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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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分析师的评价，对一定时间段内沪深两市上市公司

舆情热度作出的综合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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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递易”受质疑 三泰电子多场合自辩清白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赖梓铭

6

个交易日股价跌去

33.39%

让三

泰电子成为近日资本市场的舆情热点，

关于三泰电子“速递易”业务的报道几

乎每天都见诸报端。 今年

3

月

24

日，三

泰电子曾在盘中创下

39.48

元的新高，

而在一年前的

2013

年

3

月

20

日，其股

价仅为

10.70

元。近日受到质疑的“速递

易”业务正是三泰电子在过去一年中股

价暴涨的原因。

“速递易” 业务指的是在社区建立

起快递储物柜，快递员将不在家的客户

的包裹存在储物柜中，客户凭相关凭证

自取快递，而客户亦可以通过储物柜寄

快递。 这一被称为解决 “快递最后

100

米”的业务受到资本市场青睐，如今的

暴跌则是因媒体对该业务的质疑。

媒体质疑“速递易”向快递员收取

储物柜使用费的可行性，以及三泰电子

在配股说明书中提到的通过 “速递易”

搭建电子商务服务平台系统的前景。 或

是受此消息影响，三泰电子连续两天跌

停。 在

27

日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动公告

中，三泰电子回应认为“‘速递易’业务

盈利模式十分清晰”， 并介绍了已推行

的

4

个盈利模式的具体情况，以及“速递

易”业务已为公司创造的营业收入、已拓

展的网点数目、 从事业务拓展的员工人

数等数据。 但舆论对“速递易”业务的质

疑并没有因此结束。 又有媒体质疑三泰

电子夸大网点数量、 业务进入壁垒低等

问题。 三泰电子股价继续下跌，

3

月

28

日再度跌停，并于

4

月

1

日起临时停牌。

4

月

1

日，三泰电子在国信证券组

织的机构投资者交流电话会议上与机

构投资者就媒体的质疑进行沟通，并在

公司对包括法定信披媒体在内的多家

财经媒体召开新闻沟通会，公开速递易

后台、协议原件、网点分布数据等。

4

月

2

日晚， 三泰电子发布关于媒体传闻的

澄清公告。

其中，关于投资者最为关注的夸大

网点数量的质疑， 三泰电子在公告中

称：媒体测算网点数量所依据的速递易

项目转入固定资产金额、单台速递易设

备价格与事实不符。 一方面，

2013

年末

系“速递易”设备布放高峰期，设备在网

点布放后还需要经过安装、调试、验收

阶段，才符合结转固定资产的条件。 并

且，速递易设备运输到现场布放后也需

要经过上述阶段再与供应商结算入账。

因此转入固定资产金额并未包含全部

速递易布放设备。 另一方面，其所依据

的“速递易”单套或单网点设备价格亦

不准确。

三泰电子证券代表宋华梅还对中

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提到，按照公司配

股计划

2015

年

6

月前将完成

12000

个

布点，但是公司内部今年所定的目标就

是新增

10000

个点。 三泰电子董秘贾勇

在

4

月

1

日对媒体召开的新闻沟通会

上就提到目前已经签订近

5000

个小区

的协议，并向到场媒体人士展示已经签

订网点的协议原件。

关于“速递易”的盈利模式，有媒体

在采访中发现，快递员对收费模式非常

排斥， 快递员送一次快递收入才

1

元

多，而“速递易”每次收费

0.5

元。 对此，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还联系到三泰

电子财务总监夏予柱。 他提到，根据调

研以及快递业的数据，储物柜将能大大

提高快递员派件的效率，目前收费模式

在成都的运营较为成功，虽然经历了反

弹，快递员最终还是接受了这种模式。

日前， 京东宣布与

15

个城市上万

家便利店合作， 创新零售业

O2O

模式，

并解决“快递最后

100

米”的问题。 当被

问及两种模式的差别时，夏予柱称用便

利店模式来解决 “快递最后

100

米”的

问题，国内此前就有过尝试，但不成功。

他认为原因有三：第一，由便利店代收包

裹用户不一定信任， 存在安全问题；第

二，当包裹量大时存在效率问题，管理不

便；第三，并非每个小区都有便利店。

尽管近日受到媒体的多项质疑，三

泰电子与投资者进行了多次沟通，以公

告形式公布了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并召开新闻沟通会与媒体直接接触，在

4

月

2

日晚的澄清公告中也逐一回应媒

体提出的

7

项质疑。 对于三泰电子的澄

清，《上海证券报》、 中证网、《金融投资

报》以及最早提出质疑的《每日经济新

闻》都进行了报道。 三泰电子

4

月

3

日

复牌后股价以

1.59%

的涨幅收盘，上证

综指则在当天以

0.74%

的跌幅收盘。

高薪问题屡遭热炒 银行如何应对？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金立里

每年的三四月份，是上市公司发布

年度报告的时节，上市公司必须按照信

息披露的规定向投资者和公共舆论“掏

心掏肺”。

通常，年度报告中的“营业收入”和

“利润”，是投资者和舆论最为关注的词

条， 在媒体的报道中，“下滑”、“亏损”、

甚至“变脸”等形容词并不鲜见，当然，

也有部分公司确因业绩良好，被媒体报

以“向好”、“靓丽”、甚至“暴增”等语。

除此之外， 部分媒体也会绞尽脑汁

变换不同的角度对年报进行新闻挖掘。

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 在两市

2000

余家上市公司中， 有一个特殊的群

体， 每年此时都会引发舆论的特别关注，

即上市银行。除了计算上市银行的“暴利”

程度、报道银行“日赚

X

亿元”之外，媒体

们还热衷于对这个行业内从业人员的薪

酬水平进行排名比较———这几乎已成为

每年“年报季”媒体报道的标准动作之一。

今年亦不例外，自包括工农中建交

五大行在内的十多家上市银行发布年

报后，各大小媒体便开启了对银行“暴

利”与“高薪”的“讨伐”，诸如《

6

家银行

“降薪” 招行平均年薪

39

万居首》（《天

府早报》）、《十大银行平均年薪

12

万元

招行居首工行“垫底”》（《新京报》）等报

道，均在网络上获得大量转载，在微博

等社交媒体上斩获大量转发和评论。

所不同的是，与前两年相比，今年

舆论对银行高薪的讨论热情已有所下

降，主流财经媒体并未参与报道，反倒

是部分都市类媒体表现出了较高的热

情，部分媒体报道甚至对银行平均薪酬

的下降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同情”。 互联

网、尤其是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

融创新，已经从实质上对银行业务形成

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而民营银行试点、

利率市场化等“大尺度”改革，也使得银

行的日子“趋紧”，银行从业人员的高薪

问题亦开始“走下神坛”。

银行“高薪无罪” ？

不同背景的媒体报道， 因报道时

间、报道侧重点，尤其是所使用的计算

方法、会计科目的不同，计算出来的结

果亦不尽相同。 如

4

月

1

日，《新京报》

报道称， 几乎稳居员工高薪榜首的招

行再次夺冠，据其记者统计，去年招商

银行员工平均年薪

39.1

万元。 而招商

银行却对此作出回应， 称媒体的计算

方式不统一，据其计算，去年该行员工

薪酬应为

38.31

万元，应居第四，而非

第一。 此外，银行薪酬水平还被拿来与

券商比较，但同样是由于计算方法和报

道侧重不同，不同媒体报道得出的结论

甚至南辕北辙，有媒体计算已发布年报

的

10

家券商“人均薪酬

11.45

万元，比

银行少

1

万元”， 而有媒体计算却得出

“

30.17

万元比

12.45

万，券商人均年薪

完胜银行”。

然而，无论媒体计算的结果如何不

同，舆论反响所反映的是，整个银行业

在垄断资源的优势之下，仍然是一个不

折不扣的暴利行业， 行业内的从业人

员，仍是让人又羡又恨的“高富帅”。

一直以来，公共舆论都对银行有一

个垄断暴利的固有印象。 而此前部分媒

体报道为抓眼球，通常都会迎合公众舆

论的这种心理需求， 甚至有煽风点火、

添油加醋之嫌。 不过，近来部分媒体报

道亦趋于理性，对银行高薪问题作了更

多社会、制度，以及公司治理等层面的

分析。 如有观点指出，银行高薪问题之

所以每年都会被热炒，其背后，是银行

披露的数字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强烈反

差造成的其余社会成员对社会财富分

配机制的不满，以及对日益拉大的贫富

差距的不满。

有观点则认为，银行高薪的原因之

一就是国有控股银行尚未能实行股权

激励，从而导致薪资短期高企。 另一方

面， 银行确实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行

业， 尽管银行业整体上是垄断行业，但

内部竞争激烈，加上对从业人员的素质

要求较高， 因而必须依靠高薪吸引人

才。与此同时，媒体在比较时，缺少同行

业的国际横向比较，中国银行业薪酬水

平的绝对数量与国际同行有明显差距。

高薪本无罪，关键看高薪能否给行业带

来高效益，高薪是不是有损社会公平。

但更普遍的观点，认为银行从业人

员的薪资水平仍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尤其是高管不该拿这么高的收入。 我国

银行业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尽管看起来

轰轰烈烈，也取得了不少成效，但实际

上整个银行业的运作机制、银行业的企

业文化及激励约束机制与以往相比并

没有太大改变，并未能做到高薪与高责

任、高业绩切实挂起钩来。 而不少银行

高管都是任命制，创造的公司价值有很

大差距，公司微利甚至亏损，高管还拿

着高薪，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事实上， 监管层亦早已意识到了这

一问题，

2010

年

3

月，银监会下发《商业

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 正式限制商业

银行高管薪酬。其中规定，商业银行主要

负责人绩效薪酬不得超过其基本薪酬的

3

倍， 且高管绩效薪酬的

40%

以上应采

取延期支付的方式，且期限不少于

3

年。

银行如何应对？

对于深陷其中的上市银行来说，处

境确也尴尬，因为媒体报道的计算过程

尽管有各种瑕疵，但结论却与事实相距

不远。 某种程度上讲，舆论的声讨，银行

“罪有应得”。 但从舆情管理、危机应对

的角度出发， 面对如此汹涌的舆情，银

行应当如何应对？ 对于媒体和公众的质

疑，是否需要做出回应？ 如何做出回应？

首先， 应保持对舆情的密切关注，

实时监测，把握舆情动向，并就此类舆

情对公司的影响做一个整体评估。 经过

数年重复之后，舆论对此类新闻已经有

了更为冷静客观的判断，但仍然不排除

个别激进的观点， 亦不排除媒体报道

“拔出萝卜带出泥”。

此类报道通常针对的都是整个行

业所有公司，打击面较广，报道内容不

涉及具体的经营好坏和公司前景， 因而

不会对公司的未来经营和股价形成影响，

亦不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回应的范

围之内。 但是，此类报道不会单纯只是对

年报中的薪酬数据做解读，而是会对公司

系列舆情做组合分析。尤其是当公司业绩

和股价表现均不如人意的时候，高薪问题

就很可能引发投资者的不满。

此外， 当公司的数据尤为突出、成

为焦点中的焦点时，媒体报道亦会自然

回顾公司过去的其他历史负面信息。 如

2012

年， 当时的深发展银行发布

2011

年年报后，媒体震惊地发现其行长理查

德·杰克逊的年薪高达

869

万， 当时的

报道中，就再次挖出深发展违规宣传理

财产品、连续多年不分红、克扣员工社

保等负面新闻。 因此，公司理应对涉及

公司的报道作出积极的回应。

至于回应的方式和渠道，公司可以

有更灵活的选择。 由于通常情况下，相

关的报道都不会触及信息披露的警戒

线，公司不必动用公告予以回应，但可

以通过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等渠道，予

以声明，尤其是针对媒体计算方式不统

一的问题、报道中回顾的历史负面信息

等，作出解释。 这是对舆论和投资者负

责的态度。

上市公司舆情周榜

中兴通讯荣获“第一夫人概念”

*

ST长油变成央企退市第一股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黄帆

*

ST 长油将成央企退市第一

股： 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

察， 本周舆情热度最高的

A

股上

市公司为

*ST

长油。 不过，公司上

榜的原因却是因为戴上了“央企退

市第一股”的帽子。

3

月

31

日，公司发布公告称，

其将在

4

月

23

日前进入退市整理

期，

30

个交易日的整理期结束后，

公司股票将从上交所摘牌。这将是

首例央企退市。 不过媒体认为，其

中也许还会有变数，其最大自然人

股东依然在到处奔走，并希望召开

临时股东大会。

*ST

长油前称南京水运、长航

油运，在公司上市

17

年间，

*ST

长

油合计亏损超过

50

亿元。 其主要

亏损出现在

2010

年之后， 短短

4

年间，公司的亏损额度就远超其之

前

13

年的净利润。有分析认为，公

司之所以落得如此境地，很大程度

是因为其此前发展过于激进。据媒

体报道，

3

月

31

日，

20

多名

*ST

长油股民聚集到上证大厦，对于长

油退市表达诉求。

中兴通讯被封第一夫人概念

股：

3

月

31

日，有港媒报道，中国

第一夫人彭丽媛近日访欧时，拍照

所用的是价值约

1888

元人民币的

中兴新款手机。 随后，中兴通讯有

关人士向媒体证实，彭丽媛女士所

使用的手机是其旗下子品牌努比

亚的产品。媒体报道，消息传出后，

有不少消费者前往门店购买此款

手机。

或是受该消息影响，中兴通讯

周一开盘大涨

3.92%

，周二盘中也

出现拉升， 截至收盘股价上涨

3.96%

。 有媒体在报道中称之为继

大杨创世之后的又一“第一夫人概

念股”。有分析认为，国产手机品质

不断提升，再加上近年内地积极支

持本土品牌走出去的政策背景，国

产手机行业“钱途看好”。

牧原股份被疑业绩变脸：

4

月

1

日晚间，牧原股份公布了上市来

的首份年报，

2013

年公司实现净

利润

3.04

亿元，同比下降

7.99%

。

同时预计

2014

年一季度将亏损

4500

万

-6500

万元， 而此前牧原

股份曾预计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

30%

以上， 净利润同比

波幅在

-20%

至

20%

之间。

公司由此被称为今年首批

48

家新股中的 “

IPO

业绩变脸第一

股”，引发媒体一片哗然。 有评论

认为，在如此严厉的财务核查下，

竟然还出现

IPO

变脸， 让人不能

接受。 另有媒体统计，在

48

家公

司当中，东易日盛、绿盟科技、东

方通、安控股份、鼎捷软件、赢时

胜、金一文化等公司，都已经曝出

一季度亏损。

4

月

3

日，牧原股份就媒体质

疑做出澄清， 其澄清公告认为，第

一季度净利润与预估数据差距大

的原因， 是生猪价格出现持续下

跌，从而导致公司生猪销售出现严

重亏损。

乐视网市值俩月蒸发140亿：

媒体报道，乐视网高管家属的减持

成了股价杀手。

1

月

29

日，乐视网

曾发布公告称， 董事长贾跃亭姐

姐、乐视网前高管贾跃芳减持公司

股票

1100

万股。 而乐视网的股价

在

1

月

27

日创下了

55.5

元的新

高后，就一路下跌，截至

4

月

3

日，

公司股价仅剩下

37.81

元。 有关减

持由此惹来“精准套现”的怀疑。

此外，乐视网的高估值一向都

受到媒体的诟病。

3

月

22

日，乐视

网公布

2013

年营收与利润双双增

长的利好，仍未能提振股价。相反，

嘉实优质、广发聚瑞等机构还选择

减持出逃。 业内人士分析，乐视网

的实际运营情况或许没有其财报

那么靓丽，财务报表不过是被资本

市场绑架了，参考价值较低。

鑫富药业重组方案遭否：本

周，鑫富药业重组方案被证监会否

决。 据证监会相关公告显示，亿帆

生物和亿帆药业借壳鑫富药业的

方案被否决，其具体原因为，标的

公司会计基础薄弱，内控制度与上

市公司的规范要求差距较大。

4

月

3

日开盘， 鑫富药业股价一字跌

停。自去年

7

月发布重组预案并复

牌后，鑫富药业股价曾走出持续

8

个月的大牛行情。

有媒体分析认为， 有关的理

由非常罕见且相当严重， 或许蕴

含相关公司逃税嫌疑。 相关报道

引述业内人士的观点指出， 标的

资产此前并没有登陆资本市场的

打算， 因此曾设法做低收入与利

润以逃避征税，“这在医药销售行

业很普遍。现在为了上市，才进行

了补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