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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龙

因披露重大事项今起停牌

证券时报记者 郑 昱

本报讯 山东海龙（

000677

）重大事项停牌

公告显示，公司拟披露重大事项，为避免股价异

常波动，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12

月

9

日开市起停

牌，待相关事项公告后申请复牌。

山东海龙今日还披露了对控股子公司新疆

海龙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相关情况。 为满

足新疆海龙生产经营需要， 使山东海龙的经营

更加高效，经山东海龙与新农开发（

600359

）友

好协商，一致同意按照《公司法》及相关法规的

规定，共同对新疆海龙进行增资，使新疆海龙注

册资本由

3.68

亿元增加到

4.68

亿元。其中山东

海龙增资

5500

万元， 使出资总额达到

2.57

亿

元，增资后占注册资本的比例变为

55%

；新农开

发增资

4500

万元，出资总额达到

2.11

亿元，占

注册资本的比例变为

45%

。

广汽长丰

资产整合方案未定继续停牌

证券时报记者 李 坤

本报讯 广汽长丰

(600991)

今日公告，

12

月

8

日再次接第一大股东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通知， 称就其与三菱自动车工业株式会

社签订的《合作备忘录》约定的双方合作事宜，

目前仍在向有关部门进行咨询、论证，尚未确定

最终方案。 因此，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自

10

月

28

日停牌以来，广汽长丰已经停牌

近一个半月。 按照

11

月

6

日广汽长丰的公告，广

汽集团与三菱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于

11

月

5

日

签订了一份《合作备忘录》。 双方计划以原各自所

持广汽长丰

29%

和

14.59%

的股权比例为基础，设

立广汽集团和三菱汽车各出资

50%

的合资企业。

广汽长丰则拟先从上海证券交易所退市。

*

S T 宝硕

因债务重整逾期复牌延后

证券时报记者 李 坤

本报讯 原计划今日复牌的

*ST

宝硕

(600155)

公告复牌时间再次延期。

从内容来看， 今日的公告与今年

9

月

8

日

的公告基本一致。 公告称， 截至目前，公司尚有

7.6

亿元重整债务需要偿还， 其中逾期重整债务

5.27

亿元。目前公司正在和相关债权人就重整债

务清偿问题进行沟通，但由于所涉及的债权人较

多，且相关审批流程较为复杂，截至公告日相关

工作尚未完成。经申请，公司股票顺延至

2010

年

12

月

23

日复牌并公告重组相关事宜的决议。待

重大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今年

7

月

26

日停牌以来，

*ST

宝硕一再推迟

复牌的时间，到目前为止累计停牌时间已经近

5

个

月。可见在重整债务方面

*ST

宝硕遇到的困难比想

象得复杂。这意味新希望化工入主

*ST

宝硕之后推

进重大资产重组的时间还将继续往后推延。

2008

年，刚入主

*ST

宝硕的新希望化工便

推出一系列重组方案。 根据安排，

*ST

宝硕全体

股东根据持股数量分别让渡

10%

至

75%

不等

的股权，分别用于偿还债务和让渡于重组方，重

组方新希望化工需对宝硕股份重组债务提供担

保， 并向

*ST

宝硕注入优质资产和提供资金支

持， 以协助

*ST

宝硕在此后三年内分期偿还

6.22

亿元债务。 在协助上市公司按期清偿债务

的同时， 新希望化工还计划以定向增发的方式

将成都华融化工有限公司和甘肃新川化工有限

公司等氯碱类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然而， 新希望化工出面以委托信用社贷款的

方式让上市公司偿还第一期债务后， 便不再提供

后续资金用以还贷。 该公司对上市公司的资产重

组也因环保方面原因而中途搁浅， 至今仍未有进

展。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经接近年底，今年

前三季

*ST

宝硕亏损

172.46

万元。 如果不能尽快

推进债务重组，进而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已经连续

亏损两年的

*ST

宝硕将面临暂停上市的风险。

小商品城

五区市场春节前完成招商

证券时报记者 李 坤

本报讯 继之前国际商贸城四区五楼的招

商完成后，小商品城

(600415)

今日公告，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2

日开始的国际商贸城五区和

篁园市场的招商工作目前进展情况良好， 已经

完成对市场划定区域内办理工商营业执照，依

法缴纳税收的经营户的资格筛选工作。 公告显

示，此次用于招商的国际商贸城五区市场

(1-4

层

)

商位为

6776

个、篁园市场

(1-5

层

)

商位

4986

个，合计商位

11762

个。预计整个计划招商工作

在春节前完成， 对剩余商位的市场化招商工作

将在春节以后开展。五区市场、篁园市场的商位

平均租金在

4640

元

/

平方米·年。 其中五区市场

建筑面积为

59.16

万平方米， 篁园市场建筑面

积

39.22

万平方米。

公司新闻

Corporate News

四维图新谋霸动态导航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尹振茂

车联网下的动态导航战略

“中国的物联网产业正面临热

闹但不成产业的困境，而作为战略

性新兴产业中物联网和智能化汽

车两大领域的重要交集车联网，则

以应用为主， 致力于解决定位、通

信、拥堵等交通问题，有望成为中

国物联网领域中的示范产业。 ”国

金证券电子行业研究员易欢欢对

记者表示。

四维图新所从事的汽车电子

导航地图正处于车联网产业链的

前端。 目前，四维图新最大的收入

源自车载导航市场，

2010

年上半年

该业务收入占比为

65.9%

。

在广发证券研究员惠毓伦看

来，由于前装车载导航设备比后装

车载导航设备具有更高的稳定性，

而且随着芯片集成度的提高，硬件

成本的不断下降，车载导航设备从

长期来看将成为汽车的标配，但目

前我国车载导航设备新车装配率

还很低，

2009

年车载导航设备新车

装配率仅为

4.4%

， 而日本在

2007

年就已经达到

79%

，欧洲和美国于

2007

年 也 分 别 达 到 了

13%

和

10.2%

。 由此可见，相比起这些发达

国家，国内车载导航市场还有非常

大的增长空间。

而在孙玉国看来，公司的汽车

电子导航市场、消费电子导航地图

市场和互联网电子地图服务市场

三大业务板块在未来都很重要，但

现在看来，消费电子导航地图市场

的增长很快，可能在三块业务中增

速最大，今年

GPS

手机电子地图市

场增长将达到

50%

甚至更高。 但他

同时强调，汽车电子导航市场的需

求是稳健的，其商业模型的稳健性

和持续性都很强，而且，无论是中

国还是国外，发展顺序都是汽车电

子导航市场、消费电子导航地图市

场和互联网电子地图市场，发展的

龙头还是汽车电子导航市场。

鉴于国际上动态导航已经是

大势所趋， 四维图新早在

2007

年

即收购并高比例控股目前国内唯

一推出商业化动态交通信息服务

的世纪高通，且计划用

5

年时间成

为中国最大的动态导航电子地图

信息服务商。

“公司在国内动态交通信息服

务方面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比电

子地图领域的领先程度还大，我

们很看好其发展前景。 ”孙玉国表

示，“但交通信息服务领域投入周

期比较长， 欧美有的公司投资了

10

年才开始盈利， 中国虽然可能

不会有这么长的投入期，但该行业

的成本还是比较高、产业链条也比

较长。 ”

目前，四维图新的这块业务已

经进入市场导入期，虽然世纪高通

目前还没有贡献利润，但是收入在

快速增长。

2010

年上半年，公司动

态交通信息服务收入为

650

万元，

同比增长

82%

。 而据专业调查机构

预计，我国动态交通信息服务的用

户规模将高速增长，

2012

年用户有

望增长至

28

万人，是

2009

年

2

万

人的

14

倍。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招

股说明书，四维图新目前正在实施

的三个募投项目前五年的收入分

别为

412

万元、

8711

万元、

2.3

亿

元、

3.5

亿元和

4.7

亿元； 净利润贡

献分别为

-1663

万元、

-3122

万元、

8676

万元、

2.5

亿元和

3.5

亿元。 而

在

2009

年， 四维图新实现营业收

入

4.2

亿元、净利润

1.4

亿元。

求索互联网地图商业模式

在巩固现有商业模式及收入

来源时，四维图新还在伺机开拓新

的收入来源和商业模式。

12

月

2

日， 四维图新公告称，

公司与国信司南（北京）地理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道迩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四维航空遥感有限

公司、武大吉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吉威数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

同出资设立天地图有限公司， 注册

资本

1

亿元，国信司南以

34%

的股

份控股， 四维图新出资

1750

万元，

占 天 地 图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17.5%

。四维航空遥感有限公司出资

1500

万元，占天地图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

15%

。 上述天地图公司的股东

均为国家天地图项目的参与方。

此前，国家测绘局主导建设的

中国区域内数据资源最全的地理

信息服务网站“天地图”于

10

月

21

日正式开通；其后，我国首个国家

级地理信息科技产业园于

11

月

28

日在北京市顺义区国门商务区奠

基，国家测绘局希望与北京市政府

联袂将其打造成我国地理信息产

业的核心和示范基地。

作为行业龙头，四维图新在多

个数细分业务领域的市场占有率

都相当高且位居第一，只有互联网

地图服务领域略有例外。 在该领

域， 目前高德软件以

49.7%

的市场

份额位居第一 ， 四维图新则以

40.5%

的比重屈居第二。

据易欢欢介绍，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高德软件与谷歌合作，四维

图新则主要和百度合作，而谷歌目

前在互联网电子地图领域占有较

大的市场份额。

四维图新显然不会忽视这块

蓝海市场，也不会甘心在互联网电

子地图服务领域屈居第二。 易欢欢

对记者表示，天地图的开通将会严

重威胁

GoogleEarth

和

Google

地图

的市场份额，未来互联网地图领域

将会像搜索引擎领域的百度与

Google

相互竞争一样，形成天地图

与

Google

竞争的竞争格局；作为天

地图的基础数据提供商，通过国家

战略背景下的天地图的推进实施，

四维图新将很可能在该领域超越

高德软件。

对此，孙玉国表示，从产业发

展和国家利益来看，天地图都有独

特的地位和价值，并将成为地图或

地图服务领域举足轻重的网站。

孙玉国称，四维图新正积极参

与天地图网站的建设，目前已经在

其中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即提供

导航电子地图，其后可能还会参与

更多的事情。 而且，天地图在进一

步发展的过程中会对相关产业起

到带动作用，未来可能会推动整个

地理信息服务的转变，其网站未来

可能会提供

GPS

接口，即提供更广

泛的数据共享和在这个平台上开

发更多的应用服务，可能会有更多

开放接口，这就让诸多中小企业可

以利用其开发更多的增值业务，使

其不仅仅是公共服务平台，还有可

能成为中小企业增值服务的公共

平台，未来在这里会创造很多商业

机会。

不过，对于天地图对公司经营

的具体影响，孙玉国认为目前应该

谨慎看待。

“因为互联网企业的发展非常

重要的一点是要有商业模式的创

新， 如果没有很好的商业模式，或

者没有足够的用户群体，互联网企

业就很难长期存在。 恰恰是在这方

面， 目前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不

是说有了天地图， 这个市场就起

来了， 四维图新一下就有了很大

的蛋糕， 我不希望投资者有这样

的想法。这不是一个可以短期见效

的事情， 而是要首先确立市场地

位， 然后再慢慢确立内容上的绝

对领先地位，积聚更多人气，之后

再进行商业模式的创新，一步一步地

往前走。 ”

对于什么时候可以对公司贡

献利润，孙玉国表示，目前还不好

判断，因为天地图由国家测绘局监

制、 国家基础地理测绘中心运营，

公司只是作为其电子地图的合作

伙伴积极参与到这个项目中。

引而未发的并购大戏

据孙玉国介绍，从国际市场来

看， 导航电子地图从

1980

年代末

才开始真正发展起来，快速发展阶

段是从

1990

年代开始， 目前这个

产业在欧美还保持着每年

20%

多

的增速， 还没有到达发展高峰；而

在中国，导航电子地图目前刚刚开

始进入较快增长期，每年约以

50%

-60%

的速度增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导航电子

地图行业具有明显的 “大者恒大，

强者恒强”的自然垄断属性，即前

几家企业瓜分了行业内的绝大部

分市场份额，中国之外的国际市场

基本上被

5

家公司垄断， 占据了

95%

的市场份额。 在欧洲和北美，

NAVTEQ

和

Tele Atlas

垄断了该区

域

100%

的市场份额， 且分别位列

全球第一和第二，

2009

年营业收入

分别为

5.02

亿美元、

2.89

亿欧元；

在日本， 该市场也只有包括

Zenrin

在内的三家公司，其中

Zenrin

在全

球排名第三。

上述企业的发展壮大总是伴

随着一系列的并购事件，通过并购

整合，日本导航电子地图企业数量

由开始的

13

家变成

3

家， 欧美导

航电子地图市场也由发展初期的

多家变成目前

NAVTEQ

和

Tele

Atlas

的双寡头垄断。

另外，为了维持竞争力并拓展

新的盈利模式，国际巨头还在不断

对导航电子地图相关产业中的企

业进行积极并购。 从

2005

年

7

月

至

2007

年

11

月，

NAVTEQ

总计斥

资约

2.9

亿美元收购了

4

家公司，

其业务领域涉及实时动态交通信

息、 互动测绘应用地理软件生产和

在线地图门户网站，其中，收购实时

动态交通信息提供商耗资最大，达

1.87

亿美元。 而

Tele Atlas

也在三

年内收购了三家公司， 业务涉及空

间信息工程、动态信息和位置服务。

对于产业发展大势， 四维图新

显然心知肚明，并于

2007

年成功收

购世纪高通，实现了主营业务向上

游动态交通信息服务领域的扩展。

而对于

2009

年末公司高达

3.4

亿元的货币资金余额的原因，

四维图新解释称，对处于高速成长

期的高科技企业来说，只有在现金

较为充裕的时期通过并购整合提高

行业集中度， 并发掘新的盈利模式

和利润增长点， 才能维持企业的长

期竞争力， 为企业持续增长提供动

力， 并且目前国内部分规模较大的

电子地图厂商不仅在行业内进行横

向并购， 且开始逐渐向产业链上下

游扩张和整合。 上述说法可以说体

现了四维图新并购整合的意图。

四维图新同时还担心追兵高

德软件的赶超。 据悉，目前国内具

备合法资质的导航电子地图公司

共计

12

家，其中，高德软件与四维

图新并列行业第一梯队。

2010

年

7

月， 高德软件在美国成功上市，募

资

1

亿美元，该公司总裁成从武称

将积极实施并购和投资，以增强公

司的综合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对于是否将用超募的

7

亿元

资金进行并购，四维图新董秘郭民

清向记者表示，公司目前对超募资

金的使用还没有明确计划。 不过，

在招股说明书中，四维图新称将继

续实施以横向整合为先导、辅助实

施产业链上下游一体化的并购策

略，未来将首先重点考虑并购一些

有核心生产技术的公司，还将在发

展前景广阔的动态交通信息领域

追加投资，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并购

在互联网或

LBS

领域比较有潜力

的服务提供商或内容提供商，并籍

此拓展反向收费的商业模式，如提

供基于地图的收费标注、广告等。

（本报记者刘征对本文亦有贡献）

四维图新大股东

8年增值 160倍

以 12 月 7 日四维图新（002405）的

收盘价 48.55 元 / 股计算， 四维图新大

股东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总公司所持股份

的市值为 40 多亿元，与其当年的投入相

比，增长了 160 多倍。

2002 年，四维总公司决定联合几家

公司， 共同出资设立四维图新的前

身———北京四维图新导航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四维总公司以经评估约为 1003 万

元的汽车导航电子地图生产技术的无形

资产出资，以 34%的股权控股；此后，四

维总公司又于 2003 年以现金增资 1620

万元， 直到北京四维图新导航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并上市，

四维总公司没有再增资。

“以现在的市值计算，控股股东当

年的投入已经增值 160 倍了。 ” 谈到控

股股东的巨额投资回报， 四维图新总经

理孙玉国颇为自豪。

不过，在回顾创业历程时，孙玉国还

是有些感慨，“做导航电子地图投资很大，

我们也是死里逃生活过来的，当时很艰难，

因为导航电子地图那时还没有市场。 "

� �“当时我们可以说是破釜沉舟，所有

从四维总公司出来的人都辞掉原来的工

作， 把档案从央企拿出来放到人才交流

中心， 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我这个总经理

都是招聘而来。 ”

据孙玉国介绍， 四维总公司当时规

模很小，注册资本 700 万元，每年的销售

收入不过两三千万，利润 100 万元，从它

的体量来说是做不了导航电子地图的，

因为这个行业每年的更新维护费用就达

上亿元。

“大股东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局

限， 认识到还可以通过一个充分利用市

场机制的体制把事情做成， 并且可以找

投资人来降低投资风险。 ”

在此之前， 中国的电子地图产业都

是政府投入， 四维图新则是第一家用自

己开发的技术、 用自己从市场获取的利

润投资建立庞大电子地图数据库的企

业，这个数据库覆盖全国并定期更新；而

在以前， 这样的工作需要一个庞大的测

绘机构，从中央到各省级测绘部门，再到

各地市测绘机构。

“刚开始时面临的瓶颈有两方面，

一是没有产品和产业主体， 二是产业政

策不允许。 ” 孙玉国向记者表示，“我们

团队在国内最早做导航电子地图研发，

从 1996 年就开始， 但那时没有市场，国

家政策也不允许卖电子地图， 所以仅仅

是在实验室做一些研发。 这个产业真正

兴起是从 2002 年开始，从那年开始才有

商品投放市场，但销量很小，当时全年整

个市场导航电子地图的销量只有几百

万。 此前，公司在 2001 年成为第一家获

得相关资质的企业。 ”

在孙玉国看来， 公司现在之所以能

成为国内导航电子地图领域的龙头企

业， 是因为起步比较早， 如果公司到

2001 年才开始做这个事情，那可能就没

戏了， 因为这方面核心技术的获得和产

品研发不是一两年时间就可以完成。

(尹振茂)

����“动态导航系统不仅能告诉你怎样去一个地方，而且还告诉你

去那里会不会堵车，如果堵车怎样找到一条不堵车的路。 ” 日前，四

维图新（002405）总经理孙玉国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重点介

绍了公司的消费电子导航地图业务，他表示，四维图新的目标是成

为中国最大的动态导航电子地图信息服务商。

作为中国导航电子地图行业的开拓者和龙头企业， 成立 8 年

来，四维图新获得了快速发展。 公司已成为中国第一、全球第五大导

航电子地图厂商， 连续 7 年在中国车载导航地图市场份额超过

60% ，连续 3 年在手机导航地图市场份额超过 50% 。 公司在汽车电

子导航、消费电子导航地图和互联网电子地图服务三大业务板块上

的前瞻式产业布局，透露出其欲在现有行业龙头的基础上谋取更为

稳固的市场地位和更大市场份额的野心。

四维图新的三大业务版块为汽车电子导航、消费电子导航地图和互联网电子地图服务 制图 /翟 超

四维图新在中国车载导航地图市场份额超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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