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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持计划获点赞 奋达科技董监高认为股价被错杀

证券时报记者 杨苏

3

天千股跌停、

2

天千股涨停， 这是

上周

A

股市场的奇景。 股价暴跌催生许

多公司董监高出面增持， 奋达科技便为

其中一家， 而其也是上周就市场大跌与

调研机构交流较多的公司。 奋达科技认

为，很多有业绩支撑的股票被错杀，这些

被错杀的股票，未来肯定会涨起来。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 根据公告披

露的情况，奋达科技董监高

5000

万元以

上的增持计划暂时尚未实施， 公司股价

已从

6

月

30

日的收盘价

27.46

元涨至

最新的

33.83

元。

董监高增持：被错杀的

股票肯定会起来

今年

6

月

5

日，奋达科技

3750

万股

首发限售股解禁。

7

月

7

日，众机构调研

奋达科技时，询问了公司高管减持情况，

奋达科技表示，自限售股解禁起到现在，

公司高管没有任何人减持过公司股票。

此外，

6

月

18

日公司披露实际控制人追

加一年锁定期的公告，

7

月

1

日又披露

了核心高管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增持公告称，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

前景的信心，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汪泽其、

董事兼副总经理肖勇、 财务负责人兼副

总经理肖晓、 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谢

玉平计划于

7

月

1

日起未来三个月内，

合计增持公司股份市值不少于

5000

万

元，增持所需资金由其自筹取得，本次增

持属公司管理层个人行为。

对此，奋达科技向机构进一步解释，

知晓有关规则禁止高管短线交易， 增持

后

6

个月不能卖股票。这样一来，上述高

管的锁定期实质上至少顺延了半年，公

司高管非但没有减持，而且增持，彰显了

管理层对公司未来充满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 奋达科技实际控制

人肖奋出面接待了此次机构调研。同时，

计划增持的高管肖勇与肖晓， 分别是肖

奋的弟弟与妹夫。

机构询问， 公司高管这么力挺值得

点赞，信心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奋达科技

称，主要来自战略和业绩两个方面。

在战略层面，奋达科技致力于成为

智能硬件一体化解决方面的提供商和

服务商， 目前这个战略正在逐步夯实，

早几天公司还与联想签署了提供产品

云服务的协议。 奋达科技表示，“用大白

话说，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未来值

得期待”。

在业绩方面， 奋达科技表示，“公

司半年业绩实现

80%

至

100%

的增长

没有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目前股市急

跌是非理性的， 很多有业绩支撑的股

票被错杀， 这些被错杀的股票未来肯

定会起来。 ”

不过， 目前奋达科技还没有公布上

述人员的增持情况。

7

月

7

日，有投资者

在深交所互动平台上询问是否已开始增

持，奋达科技回应，公司董事会将督促公

司高管履行承诺， 在规则允许的时间段

内完成增持。

欧朋达业绩为主要看点

除董监高增持外， 奋达科技也有并

购的“故事”可以讲。机构询问，公司年报

“董事会报告”章节中反复强调“持续并

购”，目前是否有项目储备？ 奋达科技回

应，借力资本市场打造外延增长极，快速

做大做强企业是公司的战略之一， 公司

会根据项目进展进行信息披露， 同时并

购肯定会围绕公司战略展开。

此外， 欧朋达公司是奋达科技的主

要魅力点，也受到此次调研机构的关注。

此前，奋达科技称，自苹果在移动智能终

端业内率先使用金属外观件后， 金属外

观件在散热、质感、防电磁辐射等方面的

优势迅速为市场所接受， 目前金属外观

件几乎成为高端移动智能终端的标配，

使得其在整个智能终端行业的渗透率在

不断提升，行业处于高速增长阶段。

对于今年欧朋达的增长情况，奋达

科技表示，金属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处

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行业仍处于高速增

长阶段。 同时，欧朋达作为业内少有的

“

Design-in

” 开发级供应商， 已经介入

到智能手机前期的设计当中，竞争优势

明显，因此欧朋达业绩的乐观预期没有

改变。

在可穿戴产品新客户拓展方面，奋

达科技披露，可穿戴产品的主要客户是

华为和联想，另外飞利浦、朵唯等客户

有不少的项目在同时开发， 从目前来

看，

2015

年可穿戴产品行业发展势头

不错。

股市动荡背景下

P2P配资平台生存现状

证券时报记者 阮润生

“

配资不谈

”，

未等记者抛出

正题

，

电话另一头的投哪网

CEO

吴显勇先发制人亮明了立场

。

作为国内首家获得券商投资

的

P2P

平台

，

投哪网在

5

月

31

日还获得了上市公司大金重工的

B

轮投资

。

但是

，

即便股票配资只

是公司业务的一部分

，

在各种配

资爆仓的消息迭出之际

，

吴显勇

和其他几家配资

P2P

平台的负

责人

，

还是选择对这一话题避而

不谈

。

P2P

配资

，

到底有多

“

恐怖

”？

对于整个

P2P

行业而言

，

其

实目前从事配资业务的平台比例

有限

。

综合网贷统计数据显示

，

2015

年上半年全国正常运营的

P2P

平台有

2700

家左右

，

而据网

贷研究院分析师陈晓俊估计

，

全

国做配资平台的

P2P

大约只有

50

多家

，

纯做配资的更少

。

另据

证券时报记者观察

，

在近期即将

举办的某大型配资论坛上

，

参会

的配资

P2P

平台不足

40

家

。

另外

，

P2P

配资业务在整个

场外配资行业中的占比也有限

。

华泰证券高级策略研究员薛鹤翔

在

7

月初的研报中估算

，

场内外

配资总体规模在

3.3

万亿左右

，

其

中

，

信托

、

P2P

等民间资金约为

2000

亿元

。

上周

，

即便股市开始逆

转

，

两融余额仍呈现下降趋势

，

有

分析人士指出

，

经过前一轮暴跌

，

场外配资余额也已经急剧下降

。

但是

，

在场外配资本身缺乏

有效监管的前提下

，

P2P

平台本

身尚存在违规担保

、

私建资金池

、

拆标错配等

“

沉疴旧疾

”，

违规从

事配资业务就更成为灰色地带

，

在行情暴涨之时

，

一度传出有

P2P

平台放出高达

1

：

10

的配资

杠杆

。

网贷之家数据显示

，

截至上半

年底

，

整个

P2P

行业的累计成交

量达到

6835

亿元

，

创历史新高

。

其

中

，

6

月份成交量约为

650

亿元

。

第一网贷的统计结果类似

，

6

月全

国

P2P

网贷总成交额为

653.55

亿

元

，

同比增长近

2

倍

，

但环比出现

下降

。

第一网贷董事长李八一指

出

，

这与问题平台增多有关

。

统计显示

，

6

月共出现

125

家问题平台

，

创历史新高

，

环比增

长两倍

。

查看近期被曝光的

P2P

平台

，

除了

“

跑路

”

之外

，

大部分发

布澄清公告的问题平台

，

主要是

把问题归因于股市火爆

、

其他平

台倒台造成挤兑等

。

日前一位打

算清盘的

P2P

平台董事长对证

券时报记者表示

，

其他平台的倒

台造成用户挤兑是主要原因

，

但

否认平台私下开展配资业务

。

另外

，

李八一对证券时报记者

表示

，

P2P

行业一直存在多头隐

形借款

、

无头影子借款等借款人在

多个平台违规借款的行为

，

P2P

平

台披露尚不完善

，

如果借款人变相

投资股市

，

在股市暴跌时形成平台

欠款

，

很可能形成恐慌

，

加剧行业

性挤兑风险

。

陈晓俊则表示

，

目前

整体

P2P

配资平台已经大幅度降

低杠杆

，

另外通过限制可操作的股

票类型来控制风险

。

不过

，

尽管上半年股市跌宕

起伏

，

仍然有更多上市公司

、

券商

等参与投资

P2P

行业

。

最近一例

是

，

东方金钰控股子公司旗下的

珠宝翡翠行业

P2P

平台于

7

月

10

日上线

。

而据不完全统计

，

今

年上市公司参股或直接设立的

P2P

平台已增加至

60

家左右

，

相

比去年几乎增长一倍

。

除广发证

券外

，

恒泰证券

、

海通证券

、

西南

证券

、

华创证券等券商也开始自

建或参股

P2P

平台

。

另外

，

作为

P2P

业务的基础

，

征信业也在不

断完善

，

其中

，

芝麻应用已经广泛

与互联网金融公司合作

。

“

长远来看

，

P2P

更应该投向

实体经济

。

此外

，

风险管控也应该

成为底线

，

贯穿其发展

。 ”

李八一

表示

。

私募大佬崔军三度举牌

新华百货控制权争夺战一触即发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尽管因涉嫌信披违规而被证监会立

案调查， 但私募大佬崔军对新华百货

（

600785

）的狙击仍在继续。

日前，崔军旗下的上海宝银创赢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宝银”）及上海

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下称

“上海兆赢”）通过多个账户，合计增持新

华百货

5.08%

股份，构成第三次举牌，崔军

对新华百货持股比例由此增至

15.08%

。

此前， 崔军曾以公开信的形式向新

华百货全体股东力陈五项建议， 并称将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讨论表决， 此举招致

上交所发函问询， 上海宝银则被证监会

立案调查，目前此案仍在调查之中。

不惧调查三度举牌

据交易资料显示，

7

月

8

日， 上海

宝银动用

3

个账户大举增持新华百货。

其中，“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

对冲基金

3

期”账户买入

915.44

万股，

“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

金

1

期”账户买入

38.74

万股，“上海宝

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

16

期” 买入

191.12

万股，

3

个账户当日合

计买入

1145.3

万股， 约占新华百货总

股本的

5.08%

。

值得一提的是， 上海宝银上述

3

个

账户增持新华百货的成本价普遍在

15.59

元

/

股附近， 而该价格为新华百货

当天的跌停价格。换言之，在新华百货因

二级市场回调而以跌停价开盘时， 崔军

便趁机扫货，构成第三次举牌，显示出其

凌厉的操盘手法。

此番举牌可能并非新华百货股权争

夺的终结，上海宝银明确表示未来

12

个

月内存在继续增持新华百货的可能性。

以目前的持股比例测算， 新华百货控股

股东物美控股集团仅比崔军多

10%

左

右， 一旦崔军第四次甚至第五次举牌新

华百货， 则物美控股集团的控股地位将

遭到撼动。

实际上， 崔军入股新华百货的周期

不足半年。今年

4

月中旬，崔军在前期悄

然入股后才首度举牌新华百货。 此后两

周，崔军火速二度举牌。 此后，以物美控

股集团为代表的“物美系”有所警觉，旋

即主导新华百货停牌重组， 最后抛出了

一份几乎由物美系包揽的定增计划。

原本上述定增计划实施后， 物美系

持股比例将从

26.91%

增至

39.59%

，从

而捍卫控股权。 孰料，今年

6

月初，崔军

以上海宝银的名义公开刊发了 《致新华

百货全体股东的一封公开信》，高调提出

将与新华百货方面合资成立私募基金管

理公司， 将新华百货打造成中国版的伯

克希尔·哈撒韦和沃尔玛的结合体。 同

时， 崔军还要求新华百货实施高比例分

红计划， 且要求获得新华百货两个董事

席位。

崔军彼时曾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公开信并非哗众取宠， 他本人确实希望

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将新华百货打造为

大市值绩优公司。不过，管理层对崔军刊

发公开信及信中所述的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表决的内容不予认可， 最终证监

会以涉嫌信披违规为由， 对上海宝银展

开了立案调查。

截至目前， 证监会尚未披露调查进

展及最终的调查结果。 就在业界认为崔

军将偃旗息鼓之时， 他却趁二级市场调

整大举扫货。

有分析认为， 崔军此时举牌新华百

货至少有两方面的好处， 一是降低了总

体持股成本， 另一方面也顺应了管理层

有关稳定市场的大方向。 日前二级市场

连续调整， 管理层号召上市公司董监高

及重要股东增持， 并豁免了触发监管红

线的处罚， 崔军此时举牌新华百货堪称

掐点抄底。事实上，自崔军此次抄底举牌

后，二级市场渐有回暖之势，新华百货亦

在两个交易日内连续收获两个涨停。

股权之争仍未结束

结合过往的投资案例， 业界对崔军

的定位一般是财务投资者。 尽管崔军在

历次举牌后往往以所谓战略投资者的身

份要求加入被举牌方的董事会， 但事实

证明崔军并不会长周期持有单一上市公

司，更未实质性参与上市公司经营决策。

同样，三度举牌新华百货后，崔军可

能仍然只是财务投资者， 待股价攀升至

崔军认为的合理位置后，上海宝银、上海

兆赢或会大举出货。当然，对于“物美系”

而言， 崔军持续攀升的持股比例始终是

隐忧。

目前，“物美系” 持股比例仅为

26.91%

，且多年来并未增持新华百货。 在

崔军连番举牌之前， 始终未有第三方资

本对“物美系”形成威慑，“物美系”与原

第二大股东的持股差距一直超过

20%

。

此外， 以往举牌商业类公司的第三

方资本往往是产业资本，如曾举牌鄂武商

A

的“银泰系”、举牌商业城的“茂业系”

等，除安邦保险、生命人寿等险资外，鲜有

金融资本对上市公司展开连环举牌。

作为金融资本，上海宝银、上海兆赢

对“物美系”造成的威胁不言而喻。 证券

时报记者从侧面了解到，“物美系” 实际

上亦具备反举牌的能力， 即在二级市场

与崔军展开举牌大战，这从今年

5

月“物

美系”拟现金出资

9.01

亿元参与新华百

货定增便可见一斑。

上海地区一位熟知崔军运作思路的

私募人士告诉记者，如果“物美系”实施

举牌大战，不仅会面临较高的成本，可能

还会诱发崔军系列基金的高位减持。 在

这位私募人士看来， 崔军举牌新华百货

本质上仍是财务投资者， 其在资本市场

抛出的种种动作均是以实现持股收益为

目的。

此外，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崔军确有

自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权利， 这将给

“物美系” 的控制权造成诸多不确定性。

当然， 按照崔军

6

月初的公开信及对记

者的表述，上海宝银、上海兆赢并非一般

的财务投资者， 而是希望以实际参与新

华百货经营及资本运作的方式， 令新华

百货实现市值提升。

对于崔军而言， 证监会针对上海宝

银的立案调查仍是一柄利剑， 若证监会

最终认定上海宝银信披违规属实， 则必

然会对上海宝银甚至崔军本人进行处

罚，而该处罚可能会对崔军进一步增持、

举牌新华百货造成不利影响。

“物美系”与崔军之间的股权之争，

可能远未结束。

第二波复牌潮今日来袭 逾350家公司急速复牌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继首批

60

余家上市公司火线复牌

后，今日再有超过

350

家公司发布复牌

公告。 上市公司复牌潮涌，与此前的集

体停牌存在异曲同工之妙。 目前，沪深

两市仍有

1000

余家公司停牌， 约占两

市公司总数的三分之一，两市可交易性

筹码仍处被动控制状态。

与过往上市公司停牌重组继而复

牌不同的是，本次

350

余家公司停牌周

期普遍较短，大多不超过一周，有的甚

至仅有一到两个交易日。

以复旦复华为例，该公司

7

月

9

日

以商讨维持股价稳定为由停牌，此前公

司股价离最高位跌幅超过

60%

。 今日，

复旦复华则以于

11

日披露了维护证券

市场稳定的公告为由宣布复牌，实际停

牌时间仅有两个交易日。颇具戏剧性的

是，复旦复华停牌的

7

月

9

日及

10

日，

A

股出现大面积涨停的行情。 此外，诸

如凤凰股份、澄星股份、东百集团等公

司，停牌周期也均较短。

除了停牌周期普遍较短以外，大多

数公司复牌公告中并无实质性内容。如

国金证券

7

月

8

日宣布停牌，称拟筹划

关于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系列措施，停

牌三个交易日后，国金证券称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均出具了承诺函， 承诺

采取系列实际行动参与维护证券市场

稳定、健康发展，遂决定复牌。

再如，永泰能源

7

月

9

日称控股股

东正在筹划可能涉及公司核能产业战

略合作的重大事项，遂宣布停牌。 结果

两个交易日后， 永泰能源又称合作意向

需要较长时间， 且该事项不涉及永泰能

源需要履行相关的决策程序， 于是决定

复牌。

此外， 部分公司尽管在复牌公告中

明确提及了停牌所筹划的事项， 但大多

是股东、董监高拟增持股份、股份回购或

拟筹划员工持股计划之类的内容， 真正

涉及重大资产收购、定向增发、股权激励

等内容的公司极少。

例如， 力帆股份

7

月

8

日因筹划员

工持股计划而停牌， 公司也提到大多数

员工对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较为认可，

但考虑到公司人员遍布全球， 难以在短

期内落实员工持股计划，遂宣布作罢，股

票复牌。 中海海盛

7

月

8

日停牌后，宣布

拟出资

5000

万元回购股份，同时第一大

股东还计划增持股份，今日起复牌。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相对于沪市

公司而言， 深市公司复牌公告中普遍有

“干货”，或拟进行产业链重构，或拟实施

数十亿级别的收购等。证券时报记者注意

到，多数公司所筹划的事项在短期内无法

完成，或者时机并不成熟，然而这些公司

依然强行停牌，个中缘由值得玩味。

截至目前，两市仍有

1000

余家公司

尚未复牌，亦未披露相关的复牌计划。 有

分析人士认为， 监管层不太希望上市公

司集体复牌，担心会对市场造成冲击，上

市公司若要复牌， 必须发布实质性的事

项。 若以今日

350

余家公司复牌的规模

测算，预计目前仍在停牌的

1000

余家公

司， 将在未来一周内甚至更长的时间分

批复牌。

新三板诞生首例换股吸并案

君实生物合并众合医药

证券时报新三板论坛

君实生物将以

2:1

的估值比

换股吸收合并新三板挂牌企业众

合医药， 两家新药研发企业将借

此实现资源共享。若交易完成，新

三板将诞生首例换股吸并案。

此合并案的交易双方均为上

海宝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熊俊控制的新药研发企业， 君实

生物将作为存续方向众合医药全

体股东定向发行股份吸收合并众

合医药。合并完成后，众合医药将

被注销。

根据方案，众合医药的换股

价格为

1.32

元

/

股， 君实生物将

以

26.23

元

/

股的价格发行

735

万股股票用于吸收合并众合医

药，换股比例为

1:19.87

，即换股

股东所持有的每

19.87

股众合

医药股票可以换得

1

股君实生

物此次发行的股票。从众合医药

的换股价格来看，略低于其停牌

前一交易日

1.45

元

/

股的收盘

价。 不过，由于挂牌以来众合医

药成交并不活跃，未能形成连续

报价，因此，市场价格参考价值

不大。

君实生物和众合医药全体股

东均签署了承诺函，同意换股吸并

方案。 如此一来，双方股东都自愿

放弃了交易中的现金选择权。从另

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代表着双方股

东对方案和公司价值的认可。

过往

A

股多起换股吸并案

中， 交易方的主要诉求均在于借

换股吸并实现上市， 资产证券化

才是交易方的主要考虑， 资源整

合往往被放在了第二位。例如，美

的集团换股吸并美的电器、 温氏

集团换股吸并大华农均是典型。

与上述案例不同的是， 君实生物

吸并众合医药的重点放在了资源

整合，而非曲线挂牌。 事实上，君

实生物已经向全国股转公司递交

了挂牌申请， 此次换股吸并将与

挂牌同时进行， 挂牌新三板是换

股吸并众合医药的前提条件。

而通过换股吸并， 同样从事

单克隆抗体新药的研发及产业化

的两家企业将得以实现人才、技

术、资金、管理等各种资源的共享

和优势互补， 这也是该起交易的

主要诉求。

由于处于新药研发阶段，君

实生物、 众合医药一直未能实现

盈利， 主要通过提供技术服务实

现营业收入， 研发投入主要来源

于股东投入、 政府补助和提供技

术服务取得收入。

君实生物披露的资料显示，

公司共有

6

个药物已正式立项

并处于研发阶段。 研发主要由君

实生物两位董事陈博和冯辉负

责，两人均毕业于美国爱因斯坦

医学院。 陈博历任复旦大学教

授，礼来公司研究员，特里斯生

物科学公司高级研究员，干细胞

治疗生物药物公司资深研究员。

冯辉历任爱因斯坦医学院分子

药理系助理研究员，

Humanzyme

Inc.

高级工程师，阿斯利康抗体

部资深工程师。

（胡志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