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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堵住上市公司频频“丢钱” 漏洞

熊锦秋

近日泸州老窖发布重大事项公

告

，

称

2014

年

10

月发现在农业银行

长沙迎新支行

1.5

亿元存款出现异

常

，

随后泸州老窖对存款展开风险排

查发现在工商银行南阳中州支行等两

处存款存在异常情况

，

涉及金额

3.5

亿元

。

三处合计

5

亿元存款在

2014

会

计年度拟按

40%

比例计提坏账准备

。

上市公司存款丢失

，

当务之急是

要尽快找回

，

同时找到责任主体

，

将其

绳之于法

。

2009

年

《

关于公安部证券

犯罪侦查局直属分局办理经济犯罪案

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通

知

》

规定

，

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设立

第一

、

第二

、

第三分局

，

分别派驻北京

、

上海

、

深圳

，

这些直属分局行使

《

刑事

诉讼法

》

赋予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权

，

按

管辖区域立案侦查公安部交办的证券领

域以及其他领域重大经济犯罪案件

，

每

个侦查局管辖几个或者十几个省

、

市

、

自

治区

。

目前上市公司丢钱

，

有的到当地公

安机关报案

，

笔者认为

，

既然公安部设立

了证券犯罪侦查局

，

且上市公司巨款丢

失可能涉及刑事犯罪

，

建议对于

5000

万

元以上的丢钱大案

，

由公安部责成证券

犯罪侦查局三个分局亲自侦办或督办

，

防止司法地方保护主义

，

同时要加快侦

办进程

，

因为时间拖得越久资金丢失的

真相便越容易被掩盖

。

在银行实际操作中

，

大额资金电子

转取需多个步骤

，

必须得到多个环节责

任人的确认

，

机构账户更不是随便就能

转账

，

因此

，

丢钱案中的犯罪嫌疑人必然

留下了蛛丝马迹

。

只要下决心

、

有恒心

，

存款多数还是可以找到

。

即使对于已确

认为坏账的应收款项

，

也并不意味着企

业放弃了追索权

，

要做到账销案存

，

今后

仍要尽可能想办法找回

。

上市公司存款丢失也要从自身反思

原因

。

据称

，

有些酒企频频丢钱

，

可能与

“

存款卖酒

”

模式有关

，

即经销商承销酒

企积压的滞销酒

，

酒企向经销商指定银

行开户存款

，

经销商则从银行方获取客

户介绍

、

委托贷款等好处

。

有人猜测

，

泸

州老窖存款频频丢失

，

很可能是不法分

子利用异地存款方式中银企双方互相不

熟悉的特点

，

通过盗刻公章

、

伪造资料的

方式

，

挪用或盗用了存款

，

当然也不能排

除上市公司内鬼借这个模式隐藏的漏洞

作案

。

笔者认为

，“

存款卖酒

”

模式可能存

在问题

。

酒类产品如果性价比合适

、

宣传

到位

，

自然可以得到客户认可

、

自然有销

路

、

自然有经销商找上门来

；

相反

，

如果

酒类产品性价比不合适

，

客户不认可

，

没

有销路

，

即使通过种种额外利益诱惑刺

激经销商销售

，

最终效果并不一定好

。

市

场经济是消费者主权经济

，

消费者决定

了市场经济供求平衡点的位置

，

违背基

本规律的营销模式最终必然失败

。

为此

酒类上市公司应尽快抛弃

“

存款卖酒

”

这

种营销模式

，

这种模式即使制造出来营

销业绩

，

也是以承担巨大风险为代价

，

有

时甚至偷鸡不成蚀把米

，

拖垮公司业绩

。

在高压反腐

、

反

“

四风

”

成为常态的大背

景下

，

公务接待越来越规范严格

，

铺张浪

费

、

奢靡消费被令行禁止

，

酒企要提高业

绩

，

就要尽快摆脱过去高大上定位

，

更多

面向老百姓

、

服务老百姓

。

泸州老窖在对存款展开风险排查

后

，

才知道还有

3.5

亿元存款也处于风

险之中

，

上市公司丢了钱却不能及时发

现

，

说明需要加强有关制度建设

。

首先

，

上市公司要建立与银行信息及时沟通机

制

，

上市公司可与银行约定

，

上市公司账

户转账或者连续转账超过一定金额

，

银

行必须及时以短信等方式向上市公司每

个董事通报

。

其次

，

上市公司要充分发挥

独立董事

、

监事的内部监督作用

，

独立董

事可以不定期聘请中介机构出具财务顾

问报告

，

查找隐性问题

，

防范利益输送

；

而监事也可以按照

《

公司法

》

授权检查公

司财务

，

发现问题

，

甚至可以提议召开临

时股东大会并提出相应提案

。

总之

，

泸州老窖存款丢失已经不是

上市公司头一个丢钱案例了

，

此前一些

上市公司银行存款

、

委托资金

、

募资被莫

名转走或不知所终

，

有的发布信息披露

公告之后不了了之

，

事件后续进展投资

者难以了解

，

然后上市公司以计提坏账

形式

，

由股东来承担丢钱的损失

。

显然

，

这样一来只会纵容违法分子

，

甚至有大

量效仿者

，

上市公司就会成为一些人不

折不扣的唐僧肉

，

这样股市就成为无底

黑洞

，

投资者根本没有办法玩下去

。

为此

有关各方必须高度重视

，

加强制度建设

，

严格执法办案

，

如此才能堵上相关漏洞

，

维护市场信心

。

调价不是解决出租车问题解药

冯海宁

9

日上午举行的西安出租车调价方

案听证会上

，

仅

1

人反对出租车调价

，

这个人就是蓝田县前卫中学的政治老

师白兵洋

。

他认为司机收入低应该从降

低份子钱开始

，

而不是通过一味提高打

车价钱来增加司机的收入

。

出租车行业垄断最近遭遇舆论集

中

“

炮轰

”，

然而

，

似乎看不到即将打破

垄断的迹象

。

比如说西安

，

无论是出租

车司机收入低

，

还是市民

“

打的难

”，

根

源都是出租车行业存在双重垄断

———

地方政府垄断出租车牌照获得了大量

租金收入

，

少数出租车公司垄断经营权

获得暴利

。

在双重垄断背景下

，

出租车数量受

到行政限制

，

供应不能满足需求

，

自然

会出现

“

打的难

”。

而政府与出租车公司

同时从出租车司机身上攫取暴利

，

的哥

必然收入低

。

这些事实已经明摆着存在

很多年了

，

然而

，

不仅地方政府对此熟

视无睹

，

而且部分市民代表也缺乏了

解

，

竟然支持出租车调价

。

很显然

，

调价不是解决

“

打的难

”、

司机收入低的解药

，

打破垄断才是唯一

的办法

。

但在西安出租车调价方案听证

会上

，

28

名听证代表竟然赞同涨价

，

仅

1

人反对调价

。

这给人的印象是

，

要么

是有关方面在背后操纵这场听证会

，

要

么是这

28

名听证代表既没有深入调

查

，

也缺乏基本常识

。

虽然

28

名听证代表也提出了开

放出租车市场

、

增加出租车数量

、

提高

服务水平等希望

。

但在笔者看来

，

在已

经赞同涨价的情况下

，

提出后面的希

望意义很有限

，

应该以反对调价的方

式

“

倒逼

”

政府打破出租车行业垄断

，

即把打破垄断作为调价的前提

，

或者

说

，

作为调价的基础条件

。

当绝大多数听证代表赞同涨价

，

涨价已经成为定局

，

既得利益者的利

益得到了维护

，

甚至还从涨价中获得

更多利益

，

显然

，

政府更没有动力去打

破垄断

，

出租车公司更坚定了捍卫垄

断的决心

。

不客气地说

，

调价主要是向

垄断者输送利益

，

出租车司机收益很

有限

。

甚至说

，

调价既是损害出租车行

业利益

，

也是与民争利

、

损害市民利益

。

调价不仅会让垄断局面得以延续

，

不能

解决行业深层问题

，

会让行业

“

肿瘤

”

恶

化

，

而且调价之后

，

部分市民会因为出

行成本增加而放弃乘坐出租车

，

会增加

出租车空驶率

。

所以

，

无论是西安酝酿出租车调

价

，

还是多个城市

“

封杀

”“

专车

”

服务

，

都没有触及出租车行业的顽疾

———

即

垄断

，

这是最让人遗憾的地方

。

为此

，

笔

者建议

，

国家有关方面要对全国出租车

行业进行

“

顶层设计

”，

像公车改革一样

拿出统一的指导意见

。

改革要点

，

一是

打破行业垄断

；

二是完善服务

。

此外

，

国家反垄断部门应该针对出

租车行业展开反垄断调查

，“

倒逼

”

这个

行业尽快开放

，

让更多的企业和车辆进

入该行业

，

以增加出租车供应来解决

“

打的难

”；

通过公平竞争来提升行业服

务水平

，

杜绝

“

拒载

”

等问题

。

出租车行

业是社会公认的垄断行业

，《

反垄断法

》

不应该成为摆设

。

要想推动出租车行业打破垄断

，

需

要各方共同努力

，

需要在很多地方

“

倒

逼

”

改革

。

希望每个城市的市民

，

无论是

站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

，

还是从维护

市场公平的角度

，

都应该对垄断说

“

不

”，

而不应该以赞成涨价的方式来解

决这个行业的问题

。

李嘉诚的“大动作”堪称老谋深算

余丰慧

1

月

9

日

,

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两

大上市企业

———

长江实业

（

长实

）

及和

记黄埔

（

和黄

）

宣布业务合并

、

重组方

案

，

两集团资产最终将分拆为两间以

开曼群岛为注册地的新公司

，

同时

，

长

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

（

长和

）

与长江实

业地产有限公司

（

长地

），

在港上市

。

2014

年以来

，

国内国际社会对李

嘉诚动向的关注度直线上升

。

与以往

不同的是

，

这次关注的不是其首富地

位的演变

，

而是其长江系公司变动异

动是否撤离香港和内地

，

甚至是否在

抛售物业撤出房地产

，

是否将主要业

务中心转移到欧洲

、

非香港或其他地

区等问题

。

按理说

，

作为一个越来越国际化

的企业

，

视野是全球的

，

公司转移到任

何地方

、

业务发展到哪里

，

都是无可厚

非的

。

不过李嘉诚系可能有点特别

，

特

别之处在于他具有非凡的经营头脑和

对行业财富世界变化的判断力

，

号称

从来没有对商业方向判断错过

，

因此

，

业界送其雅号

“

李超人

”，

其一举一动

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

比如

，

如果李嘉诚

公开撤离香港的话

，

可能会影响到一

大批投资者和企业跟风离开

，

这对香港

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

同时

，

一些

“

好事

者

”

甚至把李嘉诚系的一举一动解读为

政治动向

。

这个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

。

因

此

，

李嘉诚系的动向绝不仅仅是李氏自

家的事情

，

而是牵一发而动香港全身的

大事

。

2015

年新年伊始

，

李嘉诚先生就抛

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

旗下公司世纪大重

组

。

李嘉诚系的

“

大动作

”

到底目的何在

？

意欲何求

？

是不是真要从香港撤资

？

一系

列问号待解

。

李嘉诚这次

“

大动作

”

从根本上来说

是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新形势新格局的自

我大变革

。

相对于全球新技术

、

新科技

，

特别是互联网新经济新金融

，

以及中国

马云

、

李彦宏

、

马化腾们的强势崛起

，

李

嘉诚系确实显得有点老态龙钟

、

落后落

伍了

。

其整个李嘉诚系产业发展后劲不

足苗头似乎已经出现

。

在这种情况下

，

李

超人需要继续拿出其超人的非凡智慧

，

对内部公司进行一次整合和重组

，

使其

焕发出新动力

、

新活力

，

以适应全球经济

金融新变化新形势的发展

。

从经营策略看

，

这次整合的一条主

线是将非房地产业务与房地产业务分拆

分离

。

这背后确实有深意

。

一个时期

，

内

地和香港房地产市场泡沫式膨胀

，

李嘉

诚家族是其中的最大获利者之一

。

现在

房地产行业处在走下坡路状态

，

赚钱财

富效应已经失去

。

这个时候可能拖累整

个李氏实业的业绩

。

房地产业与非房地

产业搅和在一起

，

是一个非明智选择

，

也

到了不得不剥离的时候了

。

正如李嘉诚

说

，

香港地产业务百分百都是赚钱的

，

而

内地业务

99.99%

不会亏本

。

语气貌似不

太硬气

，

成长性又在哪里呢

？

在房地产业

特别是内地房地产业夕阳西下时将其剥

离

，

足以看出李超人的过人之处

。

从财务考量上分析

，

世纪大重组的

目标之一是为消除长实持有的和黄控股

的股价折让

，

从而为股东释放价值

，

依照

长实

1

月

7

日在联交所收市价格计算

，

比

2014

年的股东应占账面权益价值有

23%

折让

，

折让值高达

870

亿港元

。

通过

重组简化结构后

，

这部分被低估的价值

将被消除

。

据说

，

公司构成层次简化

，

注

册开曼群岛等

，

都会相对增加股东收益

，

对股东是利好

。

最大好处是

，

重组后长江系两大新

公司透明度大大提高

，

业务分类清晰很

多

，

市场投资者很容易判断公司业务发

展状况以及业绩

，

便于投资者准确做出

投资决策

。

这对公司和市场投资者是双

重利好

。

最引人关注的是两大新公司注册地

改为开曼群岛后

，

引起市场对于李嘉诚

系撤离香港的质疑

。

当然

，

李嘉诚本人以

及长江系相关人士已经出面给予澄清和

解释

。

这种澄清似乎并没有消除社会市

场的疑虑

。

这种质疑不无道理

。

长实与和

黄在港交所所举足轻重的蓝筹股

，

市场

岂能不惊奇和

“

骚动

”

呢

?

质疑是正常的

，

风平浪静反而不正常了

。

长和与长地两间新公司注册地由原

来的香港变为开曼群岛

，

集团解释为主

要是出于重组的技术性考虑

。

这个技术

性考虑包括两个直接实际的原因

：

规避

香港对公司管制过严的政策环境和规避

或者

“

逃避

”

税收

。

但我们可以这样猜想

：

在开曼群岛注册不排除给长江系的未来

预留了较大回旋空间

，

预留了后路和后

手

，

即无论将来香港等相关地区

，

出现房

地产等业务经营形势的何种转向转变

，

还是政治走向如何

，

李超人都能纵横捭

阖

、

应对自如

，

使自己的

“

生意

”

放眼全

球

，

不受任何地域经济政治因素变故影

响

。

这一招其实比所谓撤资或者撤出房

地产等某一个领域

“

凶狠

”

厉害一百倍

。

不得不佩服姜还是老的辣

；

不得不

佩服李超人的老谋深算

！

水货营销谁站台？且看专家一排排。

商家用计骗眼球，电视购物惹尘埃。

整顿运动随风去，宫廷秘方卷土来。

查缺补漏莫松懈，监管当有新常态。

赵顺清/图

孙勇/诗

从一线城市土地盛宴

看楼市增量市场机会

李宇嘉

1

月

7

日

，

由两家央企华润置

地

、

首开股份与险资

“

一哥

”

平安

组成的

“

巨无霸

”

联合体

，

以

86.25

亿元夺得北京丰台一幅地块

，

溢

价率达到

22%

，

成交楼面价达到

每平方米

3.8

万元

。

由于该地块

被称为

“

三最地王

”（

面积最大

、

自

住房最贵和总价最高

），

从而备

受媒体关注

。

剔除限价商品房和

自住型商品房后

，

该地块楼面起

始 价 至 少 在

5

万 元

/

平 方 米 以

上

。

对此

，

万科北京区域首席执

行官兼北京公司董事长毛大庆

表示

，

从

2015

年开始

，

北京楼市

的普通商品房售价将进入每平

方米

6

万元时代

；

任志强第一时

间也在微博上评价称

，

北京土地

市场开门大吉

，

土地楼面价

5

万

多似乎是常态

，

溢价

50%

以上也

是常态

。

尽管地产大佬们经常

“

语出

惊人

”，

而地王也是个老话题

，

单

宗地王并不一定能说明什么问

题

，

但如果联想到

2014

年一线

城市住宅用地出让金逆市走高

、

突破历史

，

再看看

1

月

5

日新年

土地

“

首拍

”

时

，

招商

、

华润

、

九龙

仓

、

平安组成史上最大联合体

，

抢收北京土地市场的

“

盛况

”，

或

许需要我们重新思考

，

楼市正在

由增量时代向存量时代过渡的

背景下

，

最具楼市风向标的北

京

，

土地市场如此疯狂

，

到底意

味着什么

？

透漏出未来楼市走向

的哪些信息

？

地产大佬们之所以

“

出此狂

言

”，

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

，

从

2012

年

7

月份至今

，

在北京公开

出让的土地中

，

楼面地价超过

2.5

万元

/

平方米的地块有

60

多

块

。

这些高价地块多数尚未入

市

，

若加上税金

、

利息等

，

这些地

块成本比拍得时又有近

20%

的

增加

。

鉴于此

，

若以

2015

年二季

度开始入市计算

，

北京将有近

70

个项目开盘价格在每平方米

5

万元

-7

万元之间

，

且这些项目

大多数不在五环之内

。

这就意味

着从

2015

年开始

，

北京楼市的

普通商品房售价将进入每平方

米

6

万元时代

。

笔者梳理了一下

，

自

2013

年以来

，

各媒体报道的大大小小

的地王

，

80%

以上诞生在一线城

市

，

典型的如上海董家渡

、

北京

花乡

、

深圳龙华地块

、

广州红云

涂料化工厂地块

。

而且

，

曾经一

度开辟二三线城市战场的龙头

房企

，

如保利

、

恒大等

，

均开始回

归一线城市

。

另外

，

一直认为内

地楼市有风险的港资房企

（

新鸿

基

、

九龙仓

、

新世界等

）

也参与到

了一线城市土地争夺战中

，

同

时

，

但凡有实力的民资也都想从

中分一杯羹

。

相比之下

，

二三线

城市土地市场冷清很多

。

2014

年

，

一线城市住宅用地出让金达

到

3500

亿

，

同比增长

54.8%

，

溢

价率达到

41%

。

但是

，

2014

年全

国

300

个城市土地出让金同比

则下跌

27%

，

溢价率只有

10%

左

右

。

历来

，

二三线城市土地市场

不如一线城市那样火爆

，

但如此

的

“

冰火两重天

”，

还是第一次

。

笔者认为

，

龙头房企对一线

城市土地争夺之

“

白热化

”，

以及

二三线城市土地市场之

“

冷清

”，

已经不能简单地用

“

分化

”

或

“

分

化加剧

”

来解释

。

从本质上来讲

，

这是我国楼市整体供求格局已

经逆转

，

供求平衡或供过于求已

经成为

“

新常态

”

的背景下

，

楼市增

量有效市场区域大为缩减的反映

。

2014

年

，

在打压性政策相继退

出

、

扶持性政策不断推出的情况

下

，

楼市不仅不像过去几年一样

“

一有刺激便雄赳赳气昂昂

”，

反而

疲态尽显

，

全国楼市成交规模在

2014

年下滑了

10%

，

一线城市下

滑

15%

，

全国房屋新开工和土地购

置分别下滑

9%

和

14.5%

。

这说明

，

楼市整体在疲于消化库存

，

开发商

主动补库存的意愿不足

。

最新数据

显示

，

全国

35

个城市待售新建住

房消化周期达到

16.8

个月

，

而已批

在建项目中

90%

的部分没有卖出

去

，

可以解决

1.5

亿人居住

。

因此

，

库存的问题可能会比我

们想象的严重

。

另外

，

如果考虑到

小产权房

、

军产房和单位宿舍和集

资建房

，

当前户均住房

1.02

套的判

断可能低估了

。

这就是为何

，

即便

政策激励不断

，

但楼市疲软局面不

改

，

即市场整体对于政策刺激的弹

性下降了很多

。

在投资拉动和土地

财政式微

、

经济增速下台阶的情况

下

，

广大的二三城市集聚能力差

、

产业结构总体低端的问题开始暴

露

，

楼市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

。

在

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

这些城市

不得不为疲于消化库存

、

应付需求

被透支的局面

。

但是

，

作为超大城市的典型代

表

，

一线城市继续呈现人口

、

资源

和资金长期净流入的状态

，

而集聚

则会带来产业升级效应

、

就业效应

和收入效应

，

增量市场的机会也就

自然而然更大一些

。

但同时

，

相比

其他城市

，

一线城市的土地供应则

相当紧缺

。

国家及地方各项规划已

经明确了未来超大城市不再供应

新增建设用地的政策

，

也划定了城

市区域范围不可突破的

“

红线

”。

因

此

，

未来超大城市新增用地将极为

稀缺

。

从这个角度看

，

谈论一线城

市住房消化周期的意义并不大

，

等

待市场预期稍有回升

，

强大的需求

很快会将这些房子消化掉

。

同时

，

由于新增用地有限

，

一

线城市各种公共配套建设

（

如保障

房

）

将采取开发商配建的形式

，

例

如北京

、

深圳等地基本上每一块商

品住房用地都要配建自住房或安

居房

，

这将进一步抬高商品住房的

价格

。

另外

，

在市场化管理框架下

，

市场化商品价格管控也将会进一

步弱化和取消

，

突出的就是如何合

理看待

“

地王

”

的问题

。

事实上

，

地

王是区域土地市场价值的体现

，

而

这一市场价值是从该区域单位土

地上的高产值来确定的

。

因此

，

地

王的形成是土地要素价格市场化

的体现

，

应该予以尊重

。

在公共服

务无法在区域间

、

城市间均等化的

情况下

，

地王难以避免

。

总结一下

，

未来楼市的有效市

场区域在进一步收窄

，

在一线城

市热点片区

，

未来土地拍卖出现

“

天价

”、

房屋卖到

“

天价

”，

应该不

是奇怪的事情

。

因此

，

这些城市的

增量房地产市场机会是最好的

，

而所谓的

“

最好

”，

不仅指这些城

市的居民支付高房价的能力

，

而

且也指在目前高融资成本

、

高人

力成本下

，

在这些城市的投资是

最划算的

。

这也就是为何

，

龙头房

企不惜血拼这些城市核心区域的

土地供应

。

由于这些地块不可多得

，

创出天价也就不奇怪

，

或许是未来

的常态

。

同时

，

单个房企自然无力独

享

，

以联合体的形式来共享

“

大蛋

糕

”

是必然的

。

（作者单位：深圳市房地产研

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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