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2

主编：晓 楚 编辑：刘巧玲 组版：玉麒麟

Email:liusichen@zqsbs.com

电话：0755-83517217

2010年 11 月 29日 星期一

上海佳豪

股东减持套现

7700

万

证券时报记者 文 泰

本报讯 上海佳豪（

300008

）公告，公司接到

股东上海紫晨投资有限公司通知， 该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至

26

日通过深交所减持公

司股份

226

万股，据其交易均价计算，上海紫晨

套现总金额约为

7700

万元。

其中，

2010

年

11

月

8

日至

19

日间， 上

海紫晨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81

万股，

成交均价为

33.96

元

/

股。

2010

年

11

月

26

日， 其又以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

145

万股， 成交均价为

34.37

元

/

股。 此次权

益变动前， 上海紫晨持有公司股份

514

万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

。 本次权益变动后，

上海紫晨尚持有公司股份

288

万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

3.36%

。

宏达股份

参股信托公司开业

证券时报记者 文 泰

本报讯 宏达股份（

600331

）公告，公司参股

公司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银监会

有关批复文件及银监会四川监管局颁发的有关

许可证。四川信托将于

2010

年

11

月

29

日正式

开业。 四川信托注册资本为

13

亿元，宏达股份

持有其

19%

的股份。

长城开发

中标国网电表采购

证券时报记者 向 南

本报讯 长城开发（

000021

）今日公告，根据

国家电网公司

11

月

25

日在其招投标网上的

“国家电网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

2010

年电能

表第四批项目中标公告”，公司为该项目第一分

标“

2

级单相远程费控智能电能表”中标人，共

中

5

个包，共计

55.49

万只。

长城开发表示， 本次国内智能电能表中

标合同将由公司与其持股

35%

的深圳长城

科美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开展。 预计该合同的

履行将对公司

2011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

影响。

华茂股份

投资高档色纺项目

证券时报记者 向 南

本报讯 华茂股份（

000850

）今日公告，为抓

住实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

带来的历史机遇，

11

月

24

日，公司与常州市武

进马杭色织布有限公司和上海集丝坊时装有限

公司共同签署《投资协议书》，拟以成立合营公

司方式，投资建设

400

台高档色织生产线项目，

合营公司暂名为“安徽华茂织染有限公司（以工

商注册登记为准）”， 注册资本

2

亿元， 公司占

85%

；项目总投资

3

亿元。

华茂股份表示，根据公司“立足主业，完善

产业链”的发展战略，公司此次投资旨在实现上

下游产业链互动发展的格局， 运用先进的工艺

和制造技术，开拓新市场。

*ST

烽火

拟投资民用通信项目

证券时报记者 向 南

本报讯

*ST

烽火（

000561

）今日公告，公司

控股子公司陕西烽火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拟在

西安高新区长安通讯产业园投资

1.2

亿元，

注册成立 “陕西烽火实业有限公司”， 投资发

展短波

/

超短波民用数字化通信系列产品产业

化项目。

章源钨业

获得

1500

万政府补助

证券时报记者 文 泰

本报讯 章源钨业（

002378

）公告，公司于

11

月

24

日接到崇义县财政局转发的 《江西省

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0

年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

利用示范工程预算的通知》， 公司将收到

2010

年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示范工程预算

1500

万元，该示范工程为公司淘锡坑钨矿区精

选厂生产线技术改造， 即低品位钨矿及伴生元

素高效回收综合工程。

公司新闻

Corporate News

走出象牙塔 北大清华资产整合忙

证券时报记者 建 业

� � � � 近期， 北大系向西南合成

（

000788

） 注入医药资产， 清华系

所属同方股份 （

600100

） 并购晶源

电子

(002049)

并向其注入集成电

路设计销售资产。 在国内资本市场

沉寂多时的 “象牙塔” 板块重新活

跃起来。

校办企业上市历程

在国内， “象牙塔” 板块的

上市公司与校办企业有着说不断、

理还乱的关系。 我国大学校办企

业出现在上世纪

80

年代， 以

80

年代初期成立的清华技术服务公

司和

80

年代中期成立的北大方正

为代表。 进入

90

年代后， 北大清

华两大校企集团开始快速发展，

各自的资本平台也逐步形成。 到

2000

年， 北大清华两校的校办企

业销售收入分别约为

120

亿元和

63

亿元， 其总额占到全国高校校

办企业的半壁江山。

在此期间， 包括北大和清华在

内的内地高校在资本市场上不断出

击， 高峰时期， 全国高校在内地和

香港拥有超过

20

家上市公司。 其

中， 清华系的同方股份、 紫光股份

（

000938

） 和诚志股份 （

000990

）

相继于

1997

年、

1999

年和

2000

年

上市， 同时清华系还借壳组建了紫

光古汉 （

000590

）； 北大系则主要

通过借壳方式在内地和香港拥有方

正 科 技 （

600601

）、 青 鸟 华 光

（

600076

， 现名

ST

华光）、 青鸟天

桥 （

600657

， 现名信达地产）、 北

大高科 （

000004

， 现名

ST

国农）

等

7

家上市公司。

随着高校校办企业上市数量逐

渐增多，

2001

年

8

月， 由国务院牵

头， 九大部委与清华、 北大等

11

家单位组成的领导小组开始研究高

校产业改制的相关问题， 由此掀开

了中国企业史上独具特色的 “校办

企业市场化” 序幕。 为将这场在当

时涉及

700

多家高效自办企业改制

工程的风险降到最低， 国务院圈定

北大、 清华作为试点单位。

在此背景下， 北大校办产业形

成了方正集团、 资源集团、 未名集

团、 青鸟集团

4

大集团。 其中方正集

团主业为

IT

、 医疗医药， 拥有多家

上市公司； 青鸟集团主要从事软件、

教育等行业， 一度控制多家

A

股上

市公司； 未名集团则主营生物医药，

在资本市场中主要以参股股东的角

色示人； 而资源集团则持有著名的

“明天系” 核心公司北京北大明天

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20%

的股权。

2003

年， 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同

意北大清华分别设立北大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和清华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 北大上述经营资产全部装入北

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清华则将其

全部校办资产转入清华控股。 不

过， 北大在资产经营公司成立之后

仍保留了上述

4

个产业集团的建

制， 清华则选择将更多的资产直属

于清华控股， 目前清华的主要上市

资产均被清华直接控股或持股。

除了北大系清华系这两大巨

头， 国内高校控股的上市公司在上

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 。 例 如 哈 工 大 的 工 大 首 创

（

600857

）、 天津大学的天大天财

（

000836

， 现名鑫茂科技）、 东北大

学的东大阿派 （

600718

， 现名东软

集团）、 复旦大学的复旦复华

（

600624

）、 同济大学的同济科技

（

600846

） 等等。

高校系公司陷入低谷

在品尝了借助资本市场快速

扩张的甜头之后， 以北大系清华

系为代表的 “象牙塔” 板块陷入

了低潮。 其中有资本市场的原因，

也有校办企业缺乏资本市场运作

经验和体制僵化的原因。 在低谷

之中， “象牙塔” 板块很多上市

公司 “香消玉殒”， 那些造系成功

的大学也不得不面对所属上市公

司分崩离析的局面， 其间尤以北

大系最为剧烈。

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打着北大

招牌的 “明天系”。 事实上， 除了

“明天系” 掌门人肖建华毕业于北

京大学和北大资源集团参股 “明

天系” 核心公司北京北大明天资

源科技有限公司之外， “明天系”

算不上北大的嫡系， 但正因为有

着北大的光环， “明天系” 才得

以在建立初期拥有巨大的运作空

间。 在 “明天系” 土崩瓦解之后，

北大资源集团也在今年年初因内

部贪污丑闻被同属于北大系的北

大方正集团接管。

北大系的 “中央军” 北大青鸟

集团在资本市场中也不断遭遇冲击。

汲取北大方正集团借壳延中实业

（现名方正科技） 上市的成功经验，

北大系的北大青鸟集团在此本市场

上也不断运用借壳模式。

1998

年

12

月， 北大青鸟集团入主北京历史上

第一家上市公司天桥百货， 改名青

鸟天桥；

2000

年

4

月， 青鸟天桥入

主山东上市公司华光科技， 改名青

鸟华光。 但是北大的光环并未给这

两家上市公司的经营带来多少实质

性改善。 北大青鸟集团入住后， 两

家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持续下滑， 北

大青鸟集团在

2007

年

2

月不得不

将两家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

与北大系相比， 清华系的风

格相对稳健， 但其在资本市场也

遭遇了连串失败。

2003

年及

2004

年初， 在针对紫光古汉、 金马集

团 （

000602

） 和 内 蒙 宏 峰

（

000594

， 现名国恒铁路） 的资本

运作中， 清华系均未取得预期效

果。 由于当地国资较为强势， 清

华系虽然取得紫光古汉的控制权，

但难以获得话语权； 国家电网的

强势介入使得清华系与金马集团

擦肩而过； 内蒙宏峰内部的财务

问题则最终吓退了清华系。

命运最为曲折的莫过于深安达

（现名

ST

国农）。

1996

年和

1998

年， 深安达发生巨额亏损。

2000

年

10

月， 具有北大概念的深圳深港产

学研发展公司成为深安达第一大股

东。 此后， 深港产学研重组为深圳

北大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其股东

均为北大系成员， 深安达更名为

“北大高科”， 并收购了北大方正兴

园电子有限公司

35%

股权。

但北大高科的经营却毫无起

色，

2005

年

2

月， 中国农业大学通

过旗下北京中农大科技企业孵化器

有限公司， 以

5900

万元将北大高

科第一大股东高科技投资

60%

的股

权收入囊中。 至此， 北大高科脱离

“北大系” 而成为中国农业大学旗

下上市公司。 不过， 中国农大的入

主也未给

ST

国农带来实质性改变。

2009

年底中国农大再次将

ST

国农

转手， 至此，

ST

国农结束了长达

10

年的高校控股生涯。

“象牙塔” 板块重新活跃

经过多年摔打， 北大系和清华

系作为 “象牙塔” 板块的龙头， 已

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上市公司布局，

并在近期重新开始活跃。

清华系的布局尤为明确， 目

前清华系主要

3

家上市公司同方

股份、 紫光股份和诚志股份均由

清华控股持股。 其中同方股份是

比较典型的孵化模式公司， 该公

司通过与清华大学的技术合作将

科研成果向产业链延伸， 同时利

用资本市场为这些产业化技术提

供资本支持。

此前， 同方股份控股晶源电子

后向其注入集成电路设计销售资产就

是个很好的例子。 湘财证券分析师认

为， 未来同方股份将以晶源电子为平

台， 整合公司旗下的微电子类资产。

对于这种拆分成熟业务的预

期， 同方股份副董事长、 总裁陆致

成曾表示， 未来的目标就是要做大

市值， 在资本市场政策支持的前提

下， 将旗下具备条件的企业通过上

市、 分拆等方式做大做强。

早已上市的诚志股份也是清

华系拆分上市思路的重要成果 。

诚志股份从同方集团分拆出来，

它以同方集团的生物、 医药、 化

工业务与江西两家国有化工公司

合作， 并利用江西的上市指标 ，

在深交所上市。

显然， 清华系在资本市场运作

的主要思路就是通过资本市场将科

研成果产业化， 并通过上市之前或

上市之后的分拆使单个业务板块获

得更大的成长空间。

相比于清华系的明晰， 北大系

的情况要复杂许多。 经过不断试

错， 北大系保留下来的

A

股上市公

司已不多， 特别是北大青鸟集团名

下原有的

3

家

A

股上市公司已全部

脱手， 目前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北

大方正集团手中。

一个月之前， 西南合成宣布

定向发行

936

万股用以购买北大

国际医院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北

京北医医药有限公司

100%

的股

权。 资料显示， 北大医院集团成

立于

2003

年， 依托方正集团和北

京大学医学部建立。 虽然不大医

院集团并未向西南合成注入此前

市场期待的医院资产， 但安信证

券分析师洪露认为， 作为北大方

正集团旗下医药资产整合平台，

西南合成未来仍有优质资产持续

注入的预期。

虽然目前北大系

A

股上市公司

不多， 但北大未名集团等北大名下

企业资产此前并未大规模涉足资本

市场， 就连北大方正集团也仍有很

多资产并未注入旗下上市公司。 分

析人士认为， 北大系仅有的上市公

司仍有很大想象空间。

编者按：在资本市场中，以北大系和清华系为代表的“象

牙塔”板块近期开始活跃起来，多项资产重组连续发生。作为

资本市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高校系上市公司背后金灿灿的

学府招牌与他们在资本市场的沉浮一样受人关注。

清华科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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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图

帕洛阿尔托的启示

� � � �帕洛阿尔托， 无论你在大

学时的研究方向是社会科学还

是信息技术， 这个地方总会在

你的记忆里烙下印记并让你充

满向往。 对产业和资本世界而

言， 孕育了硅谷的帕洛阿尔托

更是一方圣土， 犹如麦加之于

穆斯林、 耶路撒冷之于犹太人。

1891

年

10

月

1

日， 身为美

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的

老斯坦福为了纪念他病逝于旅

欧途中的儿子， 在加州帕洛阿

尔托附近建立了如今闻名世界

的斯坦福大学。 当时的美国西

部， 还远没有今日之繁华。

斯坦福大学占地面积

35

平

方公里， 是全美第二大校园，

丰富的土地资源成为斯坦福大

学成功的基础。

1951

年， 校方

决定把斯坦福的土地变成金钱，

再通过聘请著名教授， 将金钱

变成学术威望。 于是， 斯坦福

划出

655

英亩的校园土地出租

给从事高科技产业的公司， 这

便是后来的斯坦福研究园区。

在研究园区的基础上， 斯

坦福吸引了学术人才和众多创

业者， 由于研究园区把大学的

智力和工业界的财力结合了起

来， 其产生的巨大生产力引起

了政府重视。 随后， 美国各级

政府相继推出扶持新兴企业的

政策， 例如对这些企业提供补

贴、 允许小企业发行公众股票、

鼓励风险投资加入等。

此后的事情众所周知， 在

斯坦福研究园区的基础上诞生

了硅谷， 帕洛阿尔托也成为硅

谷的核心地带之一。 在斯坦福

大学决定建立研究园区约

50

年

之后，

1999

年

12

月， 科技部、

教育部正式批准

15

所高校科技

园为全国大学科技园试点， 中

国的高校从此踏上追赶帕洛阿

尔托的征程。

在中国大学兴建科技园之

前， 国家对高校投资的不足主

要依靠校办企业的经营收益来

弥补。 原教育部部长周济曾承

认， 高校产业就是为大学的发

展建设提供资金， 以弥补国家

对教育投入的不足。 这与斯坦

福大学当初出租土地 “补贴家

用” 的道理是一致的。

但是， 包括斯坦福在内的

国际一流大学并没有自己的校

办产业， 而是通过促进技术、

人才与资本结合， 在遵循学术

独立和不介入商业运营的原则

下， 为科研成果转化提供机会。

反观国内大学， 虽然通过改制

将原本属于无限责任的校办企

业转化为了有限责任的股份公

司， 但实质上仍然没有改变大

学既提供技术和人才， 又出钱

投资的旧有体制。

截至

2010

年

11

月， 内地

经认定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共

86

家， 累计已有

15

家企业上市。

大学科技园体系的确立或许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高校科研

成果难转化、 办学经费投入不

足等问题， 但中国的大学如何

将面对校办企业与科技园、 校

办企业与创业资本、 校办企业

与社会企业的利益分配等问题，

目前仍不明朗。 最好的选择或

许是让大学归大学、 企业归企

业， 各自发挥自身职能并以资

本市场为纽带， 而不需再去区

分校办与否。

(

仁际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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