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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连锁董事长前日吐槽 昨日晒业绩

见习记者 康殷

日前因为股价暴跌而在微博

抱怨的红旗连锁

(002697)

董事长曹

世如可以放松心情了，其公司股价

8

月

4

日收盘大涨

9.47%

， 收报

12.37

元

/

股。而在上日，红旗连锁股

价大跌

9.31%

。

眼见自家公司股价上涨，曹世如

没有继续吐槽股市，而在微博大晒公

司仓储超市开张和清淡的午餐。

财富蒸发27亿

在新浪微博上有

8.9

万粉丝的

曹世如，为四川十大富豪之一、上市

公司红旗连锁董事长， 在网络上一

直快人快语，敢说敢言。

8

月

3

日晚上， 曹世如发表微

博自曝已没钱救市。 曹世如在微博

中确认， 已经按照要求在二级市场

购入

100

万股公司股票， 可惜的是

“经营那么好，股票那么绿，目前这

股价已相当于没有搞收购了

(

红旗

连锁今年

6

月宣布

4.23

亿并购互

惠超市

)

， 我现在也没钱再来救市

了， 以后股票就让其在大海中自生

自灭吧”。

由于该条微博太火， 曹世如

3

个小时后发布了一条新微博称，“红

旗的股东们，今天股票太难看，影响

了曹阿姨心情。 因为阿姨我总不想

让红旗股东受伤， 说了些不负责任

的话，其实都是些气话而已，掌嘴三

下。红旗连锁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让

你们失望的，加油加油往前冲”。

8

月

4

日， 红旗连锁收盘价

12.37

元

/

股。但相比

6

月

12

日创下

的新高

18.49

元

/

股 （市值

148

亿

元），经过本轮暴跌，红旗连锁市值

已经蒸发

49

亿元。而曹世如作为公

司第一大股东， 持有

4.44

亿股，占

公司总股本

55.47%

。相比今年

6

月

公司股价创新高时， 曹世如个人财

富已经蒸发

27

亿元。

吐槽言论被断章取义

红旗连锁昨日股价收盘大涨，

曹世如也不再吐槽市场， 而是一早

就在微博晒出公司上半年业绩和今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事实上，红旗

连锁今年经营业绩平稳上升。

7

月

2

日发布的业绩快报显示，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1.18

亿元，同

比增长

10.68%

。

1-6

月实现营业收

入

26.4

亿元，同比增长

10.9%

。 中

期分配拟

10

送

2

转

5

派

0.5

元。

也许由于

8

月

3

日那条“吐槽”

股市的微博太火，

8

月

4

日，曹世如

就发微博解释，为事件“消消火”：“借

此提醒你们，那些话是不负责任的，我

是企业负责人，但也是一个正常人，喜

欢和博友调侃， 但有些别有用心的人

却断章取义，错误表达我的原意，别信

别信。 ”

曹世如最为人所知的事是把超市

开进了中南海。

2003

年，北京长安街

上，新华门内，中南海紫光阁附近，红

旗连锁中南海超市低调开业。

100

万

平方米的中南海里， 这个

300

平方米

的店是唯一一个。不过，由于媒体过多

关注，这家超市没开多久就关闭了。

红旗连锁

2012

年

9

月登陆深交

所，成为“便利连锁超市第一股”。

海信电器预计

海信美洲将增收20亿美元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接手夏普美洲不是件容易的事。 ”

8

月

4

日，海信举办线上媒体沟通会，公司副总裁林澜

袒露心迹， 虽然海信不乏海外收购的机会和经

验，但做好两个品牌的确是一个考验，这也是海

信曾经放弃很多次海外并购机会的原因。此外，

林澜预计未来海信美洲业务将增加

20

亿美金

的收入。

7

月

31

日， 海信集团与日本夏普同时宣

布：海信出资

2370

万美元收购夏普墨西哥工厂

全部股权及资产， 并获得夏普电视美洲地区品

牌使用权。 此次收购业务主要包括液晶电视产

能

300

万台

/

年的墨西哥工厂

100%

的股权，以

及美洲地区夏普电视品牌业务的授权 （巴西除

外）。

“在美洲市场接手夏普品牌后，海信、夏普

两个品牌分别独立操作。 海信会将

ULED

显示

技术以及互联网交互技术移植到夏普品牌的产

品上。当务之急是提升效率、重振夏普在美洲特

别是北美的市场表现。 ”林澜在沟通会上表示，

林澜表示， 海信近期的战略目标是成为全球彩

电品牌前三，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通过技术、产

能、市场等多种渠道同步进行，当然也包括并购

捷径。 夏普是“液晶之父”，无论是技术积累，还

是生产能力以及渠道资源， 都是海信心仪已久

的。 北美、欧洲、澳洲这三个发达市场是海信国

际化的战略突破口。在美国，海信品牌电视已进

入沃尔玛、 百思买以及考思特等不同类型的渠

道巨头，发展势头良好。 收购夏普墨西哥工厂，

不仅有利于解决美洲产能瓶颈，同时，通过夏普

品牌的授权，海信能更多地获取渠道资源，从而

实现海信在美洲市场的快速成长， 增强海信在

渠道以及规模上的议价能力。

谈及收购后海信和夏普品牌的定位问题。

林澜也给出了清晰的路线图。“在电视品牌的存

量认知上，要承认夏普大于海信。 因此，对夏普

定位于高端品牌，海信定位于中高端品牌。 ”

林澜预计未来海信美洲业务将增加

20

亿

美金的收入。他还表示，该工厂大部分员工会留

用，随着产量的增加，还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另据透露，北京时间

8

月

27

日，海信将在美国

纽约举行发布会， 届时会发布在美国市场的新

一轮战略计划。

科达洁能出售天江股权增利逾5.5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刘莎莎

自

2003

年入股天江药业

12

年

来，科达洁能（

600499

）收益颇丰，已

累计贡献收益数十倍。昨日，科达洁

能召开董事会，拟作价

9.46

亿元向

中国中药出售其持有的天江药业

9.6732%

的股权， 其唯一目的在于

“聚焦洁能主业”。

据科达洁能初步估算， 此次交

易将增加该公司

2015

年税后净利

5.52

亿元， 所得款项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近年来，为更好聚焦公司的

发展战略规划 ， 科达洁能已多

次减持天江药业的股权 ， 获得

了较好的投资收益 。 天江药业

为中药配方颗粒生产企业，截

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的

总资产为

33 .55

亿元， 净利润

6 .75

亿元。

数据显示，此次交易中天江

药业的总估值为经审计的

2014

年经营性净利润乘以

15

， 全部

权益价值为

97 .76

亿元，科达洁

能所持股权对应的价值为

9 .46

亿元。

作为陶瓷机械装备行业的领

军企业， 科达洁能

8

年前开始探

索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领域。

2007

年至今， 科达洁能大力研发并推

广清洁燃煤气化系统， 一度从熟

知的陶瓷领域跨越至氧化铝、玻

璃等领域，帮助“两高”企业实现

节能减排， 在多个领域完成 “煤

改气”。

目前， 科达洁能已在辽宁、广

西、 山西等多地推广清洁燃煤气化

系统项目，累计有约

200

（台）套产

品先后投入商业化运行， 近些年该

项业务已逐渐步入收获期。 数据显

示：

2014

年度， 科达洁能的清洁能

源装备营业收入达

4.32

亿元，同比

增长

94.09%

。

科达洁能方面告诉记者：“今

年， 公司加强了与工业园区及地方

政府的联系，未来有望通过

PPP

的

模式加快推动清洁燃煤气化技术在

各个领域的应用。 ”

有研究员称， 科达洁能目前已

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领域形成了较

为完善的技术和产品， 并逐步得到

包括氧化铝、 陶瓷等行业内客户的

认可。未来，随着煤炭清洁利用在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战略地位不断

提升， 公司清洁燃煤气化系统将有

望充分分享千亿级的煤炭清洁利用市

场空间。

随着国家对节能、 减排等战略

新兴产业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断加

大， 科达洁能近年来持续加大对洁

净煤技术、节能技术与应用，战略重

心已聚焦于 “为节能减排提供装配

与服务”。

此次交易完成后， 科达洁能不再

持有天江药业股权， 一方面可以将全

部精力投入到“节能减排”领域；另一

方面， 出售股权所获得的大量资金可

为公司发展“节能减排”产业提供更充

足的资金支持。

股市财富未明显流入车市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一位有

15

年炒股经验的朋友

说

，

这波牛市他赚了

3

倍

，

5

月份时

看到身边朋友好几个都换车了

，

本

无意换车的他有点心动

，

用他老婆

的话说

“

全放在股市那钱不是我们

的

，

得花了才是自己的

”。

于是

，

他决

定把一部分钱拿出来换一辆新车

，

以示对自己赚钱的奖励

。

凭他的经

验

，

周边所有人都开始炒股了不是

好事

，

他还劝自己的朋友把资金撤

出买了辆奔驰

。

像上述朋友那样把股市赚的钱

拿出来买车的人不少

。

这些人是幸

运的

，

但股市上涨时的财富效应在

车市并没有明显体现出来

。

今年上半年

，

国内股市一路高

歌猛进

，

沪指涨幅一度超过

50%

。

而北京新车

、

进口车

、

二手车上半年

累计销量同比全都出现了负增长

。

其中

，

新车同比降幅达到

13%

。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也

指出

，

在过去一年股指大幅走牛的

同时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速却从

2014

年

5

月的

12.5%

下滑

到今年

5

月的

10.1%

。

汽车一般被

认为是最能体现股市财富效应的商

品

，

但国内汽车销量的同比增速却

从去年

5

月

7.6%

下滑到今年

5

月

2.1%

。

很显然

，

在过去一年的宏观

经济数据中

，

找不到股市财富效应

的痕迹

。

股市上涨时的财富效应不但没

得到体现

，

反而带来了负面效应

。

上

半年

，

爆发式增长的股市刺激了老

百姓的投资热情

，

大量资金涌入股

市

，

人们的购车欲望被大大削弱

。

与

前两年人们有事儿没事儿就跟家人

一起

“

逛车市

”

的场景相比

，

4S

店的

“

进店率

”

明显下降

。

大部分

4S

店的

销量同比去年少了一半多

，

销售人

员的收入也降了不少

，

有的人甚至

选择转行

。

北京市场购车需求的疲软

，

是多重因素叠加造成的

，

包括限

购

、

限行

、

限迁及宏观经济下行和

反腐等

，

而股市对车市的影响也

不能忽视

。

股市好时

，

投资分流

，

炒

股不买车

；

股市不好时

，

投资被套

，

想买买不了

。

上半年股市财富的增加未能大

幅提升购车消费

，

下半年股市下跌

会对购车消费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还不好说

，

但已有案例表明

，

有人本

来订了车

，

准备交钱时发现股市大

跌

，

决定先不买了

。

在当前汽车市场

库存高企的情况下

，

如果资本市场

进一步疲弱

，

下半年的车市销售情

况令人堪忧

。

恒信移动转型升级

构建“商业+视频”体系

证券时报记者 马晨雨

昨日，恒信移动（

300081

）召开投资者交流

会， 公司董事长孟宪民首次公开发布公司战略

转型及布局方向，构建“商业

+

视频”的双核互

动体系。公司将进军互联网金融领域，打造商圈

O2O

平台“蜂窝”以及网聚创客的消费者体验

社区“一度蜜”等。

近日，因标的公司盈利能力等问题，恒信移

动收购互联网电视运营服务商易视腾的重组方

案被证监会否决。

对此， 孟宪民表示， 因抢占入口的布局需

要， 易视腾必须以互联网的思维和方式参与市

场竞争，导致短期盈利受到影响，但恒信移动依

旧坚定看好互联网电视

OTT

领域。 在易视腾即

将进行的下一轮融资中， 公司将作为战略投资

人参与其中， 而易视腾也承诺给予恒信很好的

投资折扣。未来，恒信移动将以深度战略合作的

形式与易视腾继续开拓互联网电视运营服务的

业务。同时，公司还将以移动视频及其衍生的应

用场景为主线进行战略投资布局。

在互联网金融方面， 恒信移动将使用自有

资金

7650

万元购买北京恒盛通典当有限责任

公司部分股权，并向恒盛通进行增资。 交易后，

公司将持有恒盛通

51%

的股份。

公司表示，将利用现有

O2O

移动商业信息

服务平台的技术优势， 结合恒盛通典当已初具

规模的互联网典当业务以及管理和风控团队，

联手打造“互联网

+

”典当金融创新模式，实现

传统典当业和互联网金融的跨界融合。

商业方面，公司子公司蜂云时代通过“蜂

窝” 平台正在加速构建商圈

O2O

新模式。

数据显示，“蜂窝”平台上线后单月活跃用户已

经破万，单月活跃下载用户达

1.5

万，月平均

下单数为

1.8

万。 蜂云时代目前已获得

5000

万的

A

轮融资， 步入快速扩张期。 蜂云时代

CEO

张毅称，“蜂窝” 平台预计今年将入驻北

京的

10

个商圈，业务将很快扩展至全国各大

商圈。

孟宪民强调，未来在商业

O2O

领域，移动

视频领域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 公司长期

看好

4G

、

5G

背景下的移动视频应用类项目。

“视频

+

商业”将是恒信未来的主攻方向。

此外，恒信移动今日还发布了半年报。

2015

年上半年，共实现营业收入

2.57

亿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

25.28%

；净利润

365.77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117.68%

。 公司股票将于今日复牌。

西藏旅游业绩差负债重 举牌方存借壳预期

见习记者 舒强

尽管西藏旅游（

600749

）被举牌

事件已经过去， 但股东之争仍未平

息，后续故事更加精彩。 如今，倍感

控股权受到威胁的国风集团强势反

击， 以举牌违规为由向法院起诉举

牌方。

另一方面，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

到， 近十年来西藏旅游业绩并不理

想， 公司曾寄望通过资产重组扭转

困局，但重组无奈终止。而随着神秘

举牌人背景的显现， 目前市场更多

地是猜测其通过举牌切入， 以便未

来乘机控股

,

借壳西藏旅游。

大股东控股权遭威胁

7

月

15

日，胡波、胡彪突然举

牌西藏旅游，经过多轮买入，两人现

已合计持有西藏旅游

1814

万股股

份，占总股本的

9.59%

，“胡氏兄弟”

已晋升西藏旅游第二大股东， 持股

比例仅次于控股股东国风集团的

16.1%

。

面对举牌方的凌厉攻势， 国风

集团猝不及防，

7

月

20

日急忙停牌

筹划应对方案。 随后，举牌方胡波、

胡彪的背景逐步浮出水面， 胡彪确

系“弘俊系”旗下机构的股东。 经西

藏旅游反复核对数据，胡波、胡彪在

举牌过程中出现违规， 因此停止进

一步交易行动。

但这并未让控股股东安心，国

风集团随后发起更大的反击，

7

月

27

日向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股东代表诉讼，起诉胡波及一致行

动人胡彪。 国风集团向法院请求，

判令被告自

2015

年

7

月

15

日所

持股份达到

5%

时点之后购买的西

藏旅游股票的民事行为属于无效

民事行为，并在二级市场抛售超额

股份；同时，国风集团还向法院申

请诉前资产保全，冻结胡波、胡彪

在西藏圣核农业科技公司持股各

250

万股。

西藏旅游证券代表潘丽萍告诉

证券时报记者， 公司此前并不知道

胡波、胡彪的真实背景，也是看到相

关报道后才有所了解。 至于控股股

东起诉举牌方的事情， 上市公司只

是传达国风集团通知， 并不清楚其

真实目的。

有职业投资者直言， 西藏旅游

股权结构较为分散， 控股股东也仅

握有

16%

的股权，胡波、胡彪竟然

一口气吃下上市公司

9%

的股份，

直接对控股股东形成威胁。 从东方

银星（

600753

）、长园集团（

600525

）

等案例来看， 这类举牌并非简单的

市场行为，举牌方意味深远，未来或

谋控股权， 旗下西藏圣核或借壳西

藏旅游。

对此，胡波方面的媒体负责人

林杨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此次增

持行为是看好西藏旅游未来发展

前景。 至于借壳一说，目前尚未得

到高层的回应，现在只能说西藏圣

核的确在开发旅游观光项目，也计

划用

5

年时间在

A

股上市。 目前，

西藏圣核的主要股东为胡彪和胡

波，成都弘俊只是其中的投资股东

而已。

10年累计亏损1800万

作为

A

股老牌上市公司，西藏

旅游远在

1996

年就登陆上交所。在

近

20

年的上市历程中，早已深谙资

本市场的冷暖世故。

根据西藏旅游战略的调整，旅

游景区开发与经营业务成为公司的

主营业务收入来源。

兴业证券研报指出， 西藏旅游

拥有顶级旅游资源，具有独占性，成

长空间巨大。此外，西藏地区旅游价

值逐步提升， 西藏旅游景区业务有

望实现高增长。资料显示，西藏旅游

现拥有林芝雅鲁藏布大峡谷

4A

景

区开发经营权， 经营期限

40

年；拥

有阿里神山圣湖景区独家开发经营

权

50

年、巴松措

4A

景区特许经营

权

40

年、鲁朗五寨景区独家开发经

营权

40

年、苯日神山景区独家开发

经营权

40

年。

然而，证券时报记者也注意到，

丰富优质的景区资源并未给西藏旅

游业绩带来正收益。

2014

年财报显

示，西藏旅游完成营收

1.6

亿元，不

仅未达成整体营业规模上涨

20%

的

预期计划，且同比下降

10%

；而净利

润则亏损

3346

万元。 进入

2015

年

后，西藏旅游业绩依然糟糕，一季度

完成营业收入

503

万元， 同比下降

32%

；净利润亏损

2684

万元。

事实上，证券时报记者统计近

10

年的财务数据发现，西藏旅游经

营业绩鲜有突出亮点。

2005

年

~

2015

年一季度，该公司净利润累计

亏损达

1895

万元。

重组终止再推定增

通常来讲， 投资者面对业绩不

佳的上市公司， 其重组预期便成为

未来最大看点。

2014

年

9

月， 因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西藏旅游由此开启

了长达

6

个月的停牌。 经

3

度延

期，西藏旅游今年

3

月终于公告，

由于标的资产的股东人数众多，股权

结构复杂，双方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

就交易条件达成一致，重大资产重组

无奈终止。

实际上， 近年来西藏旅游一直背

负着沉重的负债压力， 资产重组及再

融资需求急切。

2012

年

~2014

年期间，

西藏旅游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1%

、

42%

和

52%

， 而当期末计入财务

费用的利息支出分别为

1041

万元、

787

万元和

956

万元，占当期公司净利

润的比例为

93%

、

100%

和亏损额的

30%

。 截至

2014

年末，西藏旅游负债

合计

7

亿元，其中短期借款为

4230

万

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9550

万元，长期借款

4

亿元。

为解决负债问题， 在上述重组终

止后， 西藏旅游又紧急抛出非公开发

行预案， 公司拟以

10.21

元

/

股的价格

发行不超过

5485

万股， 募集不超过

5.6

亿元资金， 用于偿还银行借款，以

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西藏旅游证券事务代表潘丽萍

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公司

3

月份

的定增预案已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上报证监会审议， 但具体在何时能

拿到核准批文，目前尚不得而知。 当

然，根据公司现在的财务状况，西藏

旅游确实非常希望能够尽快顺利地

完成定增。

记者观察

Obser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