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多资本市场热点舆情分

析，敬请扫描二维码或添加微信

号 gongsiyuqing, 关注中国上

市公司舆情中心官方微信。

A11

Public Opinion

舆情

主编：王安平 编辑：马建勋 2015 年 12 月 4 日 星期五

Tel

:(0755)83550451

注：“上市公司舆情热度” 是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根据传统媒

体、网络媒体、网民、舆情分析师的评价，对一定时间段内沪深两市上市

公司舆情热度作出的综合评估，系综合传统媒体报道量、新闻网络转载

量、网络用户检索变化情况、舆情分析师评分等数据计算得出。

A股上市公司舆情双周榜

莲花味精称独董提名被误解

宏达矿业收购大圆银泰终止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黄帆

莲花味精回应独董提名称被

夸大：莲花味精犹如在 24 小时内

发生了一场反转剧。 12 月 2 日，

莲花味精提名新独立董事引起媒

体和市场骚动。 在公司发布的一

份《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中，莲

花味精董事会拟提名名为“习银

平” 的人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

然而媒体发现， 习银平与某

国家领导人亲戚姓名雷同。 不少

舆论观点质疑， 公司是否暗示某

种裙带关系。

莲花味精当日涨停。大部分

媒体报道将此与提名独董公告

联系起来。 然而，当日股市收盘

后， 莲花味精发布董事会会议

决议 公告 称 ，“根据实 际 情

况” ，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讨

论， 决议取消提名习银平为公

司独董候选人。

12月 3 日， 莲花味精董事长

夏建统在微博回应事件称， 此举

为正常提名，但被曲解和夸大。

匹凸匹被举牌实际控制人

变更：匹凸匹 12 月 2 日公告称，

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分别收到

董事向从键及监事长陈国强等

多名高层提交的书面辞职报

告。 有媒体担忧，公司今年以来

分别经历改名、转型、新股东等

变故，却屡受争议，而本次人事

变动更将可能为公司的未来经

营带来变数。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匹

凸匹目前董事会、 监事会远低于

法定人数， 并曾出现高管集体辞

职。 11 月 28 日，公司公布称，收

到上海五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通知，10 月 26 日至 11 月

25 日期间，五牛基金及其一致行

动人通过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

约 1696 万股， 占其总股本的

4.981%， 由于另一致行动人此前

买入该公司 5%股份，上海五牛目

前已持有其 9.981%的股份， 超过

原第一大股东 5.87%的持股比例，

从而导致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伴随剧烈人事动荡的， 是业

绩方面持续不理想。媒体指出，根

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三季度末，

匹凸匹的亏损金额已经增至

3641 万元。

宏达矿业跨界收购大圆银泰

闪电终止: 宏达矿业的重组仅仅

花了四天就闪电落幕。 11 月 24

日，宏达矿业公告表示，由于与收

购标的无法在资产交易价格等方

面达成一致， 且距离之前公告表

示将要复牌的时间太近， 公司只

能选择终止本次重组。

然而， 有关重组是在 11 月

20 日宣布的。 当时宏达矿业表示

将以发行股份及现金支付的方

式， 收购大圆银泰 100%的股权。

而双方仅在标的资产估值、 未来

盈利能力、 交易对方业绩承诺及

补偿等方面存在重要分歧。

根据三季报显示， 宏达矿业

实际上以铁精粉为主营收入，占

营收比例高达 98.66%。 然而随着

今年国际钢铁价格持续走低，业

绩则持续低迷。三季报显示，公司

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3.78 亿元，相

较于去年同期的 5.38 亿元下滑

2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上， 前三季度更只有 717 万

元， 去年同期则是 1.17 亿元，同

比下滑 93.87%。

阳光股份股东隐瞒一致行动

关系多年:11 月 26 日阳光股份公

告， 在 11 月 24 日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于对阳光

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 》。 关注函中提到 ， 公司

2007-2014 年年报中， 前十名股

东持股情况均未说明股东北京辰

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北京燕

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一致行

动关系。

阳光股份对此回应称， 根据

公司公开信息披露显示， 截至目

前， 北京辰元已经不再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 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6.61%的股

份。 公司核查确认，自 2007 年至

今， 公司未收到北京辰元任何书

面通知， 告知其与北京燕赵存在

一致行动关系，因此，公司也未在

历年公司年度报告及其他相关信

息披露文件中披露北京辰元与北

京燕赵的一致行动关系。

浙大网新总裁违反承诺套现

61 万:11 月 21 日，浙大网新发布

《关于公司高管减持股票及致歉

的公告》。 公告称，经过向董事会

办公室咨询股票减持事宜， 公司

总裁陈健在 11 月 18 日减持公司

股票套现逾 61 万元。 然而，董事

会办公室在对有关交易行为进行

核查申报时却发现， 减持行为实

际违反了公司全体董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

6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的承

诺。 同时，今年 7 月 8 日，证监会

曾发布 18 号文，要求从即日起 6

个月内，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持

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

持本公司股份。

而对于此次减持的处理情

况， 公司总裁陈健承诺， 在未来

12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一旦

法律法规允许其本人增持公司股

票的时间窗口开启 (本次减持行

为发生后 6 个月，即 2016 年 5 月

19 日起)，将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不

少于 4.25 万股公司股票。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郭淑怡

12月 1 日，随着 Facebook 创始人马

克·扎克伯格女儿的诞生，扎克伯格夫妇

发布“致女儿的一封信” 。 信中称，为了

让女儿Max 活在“比我们现在更好的世

界” ，扎克伯格与妻子普莉希拉·陈承诺

将他们手中 99%的 Facebook 股份 （约

450亿美元） 捐赠给以自己及太太姓氏

为名的慈善机构“Chan� Zuckerberg” 。

消息在国内被扩散后，刷爆了“爱操

心” 的网友们的知乎或朋友圈。扎克伯格

的父爱和责任， 已经冲破国界和文化背

景差异让无数人动容。 但最大的争议莫

过于，扎克伯格慈善之举被解读为避税。

有舆论称， 扎克伯格捐赠 99%股份

成立慈善基金， 其最终获利者是扎克伯

格新生的女儿。 “扎克伯格从知道自己

有孩子后， 就开始想方设法合力规避遗

产税” 这一表述在知乎平台上获得了几

百个赞，表明有此想法的人不在少数。甚

至有网友为扎克伯格算了一笔账： 如果

扎克伯格没有捐款， 他女儿将最终得到

1968 亿美元；通过慈善基金的方式避税

并投资。 他女儿就会得到 2577 亿美元。

但随后， 网友冷炎在其知乎专栏发

布科普文章《家族信托和慈善基金》，文

章中内容表示： 其实很多人都把家族信

托和慈善基金的概念混淆了。文章内称，

“从扎克伯格的表述来看， 他将做的是

一个 LLC 架构的公司制法人慈善组织，

而非家族信托基金， 所以未来他的女儿

是无法获得财富传承的” 。

对于投资者而言， 关心的重点应该

是： 扎克伯格把其 99%的股份捐赠给这

个新建立的慈善基金， 那会影响公司的

股价吗？有媒体回应称，这种非一次性的

捐赠，是属于细水长流型的，而且是经过

测算确保不会轻易影响公司股票市值产

生波动的。 而且如果扎克伯格捐给基金

会的股票如果不被抛售， 投票权仍在扎

克伯格手里，公司运作不会受到影响。

亦有好事者操心： 慈善机构本来就

不太纯粹。 网友举例称“美国有一类公

司，它本身没有慈善功能，但他们通过资

助慈善机构后成为募捐者， 慈善机构授

予他们为慈善目标执行募捐的权利。 而

这些公司募捐来的钱，90%用来支付这

些公司的支出” 。 扎克伯格此次善举，或

可能也会发生这种状况。这位网友指出，

这本质上就是慈善机构和公司合谋套

钱，如果事情发生在国内，一定会引起很

大争议， 但这样的行为在美国是完全合

法的。

很多网友纷纷表示不明所以，“为

什么有人认为扎克伯格捐赠 99%股份是

避税行为？” 。之后有很多网友纷纷附议

表达疑惑：“为什么不可以既避税又做

了善事呢？ ” 、“为什么善意一定要是单

纯的呢？ 既做了慈善又避税双赢难道不

是一件好事吗？ ” 、“为什么一定要有人

站在道德高地指责这样的慈善不够纯粹

呢？” 。最后，一名叫 Hreat 的知乎用户综

述：社区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否定对

方，而且是完全否定。 简直不可理喻。

Facebook尚未进入内地， 加之国内

媒体在确保消息时效性的同时， 翻译不

够严谨准确准确性没有保障的情况下，

看到扎克伯格发布的原文的人相对比较

少。 因此亦有舆论表示在概念被混淆的

情况下， 对这件事情的讨论不够准确并

且没有意义。

而从一开始， 舆论对于扎克伯格此

次捐赠事件，都产生了一个共识：感谢所

有善行。 不管建立这个慈善基金的最终

目的是什么， 这对受益者来说总归是件

好事。况且比起把全社会变成圣人来说，

把自私导向共赢这个方法虽说现实，但

更有利于实际。无论如何，对于慈善事业

来说，应该论迹不论心。

扎克伯格避税风云：感谢一切善意

注册制逼近 配套制度成市场焦点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赖梓铭

年中始料未及的股市波动让原定于

8月进入二审的《证券法》修订草案延宕

至今，而市场预期将与《证券法》修改同

步推出的注册制也因此延后。 2015年行

将结束， 注册制显然难以按照证监会早

前在各种场合所宣告年内落实。

最近几周， 舆论对于注册制推出时

点极为敏感， 从传言明年 3 月注册制有

结果到 IPO“申报到上市最快 75 天” 的

媒体误读，再到媒体引述“权威人士” 透

露注册制推出早于《证券法》整体修订

的具体方案， 各种传闻在近日每每成为

舆论热议焦点。

传闻最早始于 11 月 20 日， 有媒体

报道称，监管层将“全力以赴明年 3 月

注册制要有结果” ，由于《证券法》修订

推迟， 国务院可能采取法律授权方式出

台意见解决，“先放发行节奏， 后放价

格；缩短发行流程(3 到 6 个月)，给企业

明确预期” 。 这则信息未得到权威证券

媒体报道核实， 监管层也未就此事发布

官方声明， 但至今在门户网站以及部分

市场化财经媒体的网站上仍然可以看到

这则报道，源发媒体则不一而足。

注册制早于《证券法》修订推出，这

一消息引起舆论哗然。论者中既有人为监

管层的决心叫好，亦有人认为注册制推出

事关集体诉讼、损害赔偿、投资者结构等

配套制度，并不是“审与不审”这么简单，

注册制不应越过《证券法》修订推出。

11 月 27 日， 在证监会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有媒体就此传闻向证监会求证。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目前, 推进股

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有序

开展。 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正在组织研

究与注册制相关的配套规章和规则。 ”

“外交辞令似的回复” 并未直接回应传

闻， 但被熟悉体制内运作规则人士解读

为“这是属于默认传言” 。

当天新闻发布会发布的另一则消息

则在其后的周末里引起一番误读，这也侧

面反映出当前舆论对注册制推出的敏感。

新闻发布会上，证监会披露了《关

于进一步规范发行审核权力运行的若干

意见》的主要内容，其中在建立限时办

理和督办制度部分提到，“在正常审核

状态下 （因政策原因停发或调整的除

外）， 从受理到召开反馈会不超过 45

天， 从发行人落实完毕反馈意见到召开

初审会不超过 20 天，从发出发审会告知

函到召开发审会不超过 10 天” 。

这段话引起了部分媒体以及自媒体

的误读。 一篇出自媒体之手，题为《IPO

再迎颠覆性改革！ 申报到上市最快 75

天》的文章在周末“刷爆” 朋友圈，该文

章对前述几个天数简单相加，得出了 75

天一说。 也有市场化财经媒体在报道中

作出类似解读，得出结论：“IPO 的审核

周期已经趋同于新三板的审核周期，经

过这次改革，IPO 发行已经无限接近于

注册制！ ”

随后申万宏源发布策略报告驳斥了

媒体解读，认为“假设有两轮反馈，从受

理材料到发审会召开基本上要 6个月” ，

媒体解读漏掉了最耗时的企业反馈意

见，同时也漏掉了发审会告知函的时间。

12 月 2 日，财新网报道再次提及注

册制推出将早于《证券法》整体修订的

传闻，报道引述“权威人士” 说法，提出

目前存在两种方案， 一是由全国人大常

委会授权国务院， 调整有关股票发行的

行政审批； 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通

过对现行《证券法》的小范围修改，专门

针对注册制的改革要求， 删除或修订部

分法条。

新的报道提到了具体的方案， 消除

了部分人对推出注册制程序上不合法的

担忧，但舆论中仍然存在对注册制“单

兵突进”缺少相关法律配套的担忧。

财新网的前述报道中就引述了资深

投行人士称，注册制改革无法“单兵突

进” ，需要整个法律体系趋于完善。 “上

市公司大股东违规减持可以罚没几千

万，但是造假上市的、财务欺诈的就罚几

十万元，违法成本还是太低。 ”

类似的担忧早已存在，在《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提出注册制改革之后，证监会尚未

明确推出时间表之前， 就有不少报道以

及评论文章呼吁注册制推出应于《证券

法》修法同步进行，“谨防单兵突进” 。

比如，2014 年 2 月， 中国经济新闻

网的一篇评论认为，“注册制改革无法

回避长期影响 A 股健康发展的深层次

矛盾与问题” ，“改革需要多措并举，多

方面下工夫，包括严格退市制度、完善法

制保障、加强保护投资者权益、提振投资

者信心等。 ”

又如，《中国证券报》在 2013 年 11

月的报道引述业内人士认为,� 在股票发

行注册制正式推出之前， 需要有一个过

渡期，相关配套措施应抓紧完善，包括修

改相关法律法规、 加大欺诈发行的违法

成本、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退市制度

和推出转板制度等。

本次对注册制推出将早于 《证券

法》整体修订的热议中，舆论的核心关

注点仍然是配套制度， 除了前述的集体

诉讼、损害赔偿、投资者结构，还有市场

人士提出担忧：“如果没有非常完善的

退市制度，而贸然推进注册制，会使得上

市公司质量迅速被拉低，A 股会再次陷

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只有不断的换血，去

伪存真才是注册制的终极目的。 ”

去库存能让地产股牛多久？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马建勋

毫无疑问， 本周资本市场上最大的

黑马就是地产股。 12 月 2 日起，包括万

科 A、保利地产、招商地产等多个地产股

股价连续两日涨停。 万科 A 上一次涨停

还是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眼下，万科 A

再次突破 2000 亿元市值大关。

追溯本周地产股行情爆发的源头，

是一则被广泛报道的 “房贷利息抵税”

的传闻。具体而言，房贷利息抵税指的是

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 将房贷产生的利

息作为税前减除项目扣除， 对扣除后的

收入部分作为税基征收个人所得税。 证

券时报等多家媒体在报道中均指出，该

传闻来自今年 5 月 8 日国务院转批国家

发改委 《关于 2015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重点工作的意见》。 这份文件在关于

个税改革的部分提到要 “完善税前扣

除” 改革，其中重要的内容是增加住房

按揭贷款利息支出专项扣除项目。

不过， 从文件公布到本周地产股雄

起，时隔大半年，为什么直到现在地产股

才爆发？ 要知道，今年 5 月正是 A 股欣

欣向荣的黄金时代。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

中心梳理发现，高层领导的表态，房地产

高库存的现状， 资本市场对房企价值重

估和资本运作的需求等一系列因素，如

众星拱月般让地产股在本周怒放。

11 月中旬，最高领导人首次对房地

产行业提出“去库存”表态，以及其引发

的市场对未来政策走向的判断， 这是本

周地产行情主要的背景之一。 市场普遍

预测， 未来房地产调控政策走向宽松是

大概率事件， 有关部委已经做好了政策

储备。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

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中国经济稳增长的

压力依然很大， 需要提高房企扩大再生

产能力，以促使房地产开发投资回暖。杨

红旭指出， 房地产场调控政策可以从中

期策略和短期策略来着眼； 中期策略包

括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 短期政策包

括个人房贷首付比例下调、 二手房营业

税减免，以及降息预期。 11 月底，随着甘

肃、四川、安徽、山西等省份相继发文取

消商品房限购政策， 以及上海公积金管

理中心拟发行约 70 亿元的个人住房贷

款资产支持证券作为首批公积金资产证

券化产品等举措， 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

政策宽松的预期。

在高层定调化解库存、 促进行业

“持续发展” 的情况下，关于如何去库存

的言论层出不穷， 各大房企如变戏法一

般的“去库存” 举措，则进一步引发了市

场的关注。 典型如重庆万科为促销旗下

楼盘所采取的“租金抵首付” 市场推广

方式被媒体过度解读。 中国上市公司舆

情中心发现，本周“房贷利息抵税” 传闻

的源头， 正来自 11 月 21 日知名地产商

任志强在上海某地产论坛上的发言。 媒

体引述任志强的发言称，“1999 年上海

市房价只有 6000 多元的时候，出现了一

个短期的库存， 上海为了消化库存宣布

购房减免个人所得税， 这个政策一直执

行到 2003 年 1 月。如果把当年上海市执

行的这个政策用到全国，6 亿多的库存

很快就没有了。 ”

任志强的言论在当时并未引起舆论

和市场的关注，也许是因为他“任大炮”

的形象过于深刻， 惊人言论更容易被当

做戏谑之言。 但言论既出舆论就不会忘

记，静水深流只是等待再次爆发的时机。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认为，12 月 1 日

万科 A 的股价异动让市场一时有些懵，

这恰恰引发了舆论和市场的朝花夕拾。

12 月 1 日开始的两个交易日，万科

A 突然遭到前所未有的资金抢筹。 媒体

援引监测数据显示，12 月 2 日， 万科 A

净流入资金额位列沪深个股第二， 紧随

其后的是保利地产。对于股价异动，万科

A 在当晚的公告中回应称公司不存在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 由于万科和保利地产

被视为中国最大的房企龙头， 国泰君安

地产研究团队认为， 地产上市公司本身

具备较高的投资价值， 一是自从年初证

监会简化房企融资流程以来， 很多房地

产上市公司已经完成定增或正在进行定

增，从而构成了一定的安全边际；其次，

在市场其他版块普遍高估的环境下，地

产板块这一估值洼地的配置价值凸显。

尽管 12 月 3 日已经有媒体报道，连

续两天通过西南证券深圳滨河大道营业

部大举买进万科 A 的为深圳险资，并且

猜测这属于万科第一大股东争夺战的延

续；但是，已经有媒体和意见领袖将地产

龙头股的爆发与个税改革联系起来。 12

月 2 日， 先是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所长贾康对媒体表示， 有关房贷利息抵

个税，“研究方面确实有这个方向，具体

时间还不能确定” 。 当晚，另一家媒体援

引接近财政部税政司的某知情人士的言

论称，“住房按揭贷款利息支出抵扣税

款这一政策设计实际上并不是新政，税

费抵扣的方针早在今年财税部门推进个

税改革的工作中就已经有所提及， 目前

随着个税改革方案成型， 对于改革中的

具体内容和方向也难免反复探讨” 。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在梳理媒体

报道时发现，在关于“房贷利息抵税” 的

相关报道中，财税体系的受访者对这一问

题的表态基本持相当谨慎的观点。税制改

革在各项改革中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重要位置，不仅包括计税、征收方式等技

术性问题，亦包括征求意见、人大审议等

立法程序。地产界则普遍认为这是相当大

的政策红利。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

对媒体表示， 楼市正面临去库存的阶段，

既关系到启动需求， 又关系到化解风险。

有地产人士乐观预测，对于普通中低收入

者而言，若房贷利息可抵扣个税，则可以

节省 15%~45%房贷利息，从而降低购房资

金成本，激活购房投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 本周中国指数研究

院发布了 2015 年 11 月份中国百城房地

产市场数据，京沪深引领全国，深圳坐四

望五， 但是房价环比下跌的城市仍在继

续增加， 城市间分化进一步加剧。 2015

年只剩最后 1 个月， 中国指数研究院报

告预计， 部分一线热点城市因需求热度

及高价土地成交， 房价上涨压力将会较

大； 而大多数二三线城市将随着库存压

力缓解，房价可望止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