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ublic Opinion

A7

2012

年

7

月

27

日 星期五

主编：何敬东 编辑：吴智钢 电话：

0755-83501640

舆情

重磅

IPO

调查报告屡现 舆论监督为上市把关

———

2012

年第二季度

IPO

舆情报告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刘宇琪

在

2012

年第二季度， 虽然市

场估值走低， 但拟上市企业仍在积

极争取成为公众公司的机会。 二季

度， 共有

110

家公司的上市申请上

了发审会，

55

家公司成功完成挂

牌上市。 围绕着这些预披露公司、

已过会公司包括新报会公司， 舆

情热度依然不减。 举报、 质疑、

感叹、 羡慕、 八卦……首次公开

发行

( IPO)

舆情中有各种元素。

而或许是因为缺少类似归真堂等

涉及社会性话题的公司， 据中国

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 由普通

网友在自媒体等平台上发起的舆

情占比并不高， 各类专业媒体对

预披露书乃至公司实际经营的各

种分析调查， 成为这个季度

IPO

舆情中的主导力量。 另一方面，

作为监督者的媒体本身， 也遭到

来自同行和业内的质疑和监督，

媒体

IPO

灰色产业链的话题， 在

这个季度的舆情热度也明显升温。

二季度

IPO

审核及发行概况

二季度过会率略上升至

81%

第二季度， 发审会共审核了

110

家公司的上市申请， 其中创业

板、 中小板和主板分别有

54

家、

43

家和

13

家， 分别占上会公司总

数的

49%

、

39%

和

12%

。

110

家公

司中

89

家公司过会 ， 过会率

81%

， 较第一季度上升约

2

个百分

点。 第二季度上会公司的主承销商

排行中， 招商证券以

11

家排名第

一， 国信证券 （

8

家）、 平安证券

（

7

家）、 国金证券 （

7

家） 和华泰

联合 （

7

家） 紧随其后。

深市公司上会数量及融资额领

先沪市

在第二季度上会的公司中，

110

家公司中的

97

家 （占比

88%

）

都打算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虽然

二季度申请到深交所上市的公司

平均预计募集资金规模只有

3.1

亿， 不足申请到上交所上市公司

的

1/5

， 但是由于申请上市的公司

数量众多， 申请到深交所上市的

公司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依然高出

上交所

1/3

。

二季度新股上市募集资金总额

环比有所上升

根据万得资讯的数据，

2012

年第二季度共有

55

家公司成功上

市 （以正式上市日期为界限）， 其

中创业板、 中小板和主板分别有

26

家、

18

家和

11

家， 实际募集资

金达到

374.5

亿， 环比第一季度增

加

23

亿。

55

家上市公司中有

35

家都属于制造业， 占比约为

2/3

。

二季度上市的公司中有

29%

来自

广东， 另外来自北京和江苏的企业

分别占

15%

和

13%

， 三地企业合

计超过新上市公司的

50%

。

二季度

IPO

舆情热点聚焦

专业媒体推出更多重磅监督

报道

今年二季度是预披露新政实

施以来的首个完整季度。 在这

3

个月里， 财经专业媒体在更充裕

的时间环境下， 推出了多篇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深度调查报道， 这

些报道很可能对部分公司的

IPO

进程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公司

IPO

上市， 所申报的材料都是经多家

专业机构之手产生， 一般性的质

疑通常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而

财经专业媒体则在深度调查方面

有独特优势， 可以在有明确线索

的情况下， 投入较高的人力、 时

间、 资金成本来完成一篇报道，

这也是普通网友通常难以完成的。

据我们观察， 部分在

IPO

舆论监

督方面表现突出的媒体， 也屡屡

再获相关方面的举报信息， 从而

推出新的监督报道。 亦有新的媒

体也参照其做法， 对

IPO

报道投

入更多资源， 也推出了较具影响

力的监督报道。 最终的结果是，

在二季度就有多家公司遭遇到专

业媒体的深度调查报道的质疑，

并在随后上会被否或被终止审核

或过会后被叫停。

与已上市公司相关的

IPO

更

受关注

拟上市公司的客户或者股东

名单中会不时出现上市公司的名

字， 而这恰好是公众关注的兴趣

所在。 比如， 作为会稽山绍兴酒

二股东的轻纺城 （

600790

）， 由于

受益预期而在会稽山预披露次日

大幅上涨。 斯菲尔电气董事长同

时是长电科技 （

600584

） 的法定

代表人兼董事长， 董事会

7

人中

4

人和长电科技有关， 由此也引发

一些媒体的关注。 华恒焊接首次

上会的时候， 舆论关注到公司对

三一重工 （

600031

） 及其关联方

存在重大依赖， 二季度再次上会，

从披露的信息来看公司与三一集

团的业务相关度仍然很高， 媒体

也对此再次展开讨论。

股东中知名人物引舆论聚焦

由于蒙牛乳业创始人之一孙先

红的入股， 蒙草股份这家名不见经

传的公司在预披露之后被多家媒体

报道 。 “白卷英雄” 张铁生以

3224

万股持股位居禾丰牧业第五

大自然人股东， 这一消息使得很多

经历过那一年代的人士感慨起历史

发展的潮流， 亦引发了传统媒体和

微博自媒体两个舆论场的高热度。

广东易事特有 “德隆系” 血脉，

“涌金系” 持股会稽山绍兴酒， 无

锡雪浪环境因为农行经济学家向松

祚入股而被广泛关注， 导致最后农

行还为此发表声明。

纵观媒体报道， 拟上市公司的

股东中出现知名机构或者人物的，

通常都会转载量较高。 这些公司的

舆情热度较高， 让公司的名称频繁

进入公众视野， 但对公司过会和发

行则未见明显影响。

少数招股书错误贻笑大方

部分公司的招股书中出现低级

错误。 如某公司招股书中 “员工受

教育程度” 的乌龙数据， “大学

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

10%

、 大专

占

20%

、 其他占比为

71%

， 合计

占员工总数的比例为

100%

”， 而

上 面 几 个 分 项 相 加 比 例 却 为

101%

。 因其是二次上会， 在新旧

两个版本招股书中， 某位核心技术

人员的出生年月也出现了差异。 招

股书工作量数据庞大， 出现瑕疵虽

可以理解， 但也体现了责任心的问

题。 这些在媒体和微博成为笑谈，

影响公司形象， 也影响了保荐人所

在券商的形象。

多次闯关的公司热度偏高

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

察，

IPO

公司但凡不是首次上会，

媒体在报道时都会将此点写入标

题。 典型的如

4

次冲击资本市场的

神舟电脑和

3

次冲击资本市场的皇

明太阳能， 此外还有二次上会的欣

泰电气、 宝色股份、 鹏翎胶管、 铜

都阀门、 富煌钢构等等。 通常舆论

关注点是公司前次被否的原因以及

此次有无改进， 媒体还会对两次招

股书进行对比。

寺庙上市引来议论不断

二季度， 由曲江文旅的财神庙

上市， 牵出国内几大佛教名山筹备

上市的话题， 舆论热议。 普陀山已

经进入上市辅导期， 九华山和五台

山据称也在准备上市， 峨眉山早在

上个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登陆

A

股。 人民日报、 新华社以及主流财

经媒体对此都做了专题报道， 网民

也积极参与讨论， 多数对此持反对

或调侃态度， 李开复和薛蛮子等意

见领袖表示不可思议。 国家宗教局

也表态， 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将宗教

活动场所打包上市的先例， 发展市

场经济应符合社会的基本底线。 对

此， 当事主体普陀山的回应是， 寺

庙上市是误读， 其实上市公司资产

主要是索道、 旅游纪念品等， 不包

含景区门票和寺庙。

光伏行业公司

IPO

之路坎坷

受经济增速放缓影响， 不少拟

上市公司的近期业绩出现明显下

滑， 从而影响其

IPO

进程。 较为

典型的则是光伏行业。 数家该行业

公司上会时被否， 亦有该行业公司

预披露后遭媒体强力质疑， 最终终

止审核， 也有数家公司则见势不妙

主动撤回申请。 舆论对该行业公司

的惯性思维已基本形成， 任何一家

光伏行业公司， 如果打算继续推进

IPO

进程， 则会遭到媒体更严厉的

审视。

媒体自身成为

IPO

舆情的议题

在二季度， 财新传媒等媒体刊出

对

IPO

期间媒体灰色产业链的系列

报道， 对部分媒体在

IPO

期间的作

为提出质疑和批评。 该报道刊发后，

在微博等自媒体渠道引发较多讨论，

一些公司方面人士也表达了一些不

满， 而证券监管部门、 新闻管理部

门， 对此也有一些表态。 舆论普遍认

为， 媒体监督绝不能成为谋取利益的

工具。

二季度

IPO

公司舆情热度榜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从二季度

所有处于

IPO

阶段的公司中， 按照

新闻报道、 网络转载量以及网友评论

等多项指标评选出

10

家舆情热度最

高的公司。

来伊份、 新大地、 中邮速递位列

前三

涉及到社会性话题之后， 舆论

热度会比通常的财经议题要高出一

筹。 上个季度的归真堂等如此， 本

季度的来伊份热度排名第一， 也是

因为涉及到食品卫生问题。

4

月央视

节目实地暗访发现一些蜜饯加工厂

的生产环境有问题， 其中涉及来伊

份的加工厂。 消息一出即在网络和

微博引发热议， 不过公司也迅速做

出回应， 及时道歉， 并对后续处理

作出安排。 应该说公司的应对还是

比较及时的。 这一波舆情会否对公

司

IPO

产生影响？ 近日来伊份正好

上会， 结果稍晚应能揭晓。

新大地遭媒体提出多项严厉指

控， 最终是被监管部门终止发行。 舆

论的问责仍未结束， 相关中介机构也

遭到媒体的质疑。

作为知名的大型公司， 中国邮政

速递物流自然受人关注。 其融资规

模、 业务竞争力等， 都是舆论重点讨

论的话题。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相宜本草是近来发展势头很猛的

国产护肤品品牌， 但其专利技术、 业

务模式等， 也有不少媒体提出疑问。

掌趣科技在今年

1

月就已经预披露并

成功过会， 但是在

4

月份要发行时，

华谊兄弟

2010

年入股时和其签订的

对赌协议又重新被提起。 禾丰牧业的

股东名单中出现著名历史人物 “白卷

英雄” 张铁生， 皇明太阳能三次冲击

资本市场失败， 又传出和有关官员的

关系。

财富趋势被媒体曝光重大业绩

造假行为， 而被证监会取消上市审

核。 安溪铁观音以茶叶第一股的身

份上市， 有铁观音这

3

个字， 公司

想不受关注都难。 中技桩业因在

IPO

阶段遭到一批同行指责， 公司随后

召开媒体见面会并邀请行业专家公开

澄清。 舆论如此热闹， 虽然公司压力

有点大， 但对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还是

有帮助的。

注：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以二

季度所有处于落实反馈意见、 初审以

及上会等

IPO

不同阶段的企业为统计

样本， 计算出

IPO

公司舆情热度指

数。

IPO

公司舆情热度指数是在对境

内外报刊、 门户网站、 主流微博平

台， 以及论坛股吧等多个信息源监测

的基础上， 通过新闻媒体报道数量、

网络转载数量、 微博数量以及舆情分

析师评分等多项数据， 经由加权计算

得出。

2012

上市公司舆情周榜

(7

月

20

日

-7

月

26

日

)

：

三一重工否认裁员 海欣股份越澄传闻越涨停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蒙湘林

7

月

20

日至

7

月

26

日舆情热

度最高的

A

股上市公司分别是：

三一重工、 海欣股份、 光明乳业、

万科

A

和贵州茅台。

三一重工回应裁员风波

7

月初， 三一重工在上海、 昆

山的数百名工程师因不满公司转岗

政策， 选择诉诸劳动仲裁。 这引发

了三一重工 “变相裁员” 风波。 公

司总裁向文波日前在上海表示， 所

谓 “裁员” 纯属误会， 只是安排工

程师下车间实习， “这件事已经得

到了很好的处置”。

舆论对三一重工变相裁员的怀

疑引发了市场对于其资金链状况

的猜测和整个工程机械行业的前

景。 三一重工在第一时间做出了

回应，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创始人

和董事长都通过媒体或在不同场

合进行了澄清， 显示了公司较为

开放的应对心态。

无视抗癌疫苗澄清消息

海欣股份涨停

有消息称， 海欣股份的一类抗

癌新药 “抗原致敏的人树突状细

胞” 已经拿到了生产批件， 迅速

引来各方关注。 对此， 海欣股份

明确表示 ， 抗癌疫苗获批的消息

纯属谣言 。 并称 ， “疫苗项目已

审批了两三年了， 到现在为止都

没有结果的， 我们近期也没有收

到任何关于报批消息。” 然而， 股

市依然在

24

、

25

日连续两个涨停

进行追捧。

光明乳业频陷质量危机

在广州市工商部门最新发布中，

光明乳业两家相关公司今年

2

月

23

日生产的

50%

减脂芝士片均发现菌

落总数超标。 至此， 这已是近一个月

内光明乳业发生的第三起产品质量事

件。 公司在近期的公告中也表示对发

生的多起事件承担全部责任， 并彻底

对全国工厂及流通系统等每个环节进

行全面检查和整改。

万科回应地板质量质疑

媒体

7

月

23

日发表的 《“高档地

板” 竟是淘汰货 万科精装房为何频

出 “质量门”》 一文， 指出合同中约

定的 “高档强化木地板” 实际上是由

厂家特制的价格低廉的淘汰产品。 万

科 （重庆） 房地产有限公司随后发表

声明， 称木地板质量合格， 但避谈

“高档”， 同时万科集团有关负责人也

承认了部分项目存在质量瑕疵， 公司

将一并整改。

茅台习酒上市引争议

近日， 有关贵州茅台集团旗下子

公司———习酒有限责任公司被要求年

底前赴港上市的消息再度热传， 市场

上也不乏质疑的声音。 原因是习酒作

为中端酱香酒， 已对茅台酒形成了有

力竞争， 若习酒独立上市， 将成为贵

州茅台集团旗下的第二家上市公司，

与贵州茅台股份公司形成同质化竞

争。 目前， 公司方面还没有正式对质

疑作出回应。

股价波动关系存亡

闽灿坤

B

引退市深思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叶月草

前

3

年连续盈利， 自上市以来分红超过募资的

一家公司， 在

B

股融资功能日益衰竭、 退市制度纳

入

B

股的背景下， 仅因股价低于面值触动退市条规

而面临退市风险， 闽灿坤

B

引发了市场对于退市制

度的大讨论。

6

月

28

日， 深交所发布主板、 中小板退市制

度说明， 并将

B

股纳入退市制度中。 说明指出在深

交所仅发行

B

股的上市公司股票出现最近连续

120

个交易日累计股票成交量低于

100

万股或连续

20

个交易日每日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的， 其股票将

终止上市。

同日， 股价逼近面值的闽灿坤

B

、 京东方

B

、

*ST

中华

B

等公司被市场和媒体所注意到。 虽然闽

灿坤

B

夹杂在一堆股价逼近面值的股票中， 但因其

仅在

B

股上市的特殊性， 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连续

10

个交易日股价低于面值、 连续

11

个交易

日股价低于面值、 连续

12

个交易日股价低于面值

……似乎闽灿坤

B

股价的颓势无力挽回， 媒体用各种

数字记录着闽灿坤

B

在惊险日子中的表现。 闽灿坤

B

因被贴上强烈的退市标签而受到市场的紧密关注。

7

月

23

日、

7

月

24

日、

7

月

25

日、

7

月

26

日， 闽灿坤

B

连续发布

4

次退市风险公告， 退市的

风险迫在眉睫！

7

月

26

日， 闽灿坤

B

上演生死劫。 然而， 经

过开盘的

1

小时停牌， 开盘后的股价仍然一鼓作气

直至跌停。 市场人士分析称， 若闽灿坤

B26

日仍然

跌停， 剩下几个交易日哪怕天天涨停， 到第

20

个

交易日其股价也回不到

1

元人民币以上。 闽灿坤

B

命运究竟将如何？ 鲜少受到关注的这只

B

股成为近

日资本市场关注的热潮。

从股价跌破面值以来， 闽灿坤

B

的讨论就陆续

出现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上， 自闽灿坤

B

连续

10

个交易日股价低于面值后， 公司的退市风险加

大， 而媒体对闽灿坤

B

的报道数量和转载数量也

不断攀升。 在生死选择的

7

月

26

日形成舆论热潮

的高点。

作为

B

股上市公司， 闽灿坤

B

历来受到来自国

内资本市场的关注度较少， 甚至在漫长的几个月

中， 股吧内相关投资者发布的帖子甚少， 一两个月

才一条帖子， 几乎可以用凤毛麟角来形容。 而自闽

灿坤

B

股价跌破面值后， 投资者逐渐对公司存在的

退市风险重视起来， 特别是

23

日闽灿坤

B

发布第

一次退市风险公告后， 股吧、 微博平台上， 投资者

对于闽灿坤

B

命运的讨论突然变得非常热烈起来。

公司叫屈，引发同情

闽灿坤

B

自上市以来， 累计派现总额就高达

2.186

亿元， 高于当初

IPO

融资的额度， 并先后

9

次实施送转使得总股本扩大， 有媒体称， 闽灿坤

B

退市是 “高送转” 的慷慨埋下了祸根， 并对其将遭

受退市的待遇表示不解。

中债投资基金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也在微博上

评论道： “股票发行时拆得多些， 日后股价就离面值

近些； 否则就离面值远些。 似乎股价接近面值不应成

为退市的依据。 闽灿坤

B

有点躺着中枪的感觉？”

蝴蝶效应，

B

股应声跟跌

7

月

25

日， 闽灿坤

B

发布第三次退市风险公

告。 而当日， 闽灿坤

B

的股价再次跌停， 由此引发

B

股整体下跌，

B

股指数当天跌幅达

4%

以上， 除

ST

股外， 当天

12

只个股跌停。

中国证券报微博上引用分析人士观点， 称

B

股

下跌主要是由于闽灿坤

B

持续跌停， 由此所引发的

投资者对

B

股可能存在的退市风险的担忧情绪有所

加剧， 并蔓延至两市

B

股。 而由于沪深

B

股此前

累计跌幅相对较小， 成交不够活跃， 因此

B

股市场

恐慌情绪更易被放大。

公司退市属有意而为之？

面对退市的概率越来越大， 在深交所的互动易

上， 有投资者建议公司高价回购或者直接停牌要求

增发

A

股， 实行自救。 在股吧内， 也有不少投资者

在担忧自身的利益无法保证。 然而

7

月

24

日的股

东大会中， 并无出台退市应对方案， 闽灿坤

B

的相

关人士回应媒体称公司尚未采取补救措施。 这让投

资者希望落空。

有网友称， 公司为台湾人控制， 因内控很差年

初被监管机构责令整改， 不排除大股东不作为是想

退市来减轻监管压力。

退市制度再思考

新浪财经编委杨宇评论： “连续多年盈利， 一

家相对正常的公司， 因为跌破面值而面临退市风

险， 是否躺着中枪？ 这一规则部分参考纳市， 但美

国市场有正常的缩股渠道， 这一规则本身是否合

理？”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亦

撰文指出， 不妨借鉴花旗银行的 “缩股” 做法。

与当初退市制度的出台一样， 闽灿坤

B

可能成

为退市制度第一个 “吃螃蟹” 的人， 也成为了市场

思考退市制度的起点。

注： “上市公司舆情指数” 是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根据传统媒体、

网络媒体、 网民、 舆情分析师对一定时间段内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舆情热度

的综合评估， 舆情指数分为媒体舆论场和网民舆论场两大细分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