。 高能
环境称， 上述各子公司资产负债率
均未超过 70%， 在公司为下属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 36.18 亿元全部实
施的情况下， 预计担保金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资产的 7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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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戎技术 IPO牵出竞业疑云
■■本报记者 李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