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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虎360硬件团队将迁至深圳

证券时报记者 邝龙

奇虎

360

将拆分硬件团队至深

圳，

360CEO

周鸿祎昨日在内部年会

上透露了这一重磅消息。

据悉， 周鸿祎做出这一决定是为

了更好地刺激团队的创业能力， 之所

以选择深圳的原因， 或许是看中了深

圳在智能硬件领域的优势。

周鸿祎在此次内部年会上， 公开

将发展目标定位为中国最大的 “安全

互联网公司”，而不是“互联网安全公

司”，这意味着

360

的业务范围将不局

限于安全软件领域， 为了刺激细分团

队能力，

360

将给予这些更多自主性。

为何会拆分团队？ 周鸿祎表示，公

司大了后在速度上会有所放缓，所以新

一年要给更多团队松绑，让更多团队独

立，保持创新力、冲击力与执行力往前

冲。“当一个公司员工数达到六七千时，

臃肿的公司要不减速几乎不可能。大公

司部门之间有壁垒、 相互之间有扯皮，

延缓了办事速度。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

单，就是把公司做小。 ”他说。

对此，

360

会根据业务属性进行

区别运行。 如果产品或服务与安全相

关，仍保持

360

品牌；非安全相关的产

品与服务，就采用新的独立品牌，如在

1

月份刚刚宣布推出的“好搜”。

在新领域与专业领域，

360

将进

一步与更专业的厂商、团队进行合作，

选择专业的合作伙伴， 或采取投资合

作的方式， 或进行收购但仍保持独立

运营。

其中，

360

旗下硬件团队将搬至

深圳。

360

此前公布的多项硬件业务

均位于深圳， 如投资

4

亿美元与酷派

战略合作、 投资

2

亿元与磊科合作推

出路由器。

360

硬件团队为何会选择落户深

圳？易观国际董事长兼

CEO

于扬此前

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下

一波互联网浪潮是围绕着智能硬件开

展的，深圳在可穿戴、智能硬件的优势

十分明显， 拥有较为完善的产业链研

发、生产能力。

数据显示，

2013

年深圳市研发经

费占

GDP

的

4%

， 深圳电子产品产值

达到

1.2

万亿， 通讯技术产值排名全

球第二，移动设备占全球份额

40%

。

随着

360

硬件业务的逐步成型，

周鸿祎对硬件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

周鸿祎希望在安全业务的基础上，借

助与安全相关的互联网业务， 来解决

收入及用户粘性问题。

目前，

360

已经拥有了智能儿童

手表、手机、路由器、摄像机等多个智

能硬件业务， 周鸿祎表示将延续家庭

安全概念的智能硬件业务布局， 但不

会涉足电视、冰箱等家电业务。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

中国房价正在实现“软着陆”

� � �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昨日发布

的最新报告显示，

2014

年全国房价收

入比继续回落， 全国房价基本无泡沫。

预计

2015

年全国房价收入比将持续回

落，全国居民的购房可支付能力继续缓

步提高，中国房价正在实现“软着陆”。

报告显示，

2014

年， 受经济环境

影响房地产市场趋冷， 全国新建商品

住宅成交均价为

5923

元

/

平方米，同

比增长

1.4%

， 增幅创下近六年的新

低。 与此同时，

2014

年，全国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2.88

万元，比上年名

义增长

9.0%

，已经逼近十年来的历史

最低值。 根据测算，

2014

年全国商品

住宅房价收入比为

7.1%

， 与

2013

年

的

7.3%

相比再度下降， 延续了

2010

年以来的下行趋势。 从房价收入比的

绝对水平看，已经接近

6%-7%

的合理

区间。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吴

晓君认为， 房价收入比的下行主要是

受

2014

年楼市降温导致房价增幅大

幅收窄， 同时收入增幅远大于房价增

幅的影响。

2014

年的

7.1%

已经接近

合理， 由此可判断全国房价基本无泡

沫，更谈不上崩盘。

吴晓君预计，

2015

年全国房价收

入比将持续回落。一方面，受多种因素

的影响，预计

2015

年楼市成交将有所

好转， 全国商品房成交均价有小幅回

升，预计全年增幅将在

3%

。另一方面，

受国内外经济形势、 经济结构调整等

影响， 中央已明确显示出为推行长期

改革和可持续发展而愿意忍受短期增

长放缓的决心，预计

2015

年全年城镇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将基本平稳，或

略有下滑， 全年名义增幅预计将略低

于

9.0%

。综合以上因素，预计

2015

年

全国房价收入比有望下降至

6.9%

，落

入合理区间。 (张达)

森源集团600MW光伏电站

今年将运营

� � � �日前， 记者从森源电气（

002358

）

的大股东河南森源集团获悉， 公司与

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已经签订

合作协议， 双方将共同投资进行光伏

电站建设与运营， 双方约定由河南森

源集团作为光伏发电项目实施人和建

设方，中民投作为运营管理方，共同实

施洛阳、兰考光伏电站项目建设，

2015

年总装机容量不低于

600MW

。

河南森源集团目前业务涵盖电

气、车辆、新能源、投资物贸四大板块，

是太阳能综合应用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商和核心零部件供应商， 具备光伏发

电投资、 建设和运营的专业能力与实

践经验。 其下属上市公司森源电气具

体承建大型地面光伏电站的建设任

务，目前，兰考

200MW

光伏发电项目

已基本完成， 单体量在我国中东部地

区位居第一。

此次合作顺利解决了森源电气未

来兰考

3-4GW

电站和洛阳

2GW

电

站的交割问题，同时中民投

2015

年将

收购

600MW

光伏电站。 如果上述交

易顺利交割，据东兴证券测算，保守估

计将产生

4.8

亿元的利润， 大幅提升

森源电气

2015

年的经营业绩。同时此

合作将为我国光伏电站项目开创新的

建设运营模式， 既为项目建设提了供

长期资金， 也为中民投进入光伏等新

能源领域提供了切入点， 符合双方战

略目标， 强强联合， 实现优势资源互

补，全力推进光伏电站建设。

公开资料显示，中民投于

2014

年

8

月在上海成立，注册资本

500

亿元。

2014

年

10

月在北京成立子公司中民

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80

亿

元， 主营业务是新能源领域的项目开

发、投资、建设和运营维护

.

目前，中民

新能投资将以投资运营光伏电站为基

点切入光伏产业， 争取在五年内投资

2000

亿 ， 实现累计光伏装机容量

20GW

。 (孟欣)

多氟多定增6亿扩充锂电产能

� � � �多氟多（

002407

）今日发布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拟以不低于

16.11

元

/

股的价格发行不超过

3732.15

万股股

票，募集

6

亿元投入到“年产

3

亿

Ah

能量型动力锂离子电池组”项目。

此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包括李云

峰和其他不超过

9

名证券投资机构。

李云峰为多氟多实际控制人李世江之

子，与其为一致行动人，此次发行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据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发布的数据

显示，

2014

年

1

月

-11

月， 我国累计

生产新能源汽车

5.67

万辆，同比增长

5

倍， 我国已步入新能源汽车爆发式

增长阶段， 而作为新能源汽车最核心

的动力锂离子电池， 也迎来巨大的发

展空间。

公司介绍，目前年产

5000

万

Aha

产能的锂离子电池产品生产线已经达

到饱和，产能供不应求，急需提升。 如

果此次扩产项目建成并完全达产，多

氟多将新增

3

亿

Ah

锂离子电池组生

产能力，从而打破产能瓶颈。 同时，此

次投资项目可充分利用多氟多已有的

电池材料生产产能，产业链优势明显，

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 提升其成本竞

争优势。 项目的建设期预计为

24

个

月，预计

2016

年底建设投产，将实现

年均销售收入

12.69

亿元， 财务内部

收益率达

25.66%

（税前）。 (孟欣)

飞乐音响重组成功

向照明行业龙头迈进

� � �飞乐音响（

600651

）昨日召开了主

题为“新飞乐·新征程”的重组新闻发

布会暨品牌发布会。会上，飞乐音响股

份正式向公众宣布了未来新飞乐的品

牌发展规划和全新布局， 公司将力争

成为照明行业龙头企业。

2014

年

12

月

18

日，中国证监会

核准飞乐音响向北京申安联合有限公

司采取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

购北京申安集团

100%

股权。 此次重

组不仅预示着两家实力企业的强强联

手，更体现了机制改革的成功。飞乐音

响隶属上海市重点大型国企集团仪电

控股， 在上海国资重组整合改革的大

背景下， 以不同于通常的整体上市和

国有资产证券化方式， 推出国企与民

企结合的市场化重组改革方案， 开创

了上海市第一家混合经济所有制改革

成功试点企业。

在品牌发布会上， 以上海飞乐音

响总经理庄申安为核心的新领导层，

从企业规划、产业布局、市场定位等多

方面， 全面阐述了新飞乐新品牌的发

展规划。 此次发布会首次展示了飞乐

音响重组后的产品及业务形态的发展

变化。 拥有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

承包资质的北京申安集团， 是为大型

LED

项目提供解决方案的供应商，而

与汽车

LED

照明领军者圣阑实业及

通用照明专家上海亚明将构成三足鼎

立的业务新格局，即“照明制造

+

照明

工程

+

汽车

LED

照明”。 (刘晓晖)

泸州老窖重启国窖1573供应

高端白酒市场渐回暖

证券时报记者 蒙湘林

四个月前，泸州老窖（

000568

）高

端品牌酒国窖

1573

经典装暂停了市

场供应。日前，泸州老窖在全景网互动

平台上表示，“

1573

已经逐步恢复供

货”。 此外，记者近日也从多位四川地

区的经销商处得到证实， 目前四川地

区已恢复供货。这也意味着，停止供货

长达四个月之久的

1573

经典装将重

新进入地区甚至全国性市场。

供货并未全部铺开

2014

年

9

月，泸州老窖宣布暂停

国窖

1573

经典装供货。记者当时获得

的一份泸州老窖内部文件显示， 停止

供货的原因是“鉴于国窖

1573

经典装

节前销售目标已经完成， 并取得较好

的市场业绩，为保持低库存、并配合全

国市场整治、彻底清理市场、坚定国窖

1573

的价格红线”作出的决定。

日前， 泸州老窖在全景网互动平

台上表示，“

1573

已经逐步恢复供

货”。 对于

1573

的供货是否已经在全

国铺开的问题， 记者就此致电了泸州

老窖证券部， 公司工作人员表示：“目

前确实在四川地区有供货， 但具体的

供货政策并未下发， 也并未在全国范

围内铺开， 相关信息公司未来会进一

步对外披露。 ”

资料显示，泸州老窖

2013

年高档

酒类营业收入为

28.78

亿元， 同比下

滑

34.97%

；中档和低档酒类营业收入

分别为

32.14

亿元和

40.52

亿元，同比

增长

2.45%

和

30.69%

。 从利润率看，

高档酒类毛利率为

88.09%

，中档和低

档酒类分别为

58.98%

和

30.69%

，其

中中档酒类毛利率更是下滑超过

9

个

百分点。

一位国内酒类营销专家表示，从

泸州老窖的上述产品结构中不难看

出，公司高端产品受行业调整最大，但

是仍保持着较高的利润水平。 随着春

节消费旺季的临近， 高端白酒需求开

始上升， 因此泸州老窖在部分地区特

别是四川及一线地区恢复供货， 对于

平稳价格和带动销量都有益处。

据公开报道显示，现在国窖

1573

的出厂价格为

620

元

/

瓶，随货政策现

在还没有变化。

2014

年

7

月，泸州老

窖对于国窖

1573

的价格体系做了一

次调整， 此番调整后经销商计划内价

格为

560

元

/

瓶，烟酒店渠道则调整为

620

元

/

瓶，而对于超市和商场的零售

指导价为

779

元

/

瓶和

799

元

/

瓶。 而

此前， 国窖

1573

每瓶的出厂价格为

889

元， 一般终端销售指导价格维持

在

1380

元左右。

高端白酒回暖

临近春节， 高端白酒按常规又迎

来销售旺季。据记者了解，部分深圳的

经销网点已经开始考虑对茅台、 五粮

液等高端系列白酒进行提价。 与之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此之前，各知名酒

企的高端白酒价格一度跌至冰点，纷

纷采取“控量保价”的措施，用以稳定

价格。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面临白酒寒

冬，受产能扩张的惯性影响，白酒产量

的增长仍在继续。 相关资料显示，在

“三公” 消费迅速萎缩的市场环境下，

2013

年全国白酒产量仍然增长了

7.05%

，

2014

年前三季度继续增长了

5.46%

。 直至

2014

年的

10

月、

11

月，

白酒单月产量才开始小幅下降， 其中

10

月份下滑

2.5%

，

11

月份下滑

5%

，

下滑的幅度加大。

前述酒类营销专家表示， 白酒产

量持续增长主要是中低端大众酒在增

长，诸如国窖

1573

一类的高端白酒的

数量其实是在控制消化。此外，白酒商

都会进行高端系列产品保价， 如五粮

液控量保价， 茅台则扩大营销进行快

速走量。 整体看，去年

12

月到今年

1

月，高端白酒的批价呈现出上涨趋势。

2015年仍是药企并购大年

证券时报记者 顾惠中

昨日，誉衡药业公告继收购广州新

花城生物科技后， 再收购普德药业

85.01%

股权。 去年有

90

家医药上市公

司曾有过并购动作，

2013

年这一数据

为

20

家， 上海莱士更是依靠收购同路

生物等市值一度在医药股中排名第二。

截至昨日， 总数

200

家左右的医

药上市公司中， 有

24

家处于停牌中。

从多方面因素来看， 今年仍是医药上

市公司并购大年。

三大因素推动并购

医药行业是未来数年增长最确定

的行业，但受医保控费等因素的影响，

年均增长率逐年下降。 据国内数据研

究专业机构中康

CMH

预测， 今年医

药市场整体增幅在

13.1%

， 增幅较去

年下降

1.6%

，而过去

5

年的平均增幅

为

19.2%

。在增幅下降中，一些产品线

没有优势的药企将承受较大的冲击，

业绩将有较大幅度的下滑， 在退市制

度日趋严格的市场环境下， 这些医药

上市公司只有寻求外生性的发展。

其次，据国家药监局公布的数据，

目前我国医药企业接近

5000

家，同业

竞争激烈。这些年，国家药监局为推动

行业整合和提高药品质量， 采取的一

个举措是通过实施新版

GMP

提高行

业准入门槛。今年是新版

GMP

的大限

之年，截至去年底，只有

1200

多家药

企获得了新版

GMP

证书。 业内认为，

今年将有上千家药企因不能取得新版

GMP

而不得不关闭， 将有

2000

多家

企业被整合。 在这个整合潮中，上市

公司是最理想的“新郎”。

此外， 这两年全球医药业并购潮

动。

1

月

12

日，强生宣布与瑞士药企

AC immune

达成最高

5

亿美金的合

作协议， 共同开发对抗阿尔兹海默的

免疫疫苗；与此同时，强生

CEO Alex

Gorsky

称， “如果一个产品没有在特

定领域中成为第一名或者第二名，或

者我们看不到路径领导其实现这一目

标， 我们认为这项业务或者更适合放

在别人手中。 ”

1

月

15

日，德国制药

商勃林格殷格翰宣布， 该公司正考虑

将其美国的仿制药单元

RoxaneLabs

进行出售， 以便更加专注于新药业务

的开发与销售。 国外医药巨头的瘦身

强体带来的是竞争力的提高， 国内药

企只有适应这个潮流才能在竞争中找

到一席之地。

成功率并不高

国内上市药企外延式并购发展中

的一个做法是设立并购基金， 这样既

解决了收购资金问题， 也将收购标的

先在并购基金手里养段时间再注入上

市公司，从而降低并购的风险。

去年以来，爱尔眼科、中源协和 、

迪安诊断 、乐普医疗 、北大医药、昆

药集团、莱美药业 、香雪制药 、健民

集团、中恒集团、天士力 、片仔癀、京

新药业等近

20

家上市药企设立了并

购基金， 但爱尔眼科等公司还未有正

式的并购行动， 莱美药业等曾经的并

购行为以失败告终。总体来看，除了尚

在停牌的

10

多公司以外， 去年

90

起

医药上市公司并购中的近

20

起终止

并购，成功率并不是很高。

其中， 并购标的要价过高是关键

因素， 而一些医药上市公司开价过低

也导致并购失败。 同时， 受去年

IPO

放行和注册制即将开闸等因素的影

响， 一些本来出让股权的医药企业重

新计划上市。 由于市场预计注册制将

带来市盈率降低， 预计今年并购标的

开价将有所下降， 但好的标的也将越

来越少， 一些有并购规划但未展开行

动的医药上市公司还是要赶早。

海外并购越来越多

单抗曾被视为治疗肿瘤的一个好

手段， 因此这两年国内药企兴起了一

股单抗潮。目前，在实施单抗项目的企

业有

100

多家， 就像当年一股风的上

抗菌素一样。 一些医药上市公司清醒

地认识到了国内的“一股风”将带来的

低端竞争和研究能力的薄弱， 眼睛转

向外面。同时，国外药企因看好中国市

场，也愿意与中国药企展开合作，所以

最近

3

年来，中国药企对外投资、收购

时有发生。

例如前年

5

月， 复星医药联手复

星

-

保德信中国机会基金以

2.22

亿美

元的价格收购以色列知名医疗美容器

械制造商

Alma Lasers

。 同一年，千山

药机、 海南海药等上市药企也相继并

购美国

Complete Genomics

公司、德国

R+E

公司等。

目前， 中国药企对外的合作有这

样的特点： 中方直接向外方购买相应

的创新产品和技术， 由此涉足新药早

期投资与合作开发； 合作的领域以肿

瘤为主， 并多是国外大公司的非核心

资产； 合作模式多半是中国地区的独

家转让，全球范围的转让比较少。就像

“伟哥”本是心血管药一样，药品研发

具有较高的偶然性，从辉瑞、罗氏等国

际医药巨头的发展路径来看， 投资或

收购早期项目是很好的发展路径，预

计未来越来越多中国药企会走上国际

投资和并购的路。

不过，从前期的合作来看，中国

药企对外投资、并购中，合作的模式

需要探讨，有些直接收购的项目打了

水漂，较为稳妥的模式是跟随国际性

的医药并购基金参股，从而力求风险

小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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