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兴通讯首次发布

M-ICT电信运营战略

证券时报记者 周少杰

在中兴通讯（

000063

）

2015

年度第

11

届分析师大会上，中兴

通讯副总裁韩凌首次公布了公司

M-ICT

电信运营战略，下好“泛

在接入、弹性网络和数字服务”三

步棋。

韩凌表示， 整个移动宽带的

流量消费增长将出现三个增长高

峰：第一个增长高峰是以“移动互

联网”为代表的个人消费流量移动

化的过程，移动互联网用户已迅速

超过固定互联网成为绝对主流；第

二个增长高峰是以 “移动企业网”

为代表的企业信息流量移动化的

过程，移动办公正日益普及；第三

个增长高峰将出现在数据通信从

“人

-

人”向“人

-

物、物

-

物”方向发

展，万物移动互联成为现实。

韩凌认为， 以上三个流量消

费的增长高峰前后相继， 为电信

网络发展演进带来不竭动力。 在

这三段移动宽带增长浪潮中，“泛

在接入、弹性网络 、数字服务”将

作为核心贯穿电信运营。

所谓“泛在接入”，即

M-ICT

时代接入网络具有人与人、 人与

物、物与物无处不在的链接，超高

容量的网络接入和覆盖能力的基

本特征。

伴随

4G LTE

在全球的规模

运营，在性能、覆盖、频谱效率等

方面对现有移动网络进行持续优

化成为建设方向。

“弹性网络”，即

M-ICT

时代

电信网络具有智能化和虚拟化、

极速和扁平化以及通过

CDN

实

现网络效率提升三个关键特征。

中兴通讯下一代网络解决方

案

ElasticNet

基于

SDN

和

NFV

技

术，使得网络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进

行弹性配置， 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

快速适应运营商新的商业模式。

“数字服务”指的是在

M-ICT

时

代移动流量消费将逐步超过语音和

短信， 成为运营商最主要的收入来

源，带动电信运营进入数字服务的发

展阶段。

中兴通讯认为， 运营商可以从

多个角度拓宽服务领域， 围绕数字

服务核心，进一步精细化运营，提升

网络价值与带来盈利。

在家庭客户方面， 涵盖影音娱

乐和智能家居两个领域。影音娱乐，

通过

OTT

与

IPTV

的融合发展，加

快业务升级和丰富业务应用； 智能

家居， 以掌控云服务平台和手机应

用入口为重点，大力发展家庭安防、

家庭自动化创新服务。

在政企网客户方面，通过打造面

向企业的移动网络，提供满足企业信

息化发展需求的一体化服务，并规模

切入全球

IT

外包市场， 发展面向企

业的云服务，成为运营商差异化竞争

的重要方向。同时在智慧城市的建设

过程中，搭建一个基于物联网、云计

算、

SOA (

面向服务架构

)

等先进

ICT

技术的城市运营中心，构建智慧城市

统一的应用框架，抢占先机。

在跨界创新方面， 物联网和大

数据地位凸显： 针对庞大的物联网

市场， 电信运营商可以立足现有网

络资源，以完善和制定标准为手段、

以物联网业务支撑平台为核心，实

现跨界行业市场的突破； 大数据的

挖掘应用成为电信运营商发展的新

引擎，主要方向为运营效率提升、精

准营销、数据价值变现。

韩凌表示，

M-ICT

时代有着前

所未有的连接需求。无处不在、高速

优质、 价格低廉的网络连接成为基

本需求，数据流量成为如水、电一般

的生活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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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牌大战再现江湖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当大多数市场参与者尚未从二级

市场深度调整中缓过神时

，

各路先知

先觉的资金已趁股市回调密集扫货

，

掀起了密集的举牌潮

。

据不完全统计

，

至少从

7

月

6

日

开始

，

包括中科招商

、“

法人股大王

”

刘益谦及前海人寿在内的产业资本

、

金融资本已实施了举牌计划

，

被举牌

方涵盖鼎泰新材

、

大连圣亚

、

有研新

材

、

博通股份

、

万科

A

等十余家上市

公司

。

按照惯常的信息传递路径

，

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及董监高往往是内幕信

息的生产者及第一知情方

，

其增减持

行为更具参考意义

。

或者说

，

在股价连

续调整甚至跌破某些关键价位时

，

如

定增价

、

员工持股计划平均持股价格

、

股权质押强平价

，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及董监高更有动力或义务稳定股价

，

从而实施增持

。

然而

，

根据上述举牌案例

，

作为第

三方的产业资本及金融资本似乎对上

市公司股价更为敏感

，

且增持动作更

为迅猛

。

以证监会

7

月

8

日发布的关于支

持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股份稳定股价

为分界点

，

此前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大

股东囿于短线交易规定及资金等客观

因素

，

并未密集增持股份或披露增持计

划

。

反而是中科招商等第三方资本

“

在人

们都不敢买的时候

”

进场抄底

，

在上市公

司大股东抛出增持方案后进一步扫货

，

前海人寿甚至斥资

80

亿元直接举牌万

科

A

，

由此面临与华润集团及万科

A

管

理团队的直接抗衡

。

仅从举牌时间

、

举牌效率及举牌规

模来看

，

第三方产业资本

、

金融资本完胜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

这些第三方资本在

对二级市场的整体把握及操盘技巧方

面

，

展现出了良好的资本运作能力

。

以往第三方资本在举牌上市公司后

往往会被人为地扣上

“

门口的野蛮人

”

的

帽子

，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董监高会利

用各种规则钳制举牌方行使股东权利

。

如以持股主体不明

、

手续不全为由拒绝

举牌方参加股东大会

、

向董事会派驻董

事成员等

，

当然某些资金实力雄厚

、

社会

资源丰富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则会与举牌

方展开举牌大战

、

舆论大战

，

以此逼退举

牌方对上市公司控股权的角逐

。

而在这一次

，

中科招商

、

刘益谦

、

前

海人寿等并未如以往一样被扣上野蛮人

的帽子

，

事实上

，

在证监会豁免短线交易

及鼓励增持后

，

敢于抄底的举牌方已形

同白马骑士

。

毕竟当时市场走向并不明

朗

，

此前有相当一部分抄底资金抄到半

山腰而遭受重大损失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

如果某些第三

方资本趁上市公司股价深度调整时连续

举牌直至夺取控股权

，

也最好不要扣上

恶意举牌的帽子

，

除非该第三方资本未

履行举牌信披义务或者明显违法

。

如果

某举牌方确实意在谋求上市公司控股

权

，

则该公司控股股东完全可以公开宣

战

，

捍卫控股权

。

截至目前

，

被举牌的十

余家上市公司尚未对举牌方公开发出明

显敌对的信号

，

市场也并不认为这些第

三方资本此时举牌上市公司有何不妥

。

若进一步梳理上述参与举牌的第三

方资本则可发现

，

金融资本在此轮举牌

潮中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生猛

。

如连续举

牌朗科科技

、

三变科技等

6

家上市公司

的中科招商便是金融资本的代表

。

此外

，

不惜超过

5%

持股红线而举牌有研新材

的刘益谦影子公司国华人寿亦为金融资

本

，

后者紧接着又举牌了国农科技

。

同期分别举牌博通股份

、

万科

A

、

新

华百货的举牌方上海朱雀股权投资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

前海人寿

、

上海宝银创赢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同样系金融资本

，

仅永新股份等少数公司的举牌方系专注

于实业领域的产业资本

。

“

市场未动

，

资金先行

！”

金融资本在

此番举牌潮中所起到的示范效应正在进

一步放大

，

从某种程度而言

，

以金融资本

为核心的第三方资本在稳定市场方面更

具效力

，

这在以前多个案例中已得到充

分佐证

。

大连国际预亏8亿

拟注入核应用资产谋转型

证券时报记者 柴海

大连国际（

000881

）今日公布

2015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亏

8.1

亿元

~8.2

亿元， 每股亏损约

2.6

元， 去年同期盈利

4998.9

万元。

同时， 大连国际还披露一份重大

资产重组的三方框架协议， 拟与

中国广核集团子公司合作开发民

用非动力核技术应用产业。

受到国际航运市场和国内

二、 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持续低

迷， 以及国际远洋船舶市场价格

深幅下跌的影响， 大连国际远洋

运输船舶固定资产和房地产存货

出现明显的减值迹象， 大连国际

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约

11.9

亿

元， 影响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约

-7.5

亿元。

2015

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复

苏乏力，国际航运市场的不景气，

导致

BDI

、

BSI

指数创新低，国际

干散货运费水平已降至历史低

位，全球航运公司面临经营困境，

仅今年上半年就有丹麦船公司

Copenship

、韩国大波航运公司和

中国大连威兰德航运公司在内的

航运企业接连宣告破产。

不可避免的是， 整个航运市

场的寒潮也逐步影响到

A

股上

市公司的业绩， 招商轮船分别于

2013

年和

2014

年对公司的运输

船舶固定资产进行了计提减值，

中国远洋

2015

年一季度净利润

也亏损了

10.3

亿元。 可见，整个

远洋运输业务板块处于极为艰难

的困境中， 而航运板块的先行者

已经开始进行结构调整， 探索转

型之路。

据重大资产重组三方框架协

议公告显示， 大连国际拟与中国广

核集团子公司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

限公司合作， 注入核技术应用业务

资产， 同时还注入控股股东的写字

楼资产， 以实现上市公司业务结构

的转型调整。

据悉， 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

公司未来有望成为中国广核集团新

的支柱产业， 目前在加速器生产制

造、 辐照加工应用以及高新材料领

域具有较为领先的技术优势， 其中

工业加速器产品齐全， 市场占有率

在国内遥遥领先； 改性高新材料相

关产品广泛应用于核电、军工、航空

航天、高铁等领域，是宝马、奔驰等

国际知名汽车的供应商。 该公司有

望依托中国广核集团的品牌和资

源， 成为中国民用非动力核技术应

用产业的领跑者， 并推动整个行业

的发展。

目前中国广核集团旗下已有三

家公司在香港上市， 即持有核电资

产的中广核电力、 非核清洁能源资

产的中广核美亚， 以及核燃料业务

的中广核矿业， 而本次中国广核集

团与大连国际的合作， 将搭建其

A

股上市公司平台， 同时这也将是中

国民用非动力核技术应用产业的第

一个上市公司。

证券时报记者第一时间致电大

连国际，公司方面称，受市场客观因

素影响， 公司远洋运输船舶固定资

产等出现明显的减值迹象， 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

公司会计政策。本次资产重组，就是

公司寻求高新技术领域的优质资产

和先进技术， 从根本上改变业务结

构，谋求转型升级，提升公司的持续

盈利能力， 为全体股东创造持续良

好的投资回报。

金融资本频频举牌 趁大跌抄底扫货

见习记者 张骞爻

随着二级市场的深度调整， 以金融

资本、 产业资本为代表的资本力量正在

趁机抄底扫货， 并完成了一轮密集的举

牌潮。

据不完全统计，自

7

月

6

日以来，两

市共有

10

余家上市公司被各路资本举

牌，包括有研新材、博通股份、新华百货、

大连圣亚、万科

A

等。 在各路举牌方中，

尤以中科招商、“法人股大王”刘益谦、沪

上私募崔军及前海人寿为代表的金融资

本表现得尤为生猛。

抄底举牌

记者注意到， 相比于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及董监高而言，此次产业资本、金融

资本等资本力量对二级市场的整体把握

更为敏感，趁低位大举吸货触发举牌。

以博通股份为例， 该公司

7

月

9

日

接到上海朱雀股权投资管理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上海朱雀枫域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朱雀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的通

知，后三者于今年

6

月至

7

月

9

日，通过

12

只信托、基金产品共计增持博通股份

312

万股，触发举牌。

从增持周期来看， 上海朱雀股权投

资管理等三方并未在博通股份股价相对

低位时突击抄底，而系连续抄底，直至

7

月

9

日完成举牌。

上述举牌方在权益变动书中明确提

及，无意争夺博通股份控股权，举牌本身

是为了获得较好的股权投资收益， 并保

证未来

6

个月不减持博通股份股权，但

不排除未来

7

至

12

个月减持的可能性。

另外， 此前被质疑炒作的沪上私募

崔军旗下的上海宝银创赢投资及上海兆

赢股权投资通过多个账户， 于近日合计

增持新华百货

5.08%

股份， 构成第三次

举牌。经此举牌后，崔军对新华百货持股

比例由此增至

15.08%

。相对于前两次举

牌， 崔军此番举牌新华百货属于明显的

抄底动作。

同样抄底举牌的还有国华人寿，后

者系刘益谦影子公司， 刘益谦控制的天

茂集团正在实施收购国华人寿的计划。

一旦完成收购， 刘益谦将间接持有国华

人寿

51%

股权，从而实现并表。

7

月

7

日， 国华人寿在有研新材跌

停板位置大举吸筹， 并直接增持至

7.5%

，导致有研新材当日股价从跌停拉

升至涨停。

事实上， 近日实施举牌的产业资本

及金融资本均系抄底举牌， 这与此前举

牌方与上市公司控股方在举牌大战中进

一步举牌的成本不可同日而语。

资本生猛

在各路举牌资本中， 金融资本表现

得尤为生猛，远超产业资本。

如北矿磁材

7

月

10

日称，中科招商

旗下的中科汇通于

7

月

9

日以竞价交易

方式对北矿磁材完成举牌， 耗资近

1

亿

元。在此之前，中科招商就已经在二级市

场打包抄底了

5

家上市公司， 包括朗科

科技、天晟新材、三变科技、鼎泰新材、大

连圣亚。

实际上， 不单是中科系在底部打包

扫货， 另一资本大鳄国华人寿法定代表

人刘益谦也豪掷大量资金为二级市场树

立信心。 自

6

月

30

日至

7

月

8

日，国

华人寿已通过二级市场买入有研新

材、国农科技等股票，累计净买入超过

10

亿元，并将继续增持具有显著投资

价值的股票。

更为典型的案例是， 前海人寿

7

月

10

日大举买入

5.5

亿股万科

A

触

发举牌， 成为仅次于万科单一大股东

华润股份公司之后的第二大股东。 此

次前海人寿增持万科

A

的成交区间

价格为每股

13.28

元至

15.47

元，以此计

算，增持金额在

74

亿元至

85

亿元之间，

可谓大手笔。

据了解， 此前在二级市场举牌的资

金多系产业资本， 尤其是举牌商业百货

类上市公司的资本，更是如此，如曾举牌

鄂武商

A

的 “银泰系”、 举牌商业城的

“茂业系”等。 不过，此次

A

股大跌引发

举牌热的举牌方多为私募大鳄、 保险资

本等金融资本，业界认为，此次市场的深

度调整对一向敏感的金融资本有极大的

吸引力。

事实上，在被举牌的消息公布之后，

相关上市公司股价均出现连续大涨，金

融资本“为国护盘”的同时也赚了个盆满

钵满。 如在微信朋友圈宣布“砸

10

亿救

市”的资本大鳄刘益谦抄底成功，四天浮

盈近

3

亿元。此外，被举牌的上市公司还

有望出现整合， 由此使得这些公司的价

值得以重估。

张骞爻/制表 张常春/制图

逾百家上市公司今复牌 停牌公司“消化” 近半

不少公司携“利好”复牌

证券时报记者 阮润生

继昨日约

250

家公司复牌之后，截

至昨晚十点，约

102

家

A

股上市公司公

告今日复牌，相比前两日复牌节奏趋缓，

而目前两市停牌公司已经从高峰期

1400

家左右降了近一半。 其中，大部分

复牌公司停牌时间都在一周左右。 复牌

理由除了终止筹划重大事项外， 大部分

公司公布重大资产重组、增持计划、签约

项目以及预披露

2015

年中期利润分配

计划等事项。

赢时胜公告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500

万股，其中实际控制人唐球认购不

超过发行股票总额的

10%

，募资不超过

30

亿元 ， 用于互联网金融大数据中心

项目、互联网金融产品服务平台项目、互

联网金融机构运营服务中心项目， 以及

补充流动资金。另外，公司高管公布拟

自

7

月

13

日起

6

个月内，以不超过

2

亿元的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票。

云意电气也公布了非公开发行预

案，拟募资

5.5

亿元投资大功率车用二

极管扩建项目， 新能源车用电机及控

制系统产业化项目， 企业检测及试验

中心项目。目前认购对象尚未确定。

另外有数家公司公布了增持计

划。其中，奥拓电子公告为减少增持审

批程序，缩短增持实施时间，公司拟终

止原员工持股计划， 改为公司高管自

股票复牌之日起

6

个月内增持， 合计

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 另外，盛运环

保大股东开晓胜及管理层拟以自有资

金合计增持不低于

200

万股。

此前因公司高管斥资逾亿元增持

而备受关注的康达尔也今日复牌。

7

月

7

日康达尔总裁季圣智斥资约

8089.63

万元增持公司股份

536.80

万

股，占总股本的

1.37%

。 而此前，

6

月

16

日至

17

日期间， 季圣智增持公司股份

171.89

万股， 增持总金额约

3562.73

万

元。另外，因未能就相关事项达成一致意

见，康达尔决定终止筹划重大事项。

青岛金王、信邦制药、天瑞仪器等公

布筹划员工持股计划。其中，天瑞仪器员

工持股计划资金总额不超过

1.21

亿元，

参加对象包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其他员工合计

167

人。

宝塔实业、 巨龙管业、

GQY

视讯也

公告了近期拿下的业务合同。其中，

GQY

视讯与浙江通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

了《采购合同》，对方将向公司采购“防恐

机器人” 智能单警和移动警务平台产品

共

1000

台，合同总额为

6500

万元。

另外，三全食品公告，全资子公司三

全鲜食与知名的在线外卖订餐平台饿了

么签署业务合作协议，其中，饿了么为三

全鲜食在网络上的销售业务合作伙伴，

双方将在销售达到一定规模时推出联合

品牌产品。

随着

2015

年半年报预披露增多，一

些上市公司也公布了利润分配预案。其中，

春兴精工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孙洁晓提

议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0

股。 同

时， 公司高管拟不低于

1

亿元择机增持公

司股票，并承诺增持后

6

个月内不减持。

阳光城公布

2015

年中期公司拟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5

股。 预披露显示，

2015

年上半年阳光城

预计盈利

2.75

亿元

-3.2

亿元，同比上年

同期增长

50%～8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