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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纺织股权接盘人

或为华星光电

证券时报记者 周少杰

继华控赛格之后， 深圳国资近

期又计划退出一家上市公司深纺

织。 据接近深纺织下属子公司的一

位人士透露， 深纺织股权的接盘人

很有可能是华星光电。

深圳国资运营平台深圳市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昨日宣布， 拟转

让深纺织

A26%-29%

的股份。转让

完成后，深圳投控将不再是深纺织

的控股股东。 据深纺织公告，深圳

投控此次转让股份不低于

1.32

亿

股且不高于

1.47

亿股， 转让价格

不低于前

30

个交易日的加权平

均价。

据测算，深纺织昨日复牌前

30

个交易日的加权均价约

7.86

元

/

股。 这意味着，这笔股权交易总额

将达到

10.37

亿元至

11.55

亿元。

深圳投控还要求，受让方必须是单

一法人主体，从事平板显示相关产

业，持续经营三年以上且最近两年

连续盈利。

在过去几年， 深圳国资已经基

本完成深纺织的改造， 将该公司原

本处于夕阳产业的纺织业务逐步剥

离， 同时与乐凯胶片合作培育出国

内第一家

TFT-LCD

（液晶面板）用

的偏光片生产商盛波光电。 经过近

几年的整合， 逐步将盛波光电股权

纳入到上市公司中， 偏光片业务已经

占据深纺织半壁江山。

值得注意的是， 深纺织的另一

国资股东深超科技在此次国资股权

转让公告里并没有明确表示退出的

意愿。 该公司作为深圳投控全资子

公司， 从事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业

务，曾与

TCL

集团及韩国三星公司

合资设立华星光电， 投产两条

8.5

代线

TFT-LCD

。 目前，深超科技已

逐步向

TCL

集团转让了华星光电

的股权。

正因为华星光电与深圳国资有

此渊源， 同时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

从事平板面板产业的大型企业之

一，盛波光电（深纺织主要子公司）

下游一家企业的高管告诉证券时报

记者， 深纺织股权的接盘人很有可

能是华星光电。 不过，华星光电公司

总裁办公室总监肖春昨日对证券时

报记者表示， 公司有实力参与竞购

上述股权， 但暂时还未了解到有参

与竞购的计划。

转让深纺织的股权只是深圳国

资改革的第一步。 证券时报记者从

接近深圳国资委的一位消息人士处

获悉，在此轮国资改革中，深圳将逐

步退出非战略性领域， 将

85%

以上

的资源集中到“一体两翼”产业上，

即基础产业、 金融业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

A股史上最大规模借壳诞生：

绿地集团655亿借壳金丰投资

重组完成后，绿地总市值规模将直逼房企龙头万科

证券时报记者 冯尧

旷日持久的绿地集团借壳金丰投

资

(600606)

事宜终于尘埃落定。停牌

8

个月后，金丰投资今日宣布，公司拟通

过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

进行重组， 拟注入资产为绿地集团

100%

股权，预估值达

655

亿，这也将

刷新

A

股史上最大规模借壳纪录，公

司总市值将直逼房企龙头万科。

完成重组后， 装着

655

亿元绿地

集团资产的金丰投资，将成为“国有体

制”与“市场机制”结合的“混血儿”。该

公司股票今日复牌。

市值规模直指万科

根据预案， 金丰投资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方案由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两部分组成。首先，公司以全部

资产及负债与上海地产集团持有的绿

地集团等额价值的股权进行置换，拟

置出资产由上海地产集团或其指定的

第三方主体承接， 拟置出资产的预估

值为

23

亿元。

此后， 金丰投资向绿地集团全体

股东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购买其持

有的绿地集团股权， 其中向上海地产

集团购买的股权为其所持绿地集团股

权在资产置换后的剩余部分。 经预估，

拟注入资产的预估值为

655

亿元，公司

拟以每股

5.58

元的价格，非公开发行合

计

113.26

亿股用于支付上述对价。

此次绿地

665

亿元借壳金丰投

资，将成为

A

股“史上最大借壳案”。

去年北京信威

268.88

亿元借壳中创

信测，令中创信测一度被誉为

A

股史

上“蛇吞象”式借壳的神话。 在此次借

壳完成后， 绿地市值规模也将直逼房

企龙头万科。 截至昨日收盘，万科总股

本为

110.15

亿股，总市值为

854.76

亿

元。 而金丰投资在发行

113.26

亿股之

后，总股本将超过万科达

118.44

亿股。

自从金丰投资停牌以来， 已历经

8

个月时间。 接近绿地集团一位人士

就曾对记者坦言， 借壳进展缓慢也与

绿地如何安排未来的股权结构和管理

架构有一定关系。

在此前绿地的股本结构中， 职工

持股会占

36.43%

，上海城投总公司占

26%

， 上海地产集团占比

25.03%

，中

星集团持

9.65%

，天宸股份持

2.89%

。

即上海国资此前实际持有绿地集团约

60.68%

的股份，绿地此前股权结构显

得相当复杂。

评估溢价近九成

财务数据显示，截至

2013

年

9

月

末，绿地集团总资产为

3088.79

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348.27

亿元。 其

2010

年度至

2013

年

1-9

月

营业收入分别为

947.82

亿元、

1478.64

亿元、

1985.62

亿元和

1746.25

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

45.75

亿元、

56.17

亿

元、

68.76

亿元和

76.62

亿元。

此次注入资产的预估值为

655

亿

元， 也就意味着此次绿地资产估值溢

价达到

88%

。 “绿地此次估值虽然溢

价

88%

，并以每股

5.58

元的价格发行

股票，但属于正常范围。 ”深圳一位投

行人士坦言。在他看来，绿地采取这个

价格发行股票，是一种折中的选择。按

照证监会规定， 增发价最低为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的

90%

。 以此计

算，这一数字大概为

5.3

元，但证监会

未对上限进行规定。 “增发价太低，盘

子过大，股价将来就低，但如果增发价

太高，同样的资产换的股份就少，绿地

也会不愿意。 ”该人士分析称。

五家PE参与分羹

上述交易完成后， 上海地产集团

及其全资子公司中星集团、 上海城投

总公司、 上海格林兰持股比例较为接

近，且均不超过

30%

，上述股东中没

有任何一个股东能够单独对上市公司

形成控制关系。 不过，由于上海地产集

团和上海城投总公司由上海国资委

100%

控股，也就是说，上海国资委仍掌

控

46.25%

的股权，成为实际控制人。

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

12

月

19

日

刚入股绿地集团的五家

PE

机构也将

参与分羹。 金丰投资向平安创新资本

发行

11.75

亿股， 向鼎晖嘉熙发行

5.04

亿股，向宁波汇盛聚智发行

4.53

亿

股，向珠海普罗发行

1.19

亿股，向国投

协力发行

1.13

亿股。 此外，去年从绿地

分红

5984

万元的天宸股份也将持有

2.71

亿股。 因此，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将成为上海市国资系统中的多元化混合

所有制企业。

用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的话说便

是，在重组前绿地已经拥有“国有体制”

与“市场机制”的“混血”机制，而这一庞

大身躯装入金丰投资后， 这一机制得以

延续。张玉良向记者坦言，绿地的混合所

有制，顺应了国资改革的导向，目标就是

通过混合所有制经济， 放大国有资本功

能。 他透露，绿地旗下的云峰集团、建设

集团、南京城开、沈阳绿建、绿地泉景、汽

车服务集团等企业均实施了绿地控股与

经营者群体持股相结合的体制。

影视业“四大天王”喝完头啖汤

门外汉踏入“娱乐圈” 胜算几何待掂量

见习记者 邝龙

近日，熊猫烟花、湘鄂情等非文化

类公司先后宣布了并购影视业务的计

划。此前已有北京旅游、禾盛新材等公

司也宣布了类似计划， 上市公司跨界

混“娱乐圈”渐成趋势。

值得关注的是， 上述公司跨界并

购的影视类资产并非一线公司， 且主

营差异较大， 如何进行资产整合才是

关键所在。分析认为，跨界并购需要从

自身主营角度出发， 与新业务进行有

机结合，这样才能产生协同效应。

影视并购现新趋势

熊猫烟花上周宣布收购华海时代

全部股权，并购涉及金额约

5.5

亿元，

溢价率高达

815.97%

。 餐饮企业湘鄂

情更是短短几天内宣布收购两家影视

公司，

3

月

8

日披露拟收购北京中视

精彩

51%

股权、

12

日宣布拟收购笛女

影视

51%

股权，两项并购交易均为不

低于

10

倍市盈率的价格。

据证券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2013

年初至今影视传媒行业并购案超过

40

件，除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华策影视等

传统巨头外，乐视网、掌趣科技等大文

化类公司也积极参与行业整合。

文化类公司内部整合整体效果不

俗。 传统的影视上市公司“四大天王”

———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华策影视、

乐视网都在

2013

年发布了相关的收

购计划， 公司当年业绩同比均出现不

同幅度的上涨。其中，华谊兄弟净利润

更是达到

6.67

亿元，增速高达

173%

。

华泰联合证券一位不愿具名的人

士向记者表示：“对于上市公司而言，

并购重组是资产配置的选择， 传媒产

业发展迅速，受到政策扶持，所以集中

出现产业并购并不奇怪。”特别是国务

院近期发布 《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

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

被视为文化产业政策利好。据了解，该

人士曾参与多起传媒类公司的收购。

进入

2014

年，非文化类公司的跨

界并购却成为了新趋势。在熊猫烟花、

湘鄂情之前，北京旅游、禾盛新材都已

经宣布了相关收购计划。 根据公开资

料， 北京旅游拟出资

1.5

亿元收购北

京光景瑞星

100%

股权； 禾盛新材拟

2.2

亿参股金英马影视。

资本涌入引泡沫担忧

非文化类公司进行影视产业并

购，多数背后存在业绩压力。针对相关

交易， 湘鄂情在此前的业绩说明会上

表示，要把影视打造成利润增长极。这

一表态的背景为，湘鄂情

2013

年净利

润亏损

5.6

亿元， 交出了上市以来最

差成绩单。 计划收购华海时代的熊猫

烟花，

2013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

下滑

33.76%

。

不过， 影视行业盈利同样存在风

险， 尤其是近期频频出现并购的电视

剧行业。 从事电视剧产业研究的艺恩

咨询分析师钟莹培指出， 由于电视剧

从项目设立、拍摄、后期制作再到发行

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 这也造成了收

入确认的滞后性以及全年收入分布的

不均衡性。要保持业绩的平稳增长，电

视剧公司的制作规模、 资金投入必须

稳步扩张。

这一盈利模式，也对上市公司的影

视经营思路、 资金链供应提出了考验。

以湘鄂情为例，公司收购的两家公司风

格各异， 中视精彩擅长历史题材制作，

而笛女影视则较为擅长现代题材。

众多资本纷纷挤入电视剧板块，

也令市场出现“泡沫”的呼声。 来自广

电总局的数据显示，

2013

年， 电视剧

总产量为

1.5

万集，同比减产

11.2%

。

其中， 全年卫视频道黄金时段播出了

616

部电视剧，但仅

43%

为新剧。

业内跨界易于整合

还有一个问题在拷问跨界并购，

如何将影视业务与原有主业进行结

合？上述华泰联合证券人士认为，跨界

并购能否带来更好的发展， 跟公司的

战略规划有关。“如何将新业务与原有

业务进行有机结合， 是并购成功与否

的关键，如果只是单纯财务投资，并不

能真正做大做强。 ”

乐视网并购花儿影视， 曾是去年

文化产业纵向整合的焦点案例。 日前

乐视网发布公告， 以

9

亿元收购花儿

影视全部股权一事获得证监会相关批

复，乐视网也正式形成了内容生产、视

频播放、终端产品的产业链布局。

艺恩咨询分析师钟莹培认为，整

体产业链的整合对影视公司盈利有着

十分关键的作用。“影视公司根本上作

为产品公司， 最核心的仍是产品的质

量；除此之外，植入广告、发行渠道和

发行力度、衍生品开发、成本控制等方

面的实现程度高低均会对电视剧公司盈

利产生较大影响。 ”

在这一点上， 华策影视的并购策略

显然更为符合电视剧公司的盈利思路。

华策影视日前完成对克顿传媒的收购，

公司电视剧年产能超过

1000

集； 同时，

华策影视宣布增资合润传媒， 后者主要

提供品牌定制和植入广告的服务， 将在

一定程度上开发公司的内容价值。

由于乐视网、 华策影视等公司已经

在文化领域经营多年，相对于熊猫烟花、

湘鄂情等公司更具整合经验； 但对于后

一类公司而言， 整合思路将直接决定并

购后相关业务的发展。

南京中北退出房产开发

有望获注大股东资产

证券时报记者 袁源

作为南京老牌市属国企，南京

中北（

000421

）正在加快一般房地

产开发领域的退出步伐。

目前，南京中北正处于重大

事项停牌阶段 。 据接近南京市

国资的一位消息人士向记者透

露， 南京中北或将获大股东资

产注入。

公开资料显示， 公司第一大

股东南京公用控股（集团）为公司

第二大股东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

控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二者

合计持股

37.23%

。

据南京中北今日的公告，拟

在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出让其全资

孙公司南京中北瑞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00%

股权。 根据评估报

告，中北瑞业

100%

股权对应的净

资产评估值为

6978

万元， 本次出售

挂牌交易底价不低于

6978

万元。

中北瑞业系南京中北全资子公司

中北盛业全资子公司。 中北盛业于

2013

年

3

月

14

日以

2.3

亿元拍得浦

口区江浦街道七里路

3.28

万平方米

（约合

49.2

亩）

G08

地块。 为运作该地

块， 中北盛业出资成立了全资子公司

中北瑞业， 成立至今尚未有实质经营

内容。

南京中北表示，根据南京市政府

2013

年出台的关于国有控、参股公司

退出房地产市场相关要求，公司将通

过加快推进已取得销售许可证的房

地产项目销售、 于

2014

年

6

月底前

完成未取得销售许可证房地产项目

的挂牌转让，全面退出一般商品房开

发领域。

2013

年，南京中北房地产业

务收入达

4.43

亿元，在主营业务中占

比

26%

。

特斯拉

合肥寻找“中国合伙人”

证券时报记者 童璐

尚不清楚特斯拉是否会接过安

徽省合肥市政府递出的橄榄枝，但

特斯拉等外资车企在中国寻求合作

的脚步正在加快。

据合肥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

处

3

月

14

日的消息，特斯拉全球副

总裁、 中国区负责人吴碧瑄与合肥

市市长张庆军会面， 吴碧瑄表示近

期将安排到合肥实地考察， 在合肥

率先启动充电桩规划布点工作，以

市场带动产业发展。

合肥市的政府网站则显示，

张庆军

3

月

9

日在北京分别会见

了北车集团党委书记奚国华、中

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张晓

松、清华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

美国特斯拉集团副总裁吴碧瑄和

中国汽车工业进出口总公司党委

书记陈伟农。 除相关政府官员外，

江淮汽车集团负责人也参加了此

次会见。

值得注意的是， 合肥市政府网

站的上述消息中并未提及吴碧瑄的

表态，仅表示“张庆军介绍了合肥新

能源汽车研发、 使用推广、 扶持政

策、区域辐射力等情况，并期待特斯

拉布局合肥”。 作为合肥市市长，张庆

军在两会期间曾建议细化新能源汽车

扶持政策， 足见当地政府对新能源汽

车的支持态度。

资料显示，截至

2013

年底，合肥

市已推广新能源汽车

8813

辆，其中九

成左右为纯电动汽车， 在全国居于首

位。而在充电设施配套上，合肥已建成

8

座充电站，

2000

个充电桩，

10

座维

保服务站。此外，合肥正依托普天新能

源建成全国首个新能源汽车全程、全

网的城市级监控中心， 目前正处于试

运行阶段。

对于特斯拉是否确定介入合肥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合肥市政府驻

京办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证券时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不清楚会面的具体

内容，未参加此次会面。 ”江淮汽车

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尚未接触到相

关信息。

随着特斯拉概念屡遭爆炒，多家

公司对“中国合伙人”的市场传言相

继作出了回应。 根据记者梳理，目前

公开承认与特斯拉有过接触的上市

公司只有两家，分别是天汽模和长信

科技。 主营触摸屏业务的长信科技位

于安徽省芜湖市，与合肥市距离不足

150

公里。

图片来源：大智慧

排名 并购方 被并购方 并购总额 占股比例

１

万达集团

ＡＭＣ

影院公司

２６

亿美元

１００％

２

华策影视 克顿传媒

１６．５２

亿元

１００％

３

乐视网 花儿影视

＆

乐视新媒体

１５．９８

亿元

１００％

４

光线传媒 新丽传媒

８．２９

亿元

２７．６４％

５

华谊兄弟 银汉科技

６．７

亿元

５０．８８％

６

苏宁云商

＋

弘毅资本

ＰＰＴＶ ４．２

亿美元

７４％

７

华谊兄弟 浙江常升

２．５２

亿元

７０％

８

华策影视 最世文化

１．８

亿元

２６％

９

江苏宏宝 长城影视

２２

亿元

１００％

１０

中视传媒 金英马

１０．２

亿元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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