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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科技为保业绩转让部分暴风魔镜股权

暴风魔镜未来两三年“烧钱”或达10亿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暴风科技（

300431

）自

7

月中

旬复牌以来，就急速驶进了下跌的

通道，目前股价已较复牌前最高点

下跌超六成。 股价过山车般的大起

大落，也让暴风科技

CEO

冯鑫“学

乖”了，不敢再在媒体面前谈论自

家股价。

“对于暴风的股价，还是不作评

价了，公司也不建议我说。 ”冯鑫在

昨日暴风科技举行中报媒体沟通会

上说。

在竞争异常激烈的互联网行

业，不断“烧钱”推出新产品以做大

用户群， 是每家互联网企业市场开

拓阶段所必然经历的过程。 由于前

期大量资金地不断投入， 而短期内

与回报严重不成正比， 这也直接导

致投资者对其前景判断的难度加

大，股价也会随之波动较大。暴风科

技就是典型的例子。

研发投入提高致

上半年净利润下滑

18

日，暴风科技股价迎来复牌

后的又一次跌停板， 这或许多少受

到昨日大盘表现不佳的影响， 但暴

风科技

17

日晚间公布的

2015

年中

期业绩，也是导致跌停的重要原因。

暴风科技

2015

年上半年报告显

示，公司营业收入增长

26.12%

，但归

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同比下滑幅度高达

70.73%

。

暴风科技这么解释净利润大幅

下滑：品牌广告收入增长的同时，其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也明显提高，导

致公司销售费用增长较快； 公司加

大了研发投入力度，新产品“暴风魔

镜”、“云视频”、“加油站” 及

DT

数

据中心等项目的开展导致公司研发

费用增长较快； 公司上市后加强了

人才引进力度并实施股权激励计

划，导致公司管理费用增长较快；公

司虚拟现实业务处在早期投入阶

段，暴风魔镜处于亏损状态，影响了

公司整体净利润。

一切都因还处在大量“烧钱”阶

段，所以净利润在下滑。 不过，一个

向好的趋势是，今年二季度，暴风科

技净利润扭亏为盈 ， 环比增长

408.8%

，实现净利润

670

万元。

暴风科技

CFO

毕士钧解释称，

暴风科技上半年的研发投入较大，

同比多增

30%

以上，这是导致净利

润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 对于互联

网企业来说， 通常上半年的盈利收

入要少于下半年， 暴风科技二季度

已经实现扭亏， 预计下半年收入要

比上半年好。

未来两三年暴风魔镜

或将投入10亿

暴风科技上半年投入研发的产

品不少， 其中， 暴风魔镜最为 “烧

钱”。 冯鑫表示，上半年公司各项成

本大幅提高， 净利润减少处在预期

之中。

中报公布当天， 暴风科技同时

公告称， 公司拟将持有的暴风魔镜

11%

的股权转让给暴风控股

(

北京

)

有限公司和黄晓杰，其中，向暴风控

股转让持有暴风魔镜

5.5%

的股权，

转让对价为

1683

万元，向黄晓杰转

让持有暴风魔镜

5.5%

的股权，转让

对价为

1683

万元， 合计为

3366

万

元。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持有暴风

魔镜

19.84%

股权。

以暴风魔镜为代表的

VR

（

Vir－

tual Reality

，虚拟现实）领域，是冯

鑫最为看好的互联网发展前景。 冯

鑫表示， 未来

2

至

3

年

VR

技术将

全面改变互联网， 并产生颠覆式的

用户体验， 这也是暴风科技抓紧提

早布局

VR

业务的主要原因。

既然暴风科技如此重视这块蓝

海，为何要选择转让部分股权呢？冯鑫

向证券时报记者解释称， 暴风魔镜推

出不到一年的时间， 目前仍处研发升

级、开拓市场阶段，今明两年的投入会

继续大涨，近两三年内都不会实现“赚

钱”，为不影响暴风科技的业绩，不得

不对其进行剥离。

“我相信，未来两三年内，中国的

很多互联网公司会加入

VR

业务的争

战中，这期间大家都会是不断‘烧钱’，

预估前期会投入

10

亿元左右的规模

用于不断拓展用户群、升级魔镜产品，

前期不可能实现赚钱， 我们有预期和

准备。 ”冯鑫说。

不过，投入总要考虑回报问题。 冯

鑫认为，

VR

业务未来的主要盈利点，

将是依靠

ARUP

值（每用户平均收入）

和即时广告。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暴风魔镜已

销售近

30

万台， 日活用户近

2

万人。

而公司的目标是， 争取年内实现销售

超

100

万台，日活用户超

10

万。

怡亚通

拟收购境外500强企业

证券时报记者 阮润生

自

6

月

1

日停牌的怡亚通（

002183

）今日发

布公告称， 目前公司正在筹划收购某境外上市

公司， 为世界

500

强企业， 属于重大无先例案

例。另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规

模较大，公司仍需进一步落实认购意向。

公告显示， 本次拟交易标的为境外上市公

司，相关收购规模大、范围广、程序复杂，交易方

案设计较为复杂，交易金额较大，公司仍需要与

相关各方就交易方案进行沟通和探讨。

非公开发行事项计划由公司控股股东、员

工持股计划（已联系相关机构制订计划中）和外

部投资机构共同参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锁定期为三年。 因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募集资金金额较大，停牌期间，公司多次联合券

商对投资者进行推荐， 积极寻求有意向的投资

机构。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到相关机构的投资意

向，并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公司债券（

112228

）不

停牌。

定增项目未达预期 旭光股份中期净利大降六成

见习记者 唐强

受电力元器件行业产能过剩等

因素影响， 旭光股份（

600353

）

2015

年中期业绩不理想， 其净利润同比

下滑超过六成。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

到，旭光股份

2011

年定增项目大多

已建成投产，但均未达到承诺收益。

如今， 旭光股份业绩则要依靠去年

才控股的子公司支撑。

8

月

18

日， 旭光股份公布了

2015

中期业绩报告，上半年该公司

完成营业收入

3.29

亿元，同比增长

60.94%

；不过，旭光股份面临着增

收不增利的局面， 当期实现净利润

仅有

1856

万元， 同比大幅下降

61%

。 对此，旭光股份解释称，报告

期内，国内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电力

元器件行业产能过剩、 市场需求不

足，企业间竞争加剧。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 旭光股

份

2014

年度报告中曾披露了

2015

年度的经营计划，确定

2015

年经营

目标为营收

6.8

亿元，营业成本

5.44

亿元，费用

9500

万元。

2015

年上半

年，旭光股份营收

3.29

亿元，完成计

划的

48.38%

； 营业成本

3.07

亿元，

达到计划的

56.43%

， 费用

3354.18

万元，达到计划的

35.31%

。

实际上， 旭光股份经营业务也

有一些亮点， 伴随着上半年光电通

讯器件行业的快速增长， 其相关产

品产销两旺。需要指出的是，旭光股

份上半年营收增加主要是依靠控股

子公司储翰科技，后者主要开发、生

产、销售光纤通信用光电器件组件，

其产品主要用于三网融合、

4G

网

络、大数据等，是光通讯、互联网和

数据传输网络的核心器件。

资料显示，

2014

年

5

月， 旭光

股份投资

1832

万元购买储翰科技

股权和增资储翰科技， 成为后者的

第一大股东

,

目前已直接持有储翰

科技

42%

的股权。

2015

年

1~6

月，

储翰科技完成营业收入

1.3

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222.82%

； 实现净

利润

1231

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1601.41%

。

时间回溯到

2011

年，旭光股份

顺利定增计划， 成功募资

2.99

亿

元，并投入“电子电气生产研发基地

技术改造项”、“年产

10

万只接地隔

离用真空器件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等

5

大项目建设，达产后预计实

现年净利润

9757

万元。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公司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53

亿元， 今年

1~6

月使用募集资金

495

万元，尚有

募集资金余额为

4609

万元。 如今过

去

4

年时间，上述定增项目基本建成

投产，已到了提交“成绩单”的时候。

但证券时报记者发现， 上述项

目除“技术中心改造升级”处于正逐

步实施外， 其余

4

大定增项目的运

行均未能达到预计收益。 其中，“年产

10

万只中压开关接地隔离用真空器件

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年产

40

万件

工业金属化陶瓷制品及配套生产线技

术改造项目”早已完工投产，但由于国

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原因， 其行业产能

趋于饱和，未能达到设计产能，以及受

人工工资上涨， 新厂区新增固定成本

和管理费用增加的影响， 未能达到承

诺收益。

此外，“年产

2250

只射频震荡电

子管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已基本完

工，并进行少品种产品的生产，还有部

分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 该项目同

样受制于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等原

因，没有达到承诺收益。

深康佳提出“易战略2.0” 智能家居产品同时亮相

证券时报记者 周少杰

经历董事会调整之后， 深康佳

A

（

000016

）新经营班子首次对外亮

相。新任总裁刘丹在

8

月

18

日智能

家居战略发布会上首次提出涵盖彩

电、手机、冰箱、洗衣机等家电在内

的智能家居战略，宣布“易战略”升

级到“易战略

2.0

”。

此前， 刘丹在一场研讨会上透

露了康佳即将布局 “智能家居”领

域， 并专门成立了涵盖所有智能家

居硬件设备的运营公司。 在昨日发

布会现场， 康佳智能家居产品正式

亮相， 参会者用手机即可与康佳旗

下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电

饭煲在内的

10

余种品类产品实现

互联。

“智能产品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智能家居更是给每一个人的生活带

来巨大便利和深刻变革。 ” 刘丹表

示， 康佳将通过整合完整的产业链

和技术优势， 全面融入互联网

+

基

因， 向智能电视、 智能家电及互联

网

+

转型。 “在此目标上，新的领导

班子致力于建立一个良好的激励机

制、市场化的经营管理体制。 ”

在发布会上， 刘丹还对 “易战

略”升级后的“易战略

2.0

”进行阐

述。 去年年初，康佳提出易终端

+

易

平台的“

1+1

战略”。 易终端，即以

“简单易用” 为核心的智能电视终

端；易平台，则是对内容和应用供应

商的纵向开放、 对同行之间互通的

横向开放。升级后的“易战略

2.0

”体

现为两种商业模式，即“互联网

+

”

和“

+

互联网”。

据介绍，康佳“互联网

+

”商业

模式包括易生态、易用户两部分，即

通过融合实现一体化的平台战略，

品牌之间、设备之间、系统之间都互

通互联，从而建立智能家居生态圈，

实现用户免费，客户付费；而“

+

互

联网”的商业模式包括易生活、易终

端两部分，即康佳的终端产品以“易

用”为出发点，提升产品性能和用户

体验，丰富各种互联网应用，从而实

现用户增值服务收费。

在发布会上， 康佳还发布了主

打“真彩”的系列新品。 真彩是康佳

独家技术， 包括真彩背光、 色轮引

擎、

HDR

（高动态范围图像） 等。

2015

年，康佳的真彩引擎技术获得视

像行业协会的技术创新大奖， 性能上

节能环保且拥有高色域的画质。 而康

佳此次发布的系列新品高、中、低端产

品都采用了该项技术。

深康佳副总裁兼多媒体事业部总

经理林洪藩表示， 康佳通过优酷、腾

讯、阿里等互联网巨头合作，导入互联

网平台内容； 康佳销售网络已经覆盖

电商、连锁、线下等几大渠道，

O2O

趋

势渐热之际， 康佳渠道管理布局和产

品策略相配合， 不管消费者来自哪一

端，康佳的渠道体系都能及时达到。

文峰股份参设产业基金

布局医疗互联网产业

见习记者 康殷

文峰股份（

601010

）今日公告，公司拟以自

有资金

1.4

亿元与南通麒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及其他合伙人签署合伙协议共同发起设立 “文

峰麒越医疗与互联网产业投资基金”。

据了解， 麒越投资管理团队由专业股权投

资人士组成，核心团队成员自

2007

年起在著名

美元股权投资基金任职并负责多起成功投资；

此外麒越投资管理团队还聚合了医疗业内顶尖

的专家顾问团队。 南通麒越投资与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

公司表示， 产业基金的投资领域以医疗大

健康领域为主要投资方向，重点关注医疗服务、

体外诊断服务或产品、医疗大数据相关应用、优

秀医疗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合适投资机会及合

适的互联网投资以及互联网在医疗领域应用的

投资机会。

达华智能控股股东

提议中期10转15

证券时报记者 赖少华

达华智能

(002512)19

日发布公告，基于公

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

的良好预期，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蔡小如提议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为：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使用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5

股，不送红股，不派发

现金股利。

蔡小如承诺在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

前述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公司董事会组织

5

名董事蔡小如、 陈融圣、董

焰、吴志美、袁培初（公司共

7

名董事，超过董事

会全体成员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对该预案进

行了讨论研究，并达成一致意见，与会董事均书

面承诺在公司董事会正式审议前述利润分配预

案时投赞成票。

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 监管越趋严

格、民营银行迅速发展、互联网金融持续

升温……

2015

年上半年，银行业的经营

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平安银行自有其应对之招，“变革、

创新、发展”依然是其不变的理念，“专业

化、集约化、综合金融、互联网金融”依然

是其力争打造的四大目标特色。

2015

年上半年， 平安银行以公司、

零售、同业、投行等为业务重点，深化组

织模式改革， 同时加快业务创新， 通过

“橙

e

网”、“行

E

通”、“贷贷平安”、“产

业基金”等平台和产品，形成独具特色的

品牌，继续向社会展示“平安银行真的不

一样”的品牌形象。

盈利稳健增长

息差逆市上升

平安银行上半年业绩再次实现稳步

快速增长。根据其近日发布的半年报，该

行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465.75

亿元，同

比增长

34.09%

； 受益于投行、 托管、理

财、结算等业务的快速发展，实现手续费

及佣金净收入

137.22

亿元， 同比增幅

76.58%

；净利润

115.85

亿元，同比增长

15.02%

。

同时， 平安银行推行成本精细化管

理，也取得了良好效果，全行费用增幅低

于收入增幅，投产效率持续优化。上半年

成本收入比为

32.22%

， 同比下降

5.37

个百分点， 较

2014

年度下降

4.11

个百

分点。

尽管

2014

年以来经历数次降息，银

行利差普遍缩窄， 但平安银行的息差依

然取得亮丽的表现，净利差、净息差分别

同比提升

0.25

、

0.21

个百分点。这得益于

几个原因，一方面，平安银行通过各种手

段加大力度吸收低成本活期存款， 负债

成本控制得力， 上半年活期增量占比达

59%

， 活期余额占比

39%

， 较年初提高

18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通过优化结构、

加强定价管理，在严控“两高一剩”行业

信贷投放的同时，加大高收益资产配置，

小企业、汽融、新一贷等高收益贷款余额

在资产中的占比持续提升， 经营效率明

显提高。

平安银行的资产规模同时也稳步提

升。 上半年，该行总资产

25705.08

亿元，

较年初增长

17.56%

。其中存款

16551.12

亿元， 较年初增长

7.95%

； 贷款和垫款

（含贴现）

11878.34

亿元， 较年初增长

15.92%

。 非银同业存款较年初增加逾

2000

亿元，较年初增长

89%

。

推进转型创新

增量业务加速

随着金融脱媒的逐步深化， 客户需

求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 银行必须提供

涵盖结算、投资、融资、理财等在内的一

体化金融服务。 而平安银行依托平安集

团综合金融平台优势， 业务创新的步伐

从未停止。

2015

年上半年，平安银行持续推进

转型创新，物联网金融、光子支付、橙

e

网、口袋银行、行

E

通、产业基金、贷贷

平安等业务或平台均加快推广。 这些创

新业务正逐渐成为平安银行特有的核心

竞争力。

以“橙

e

网”、“行

E

通”为代表的互

联网门户平台，集资源整合、客户聚集、

产品集成和信息互联互通于一体，共同

构建出平安银行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

并已经成为平安银行重要的获客渠道。

数据显示，截至报告期末，橙

e

网注册

用户超过

50

万户， 其中公司用户超过

35

万；行

E

通平台已累计上线三方存管

银证合作机构

70

多家、 行

E

通银银合

作客户逾

400

家；平安橙子累计客户数

已达

120

万户，较年初增长

132.4%

。

物联网金融则是平安银行今年业务

创新的另一个着力点。 作为业内首个试

水“物联网金融”的银行，平安银行通过

物联网技术赋予动产以不动产的属性，

切实解决了实体企业动产融资业务的管

理难题，为重构供应链商业模式、降低银

行服务门槛， 提供了全新的方式和科学

的手段。今年

6

月，平安银行联合感知集

团全球首发物联网金融产品， 引入感知

罩等物联网传感设备和智能监管系统，

在全国钢材交易的重点区域推进了大型

仓库的智能改造升级， 有效解决了动产

融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 重复抵质押等

动产融资难题。

平安银行的其它创新产品， 也为其

带来了明显效益。 如其推出的同业财富

账户业务， 助其提高活期存款总量及占

比，降低整体负债成本；主打产品“贷贷

平安” 商务卡将小额信用循环贷款与借

记卡功能及权益相结合， 高度契合小微

企业轻资产、缺乏有效抵押担保的特点，

有效减轻小微企业融资负担， 报告期末

客户数和贷款余额分别较年初增长

9.5%

和

28.25%

。

深化事业部改革

打造专营业务

平安银行行业事业部的改革已颇见

成效。 目前，该行共有地产金融、能源矿

产金融、交通金融、现代物流金融、现代

农业金融和医疗健康文化旅游金融等六

个行业事业部，截至报告期末，六个行业

事业部累计存款余额

2055

亿元、贷款余

额

2258

亿元， 实现营业收入

59.83

亿

元，管理资产规模节节攀升。

在六大行业事业部之外， 平安银行

还有

11

个产品事业部和

1

个平台事业

部，搭建成“

11+6+1

”的总体架构，已经

形成地产、交通、能源矿产、现代物流、现

代农业、医疗健康、文化旅游七大行业产

业链全覆盖的模式。 平安银行也因此切

切实实成为了产业资源的整合者、 金融

资源的集成者。

此外， 平安银行今年上半年还新成

立了资金运营中心和信用卡中心两个专

营机构，分别在上海和深圳前海挂牌。资

金运营中心主攻

FICC

业务（固定收益、

外汇和大宗商品业务），致力于打造“黄

金银行”、“期权专家”、“智慧交易” 三大

明星业务品牌，上半年均获得迅速增长；

信用卡中心的挂牌， 则有利于平安信用

卡通过专业化人才培养、 集约化数据管

理， 让客户更为通利地享受平安集团一

站式金融服务。

未来， 平安银行将主动适应 “新常

态”， 继续积极创新产品和业务模式，将

“真的不一样”的服务进行到底。 （CIS）

平安银行中报亮点频现 业务创新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