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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杉杉股份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儿
子和继母对公司的控制权之争出现转机。

5月10下午1点30分，杉杉股份2022
年度股东大会在浙江省宁波市召开，此
前卷入公司实控人之争的杉杉股份现任
董事长郑驹，以及杉杉股份创始人兼前
任董事长郑永刚遗孀周婷均当选新一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近两个月的争产风波，暂时告一段
落。有业内人士表示，杉杉股份一季度
业绩、股价表现不佳与“内斗”纷争有
关，此番双方达成和解毫无疑问是利好
消息。

5月11日开盘，杉杉股份上涨，盘中
一度大涨4.9%。截至收盘，该股报15.61
元，总市值达353.41亿元。

风波平息
双方已就股权问题
“基本达成一致”

5月10日，杉杉股份发布公告称，当
天举行的公司股东大会上，根据表决结
果，郑驹和周婷同时当选第十一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在同日召开的董事会
会议上，郑驹被选举为杉杉股份董事
长。郑驹在股东大会现场表示，对于股
权问题，已和周婷达成一致，双方将共
同努力，推动企业新一轮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周婷没有在公司新
一届董事会及管理层中担任其他职务，
这也表明其未来或许不会直接参与公
司的日常经营。

据媒体报道，周婷方面回应称，双
方在建立正常沟通渠道的基础上，达成
了基本共识。杉杉股份方面称，周婷已
向法院提交了解除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宁波青刚股份冻结的申请。后续双方
将共同努力，立足企业发展的大局考
量，共同推进争议问题的尽快解决，携
手维护杉杉股份投资人和股东的利益。

从上述双方的回应来看，此番杉杉
股份的争产风波暂告一段落，这也将在
一定程度上打消市场疑虑，稳定投资者
预期。此前，随着杉杉股份“内斗”加
剧，经营情况也开始下行，公司一季度
营业收入、归属净利润双双下滑，营收
同比下降11.53%，净利润下降29.05%。

针对一季度业绩下滑的原因，杉杉
股份称，主要是受行业环境变化影响，
锂电池材料和偏光片行业盈利空间面
临阶段性挑战，盈利水平有所收窄。

此外，杉杉股份二级市场表现同样
不佳。数据显示，近3个月，杉杉股份股
价区间累计下跌超23%。

事件回顾
创始人突然去世
拉开豪门争产大戏

回顾整个事件过程，杉杉股份的争
产风波要从2月说起。

彼时，杉杉股份创始人郑永刚因心脏
病突然去世，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由11人
减少至10人。为填补董事空缺，3月23
日，杉杉股份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
过关于选举郑驹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同日，杉杉股份召开董事会
会议，选举郑驹为公司新任董事长。

郑驹为郑永刚与前妻之子，出生于
1991年，高中起在英国留学，本科毕业后
进入杉杉企业担任要职。周婷为郑永刚

配偶，1982年出生，曾任上海市青联委
员，浙江卫视、东方卫视新闻部记者、主
播，第一财经集团电视新闻部记者、主播。

在上述股东大会召开时，周婷出现
在会场，称这次股东大会是违规且错误
的，并向到场股东表示，基于继承关系，
她应当成为杉杉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杉杉股份的豪门内斗争产大戏由
此拉开帷幕。

4月，周婷携三名未成年子女起诉
郑驹，并向法院申请冻结郑永刚名下所
持的宁波青刚51%股份。宁波青刚为
杉杉股份及吉翔股份的间接控股股东。

杉杉股份曾作出说明，公司提名和
选举郑驹为公司董事，并出任董事长的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本次选举合法有效。

事实上，郑永刚去世后，留下的遗产
由谁继承始终没有明确消息，因此也就
造成了这场“杉杉百亿遗产争夺风波”。

当前，在周婷与郑驹两方达成共识
的情况下，遗产如何分配继承成为新的
关注焦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马梦飞

问：周四沪指高开，盘中冲高回
落，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四表现不一，沪指继续
小幅收跌，创业板指受新能源板块带
动收涨0.63%，盘面上个股涨多跌少，教
育、文化传媒板块表现较好，北上资金
净买入不足1亿元。截至收盘，两市涨
停48只，跌停10只。技术上看，沪深股
指均继续失守5日均线，两市合计成交
8959亿元环比减少；60分钟图显示，各
股指均收于5小时均线附近，深成指、
创业板指60分钟MACD指标保持金叉状
态；从形态来看，市场延续缩量震荡调
整，沪指三连阴逼近60日均线，创业板
指则连阳收复5日均线。值得一提的
是，两市成交量跌破万亿元，此前曾连
续24个交易日突破万亿元，此现象若
不快速改善，将对行情后续发展不
利。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交、
持仓均减少，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
变化不大。综合来看，市场“跷跷板”
轮动仍在继续，随着政策利好加码，市
场还将反复走强。

资产：周四按计划没有操作。目前
持有华创阳安（600155）99万股、新希望
（000876）38万股、红宝丽（002165）180
万股、越秀资本（000987）88万股、曼卡
龙（300945）20万股、好太太（603848）20
万股、卫宁健康（300253）20万股。资金
余额886676.38元，总净值34068676.38
元，盈利16934.34%。

周五操作计划：好太太、曼卡龙、
卫宁健康、红宝丽、越秀资本、华创阳
安、新希望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当前，我国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此举也在经济社会各领域掀起一
场系统性的绿色变革。国家“双碳”目标
战略的推进，能源领域是主战场。如何
用技术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是每一
位能源从业者都在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氢能”在碳中和主题下
反复被提及。那么，氢能未来会走向何
方？哪些技术制约着产业的发展？带着
这个疑问，5月1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来到位于成都现代工业港园区内
的四川金星清洁能源装备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燃气产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金星
集团燃气产业技术研究院）寻找答案。

看到市场前景
转型研发氢能压缩机

“氢能技术被认为是未来能源革命
的关键技术。近年来，氢能在交通、工
业等领域的应用规模逐步提升，这让我
们看到了氢能产业未来巨大的发展机
遇和成长空间。”金星集团燃气产业技
术研究院院长杨世宏说，基于对未来趋
势的判断和对“双碳”领域的思考，研究
院开始专注氢能源设备核心部件——
高转速压缩机的研发。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高压压缩方式
存储气态氢，关键设备就是压缩机和储
氢瓶。“压缩机在整个氢能产业链中应
用广泛，无论是生产还是运输，都要用
到。”杨世宏说。

前些年，专注于做CNG（压缩天然
气）压缩机的金星公司已是行业第一。
随着CNG压缩机市场不断萎缩，大吨
位高转速压缩机及清洁能源装备市场
迅速崛起。

CNG压缩机和大吨位高转速压缩
机在内部结构上乍看基本相似，“有
70%的技术可通用，但恰恰是剩下的
30%，差点成了金星转型迈不过的坎。”
杨世宏说，工业设备产业研发时间长、
投入大，虽然有不错的基础，但在研发
上还是走了很多弯路。

“这些零部件就是研发的失败品，
耗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杨世宏指着
放在一个角落中的零部件说，从数学公
式计算到图纸设计，再到在实验室中进
行初步模拟验证，最终铸造生产，每一
步都凝结着研发人员的心血。

换思路变赛道
五年积累研发终成功

“此前，国内的压缩机转速低、行程
长，设备比较笨重。”杨世宏说，他们从
研发时就计划换个思路，因此金星研发
的高转速压缩机转速高、行程短，压缩
机体积小，易于实现撬装化，能够大大
减少现场工作量，缩短安装周期。

从2015年开始换赛道研发到产品
成型、各领域适配，再到2019年出产
品，金星集团燃气产业技术研究院花了
5年时间，才取得突破和发展。

最终，金星的隔膜式氢气压缩机研
制成功，“这款隔膜压缩机适应范围广，
排气量最大可至1000m3/h，排气压力
最高可达90MPa。”杨世宏看着自己研
发的产品感叹道：“一件优秀的工业设
备是艺术品，把参与研发的工作人员比
喻成另一种艺术家也不为过。”

这款金星集团自主研发的45MPa
隔膜氢压机已在2020年完全实现国产
化，并实现燃料电池加氢站配套示范应
用，该产品还被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省财政厅联合认定为2020年度
四川省重大技术装备国内首台（套）产
品。

展开技术合作
继续创新研发新产品
实际上，当下也是氢能源发展的大

好时机，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氢能中长
期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初步建立
较为完整的供应链和产业体系，初步建
立以工业副产氢和可再生能源制氢就
近利用为主的氢能供应体系。加上各
地政策推进，极大提振了企业对行业展
开深度布局的信心。

进入2023年，氢能产业变得非常
活跃，一方面，包括大型能源央企、新能
源装备龙头企业在内的各方力量踊跃
进入氢能赛道，尤其是绿氢相关项目及
电解槽产能扩张迅速；另一方面，制储
运加各种技术路线百花齐放，材料装备
协同创新，产业商业化叩门。在四川，
氢气来源多样，尤其是丰富的可再生能
源资源为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们正在与清华大学开展合作，
90MPa加氢站用加压加注关键设备已
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目前正处于样机小
试阶段，一旦研发成功，金星集团将在
国内氢能源增压的核心技术领域独占
鳌头。”杨世宏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宁

聚焦四川新型工业化系列报道

研究人员正在进行零部件测试。

“氢装”上阵助力“双碳”目标
——探访金星集团燃气产业技术研究院

继母当选董事、已申请解除股份冻结

杉杉股份“争权风波”暂归平息

记者 5月 11日从交通运输部获
悉，截至4月30日，全国共有309家网
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
可，环比增加2家；各地共发放网约车
驾驶员证540.6万本、车辆运输证230
万本，环比分别增长3.4%、2.2%。

4月，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共
收到订单信息7.06亿单。 据新华社

309家网约车平台公司
取得经营许可

利好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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