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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凤凰冲刺恢复上市 中外长已满血复活？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几大央企航运集团旗下

A

股平

台昨日再度联袂涨停

，

市场以此来回

应前不久有关航运集团合并传闻的澄

清

。

实际上

，

仅从上市公司层面而言

，

几大航运集团在二级市场的演绎与中

国外运长航集团

（

下称

“

中外长

”）

并无

太多关联

，

因为目前中外长在

A

股的

航运平台长油

5

、

*ST

凤凰几乎全军

覆没

。

即便航运集团真的启动合并

，

按

照操作原则也是上市平台之间的整

合

，

毕竟这更符合央企资产证券化和

混合制改革的大方向

。

于是市场只得一路炒作中国远

洋

、

中远航运

、

招商轮船

、

中海发展

、

中

海集运

5

家分别隶属于中国远洋集

团

、

招商局集团

、

中国海运集团

（

旗下

中海海盛停牌

）

的

A

股公司

。

就在市

场一度将要遗忘中外长时

，

该集团似

乎正在悄悄的

“

满血复活

”。

昨日

，

*ST

凤凰在约定期限内披

露了

2014

年年报

，

由此满足了

*ST

凤凰恢复上市的先决条件

。

按照深交

所相关规定

，

*ST

凤凰若未能在法定

期限内披露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

告

，

将被直接终止上市

。

此外

，

*ST

凤

凰去年的年报还在两个关键环节上成

功避开了终止上市的红线

。

其一

，

*ST

凤凰去年年报并未被

会计师出具非标意见

，

信永中和会计

师事务所认为

*ST

凤凰该份年报所

披露的财务数据公允地反映了公司去

年的重整成果

。

其二

，

*ST

凤凰两大核

心指标均已实现扭转

，

公司去年破产

重整实施完毕后

，

净利润达到

43.07

亿元

，

净资产则为

1.24

亿元

。

而在

2011

年

~2013

年

，

*ST

凤凰连续巨亏

，

且净资产持续为负值

，

不符合上市的

硬性指标

。

如今

，

*ST

凤凰在关键环节方面

已基本符合恢复上市的条件

，

为此公

司计划在

2014

年年报披露后向深交

所申请恢复上市

。

但是

，

*ST

凤凰并不

能保证恢复上市申请一定会被受理或

被核准

，

故仍存终止上市的风险

。

*ST

凤凰的关联方长油

5

最终

也未能免除退市的厄运

，

由此成为

四大航运集团中唯一被勒令退市的

A

股上市公司

。

与

*ST

凤凰不同的

是

，

长油

5

在

2010

年

~2012

年连续

巨亏后

，

恢复上市工作并不理想

，

以

至于

2013

年继续亏损

59

亿元

。

普

遍的看法是

，

长油

5

前期包袱过重

，

即便启动破产重整

，

可能也难以恢

复上市

。

知情人士曾向记者透露

，

长油

5

的退市客观上是中外长在资本运作方

面的遗憾

。

假如

*ST

凤凰重蹈覆辙

，

则中外长整个航运板块将失去上市平

台

。

在央企资产证券化愈演愈烈的背

景下

，

*ST

凤凰的退市显然不符合中

外长的基本诉求

。

应该说

，

在

*ST

凤凰整个破产重

整期间

，

中外长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

，

包括直接的财务支持及间接的资源支

持

。

结合目前所呈现的情况

，

*ST

凤凰

恢复上市的可能性比较大

。

一旦

*ST

凤凰恢复上市

，

中外长是否会借助

*ST

凤凰进一步谋求航运资产的证券

化呢

？

根据

*ST

凤凰去年的年报

，

该

公 司 在 远 洋 运 输 方 面 的 规 模 已 有

所扩大

，

此前

*ST

凤凰的业务主要

集中在内河航运及沿海运输

。

其他

几 大 航 运 集 团 的 优 势 主 要 体 现 在

远洋运输

，

尽管远洋运输近几年并

不赚钱

。

可能

“

满血复活

”

的不仅仅是

*ST

凤凰

，

长油

5

近期也屡传捷报

。

根据全

国股转系统

（

下称

“

新三板

”）

的资料

，

长油

5

去年

7

月份进入重整程序

，

去

年年底净资产为正值

。

今年

4

月

20

日

开始

，

长油

5

在新三板由每周转让三

次变更为每周转让五次

，

该公司近几

个交易日转让价格连续大涨

。

随着新

三板的火爆

，

长油

5

客观上也找到了

自己的归宿

。

现在尚无法预料

*ST

凤凰

、

长油

5

是否就此复活

，

但中外长的家底堪

比中国海运集团

，

不排除后期进行内

部资产整合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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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核材四度举牌长园集团 持股21.79%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在长园集团（

600525

）浑然不觉的

情况下，沃尔核材（

002130

）及其一致

行动人已完成了第四次举牌， 并逼近

第五次举牌！

沃尔核材今日主动披露， 公司一

致行动人童绪英、 易顺喜于

4

月

17

日

~4

月

24

日增持长园集团

2.37%

股

份。在此之前，沃尔核材及其

8

位一致

行动人 （包括沃尔核材实际控制人周

和平） 合计持有长园集团

19.42%

股

权，此次童绪英、易顺喜增持后，沃尔

核材完成了对长园集团的第四次举

牌，持股比例达到

21.79%

。

值得一提的是，易顺喜、童绪英为

周和平妻子易华蓉的父母， 他们此前

并未持有长园集团股权， 亦非沃尔核

材一致行动人，直至

4

月

27

日，沃尔

核材才与上述二人结为一致行动人。

由此，沃尔核材阵营股东数量达到

11

位。

查阅沃尔核材阵营的持股明细，

该公司直接持有长园集团

3.02%

股

权， 周和平直接持股

4.85%

， 其余

13.92%

股权均系沃尔核材其他

9

位

一致行动人分散持有。 与此次同童绪

英、易顺喜缔结一致行动人关系类似，

沃尔核材此前亦是在第三方增持长园

集团后再与之结为一致行动人， 达成

曲线举牌的目的。

若从持股数量方面考量， 沃尔核

材经过四此举牌后， 早已成为长园集

团第一大股东方， 但始终未能进入长

园集团董事会。 去年

10

月中旬，沃尔

核材就长园集团修改公司章程等问题

与后者管理层发生激烈冲突， 双方展

开了多个回合的隔空对战。 随后在去

年

10

月下旬， 长园集团召开股东大

会， 沃尔核材及其一致行动人因股东

身份问题而未能获准参加此次大会，

当时周和平还在会场外抗议。

面对沃尔核材的连番举牌，长

园集团管理层及其一致行动人并未

坐以待毙， 而是曾计划以参与长园

集团增发的形式将持股比例提升至

16.39%

， 彼时沃尔核材阵营持股比

例也仅为

16.72%

。 不过去年

12

月

份， 长园集团管理层突然宣布撤回

增发申请，与此同时，沃尔核材则进

一步增持， 双方持股比例差距日趋

扩大。

有意思的是， 沃尔核材与长园集

团管理层并非始终剑拔弩张， 去年年

底长园集团曾邀请沃尔核材参与重大

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 此举一度被

解读为双方或已达成和解。不过，无论

是沃尔核材还是长园集团管理层，均

未明确显露和解的迹象。

于是，目前长园集团的格局是，沃

尔核材阵营早已晋身为第一大股东，

但并非控股股东， 且缺席长园集团董

事会。另一方面，长园集团管理层尽管

持股比例相对较低， 但牢牢控制着公

司董事会， 对股东大会亦有相当的影

响力。

根据沃尔核材的操盘风格，不

排除对长园集团展开第五次举牌的

可能性， 一旦沃尔核材持股比例足

以影响甚至控制长园集团股东大会

的时候， 长园集团管理层可能会失

去对公司的控制。 特别是，假如沃尔

核材执意要求入选长园集团董事

会， 则完全可以自行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强行改选董事会，后事如何，

本报将持续关注。

智能家居的“中国特色”

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从

2014

年智能家居元年开始，整

个行业的发展速度已经超出人们想

象。 多家券商研报预计，

2015

年有望

成为智能家居、家电产业的爆发之年。

今年初， 工信部援引中国物联网

研究发展中心的数据称，

2015

年物联

网整体市场规模将达到

5700

亿元，其

中包含了工业智能化、 家电智能化等

细分类别。相关信息称，该行业将以每

年

100%

以上的增速发展。

不过， 从目前我国智能家居行业

发展现状来看，各巨头混战仍在继续。

记者从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获得的最

新报告指出， 目前该行业仍处于发展

初期。 国内的海尔、美的、格力、海信

等，以及国外的西门子、惠而浦、三星、

LG

等企业，均不同程度推出了各自的

智能产品，但各家企业的接口、标准与

协议均不相同， 在安全性与可靠性等

方面也没有经过实际认证。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智能家电研

究中心主任赵鹏建议， 应依托全国家

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联合家电

及相关行业企业， 尽快开展智能家电

体系的“国标”制定工作。

阿里巴巴智能生活事业部负责人

浅雪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从国内智能

家居设备的发展来看， 可以发现鲜明

的中国特色，简单说就是围绕“空气、

水、土壤、食品”这四个方面展开的。阿

里巴巴大数据显示，

2014

年我国整个

空调行业的智能化产品发展增速，已

达到

1330%

的惊人水平。 按照天猫平

台上智能化产品的占比增速来看，油

烟机、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等，都是排

名比较靠前的。

民族证券家电行业分析师陈伟指

出，依托这轮家电智能化热潮，那些有

着巨大品牌优势， 能够更快整合优势

资源的厂商将会最先获益。 他表示，

“七大智慧生活圈”今年有望获得突破

的青岛海尔（

600690

）、构建“垂直一体

化内容服务生态圈 ” 的

TCL

集团

（

000100

）、 从事智能家居控制器软件

设计开发的和而泰（

002402

）等，都是

其中有代表性的

A

股上市公司。

阿里智能生活部浅雪认为， 相关

行业的投资机会， 还应密切留意与老

年人医疗关怀、儿童安全、儿童教育等

领域有关联的智能家电发展趋势。“阿

里巴巴会推出实时的‘设备到云’通讯

服务， 还会考虑如何帮助智能硬件企

业售卖产品。 ”浅雪对记者说。

据介绍， 阿里巴巴目前走的智能

家居路线，主要是借助软硬件平台，把

家居有关产品设备连通起来， 使其更

加智能化、自适应化和网络化。

不过，格力电器（

000651

）总经理

董明珠认为，把所有家电连接起来，并

不能叫智能家居。在董明珠眼里，智能

家居应该是 “一个格力的产品就能通

吃”。业内对此见仁见智，不必赘述。无

疑， 这也反映出我国智能家居领域的

“中国特色”吧。

前海商业地产潜力不可估量

证券时报记者 陈英

自广东自贸区获批以来， 潜力不

可估量的前海商业地产受到各方关

注。第一太平戴维斯预测，前海作为深

圳另一新兴商务中心将会迅速崛起。

第一太平戴维斯认为， 前海商业地产

的发展具有“天时、地利、人和”。 前海

的“天时”在于它是中国最具“港味”的

自贸区。 前海中心是深圳市双中心之

一， 将作为粤港现代服务业的创新合

作平台， 成为联系香港与内地服务业

的重要纽带，服务整个珠三角地区，地

位高于福田中心区。同时，为了推进前

海的快速发展， 政府对前海提供了大

量的政策支持， 特别在税费方面优惠

力度较大。

而前海的“地利”一方面体现在前

海位于深港两个机场的连接线上，具

有良好的海陆空交通条件和突出的区

位优势；另一方面，前海地处珠三角区

域发展主轴和沿海功能拓展带的十字

交汇处，与香港毗邻，并将通过港珠澳

大桥与澳门、珠海相连。

有了“天时”与“地利”，大量企业

汇聚而来，成就了“人和”。前海注册企

业迅速增加，并以金融、科技及其他服

务业为主要行业。 据第一太平戴维斯

统计，截至

2015

年

2

月底，前海入驻

企业已超

2.3

万家，注册总资金逾

1.4

万亿元，港资背景企业

1171

家，前海

运营的产业要素交易平台

17

家。企业

的大量进驻使该区域商业地产的需求

量大幅上升。

随着大批商业用地的买卖成交以

及各行业龙头企业的入住， 前海的商

业地产已经初显苗头。自

2013

年

7

月

26

日前海启动土地拍卖以来，至今已

顺利出让

18

宗地。这些地块按照协议

都将在

2018

年前建成，大规模的办公

和商业地产供应将扑面过来。同时，随

着大规模的企业入驻和产业园区的建

立， 还将带来大量的商业地产需求和

产业集群效应。同时，据前海管理局局

长张备透露，

2015

年前海计划再出让

8~10

宗土地，且将加大对港企的出让

力度，近

10

宗土地中最好的

5

宗拟定

向出让港企。

据第一太平戴维斯实地调查发

现，目前前海区域的甲级写字楼中，前

海中心区首个商务综合体卓越前海壹

号一期工程提前

83

天封顶，已经开始

装修，预计今年年底可以投入使用，二

期工程也已经进入施工准备阶段。 另

外， 除了香江金融大厦已完成

2/3

建

筑结构外， 其他前海项目目前还处于

建筑的早期阶段。 妈湾大部分区域目

前仍用作货运港口， 大部分归招商局

所有，预计会暂缓大规模的开发。随着

众多项目相继开土动工， 周边配套逐

步完善， 前海的商业气氛也会越来越

浓， 向成为深圳新兴的商务中心不断

迈进。

第一太平戴维斯华南区市场研究

部主管何凌分析：“前海商业地产已经

展现了可预见的繁荣。随着产业地产、

商业地产的不断增加， 并伴随贸易额

上升、外贸流量增大，自贸区将迎来更

多企业入驻。 这些将提高前海地区对

商业地产的需求，从而推动租金上涨、

物业增值， 进而推动房地产发展的成

熟，扩大自贸区的影响，引导其对全市

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带来产业、商业等

新一轮楼宇经济繁荣。并且，由于前海

地区原本开发程度不高， 在整体规划

与建设中具有先天优势， 相信在不久

的未来， 我们将有幸见证深圳另一个

新兴商务中心的崛起。 ”

记者观察

Observation

不等10亿定增入主南玻

前海人寿闪电举牌或再增持

证券时报记者 岳薇

4

月

23

日，虽然南玻

A

（

000012

）

董事会投出

3

张弃权票， 但前海人寿

参与的定增预案最终仍获通过。

4

月

27

日，前海人寿即举牌南玻

A

，持股

比例达到

5.02%

。 对于增持目的和后

续安排，截至发稿，前海人寿尚未回应

证券时报记者采访。

前海人寿一路潜行增持的踪迹，

展现在南玻

A4

月

28

日的公告中。 自

2014

年

12

月起， 前海人寿从二级市

场买入南玻

A

的股份， 直至

4

月

27

日举牌。

在举牌南玻

4

天前， 前海人寿举

牌

A

股公司中炬高新，持股比例同为

5.02%

。 此外，华侨城

A

增发完成后，

前海人寿将持有公司

6.89%

的股份。

除了举牌亮相， 前海人寿也以超

过

4.5%

的持股比例，在

2014

年第三、

第四季度“准举牌”多家深圳本地上市

公司。不过，有深圳上市公司高管告诉

记者，前海人寿已经退出不少公司，包

括天健集团、广聚能源和宝安地产。此

外， 宝能系也在同一时期彻底从深振

业

A

退出。

突然举牌

在双方僵持两月有余之后，

4

月

23

日，南玻

A

的一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似乎宣告了其接纳前海人寿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 不过，未曾等到非公开发行

方案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以及证监会核

准，前海人寿于

4

月

27

日举牌南玻

A

，

正式以公司第一大股东身份亮相。

查阅公开资料，前海人寿此前并未

调研过南玻

A

，不过，自去年

12

月开

始， 前海人寿开始于二级市场每月买

入南玻

A

股份，至今年

4

月合计买入

南玻

A8926.71

万股， 占总股本的

4.3%

。

4

月

27

日， 前海人寿再次吸筹

1494.99

万股，持股比例跨越举牌红线，

达到

5.02%

。 其表示，未来

12

个月内，

不排除进一步增持南玻

A

的可能。

根据此前南玻

A

发布的公告，截

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前海人寿持有

南玻

A4.19%

的股份，待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完成后， 前两大股东前海人寿

和北方工业的持股比例将变更为

8.84%

和

6.33%

。 如今，随着前海人寿

再增持至举牌，待到公司定增完成后，

前两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将进一步拉

大。而参照目前的态势，并不排除在此

期间前海人寿进一步增持， 达到绝对

控股的可能。

沟通不畅

前海人寿在举牌公告中表示，未

来

12

个月内暂无计划改变或调整南

玻

A

主营业务，出售、合并公司资产

和业务， 以及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

计划。

不过，记者了解到，前海人寿在增

持公司股份期间， 未曾与公司有过沟

通，公司对其意图并不清楚。

一位公司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制

造业的管理模式不一样， 目前并不清

楚前海人寿将给公司带来什么。 退一

步说，与公司沟通不顺畅的话，可能会

对公司的发展有影响。不过，如果对方

说明是做财务投资， 这样让管理层至

少心定。

据记者了解， 目前南玻不少员工

的心理震动比较大， 尤其二级公司管

理层有不少想法。

有市场人士表示， 前海人寿有可

能就相关事宜与管理层有过口头承

诺，但董事会恐对方反水，投出了弃权

票而非反对票。 南玻

A

在全国多地建

有工厂基地， 其土地资源或许是前海

人寿潜在的目标。

记者尝试询问前海人寿是否将就

董事会对定增预案投出弃权票一事与

南玻方面做一些沟通，未获回复。

财务投资或寻求控股

除南玻

A

与中炬高新以外，前海

人寿目前没有举牌其他公司。 面对前

海人寿的突然增持， 两公司似乎都有

些措手不及。据公告，前海人寿在

4

月

23

日举牌当日向中炬高新发出了通

知，而中炬高新此前似并未察觉，为向

对方核实信息，公司一度于

4

月

24

日

申请临时停牌。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前海人

寿已经陆续从几家昔日“准举牌”的国

资企业撤退。 去年

11

月，天健集团将

前海人寿排除在外， 发起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摊薄其持股比例，迫使其最

终退出十大股东之列。同一时期，宝能

系退出深振业

A

的前十大股东之列，

宣告其与深圳市国资委持续几年的股

权斗争终告一段落。 而证券时报记者

获悉，前海人寿也已从广聚能源撤退。

综观上述三家上市公司，均为国

资绝对控制的企业。 而前海人寿新举

牌的南玻

A

和中炬高新，国资背景明

显较弱，此外，两公司股权又都十分

分散。

南玻

A

长年来股权分散， 无实

际控制人。 据公司

2014

年年报，北

方工业持股比例为

3.62%

，是公司此

前单一最大持股股东； 公司原第一

大股东深圳国际控股通过深国际和

新通产合计持有公司

5.59%

股份。资

料显示， 北方工业为全民所有制企

业， 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和中

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各出资

50%

组

建，二者由国务院国资委全资拥有。

而深圳国际控股是一家香港联交所

主板上市公司， 由深圳市国资委通

过 其 全 资 子 公 司 深 圳 投 控 持 有

43.89%

股权。

中炬高新的第一大股东中山火炬

集团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也仅为

10.72%

， 其由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全资控股。 公司其余

前九大股东清一色均为投资基金，持

股比例介于

1%-3.5%

之间。

从前海人寿此前的持股公司来

看，其国资改革投资路径十分清晰，南

玻

A

与中炬高新正好延续了前海人寿

此前的投资特点，不同的是，两公司股

权分散， 为前海人寿的后续动作提供

了想象空间。 前海人寿到底是谋求长

期控股，还是仅仅做单纯的财务投资，

值得继续关注。

巨星科技加码机器人业务

证券时报记者 赖少华

巨星科技

(002444)4

月

28

日晚

间披露了非公开发行预案， 公司拟

以不低于

15.87

元

/

股， 非公开发行

不超过

6510.71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

10.33

亿元。拟用于智能机器

人智慧云服务平台项目、 收购华达

科捷

65%

股权、 电商销售平台和自

动仓储物流体系建设项目以及补充

流动资金。

巨星科技智能机器人智慧云服

务平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4.5

亿

元， 项目主要研发用于安防和家庭

清洁的智能服务机器人， 拥有全自

动自主智能安防、故障分析与报警、

预定任务自主操作以及远程遥控操

作等多形式功能。 项目建设周期为

24

个月， 达产后预计将实现年销售

额

7.44

亿元。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1.98

亿元

收购华达科捷

65%

股权。 标的公司是

一家以激光应用技术为基础，为国际

手动、电动工具业零售巨头提供激光

投线仪、激光扫平仪等五金工具的生

产制造企业，目前产品基本向欧美市

场销售， 其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71

亿元，净利润

2244.32

万元。

此外，电商销售平台和自动仓储

物流体系建设项目总投资为

1

亿元，

预计每年将为公司带来新增收入

1.63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