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少杰/制表 官兵/制图

A11

主编：肖国元 编辑：唐国亮 2015 年 8 月 5 日 星期三

Tel

：(0755)83501921

Company

公司

A7

Company

公司

中科招商国华人寿继续扫货

昨日上演二度举牌秀

见习记者 李曼宁

由中科招商领衔的举牌潮仍在继

续。 周二，沪指一举站上

3700

点大关后

逼近

3800

点，

PE

巨头们亦趁此机会出

手， 中科招商子公司中科汇通二度举牌

国农科技和宝诚股份。 国华人寿则再次

举牌天宸股份。

自

6

月

15

日

A

股调整以来， 老牌

PE

中科招商已连续举牌

12

家上市公

司， 其多项举牌均是通过子公司中科汇

通完成。

国农科技今日公告，

2015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3

日期间， 中科汇通增持公司

419.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

。 至此，

中科汇通持有国农科技

840.64

万股，占

总股本的

10.01%

，已位列公司第二大股

东。 在未来

12

个月内，中科汇通不排除

继续增持国农科技股份的可能。

与此同时，宝诚股份发布公告，公司

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中科汇通

8

月

3

日

买入公司股份

219.76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3.48%

， 增持均价为

40.37

元。 至

此， 中科汇通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33.94

万股，最新持股比例为

10.04%

。

至于连续举牌的原因，中科汇通依

旧延续以往表述： 看好公司的业务发

展模式及未来发展前景， 希望通过股

权增持，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获

取股权增值带来的收益。 其亦表示，不

排除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宝诚股

份的可能。

通过此番连续增持， 中科汇通巩固

了其在国农科技与宝诚股份的地位，并

甩开了与第三股东的差距。例如，国农科

技控股股东为深圳中农大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其持股比例为

26.1%

。而此前公司

第二大股东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持

股比例仅为

4.45%

。与之类似，宝诚股份

目前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9.99%

，而原第二股

东自然人江波仅持股

2.80%

。

据证券时报记者统计， 截至

8

月

3

日，

中科汇通举牌的其余十家上市公司分别为：

朗科科技 （持股

19.25%

）、 鼎泰新材 （持股

10.06%

）、北矿磁材（持股

10.06%

）、沙河股份

（持股

8.89%

）、三变科技（持股

5.24%

）、大连

圣亚（持股

5.01%

）、海联讯（持股

5.01%

）、祥

龙电业 （持股

5.01%

）、 设计股份 （持股

5.01%

）和天晟新材（持股

5.01%

）。

值得注意的是， 中科汇通在增持朗科

科技与设计股份后， 所持股份已直逼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其中，中科汇通与朗科科

技控股股东

21.63%

的持股比例仅差约

2

个百分点， 与设计股份大股东

5.31%

的持

股仅相距

0.3%

。

梳理中科招商举牌的

12

家公司，不难

发现一些共同点：市值小、有重组并购预期

以及盈利能力一般。

中科招商董事长单祥双曾表示， 举牌

的上市公司市值都比较小， 在产业扩张能

力、盈利能力和技术先进性方面都不强，但

都具有良好的融资能力，只要植入新技术，

使公司的传统产业升级，培育新产品，重构

公司主营业务， 就能提升上市公司在资本

市场的估值。

除中科招商，举牌大户国华人寿亦再

度出手。 天宸股份今日公告，继

7

月

15

日

国华人寿举牌公司持股比例达到

5%

后，

7

月

28

日至

8

月

4

日间， 国华人寿通过二

级市场再度增持公司股票

2288.92

万股，

占总股本的

5%

。 国华人寿此前持有天宸

股份

2288.93

万股，变动后，国华人寿将持

有公司股份

4577.85

万股， 最新持股比例

达

10%

。

公告披露， 国华人寿此次增持是基于

对公司经营理念、发展战略的认同，及对公

司未来发展前景看好的一项投资行为，国

华人寿不排除未来

6

个月内继续增持天宸

股份。

S前锋陷退市风险 股改8年未果“慢慢变老”

见习记者 舒强

近日，

S

前锋（

600733

）收到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S

前锋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该事件让

S

前锋不但陷入退市风险之中， 同时也将

其拉回到投资者的视野之中。

十余年前，

A

股掀起蓬勃的股改浪

潮，众多上市公司陆续完成股改进程。而

纵观

A

股市场， 在沪深两市

2700

多只

个股中， 唯独留下

S

前锋和

S

佳通

（

600182

）未能完成股改工作，默默地陪

着投资者“慢慢变老”。 证券时报记者注

意到， 除

S

佳通一直没有确定股改方案

外，

S

前锋早在

8

年前就已将股改和重

组方案上报证监会， 但至今石沉大海杳

无音讯， 那么尘封已久的

S

前锋股改案

又将何去何从？

苦等的股改

1992

年，

S

前锋由原国营前锋无线

电仪器厂改组设立，

1996

年

8

月在上交

所挂牌上市。当时，成都市国有资产投资

经营公司（下称“成都国投”）为其第一大

股东。

1998

年

10

月，四川新泰克与成都

国投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成为新任第一

大股东。截至目前，四川新泰克共持有

S

前锋

8127

万股，占总股本的

41.13%

，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时间推移到

2007

年

1

月，

S

前锋披

露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根据此方案，北

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首创

集团”） 以拥有的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下称“首创证券”）

11.63%

的股权及

现金

6118

万元置换

S

前锋全部资产及

负债；同时，首创集团以所得的

S

前锋

全部置出资产和负债为对价收购四川

新泰克所持有的

S

前锋的

8127

万股股

份，置出的全部资产、负债等由四川新

泰克承接。

在资产置换后，

S

前锋以新增股份

的方式向首创证券股东置换取得剩余的

88.37%

首创证券股权，由此吸收合并首

创证券。此外，

S

前锋非流通股东按

1:0.6

比例缩股， 并以公积金向吸收合并及缩

股后全体股东

10

转增

6.8

股。

2007

年

2

月，

S

前锋临时股东大会

以特别决议的形式审议通过了上述方

案，最后

S

前锋将方案上报证监会审批。

然而， 令绝大部分投资者没想到的是，

S

前锋股改事项至今仍不见结果。

对此，证券时报记者致电

S

前锋，其

董秘邓红光表示， 公司尚处于证监会立

案调查之中， 还不清楚具体的违规事项

和处罚措施。至于股改事项，公司早已将

方案上报监管层， 现在仍在履行审批程

序之中，没有新的进展。

漫长的变迁

历经

8

年等待，

S

前锋为何难以完

成股改，这背后又隐存着哪些障碍？有投

资人士告诉证券时报记者，现在，且不说

首创和

S

前锋是否还有合作意愿， 首先

摆在两者面前的就是估值问题。

首创证券于

2000

年初成立，经过十

多年的发展和多次收购兼并， 目前首创

证券已从刚成立时仅一家证券营业部的

小型券商，发展成为业务种类基本齐全，

下辖

8

家分公司及

36

家营业部，参股中邮

基金、 控股京都期货两家金融企业的综合

类证券公司。

2006

年

~2014

年期间，首创

证券营业收入从

3.06

亿元增至

7.79

亿元，

2009

年最高达到

11.27

亿元； 净利润由

1.45

亿元增至

2.73

亿元，

2009

年最高为

4.36

亿元。

上述投资人士指出，如今，距离

S

前锋

首次披露股改方案的时间已

8

年之久。 今

时今日， 双方各自的境遇和资本市场都发

生了翻天变化，两者估值势必要重新商榷。

2007

年，根据天相投顾出具的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显示， 其综合多种估值方法计

算认为，首创证券当时的股权价值为

19.30

亿元

~21.66

亿元。 不过，证券时报记者发

现， 按照首创证券

2014

年净利润

2.73

亿

元和总股本

6.5

亿股粗略计算， 其基本每

股收益为

0.42

元。 目前，

A

股

23

家上市券

商平均动态市盈率为

18

倍左右，首创证券

对应的股价则约为

7.6

元

/

股。 若据此测

算， 首创证券对应的市值约为

50

亿元，明

显高于此前评估值。

爆炒的股价

事实上，多年来，不仅重组标的首创证

券在变，

S

前锋自身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近年来，

S

前锋员工规模成逐年递减

的趋势，其员工总数已经从

2007

年的

339

人下降到

2014

年的

67

人。 与之相对应的

则是，

S

前锋经营业绩也不尽如人意，

2014

年公司完成营业收入

2981

万元，同比下降

83.22%

；实现净利润

1302

万元，同比下降

66.50%

。

证券时报记者发现，

S

前锋现有业务

已主要面向个人小客户，在

2014

年前五大

客户之中，自然人客户占据四席之多，就连

30

万元左右的交易也能入围。 值得一提的

是，

S

前锋唯一的企业法人客户为成都嘉

好房地产有限公司，后者为

S

前锋

2014

年

贡献了

149

万元的营业收入， 位列第大二

客户。 不过，成都嘉好或许也是自身难保，

2014

年末其官网曾公告， 公司资金链断

裂， 董事长华茂泽已于被简阳市公安局刑

事拘留。

进入

2015

年，

S

前锋经营困境依然未

见改观， 由于当期销售地产项目尾盘收入

较少等因素影响， 其一季度净利润亏损

428

万元， 同比下滑

155%

。

S

前锋曾在

2014

年年报中披露， 公司

2015

年计划新

开工商品房面积

3.8

万平方米， 资金需求

3.9

亿元左右，但期内无商品房竣工。同时，

S

前锋计划实现商品房合同销售收入约

1000

万元，营业成本约

700

万元，费用支

出约

2500

万元。

在

A

股江湖中， 实际的经营业绩并不

一定和股价直接挂钩，

S

前锋的净利润大降

也没有阻碍其股价的暴涨。 证券时报记者

注意到， 在

2007

年之后的几年中， 由于

S

前锋股改计划迟迟没有下文， 其股价曾从

52

元的高位逐步回落

20

元附近。

但经过几年的徘徊后，

2014

年

6

月在

没有直接利好的情况下，

S

前锋又重新启

动，股价扶摇直上。

2015

年

6

月

26

日，该

股创下

84

元的历史新高。 截至

2015

年

8

月

4

日收盘，

S

前锋股价仍高达

44

元，其

最新市值达到

87

亿元。

2007

年，

S

前锋所

公布的股改方案交易价格为

5.79

元，而

目前市价已达到当年股改设定价的

8

倍

之多。

“五选一” 维稳利好

1095家上市公司已执行

证券时报记者 杨丽花

证券时报数据中心统计显

示，截至目前，已经有

1095

家

上市公司按照“五选一”的要求

实施了稳定股价的措施。 这些

公司占

A

股上市公司的

39%

。

在股市暴跌的危机时刻，

各地证监局向辖区内上市公司

发出 《关于开展维护公司股价

稳定工作的通知》，对上市公司

的股价稳定政策等做出具体指

引， 要求上市公司在大股东增

持、回购股票、董监高增持、股

权激励、 员工持股计划等

5

个

方案中选择性推出利好消息稳

定股价。如今，该通知下发即将

满一个月，已经有

1095

家上市

公司按照通知采取了稳定股价

的措施。

虽然《通知》是

7

月

9

日

下发到上市公司，但是在通知

下发前就已经有上市公司开

始采取措施稳定股价，这也加

快了上市公司落实 “五选一”

措施的速度。 统计显示，目前

已经

1095

家上市公司执行了

“五选一”方案。 其中腾邦国际

采取了除了回购股票外的四

项措施，而濮耐股份也采取了

除股权激励外的四项措施。 此

外，还有

53

家公司做到了“五

选三”，

398

家公司选择了“五

选二”，另外

642

家公司选择了

“五选一”。

一家上市公司董秘对证券

时报记者表示：“当时限定上市

公司必须在两日内制定好稳

定股价的措施，时间紧迫，大股

东和董监高的增持是最简单快

捷的方式。 ”即便如此，在维护

公司股价的措施中， 民营上市

企业五项措施都有选择， 而国

有企业则更专注于大股东增持

和董监高增持。 比如实际控制

人为国务院国资委的

260

多家

央企，有

99

家上市公司已经执

行了“五选一”的通知要求，但

是措施中全部是大股东增持和

董监高增持。

隶属国务院国资委的上市

公司“五选一”实施进展和整个

A

股市场步调一致甚至是更

快，但地方国资委执行情况则

不如整个

A

股上市公司。 比

如，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资

委以及上海市各区县国资委

的

60

多家企业中，只有

13

家

公司完成了稳定股价的一些

措施，且只有长江投资、东方

明珠、上柴股份这

3

家公司采

用了大股东增持和董监高增

持两种方式，其他公司都是只

落实了一种措施。 此外，实际

控制人为北京、天津等许多地

方国资委的上市公司，“五选

一” 的执行程度也远不及市场

平均水平。

其实， 地方国有企业落实

“五选一”措施速度慢，在方案

上报过程中亦有所表现。 地方

国有企业在向当地证监局上报

维稳方案前， 一般要先行向当

地国资委汇报。 在制定方案的

两个工作日内， 一些国有企业

几易其稿， 有的方案修改达十

来次之多。 于是有上市公司董

秘发牢骚说：“感觉像是证监部

门与国资部门打架， 刀却是架

在上市公司。 ”如今，地方国资

企业执行速度不佳也在意料之

中。某地方国有企业董秘直言：

“由于操作过程中涉及面广，

‘五选一’对地方国有企业来说

执行难度大。 ”

根据各地证监局的要求，

一般上市公司要在两个工作日

内上报方案；但具体落实“五选

一”要求，上市公司不仅有快有

慢，也有深有浅。 比如腾邦国际

采取的措施就很多样，而且力度

也很大，其董事长钟百胜累积投

入近

4000

万元增持

118

万股公

司股份，且员工持股计划拟包揽

4.5

亿元定增。不过，也有上市公

司虽然宣布董监高增持，但是增

持数量仅有几千股， 甚至只有

100

股，敷衍了事。

据悉， 上市公司向当地证

监局上报稳定股价的方案后，

一般会发公告宣布。 但也有极

少数上市公司并没有即时向证

监局上报稳定股价的方案。 因

此，有人认为，现在股价稳定，

如果没有公告的上市公司不必

再强制执行“五选一”的要求。

*

ST新都继续亏损

步步走向退市

见习记者 于德江

已被暂停上市的

*ST

新

都（

000033

）近日发布了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从经营业绩数

据来看，情况不容乐观。

2015

年上半年，

*ST

新都

实现营业收入

3375.25

万元，同

比下降

16.5%

， 净利润为亏损

1052.65

万元。 公司表示，虽然

报告期内酒店经营情况良好，

酒店运营成本和费用也得到良

好控制， 但酒店经营亏损的局

面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扭转。

*ST

新都是因连续两个会

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自

2015

年

5

月

21

日起暂停上市

的， 随后又在重大资产重组的

过程中被借壳方华图教育 “抛

弃”，可谓多灾多难。 想要恢复

上市，

*ST

新都需在

2015

年度

报告披露后，同时满足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

及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

润为正值；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正值；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营业收入不低于

1000

万元；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

告未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

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

报告；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等条

件。 现在据半年度报告来看，

难度极大，

*ST

新都被终止上

市的风险在加剧。

据半年报数据，

*ST

新都

普通股东数量为

2.3

万户，其

中当然包括一直努力推动华图

教育借壳的

*ST

新都第二、三、

四、五大股东。在重大资产重组

被终止、 且

3

个月内不得再次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情况

下， 公司目前的第二至第五大

股东桂江企业有限公司、“融通

资本财富

-

兴业银行

-

融通资

本长城汇理并购

1

号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深圳贵州经济贸易

公司、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

式联合出售合计持有的

16.3%

的

*ST

新都股份，这一比例已

经超过了控股股东深圳市瀚明

投资有限公司

13.83%

的持股

比例。 无疑，这会让

*ST

新都

的日子更加不好过。

对于目前的情况，

*ST

新都

在投资者说明会上表示，公司将

积极开源节流，并积极与债权人

协商相关债务处理，力争实现盈

利，并在承诺期限到期后尽快推

进重大资产重组等工作，争取在

2015

年年底前具备相关恢复上

市条件。而对于四大股东联合出

售股份，公司表示只是将股东发

来的转让协议进行披露，不了解

进一步的情况。

同处于暂停上市状态的

*ST

集成和

*ST

凤凰将分别于

8

月

12

日、

8

月

18

日恢复上

市。

*ST

新都后事如何，我们拭

目以待。

前三季业绩预告六成报喜 牧原股份成“预增王”

证券时报记者 周少杰

随着半年报的披露， 一些上市公司

同时还向投资者预估今年前三季度的业

绩情况， 沪深两市已有

118

家公司披露

三季度业绩预告。总体上，上市公司对三

季度经营情况偏乐观， 有六成以上的公

司预喜。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截至

8

月

4

日，

沪深两市共有

118

家上市公司披露三季

报业绩预告。 其中，业绩报喜（含预增和

扭亏）的公司共有

74

家，约占全部已预

告业绩公司的

62.71%

；业绩报忧（含预

减和亏损） 的公司有

36

家， 约占

30.51%

； 业绩基本持平的公司有

8

家。

尽管这些公司仅占两市近

2800

家上市

公司的一小部分，但就整体而言，这些上

市公司向市场传递了上市公司基本面有

所改善的积极信息。

118

家上市公司中有

100

家企业预

告了净利润区间数据。 在剔除新近上市

公司 （暂无去年上半年净利润数据）之

后，

99

家具有可比数据的上市公司上半

年预估的净利润区间为

164.66

亿元至

203.41

亿元， 同比增幅在

18.41%

至

46.27%

之间。

从市场板块看， 中小板上市公司居

多。 海康威视预计前三季度盈利

35.23

亿元至

40.65

亿元， 暂居净利润额第一

位。 该公司称， 受益于行业良好的景气

度，公司经营业绩继续稳健增长，预计净

利润同比增幅达到

30%

至

50%

。 金正大

和康得新两家中小板企业预计前三季度

净利润也有望超过

10

亿元。

猪肉价格上涨， 牧原股份暂时夺得

前三季度“预增王”称号。该公司预计，前

三季度净利润有望同比增长

73.09

倍至

110.13

倍，盈利约

2

亿元至

3

亿元。公司

称， 这一业绩是基于第三季度平均每头

生猪可能的盈利水平区间以及生产计划

生猪出栏量区间作出的预计， 生猪市场

价格的大幅下降或上升， 将会导致公司

盈利水平的大幅下降或上升， 对公司的

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相比之下， 其他上市公司净利润

鲜有过百倍增幅。 汉麻产业预估前三

季度净利润增幅有望超过

10

倍。 不

过，该公司业绩增长并非来自主业。 汉

麻产业预计， 第三季度下属子公司拥

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完成， 以及

公司两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

筑物等被征收完成后， 将增加营业外收

入，导致经营业绩大幅提升。 此外，完美

环球、 恒顺众昇两家公司前三季度净利

润增幅有望超过

5

倍。

几家欢喜几家愁。 目前预告前三季度

业绩亏损的公司有

17

家， 其中两家被交

易所标识退市风险警示（

*ST

），即

*ST

路

翔和

*ST

新都，若这两家公司在仅剩的不

足

5

个月内未能扭转亏损的颓势， 将面临

退市之虞。

值得一提的是， 创业板公司东方通也

预计可能出现亏损。根据深交所退市制度，

创业板市场实施快速退市制度， 连续两年

亏损并不予以退市风险警示 （即标识

*ST

），涨跌幅仍维持

10%

，若第三年继续亏

损，将直接予以暂停上市，并且不允许借壳

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