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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首席记者 连建明）史上最贵

新股来了，发行价高达 557.8元/股，中一签
500股需要缴款近 28万元，这个新股就是将

在科创板上市的禾迈股份。昨晚，禾迈股份发
布的发行公告，确定 A股历史上最高的发行

价，令所有人大跌眼镜。557.8元的发行价，对
应发行人 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225.94倍，如此高的发

行价和发行市盈率，上市后会有怎样的表现，
令人好奇。

这是什么来头的公司？原来这家公司搭上
目前最热门的新能源快车。据禾迈股份招股

书，公司自成立至今主要从事光伏逆变器等电
力变换设备和电气成套设备及相关产品的研

发、制造与销售业务，其中光伏逆变器及相关
产品主要包括微型逆变器及监控设备、模块化

逆变器及其他电力变换设备、分布式光伏发电

系统，电气成套设备及相关产品主要包括高压
开关柜、低压开关柜、配电柜等。逆变器是光伏

产业链重要环节，公司已成为微型逆变器细分
领域具有一定技术和市场优势的厂商之一，可

能是微型逆变器独特的产品和市场龙头，造成
如此高的发行价。

受益光伏行业高速发展，公司业绩增长较

快，公司预计 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 1.8 亿元至 2.1 亿元，同比增长约

73%至 102%。
禾迈股份本次 IPO发行 1000万股，发行

后总股本为 4000万股，发行量不大，但由于发
行价高，募集资金高达 55.78亿元。虽然公司

不错，但这个发行价显然还是过高的，截至昨
天，A股股价高于 557.8元的股票仅有 7只。

557.8元！禾迈股份成为最贵新股

    今年是人民科学家钱学森诞辰

110周年，钱学森图书馆也迎来开
馆 10周年。昨天，“又见钱学森———

钱学森 110周年诞辰纪念展”开幕，
110件展项向世人重新讲述人民科

学家、党的科技功臣钱学森波澜壮
阔的一生。其中，钱学森 1994年关

于“虚拟现实”的信件等过去从未公

开展示过的珍贵馆藏首次在钱馆向
公众展出，也更加呈现这位科学家

卓越的前瞻眼光。
近日，“钱学森 30年前曾给虚

拟现实技术取名‘灵境’”登上热搜。
这是在 20世纪 90年代初，钱学森

了解到“Virtual Reality（现译为虚
拟现实技术）”时，立刻想到将之应

用于人机结合和人脑开发的层面
上，并且给这项技术确定了一个“中

国味特浓”的名字———“灵境”。
钱馆学术部研究人员认为，钱

学森主张中国开展人工智能研究，
但他并不希望放弃人类的主导地位

以及人类思维、智慧的进化空间，他
强调“人机结合，以人为主”，认为只

有让人与机器结合成具有更高效率
的“智能体系”，才是未来人工智能

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

在钱学森的设想中，“人机结

合”的发展是由浅层次走向深层次
的。从人在电脑的辅助下学习、工作

的“浅层次、合作性”结合，最终发展
到“深层次、进化性”结合。而“灵境”

技术的发展将使人与计算机的“深
度结合”在将来成为可能，因为它可

以用来扩展人脑的感知，使人机结

合达到全新的高度。
电影《太空漫游 2001》中经典

的空间站造型，与钱学森在 20世纪
60年代初撰写的中国第一本高等

院校航天专业基础教材《星际航行
概论》中人造重力飞船的构想几乎

完全相同。这是同名小说原著作者、

科幻作家阿瑟 ·克拉克用作品致敬
钱学森的细节之一。从运载火箭及

星际飞船的设计、制造、飞行轨道，
到星际航行的前景展望，这部教材

系统介绍了星际航行技术的各个方
面，通过大量的分析、计算，从理论

和实践的角度论证说明星际航行虽

然技术复杂，但也一定是能实现的。
书中提到的许多技术方法、趋势预测

都在实践中得到印证。展览中展现书
中一幅图描绘卫星轨道上宇航员舱

外作业图，几乎与不久前航天员翟志
刚、王亚平身着新一代“飞天”舱外航

天服，从天和核心舱出舱，用机械臂

开展舱外操作的情景一模一样。
这些仅是钱学森一系列学术成

果和学术思考的冰山一角。在完成
研制“导弹”和“卫星”的主要任务

后，钱学森将目光放在了中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求及百年之后

世界格局和前途命运上。从 1978年
到 2009年，钱学森相继提出了系统

工程思想、产业革命理论、现代化科
学技术体系以及大成智慧学思想等

一系列重量级理论成果。这些思想

将在 21世纪显示出真正的社会意
义和智慧光芒。
除专题纪念展外，纪念钱学森

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同时举
办，《文物有话说———钱学森图书馆

藏品大系》《科学之帜钱学森》《听馆
长讲钱学森故事》新书同日首发。

本报记者 易蓉

钱学森 年前构想星际航行飞船
书中描绘宇航员舱外作业图几乎与现实一样

瞄向星辰大海 推进国际合作

中葡星海“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在沪启动

▲ 钱学森书中宇航飞船构想成真

▲

 展览吸引众多观众
本报记者 孙中钦 通讯员 桂可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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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昨天，

中国-葡萄牙星海“一带一路”联合
实验室启动。该实验室由科技部在

今年 8月批复，由位于上海的中科

院卫星创新院与葡萄牙科技基金委
联合牵头筹建。

聚焦星空与海洋
“‘星’自然指空间，‘海’则代表

海洋。联合实验室则是空间与海洋

间的连接。”中科院卫星创新院科学
卫星总体所所长张永合这样解释实

验室名称的由来，“我们将聚焦中葡
双方科技资源，并以此推动空间和

海洋技术的创新发展。”

中国-葡萄牙星海“一带一路”
联合实验室将面向全球海洋、气候

等重大科学问题，蓝色经济发展需
求，布局科学与技术方向。其中，科

学应用包括大洋深层环流与全球气
候变暖，深海环境过程与特殊生态

系统探测，海洋生态系统健康与蓝

色经济发展等；而工程技术则涵盖

了空海网络化立体观测与系统技
术，深空与深海交叉智能技术，海洋

资源监测、保护和开发技术等。“科
学应用将为工程技术提供科学牵

引，而工程技术为科学应用做好技
术支撑。”张永合告诉记者。

在中科院卫星创新院副院长林

宝军看来，联合实验室既保留了联
合指导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传统

机制，又有不少创新探索。“我们将
葡萄牙的大学、研究机构都视为联

合成员，通过实验室平台建立合作，
这是实验室的开放性；中葡双方会

提炼出共同的实验目标，在充分交
流的基础上开展相关研究，各自也

具有独立性。”林宝军介绍。
目前受到疫情的制约，联合实

验室的交流只能通过线上开展。大
家都希望，等到能再线下相见时，通

过联合研究、互访等，建立起一支相
对稳定的专业化研究团队。

提供广阔合作平台
“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科技文

明的探索，无论天涯海角，总会将抱

有同样梦想的人聚集在一起。”启动
会上，中科院卫星创新院副院长胡海

鹰在致辞时如是说。
胡海鹰表示：“今年，基于中葡

星海联合实验室，卫星创新院牵头

申请了科技部‘一带一路’联合实验
室，并于 8月获得批准。”胡海鹰说，

“至此，中葡星海联合实验室-

STARLab 在海外建设，中葡星海

‘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在国内建设
的布局已然形成，两者结合，可为中

葡科技合作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市外国专家局副局长黄红表示，上海
是葡萄牙第二大城市波尔图市的姐

妹城市，葡萄牙 2018年受邀成为浦
江创新论坛主宾国，期待两国专家用

科技创新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启动会上，胡海鹰特别提到了

今年 11月 5日发射成功的可持续发

展科学卫星 1号。“这颗卫星是全球
首颗专门服务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科学卫星。”他介绍，“其
数据产品将面向全球进行共享，为国

际社会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提供数据支持，充分体现了中国对
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近年来，中科院卫星创新院积
极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中法天

文卫星是中法两国政府间的合作项
目。探测宇宙中伽玛暴的科学目标，

是双方科学家共同提出的。卫星创
新院抓总系统与卫星研制，中方和

法方研究机构各承担了一半的科学
载荷，中方提供卫星平台。卫星预计

在 2023年发射。”胡海鹰透露。
另一颗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

全景成像卫星（SMILE）则由中欧科

学家联合提出和研制，将提高人类对

太阳活动与地球磁场变化相互关系
的认知。“整星级的国际合作，卫星创

新院是先行者。”胡海鹰自豪地说。
本报记者 郜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