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D打印概念股：阳光能否照进现实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邹惠康

这年头，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 3D

打印， 似乎都不好意思告诉别人自己是

资本市场圈的。 是的， 经过一年多的热

炒，3D 打印概念股已经成为 A 股市场

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

5 月 29 日，金运激光仅因媒体报道

了其将推出 3D 打印产品即申请临时停

牌，而在第二天复牌开盘即涨停。资本市

场对 3D 打印的敏感性可见一斑。 同在

29 日当天， 首届世界 3D打印技术产业

大会在北京举行， 世界 3D 打印技术产

业联盟也同期成立。 这两起 3D 打印产

业的新闻事件再度引发了资本市场对

3D 打印概念股的关注。

疯狂的概念：万千宠爱在一身。

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监测的数

据显示，进入 2013 年以来，国内的传统

纸媒涉及 3D打印的新闻报道超过 3800

篇，网络新闻报道达到惊人的 375 万篇，

而在社会化媒体新浪微博， 关于这一话

题的讨论结果超过 105 万个。由此看来，

3D打印技术已经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

而与之相关的概念股也从去年到今年多

次在 A 股市场掀起波澜。

回顾过去一年多来的新闻线索，3D

打印技术之所以备受追捧， 一是源于去

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文章将

3D打印技术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

重大标志之一； 二是源于今年 2 月奥巴

马政府将 3D 打印列为美国的国家战

略。 此外，有业内人士指出，它的火爆还

与 3D 技术从去年到今年迎来了从量变

到质变的转折有关。

仅从今年 5 月份以来 3D 打印概念

股的市场表现来看，16 只 3D 打印概念

股涨幅全部超过 10%， 其中， 光韵达

（85.61%）、中航重机（57.27%）、海源

机械（38.06%）、苏大维格（34.30%）和

高乐股份（32.32%）等 5 只个股累计涨幅

超 30%。

值得一提的是，自去年以来 3D打印概

念就已受到机构资金青睐， 根据今年一季

报统计显示，五大机构（基金、QFII、券商、

社保基金、险资）一季度共计持有 11只 3D

打印概念股， 累计持股数量达 19994.67 万

股，累计持股市值达 289681.12万元。

看起来很美：行情能否持续？

相关数据表明，2011 年，3D 打印全球

市场规模达 17.1 亿美元。 2015 年，这个数

字将达到 35 亿美元。 此前， 多篇报道指

出，3D 打印技术入选 《国家高技术研究

发展计划》（863 计划）， 体现了国家对

3D 打印的重视程度， 而由于具有国家资

金的支持，3D 打印由虚变实便初具条件，

接下来国内 3D 打印产业将迎来快速发

展期。

中国 3D 打印技术产业联盟秘书长罗

军此前曾表示， 未来 3 年中国 3D 打印技

术市场规模可以达近百亿元， 成为全球最

大的 3D打印市场。

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虽然

多位投资研究报告均表示看好 3D 打印技

术的长期发展前景， 但短期内由于技术、

材料和成本原因难以商业化。 3D 打印概

念股大涨的背景是科技股近期受到资金

关注， 这体现出市场对转型和升级的渴

望，但是这种靠资金堆积的炒作注定难以

为继。

果不其然，5月 28日， 就在部分投资者

憧憬 3D 打印大会召开前日，3D 打印概念

板块股票突然大跌， 高乐股份跌 8.89%，

苏大维格、海源机械跌幅超过 7%，中航重

机、光韵达等数只个股跌幅超过 5%。而金

运激光却“独善其身” ，反而利用停牌之

机喘息一日并随后取得涨停，引发媒体一

阵热议。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将继续关注这

一在 A 股市场中频繁引发波澜的概念股。

退市简史：20年股市 多少个万福生科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金立里

在许多数人看来， 万福生科造假案

的结局，并不完美。尽管上市公司已被罚

款，主要责任人也将锒铛入狱；尽管中介

机构收入已被罚没，牌照也被暂停，涉事

人员也多被“取消资格” 甚至“市场禁

入” ；但是，作为造假的主体，上市公司

万福生科并没有因此退出股市。

而关于万福生科该不该退市，缘何没

有退市的讨论，实质上，是对中国股市二

十多年制度设计与改革的回顾与思索。

万福生科：在退与不退之间

事实上，从造假被曝光的第一刻起，

一片哗然议论中，就有不少类似“这等

公司应当永远退出中国股市” 、“永久地

钉在 A 股耻辱柱上” 的呼喊。 今年 3 月

份， 万福生科第二次遭到深交所公开谴

责时，舆论争论的焦点一度是：会不会退

市？ 因为根据深交所在去年底发布的创

业板退市新规， 两次公开谴责就已经将

万福生科推上的生死线。 据新浪财经当

时的一项调查显示， 七成的投票者都认

为，它会退市！

但等到证监会的罚单正式下达的时

候，尽管处罚结果已堪“史上最重” ，但

是“退市”二字却是遍寻不着。一片嘘声

中，监管层给出的解释是，根据《证券

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万福生科不会触

及终止上市的条件， 而万福生科也确实

不触及财务指标上的红线。

官方的解释显然不能让人满意，各大

小媒体的评论，仍然倾向于认为，从整肃

资本市场、 打击造假之风这一目的出发，

更应对万福生科刑以重典，逐出股市。

许多评论都会列举成熟市场如美

国、日本股市的做法，而最具有参考意义

的依旧是港股，是洪良国际这一案例。 香

港证监会与廉政公署在经过两年的调查

之后， 责令造假上市的洪良国际以 10.3

亿港元回购其 IPO 发行的全部股票，金

额甚至大于其在 IPO时所募集的资金净

额。 如此严厉处罚在香港证券监管史上

还属第一次， 即使在全球范围也相当罕

见。 洪良国际也由此被称为对造假上市

的处罚标杆，屡屡被内地媒体提及。

在《南方周末》一篇报道看来，万福

生科案也是一个标杆，却是“在摆脱权

力背书和推进新股改革之间， 一个打折

的标杆” 。 该报道援引业内人士的话猜

测，万福生科不退市更深层次原因在于，

新股发行审核制下证监会为 IPO 提供

的权力背书，一旦直接退市，审核制的矛

盾将被进一步激化。 “发审委委员是否

应为万福生科造假上市负责？”《证券市

场周刊》的文章，甚至不吝于将类似的

猜测往更敏感处引导。 “IPO 审核制度

凝结了太多人的利益” ， 监管部门应有

更大的改革决心，譬如在取消盈利审核、

强化信息披露、 弱化实质审批的原则下

改革发行制度。

当然， 也有人猜想， 万福生科不退

市，是否亦有出于对投资者保护的考虑？

但这个观点遭到了投资者关系维权律师

的反对，律师们认为，平安证券已经先行

拿出 3 亿成立了补偿基金， 投资者不会

血本无归； 而对违法主体的处罚与受害

人事后的求偿是两回事。 学者曹凤岐则

表示，要真正保护投资者，应该在制度和

法律建设上做更多的工作；至于投资者，

本身也要学会自我保护， 如投资于可信

任的、历史业绩和诚信都好的公司，不要

去碰垃圾股和信誉不好的公司等。

对万福生科退与不退的问题往更深

处反思， 显然不再是对违法主体的处罚

这么简单， 亦不再是退市制设计是否完

善、执行是否到位的问题，而是在整个资

本市场改革过程中， 如何捋清一进一出

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 以及资本市场与

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退市之难：20年一个制度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翻阅历年以来

的媒体报道文章发现，中国股市创立二十多

年，而退市制度也设计了二十多年。

关于上市公司退市的法律条文， 最早

可追溯的， 是 199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 1998 年的

第一部《证券法》，但那时，所有法律法规

对退市制度都只是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不

具有可操作性。 真正的退市实施办法出台

之时， 已是股市开锣 10 年之后的 2001 年

2 月，证监会颁布《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

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 这是迄今为止中

国证券市场有关退市机制的首份具体操作

性文件。

当有关创立创业板的议题被摆上台面

的时候， 舆论中又掀起了一轮对退市制度

的讨论，但直到 2011 年 11 月 28 日，创业

板退市制度细则征求意见稿才出炉。 此后

退市制度设计的进程，明显加快。 2012 年

4 月 20 日，深交所正式发布《创业板上市

规则（2012 年修订）》，并自 201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这意味着酝酿多时的创业板

退市制度终于正式出台。 同年 4 月 29

日， 上交所出台了针对主板上市公司的

退市制度方案征求意见稿。 两个月后，上

交所发布 《关于完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方案》，深交所也在同

一天发布新修订的 《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这意味着主板退市规

则也正式出台。

至此，A 股退市相关的法律和制度文

件，算是正式备齐。 然而，这磕磕碰碰的 20

年中，真正因制度而退市的公司有多少？来

自上交所和深交所的统计数据显示， 自 A

股设立至今， 除了因吸收合并以及分立等

特殊原因而退市的上市公司外， 真正意义

上因监管规则而退市公司只有 50 家。退市

公司集中出现在 2004 年和 2005 年， 分别

达到 8 家和 11 家，仅这两年的退市企业家

数就占到总数的近一半。 而 2008 年至今的

五年间， 因监管规则而退市的上市公司只

有 3 家。

这个数字是如此寒碜， 究竟退市制

度的设计，难在何处，竟然如此纠结了

20 年？

大多数的传统媒体的分析报道以及微

博上资本市场专业人士的观点认为， 最主

要的原因，是所谓的“壳资源” 。 “借壳上

市”这一操作方式，极大地削减了退市制度

的作用。“不用担心没人接最后一棒，即便

公司遇到大问题， 也很快会有人借壳。 ”

《新世纪周刊》3 年前的一篇文章引述业内

人士的分析写道，一旦复活或被借壳，股价

就翻番，带来内幕交易、获取暴利的机会，

地方政府、公司内外、交易所、监管机构、中

介机构，太多的人员亦乐于染指其中。“这

才是最重要的一条，是个大利益圈，谁都不

愿去破坏。 ”

此外， 地方政府的力量， 亦在其中作

梗。 去年一度被认为有望成新规下“退市

第一股”的闽灿坤 B，最终还是在地方政府

的帮助下缩股重生。 不仅仅是退市，在许多

公司的上市过程中， 地方政府也喜欢横插

一脚。 万福生科龚永福在事后接受采访时

不止一次说到，上市并不是他的初衷，但当

地政府却极力推动， 言语中对当地政府隐

有怨怼。

《证券时报》一篇题为《中国股市的罪

与罚》 的文章在解读近年来 A股持续低迷

的深层原因时曾提到，社会转型也处在徘徊

与犹豫不前的状态，而社会转型的困难投射

到股市，演绎成了捆绑股市的条条绳索。 确

实，中国股市二十多年的跌宕前行中，不可

能跳脱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历程之

外， 然而， 社会和经济改革正在全方位推

进， 而股市的改革亦一直在不断深入和细

化，万福生科此次逃过一劫，或许是因制度

的缺陷，但下次，它或许就没这么幸运了。

康芝药业“举报门” 后的离奇逻辑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曾召鑫

康芝药业始终对其陷入财务造假的

传闻沉默以对。 在全景网的投资者互动

平台上， 康芝药业的中小股东们言辞激

烈， 不安的情绪蔓延开来。 有投资者表

示，康芝药业停牌已达一周，仍未发布公

告，以一句“目前正在走核查程序”搪塞

以对，“一点都不考虑股民的感受” ！ 5

月 23 日，康芝药业因公共传媒出现关于

其的不利消息后临时停盘。 中国上市公

司舆情中心第一时间致电康芝药业董秘

李幽泉。 公司解释是：“康芝药业目前正

在核查中，由于核查的内容条目较多，时

间也就需要得比较久。 公司目前日常运

营一切正常，一有核查结果，会第一时间

向公众发布公告。 ” 不过，康芝药业并未

透露具体的公告日期。

祸起萧墙。 5 月 23 日，《21 世纪经

济报道》称，根据康芝药业前审计总监

何晓梅在看守所实名举报， 指责康芝药

业 2011 年至 2012 年存在虚增利润、粉

饰业绩、违规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虚构

交易、隐瞒关联公司等重大违法行为。

此事一出，舆论哗然。如果何晓梅举

报属实的话，康芝药业将涉嫌虚构交易、

隐瞒关联交易等违规事项， 这均是监管

层所极其重视的问题。 按照之前万福生

科造假案的处理情况来看， 康芝药业将

可能会面临严苛的处罚。

但按照一个大胆的设想， 康芝药业

“举报门”后存在着一些离奇逻辑。按照

此前媒体关于何晓梅“举报门”信息，何

晓梅在审计过程中发现康芝药业存在重

大的违法问题。康芝药业想私了此事，便

与何晓梅交涉后初步达成了协议， 由康

芝药业支付何晓梅本人 200 万元封口保

密费。 就在康芝药业支付 50 万存款后，

康芝药业又以敲诈勒索罪状告何晓梅本

人，并把何晓梅送进监狱。

对于一家 2012 年净利润为 2260.46

万元的上市公司，150 万的封口费差额

也许是一笔小数目。那么，康芝药业大费周

章处理此事， 甚至不惜惹祸上身，“举报

门” 内的乾坤值得深究。

换一个角度来看， 这或许是康芝药业

自证清白的行为模式。它“胆敢” 主动以敲

诈勒索罪状告何晓梅， 从某种意义上说明

康芝药业不惧将此事公开， 甚至不惧引入

监管机构调查此事。

事实上，康芝药业的财务报表在“举

报门” 之前就受到颇多质疑。 据中国上市

公司舆情中心观察， 在康芝药业爆发举报

事件之前， 深交所互易动以及各大股吧等

网络交流平台上， 曾广泛流传康芝药业的

财务造假问题。 2013 年 3 月 19 日康芝药

业发布 2012 年报的当天， 有媒体报道，康

芝药业的 2012 年报现金流量表存在重大

疑问。在康芝药业 2012 年半年报中存在的

8500 万元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竟然在

2012 年报中离奇消失了，2012 年报该科目

显示为 0。 而这一变动并未在财务报表中

清晰地披露出来。

而在更早的时候， 康芝药业曾陷入主

营产品的营收危机中。 作为一家专注儿童

健康的医药生产公司， 康芝药业主打的产

品瑞芝清（即尼美舒利颗粒）于 2011 年被

中央电视台曝光， 尼美舒利在上市的 6 年

间，用于儿童退热时，频频出现对中枢神经

和肝脏造成损伤， 甚至导致儿童死亡的案

例。随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委员会明

令禁止尼美舒利口服制剂用于 12 岁以下

儿童。 这对康芝药业的这一主打产品造成

了致命打击， 当年度尼美舒利颗粒的收入

剧减 72.23%。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认为，作为公众

公司， 以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就

有接受公众与媒体监督的义务。 因此，上市

公司必须要以更规范、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自

己。 在面对舆论质疑时，中国上市公司舆情

中心建议，上市公司应当及时向公众做出澄

清报告。若公司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违规违

纪问题，应当坦诚相对，主动披露实情，回避

或隐瞒，只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上市公司一周舆情排行榜（5月27日至30日）

乐视网被质疑“讲故事”

华锐风电被立案调查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黄帆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

中心统计分析，5 月 27 日至 5

月 30 日舆情热度最高的 A

股上市公司分别是：乐视网、

双汇发展、中联重科、华谊兄

弟及华锐风电。

乐视网：超级电视

遇合作“罗生门”

乐视网因其超级电视引

发的“罗生门” ，引发了从财

经新闻到娱乐新闻的广泛关

注， 成为本周资本市场最大

热点。 舆论聚焦点在于乐视

的超级电视和夏普 （中国）

之间究竟有无“超级组合” 。

乐视网和夏普（中国）各执

一词，相继发布声明。

截至发稿前， 夏普 （中

国）的态度依然如 5 月 27 日

官方网站发布的声明一致，

即其与乐视网就超级电视产

品不存在任何商业合作与联

系， 联合开发不属实。 而乐

视网一方，CEO 贾跃亭及董

秘张特在微博上进行了强硬

回应， 还以公司的名义发表

题为“恐惧会令智昏” 的网

络声明。

事件引来媒体连日来的

跟踪报道。 有媒体质疑乐视

网在“讲故事” ，多家媒体冠

以 “疑云” 、“或涉虚假陈

述”等报道标题。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随机抽取 100 条样本评论，对

网友的看法进行抽样统计。

结果发现，60%的网友质疑乐

视的危机公关能力， 认为声

明措辞过激， 但一部分网友

表示中立， 也有网友表达了

会支持乐视的看法。

双汇发展：

71亿美元海外收购

国产“小猪” 双汇收购

美国“大猪” 史密斯菲尔德，

同样在本周吸引了不少关

注。 双方在 5 月 29 日晚间发

布联合公告， 称双汇将收购

美国史密斯菲尔德公司已发

行的全部股份， 包括承担史

密斯菲尔德的 24 亿美元债务

在内， 此项交易总计约为 71

亿美元。 目前，有关协议还需

要通过美国政府的审查，如

果最终成事， 将会创下迄今

已公开的中国企业并购美国

公司的最大金额记录。

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

心观察， 有关双汇收购一事

在 5 月 30 日成为网络上的讨

论热点。《中国新闻周刊》评

论称， 有关食品安全问题将

会在之后的审查中成为重

点。 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

则在其个人微博上称， 食品

业面临巨大挑战，“走出去”

会有益于提升自身。 在普通

网友方面，大部分观点均寄希望

于能够学习海外公司的先进经

验，解决目前的食品安全问题。

中联重科：半年三遭

举报财务造假

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这对

竞争对手宛如“冤家” ，各自的

负面新闻已几乎成为财经媒体

每周“常客” 。本周，一篇来自广

州地方媒体《新快报》的独家调

查，再次把中联重科推到风口浪

尖，过万字的报道源自一个“匿

名投递的 U 盘” ，报道称中联重

科在华中销售存在大量造假、虚

增收入的行为。中联重科因此停

牌，其后发表澄清公告，称有关

报道不属实。

据统计，今年以来，有关中

联重科的匿名举报至少有三起，

前两次分别是香港证监会和香

港媒体明报收到了举报信。 而

投资者则自觉“很受伤” ，不仅

每周必须各种负面报道， 更关

键的是，截至 30 日收盘，中联

重科的股价已在过去 60 日中

下跌 24.52%。

华谊兄弟：大股东

两次减持惹争议

今年 4 月，华谊兄弟董事长

王中军曾表示，“我们两个人短

期内不会卖股票，因长期看好华

谊兄弟。 ” 但一个月后，第二大

股东王中磊两次减持，合共套现

1.77 亿。 媒体分析，近期的高股

价可能是改变王中磊想法的因

素之一。 相较年初，华谊兄弟目

前的股价已经翻了一番有多。虽

然股价一路高歌，但网友对大股

东违背承诺的减持行为不太买

账，有网友质问“承诺在哪里” 。

数据显示，创业板今年高管减持

已达 51 亿。

华锐风电：遭立案

恐成万福生科第二

5 月 29 日晚间， 华锐风电

发布公告称，因涉嫌违反证券法

律法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

立案调查。 调查期间，公司将积

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

作，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而就在不久前，被称为“中国股

市第一人” 的尉文渊辞去华锐

风电所有职务。 在新浪微博上，

网友担心华锐风电将成为另一

个万福生科， 也有网友称这是

一个好现象， 对证监会从严治

市表达支持， 希望能够净化市

场环境。

注：“上市公司舆情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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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综合传统媒体报道量、新

闻网络转载量、网络用户检索变

化情况、舆情分析师评分等数据

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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