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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诚股份神秘接盘方“现身”

在地产业务注入无望的情况下，宝能系3亿元让出控制权

见习记者 胡志毅

日前，宝能系

3

亿元“卖壳”事宜

一经公布，就引起市场强烈关注。无论

是宝诚股份 （

600892

） 较低的转让价

格， 还是受让方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的神秘身份都引人遐想。

神秘接盘方

10

月

13

日， 证券时报记者来到

位于深圳福田区景田片区的大晟资产

所在地。 公告中的景田邮政综合楼早

已更名为大晟商厦， 大晟资产就位于

大晟商厦

6

楼。入口的玻璃门上，大晟

投资四个字清晰可见。 偌大的办公大

厅中，四、五个人正在电脑前工作。 当

记者表明来访意图后， 该公司员工表

示， 公司负责人谢建龙和周镇科均不

在公司，无法接受采访。

目前， 谢建龙为大晟资产董事长

及法人代表。 周镇科持有大晟资产

99%

股权， 大晟资产受让宝能系旗下

矩盛华股份所持股权后， 周镇科将成

为宝诚股份实际控制人。

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大晟资产原名

深圳市富居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4

月

28

日， 由陈雪玉和张金山出资

100

万元设立， 初始经营范围局限在房

地产经纪业务。 随后的近

8

年时间里，

公司名称几经更换，经营范围也逐渐扩

大至国内贸易、房地产开发等业务。

事实上，今年

8

月之前，大晟资产

的业务一直和股权投资、 资产管理没

有任何交集。

8

月

12

日，大晟资产完成了工商

资料的第

8

次变更。 公司注册资本增

加至

5000

万元，经营范围中新增股权

投资管理以及受托资产管理业务。 周

镇科成为公司董事长和法人代表。

一个多月后的

9

月

18

日，宝诚股

份停牌。停牌期间，大晟资产完成了最

后一次工商资料变更。 谢建龙取代周

镇科成为公司董事长和法人代表。 事

实上， 这也是谢建龙首次出现在大晟

资产的高管名单中。

大晟资产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记

者，谢建龙是公司总经理，很早就来到

公司，平时都会在公司办公。

值得注意的是， 辰州矿业第三大

股东深圳杰夫实业董事长同样名为谢

建龙。出身廉江的谢建龙在

2004

年至

2007

年间，透过投资辰州矿业，获利

近

7

亿元， 堪称资本运作高手。

2010

年，谢建龙在新国都上市前突击入股，

获利近千万元。

种种迹象表明， 此次获得宝诚股

份控制权的大晟资产董事长谢建龙与

当年名扬深圳资本圈的谢建龙正是同

一人。 当证券时报记者在电话中向大

晟资产工作人员求证时， 其在短暂的

停顿后表示，不方便回答。

另一名焦点人物周镇科背景则更

加神秘，除

2005

年上半年有一同名为

周镇科的自然人出现在农产品的前十

大流通股东名单外， 公开资料中找不

到其他任何与其可能相关的信息。

宝能系弃壳

除接盘方的神秘身份外，转让价格

是另一个市场关注的焦点。宝能系旗下

矩盛华股份以市价

24.3

元

/

股合计

3.07

亿元转让所持宝诚股份全部

19.99%

的

股份令许多投资者感到诧异。

有机构人士告诉记者， 宝诚股份

股本较小，即使近年来股价上涨，市值

有所增加，仍不失为一个理想的壳。以

此来看，转让价格是偏低的。 而且，考

虑到宝能系当年为获得宝诚股份控制

权就付出了

3.5

亿元现金， 这笔交易

就显得更不划算。

2010

年

5

月，宝能系入主宝诚股

份（原为

ST

湖科）曾一度打算视其为

今后主要的资本运作平台， 计划将相

关优质资产注入其中。 有接近宝能系

人士告诉记者， 宝能系当年计划注入

宝诚股份正是其房地产资产。

宝能集团拥有地产、金融、物流、

文化旅游几大产业板块。相较于物流、

金融等相对稳定的板块， 房地产业务

是最适合注入上市公司平台的。

然而， 就在宝能系入主宝诚股份

的一个月之后，“国十条” 的颁布使得

宝能系注入地产业务的构想最终破

灭。 尽管当年有多家房地产企业借壳

上市成功，不过包括银亿股份、金科股

份在内的多家借壳企业早在“国十条”

公布前就已过会。

随后的几年间，由于钢铁行业整体

不景气，主营业务为销售金属矿石的宝

诚股份业绩已经出现大幅下滑，公司一

直在为保壳而战。包括宝能系出资

5

个

多亿认购定增股份，申请债务豁免均是

为了保住宝诚股份的壳资源。

2013

年

4

月，宝诚股份艰难摘帽。

尽管无法知悉为何宝能系甘心以

市价拱手让出上市公司控制权。不过，

大晟资产的进入无疑再次点燃了宝诚

股份的重组预期，后续动作值得期待。

证监会核准

福达股份等11家公司IPO

证券时报记者 邝龙 仁际宇

昨日， 证监会宣布核准了桂林福

达股份有限公司等

11

家企业的首发

申请，包括上交所

6

家，深交所中小板

2

家、创业板

3

家。

其中，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曙

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精达

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黑猫焦

化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合锻机床股份

有限公司、 中电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等

公司拟登陆上交所； 沈阳萃华金银珠

宝股份有限公司、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拟登陆深交所中小板；创

业板的企业为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江门市地尔汉宇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根据福达股份今日刊登的招股意

向书， 公司拟发行不超过

4350

万股。

根据发行时间安排，福达股份将在

10

月

22

日确定发行价格。

据披露， 福达股份主要从事发动

机曲轴、汽车离合器、螺旋锥齿轮等汽

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是

国内主要的汽车零部件专业生产企

业， 现具备年产

111.5

万根发动机锻

钢曲轴，

130

万套汽车离合器盖总成、

从动盘总成，

15

万套螺旋锥齿轮的生

产能力，以及在建福达锻造年产

10

万

吨精密锻件项目， 产品主要配套范围

包括商用车、乘用车和工程机械。

汽车工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

最重要的产业之一， 随着全球经济

的复苏，全球汽车市场逐渐回暖，同

时国内经济的持续稳定， 汽车市场

的快速发展， 国际采购商对我国汽

车零部件的采购力度加大。 国家汽

车产业“十一五”发展纲要对全面提

升汽车零部件行业竞争力的定位，

为我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发展带来

了良好机遇。

福达股份也依托行业的快速发展

和领先优势，业绩实现了稳健的增长。

据悉， 福达股份以及全资子公司桂林

曲轴、襄阳曲轴、桂林齿轮具有强大的

自主开发能力， 先后被认定为高新技

术企业，目前已拥有

41

项专利以及轴

颈及圆角淬火、 圆角滚压等多项核心

技术。 同时， 福达股份还是国家

QC/

T25

《汽车干摩擦式离合器总成技术条

件》以及

QC/T27

《汽车干摩擦式离合

器总成台架试验方法》 两项行业标准

的制定单位之一。

目前， 福达股份主要配套客户为

国内主要发动机及整车生产企业，部

分产品已经进入国际知名厂商汽车零

部件全球采购体系， 并得到了各大主

机厂商的认可， 配套供应规模逐年提

高。 同时， 福达股份正凭借自身在规

模、技术、品牌、质量等多重优势，在巩

固国内市场的基础上逐步拓展海外市

场，融入全球汽车零部件采购体系，积

极拓展国际市场。

苏宁环球加码文化产业

增资4亿加速战略转型

见习记者 倪天歌

自今年

7

月收购苏宁文化、 泓霆

影业以来，苏宁环球（

000718

）近日又

有了新动作， 将对旗下的文化产业平

台增资

4

亿元，加快战略转型的步伐。

苏宁环球

10

月

15

日午间发布公

告称， 为更好地推动公司进军文化传

媒领域， 决定将旗下苏宁文化产业有

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1

亿元增加至

5

亿元， 并将根据投资情况继续追加注

册资本， 全面保障公司在文化传媒领

域的发展。

作为苏宁环球进军文化传媒领域

的平台， 苏宁文化主要经营艺术品展

览、广告业务、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企

业形象策划、投资管理、电子商务、计

算机网络工程等业务。截至

2014

年

7

月

3

日， 苏宁文化今年已实现营业收

入约

4.98

万元， 亏损约

4.41

万元；总

资产达

9995.78

万元，净资产

9995.59

万元。

由于同期竣工的项目较少， 苏宁

环球上半年的业绩并不理想。 公司上

半年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5.3

亿元、

0.49

亿元， 分别同比下降约

84%

、

93%

； 但毛利率依旧维持高位，

达到

51.2%

，提升了

4.3

个百分点。 据

知情人士透露， 目前苏宁环球对房地

产开发业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为了拓展新的战略方向、 搭建文

化产业平台，公司董事会于

7

月

16

日

审议通过相关议案， 斥资

1

亿元从大

股东手中收购苏宁文化， 大步向文化

产业迈进。

紧接着，

7

月

17

日， 公司借助苏

宁文化的平台， 与上海泓霆影业有限

公司签订并购框架协议， 拟以吸收部

分老股和增发新股的方式， 以不超过

2.81

亿元的价格收购泓霆影业

51%

的

股份。 此举被视为苏宁环球布局文化

产业的重要一步。

此外， 苏宁环球在

10

月

15

日还

发布了第三季度业绩度预告， 预计第

三季度净利润为

-2875

万元至

1125

万 元 之 间 ， 同 比 增 长

50.99% ~

119.18%

。由于南京江北项目部分楼盘

将集中在第四季度交付， 苏宁环球预

计

2014

年净利润将达到

6.33

亿元

~

8.28

亿元，同比增长

30%~70%

。

苏宁云商轻资产术：巨量物业或成现金奶牛

证券时报记者 蒙湘林

苏宁云商（

002024

）的转型步伐正

在加快，继互联网化之后，这家零售业

巨头又开始了资产货币化的尝试。 据

昨日公布的 “创新型资产运作模式”，

公司计划以不低于

40.1

亿元的价格

将一二线城市

11

家自有门店物业资

产组成的多家全资子公司的全部权

益， 转让给中信金石基金所设立的私

募投资基金。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 苏宁云商

这一创新资产运作模式实际上是将自

有物业进行售后返租， 提前变现门店

产权的增值收益， 从而达到快速回笼

现金， 盘活存量资产的目的。 初步测

算，苏宁云商

47

家自有门店及其他物

业账面净值

169

亿元， 预估值达到

263

亿

~412

亿元。

有业内人士分析， 苏宁从原来的

传统电器零售商转型为线上线下并行

发展的互联网零售商， 需要不断变革

原有商业和管理模式， 比如陆续推出

的电子商务、

O2O

模式、 员工持股激

励等。 而此次售后返租在传统零售行

业并不多见， 此举有利于苏宁从重资

产向轻资产的转变， 从而加速苏宁的

互联网转型。

详解售后返租

根据公告，交易结构设计上，苏宁

云商拟转让的

11

家自有物业门店分

别位于北京、 成都、 西安等一二线城

市。 截至

2014

年

7

月

31

日，

11

家物

业的资产净值总计约为

16.96

亿元，

累计折旧金额

2.94

亿元，评估机构出

具的评估总价值为

40.1

亿元。 交易完

成后， 苏宁云商将以市场价格签订长

期租约租回

11

处物业继续经营。为了

完成该笔交易，苏宁云商还需先将

11

家门店的产权分别过户至在上海专门

设立的

11

家资产管理公司，注册资本

均为

500

万元。

交易完成后， 苏宁云商以市场价

格和长期租约租回

11

处物业继续经

营。同时，公司通过售后返租提前实现

自有物业增值收益和现金提前回笼。

中信证券研报认为， 苏宁云商拟

出售物业预计总面积

16

万平方米、后

续年度每年折旧额

1

亿元、 评估总值

40.1

亿元， 扣除相关税费后预计实现

净收益不低于

13

亿元，带来现金流入

不低于

30

亿元，这部分提前获得的现

金流入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此外据公告显示，本次价值

40

亿

元的资产转让将全部通过中信金石发

起设立的私募基金产品来完成， 中信

金石作为产品管理人将获得租金收入

和物业上市增值收益， 而基金投资人

将依此获得本金返还和分红。

一位雪球网资深财务人士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按照上述资产评估值，基

金产品需要募资

40

个亿，按照一般性

结构化设计，投资人作为优先级认购，

苏宁集团可能作为劣后级认购， 由于

现金流入是

30

亿，在不考虑物业增值

的情况下， 优先级的收益率不能低于

8%

，该基金产品才具备投资吸引力。

上述人士进一步分析：“按照

8%

的收益率， 苏宁至少需要支付

3.2

亿

元的租金， 不到

10

年后即超过

30

亿

现金流入， 以此计算总的融资利率约

为

10.7%

； 年租金支出扣去每年

1

亿

的折旧， 每年将增加

2.2

亿的成本费

用，

6

年即超过

13

亿的税后净收益，

以此计算总的融资利率约为

17%

，相

比银行贷款或信托利率都高出不少。”

该人士介绍， 售后返租这一融资

手段往往在房地产、 工业设备企业使

用较多， 由于其可提前变现且融资周

期短， 其利率确实要高出一般的融资

工具。 上市企业愿意以售后返租承担

高利率往往是由于可以增加非经营收

益以改善业绩， 证明自身物业隐藏的

增值潜力以提振股价。此外，相比银行

贷款， 此种方式的融资金额更大且难

度更小。

数据显示， 苏宁云商最近三个报

告期净利均同比下滑， 今年上半年更

是亏损

7.56

亿元。 苏宁云商表示，本

次交易将使得公司在交易完成当年确

认利润的基础上， 为公司降低资产负

债率、改善各项财务指标，并实现现金

流入，增加营运资金。

现金奶牛

据中信证券数据， 苏宁自

2007

年以来加码自有物业门店 ， 截至

2014

年上半年共有

47

家自有门店，

均位于一二线城市优质商圈，以单店

9000

平方米测算， 总面积约为

42.3

万平方米。 此外，苏宁云商总部园区

合计还有物业

22.9

万平方米，再加上

352

万平方米的仓储面积、

200

万平

方米的储备项目，苏宁旗下自有物业

面积合计达到

622

万平方米，账面净

值

169

亿元，预估值达到

263

亿

~412

亿元。

安永会计事务所北京分所的一位

税务审计师分析， 苏宁云商此次出售

物业面积仅仅只有

16

万平方米，转让

价值已经达到

40

亿元， 现金流入

30

亿元， 如果按照苏宁现有全部的物业

面积测算， 公司未来的现金回笼和价

值增值将不可限量， 公司巨量的物业

资产无疑将成为其转型路上的 “现金

奶牛”。

事实上， 苏宁云商当前的现金状

况也需要“现金奶牛”的支持。 财报数

据显示，

2014

年上半年苏宁云商毛利

率和净利率双双下滑，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仅为

8.39

亿元，由于

大规模的资本开支， 整个上半年共流

出现金

13.99

亿元。 与此同时，资产负

债率也一路升至

65.6%

。

苏宁云商表示， 随着公司推进一

体两翼互联网

O2O

零售模式转型，线

下优质门店对于提升用户体验、 完善

服务内容、 建立企业品牌形象以及移

动互联网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

司从战略上仍然需要提升可控优质门

店物业资源的比重，以保障持续经营、

控制风险和成本。为此，公司通过创新

资产运营模式，盘活存量资产，在获得

充沛的现金回笼同时再次投入优质门

店， 从而建立起门店资产购置到门店

运营的良性资产运营方式， 有利于公

司持续巩固线下门店。

前述雪球网人士也认为， 轻资产

运营是当前互联网行业最普遍的运营

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少投或不投入资

产，而通过经管他人的资产来获利。此

举既可以规避自我投入所产生的风

险，又可以取得一定的盈利，是与重资

产经营相比既有优势又有劣势的互补

经营模式。

苏宁云商本次创新资产交易结构示意图 蒙湘林/供图

位于深圳福田区景田片区的大晟资产所在地大晟商厦 胡志毅/摄

东方银星

两大股东上演抢筹大戏

证券时报记者 翁健

东方银星

(600753)

控股权之争再

度升级。 公司今日公告，两大股东豫

商集团和银星集团及双方的一致行

动人，均在

10

月

14

日当日增持公司

股权，且双方距离

30%

的要约收购红

线均只有一步之遥。 公司股票于今日

复牌。

此次权益变动前， 银星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东方银星股份

3748.84

万股，占东方银星总股本的比

例为

29.29%

。而豫商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上海杰宇合计持有东方银星股份

3814.26

万股，占东方银星总股本的比

例为

29.8%

。

由于双方持股比例非常接近，所

以不约而同地继续收集筹码。 早在今

年

8

月

22

日，豫商集团就与上海杰宇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一致行动协

议》。 而在

10

月

14

日，上海杰宇增持

东方银星

25.74

万股股份。 而控股股

东银星集团也不示弱， 同样在

10

月

14

日与自然人许翠芹签订了《一致行

动协议》。 当日，许翠芹通过招商证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在上交所

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东方银星

88.1

万股股份。

此次权益变动后， 双方的持股比

例均已非常靠近

30%

的要约收购红

线。 银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东方银星股份

3836.94

万股， 占总

股本

29.98%

，而豫商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上海杰宇合计持有东方银星股份

3839.99

万股，占总股本

29.99%

。

而豫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称，

不排除未来继续增持东方银星股份；

如继续增持， 则将以要约方式收购上

市公司股份。 而银星集团更是直接表

明， 银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在近

日增持公司股份至公司总股本的

30%

，并根据情况确定是否继续增持，

若需继续增持， 不排除以要约方式收

购上市公司股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