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腾讯阿里车轮战 VR、AR迎来风口年？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黄帆

随着技术的发展， 资本市场热炒几

年的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概念开始走进

日常生活。 除了凭借增强现实火了一把

的游戏《口袋妖怪

GO

》之外，百度、腾

讯、阿里巴巴也陆续加入相关功能。有分

析认为，这将是

AR

（增强现实）与

VR

（虚拟现实）一类产品的风口年。 然而据

媒体报道， 对有关产品的投资已经渐趋

理性。

2016

年

12

月

22

日支付宝 “

AR

实

景红包”正式上线，百度则在相近的时间

段，在北京朝阳门地铁站内，利用

AR

技

术对朝阳门进行“复原”，试图用科技手

段复原老北京面貌。 进入

2017

年，

1

月

11

日举行的腾讯

QQ

红包媒体沟通会

上，腾讯公司宣布其

QQ

红包在

2017

年

春节期间包括 “

LBS+AR

天降红包”，派

发包括现金和卡券等礼包。

针对

BAT

加入“战火”，有媒体称是

“脑洞大开”，

AR

红包的玩法也层出不

穷。

BAT

三家还分别引入了一定数量的

合作方，邀请商家、机构等共同参与。

资本市场新风口

实际上， 在过去数年，

2016

年，

AR

与

VR

一样成为投资圈的关注焦点，不

过对于大众来说， 这几个词不过是一个

模糊的概念。有媒体分析认为，真正走向

大众实际应用，还需要几年的时间，虽然

有前景， 但依然需要多年的市场培育和

技术配套。

据悉，在去年《口袋妖怪

GO

》风靡

之时， 海外投资者纷纷押注任天堂会在

手机游戏领域开启新的未来。 资本市场

对此也抱有极大的热情。 在从

7

月

7

日

到

7

月

14

日， 任天堂股价累计上涨了

75.9%

，市值接近

350

亿美元。 而在当年

的在

A

股市场上，

AR

概念股甚至集体

爆发，激发了活跃游资和机构对

AR/VR

（虚拟现实） 概念股的追捧和炒作，

GQY

视讯等有关概念股收获多个涨停版。

中国

AR/VR

产业如何发展？ 有舆论预

测，如同过去多次行业进步一样，硬件要

求的提升会让行业出现新的洗牌。 短期

内，主流硬件依然由国外科技企业主导，

国内中小型硬件企业开发技术竞争力不

足，一窝蜂式地项目投入导致山寨成风，

伪概念和炒概念泛滥。在内容端方面，由

于没有找到持续的变现能力， 舆论相对

悲观，部分跟风炒作的产品，在热潮过后

将会无以为继。

资本投资趋向理性

不过， 虽然有关产业的关注热度有

所增长，今年下半年以来，多家媒体均表

示资本投资趋向理性， 甚至有知名企业

传出倒闭。

据媒体报道， 近日一则媒体报道却

将奥图科技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 “焦

点”，该报道称奥图科技为国内首家倒闭

的

AR

公司，员工仅剩

4

人。奥图科技目

前主推一款

AR

眼镜“酷镜”，对标谷歌

眼镜，标准版售价

2999

元，同时面向

B

端与

C

端市场。 公司

CEO

叶晨光则表

示，公司没有倒闭，只是融资还没到位。

奥图科技此前曾宣布获得

A +

轮融资，

共

2000

万元，投资方为奋达科技与华众

资本。

而在

VR

方面，情况也不好过。 据媒

体报道，

2016

年前

3

个月，有至少

20

家

VR

公司获得投资，包括暴风魔镜

B

轮融

资

2.6

亿元、盟云软件以

4.6

亿元全资收

购

3

家

VR

公司等等。 不过到了

2016

年

下半年，获得融资的公司数目明显下降。

有媒体观点认为， 整个行业此前受到资

本热捧，但实际上成熟期还没到，资本进

去后发现情况不乐观， 导致整体投资热

度下降。不过未来依然可期，百度总裁张

亚勤曾公开表示，互联网经历了从

PC

到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而未来

5

年，

VR

、

AR

、

MR

等新技术很有可能再一次改变

互联网。

麦当劳中国业务易手会带来什么变化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马建勋

本周一， 传言一年的麦当劳中国内

地及香港业务出售终于尘埃落定， 中信

股份（

0267.HK

）将成为麦当劳中国的新

主人。有媒体认为，麦当劳是第一批在中

国掘金的美国品牌之一， 一度是亚洲巨

人中国向西方世界开放的一个象征。 如

今， 它将中国业务出售给一家国有控股

公司，影响远远超出了餐饮行业本身。

根据中信股份

1

月

9

日晚间的公

告，这次交易的概要是，中信股份，中信

资本、 凯雷投资集团（

Carlyle Group,

CG

） 以及麦当劳 （

McDonald ' s Co.,

MCD

）共同成立一家新公司，新公司将

成为麦当劳未来

20

年在中国内地和香

港特别行政区的主特许经销商———新公

司将以现金加股票的方式， 买下麦当劳

中国内地及香港的特许经营权。 交易完

成后， 中信股份和中信资本控股在新公

司中共持有

52%

的股权， 成为控股股

东，凯雷持有

28%

的股权，麦当劳将持

有

20%

的股权。

多数舆论认为， 对剥离中国业务的

麦当劳而言， 在中国市场掘金似乎变得

更加简单， 因为商业模式从重资产的开

店卖汉堡， 变成了轻资产的收取特许经

营费。 麦当劳中国公共关系副总裁许颖

婷称：首先是继续进行门店扩张，在目前

内地

2400

家及香港

240

家餐厅的基础

上，后续

5

年将在内地和香港新开门店共

计

1500

家；第二是推进麦当劳“未来

2.0

”

餐厅的硬件建设；以及通过自有渠道和第

三方发展外卖业务。 麦当劳首席执行官

Steve Easterbrook

的表述更加直接，他表

示，将中国业务出售后，麦当劳将不必再

为在中国开设更多的门店来买单。

多数媒体都注意到，通过特许经营，

而不是亲自开店， 正是麦当劳在美国成

功的秘诀。有资料显示，全球麦当劳餐厅

中超过

80%

的门店都属于特许经营，其

美国门店中这一比例甚至高达

90%

。

有分析指出，

2010

年之前是 “洋快

餐”发展的黄金时代，通过直营模式，快

餐巨头可以确保将利润掌握在自己手

里，而在特许经营的模式下，授权方只能

一次性收取特许经营许可费和每年的品

牌使用费，在行业飞速发展时期，选择直

营显然能获得更多的利润。 而在度过高

速增长阶段后， 适时扩大特许经营模式

比例，将有利于实现低成本的规模扩张。

对于接手麦当劳中国的中信来说，

会不会是一个接盘侠？ 有媒体援引第三

方评论称， 中信集团的资产和业务多为

受周期性影响， 需要找一个平周期或逆

周期的业务调整资产配置结构， 而麦当

劳的资产属于平周期。 中信集团也看好

国内消费领域的增长。 中信通过收购麦

当劳中国业务， 增加了更多的与消费者

接触的机会，中信零售金融、商业地产与

麦当劳餐厅， 在选址布局方面还存在一

些联动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中信在竞购

麦当劳中国业务的同时， 还从首农集团

手中购买了首农股份的股权， 比例超过

10%

， 意味着其在农业—食品—餐饮产

业链上有更深远的布局。

关于麦当劳出售中国业务的另外一

些讨论， 则是在关注中国餐饮行业本身

的发展。国内餐饮企业初创时期受到

VC

的追捧和面对资本市场时所受到的 “冷

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天图资本一亿

元投资木屋烧烤，“网红” 王思聪出手汉

拿山，一度都占据了财经版面的头条。在

资本市场上，自从

2009

年湘鄂情登陆

A

股之后，直到

2016

年

6

月，餐饮企业中

才有“九毛九”公告招股说明书拟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去年

8

月，王思聪投资

的饮食概念（

08056

，

HK

）在香港创业板

上市，上市四天市值蒸发

86.4%

，有媒体

调侃道“这点钱对小王不算啥”。

有舆论认为，麦当劳、肯德基深耕中

国多年， 无论是硬件方面的完善供应链

体系，或者“知识外溢”效应，对国内本土

餐饮的发展都起到促进作用。例如，九毛

九的总经理， 就曾经在广东三元麦当劳

和汉堡王有过

18

年的职业经历。恰逢麦

当劳中国业务变动， 将有一大批餐饮老

板对中国麦当劳的管理团队抛来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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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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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股份造假遭索赔

金龙机电公告人未逃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郭淑怡

神马股份 78 亿元财务造假

遭千万索赔 ：

2016

年

12

月

22

日，神马股份公告收到证监会《行

政处罚决定书》。 公告显示，证监

会认定神马股份

2014

年度及

2015

年上半年，共虚增企业收入

78

亿元。 除此之外，神马股份还

存在未按规定披露

2014

年度以

及

2015

年上半年关联交易的行

为。对于上述虚假陈述行为，证监

会对神马股份处以

40

万元的罚

款， 对相关责任人员处以

3

万至

5

万不等的罚款。

相对于神马股份财务造假金

额之巨大、性质之恶劣，证监会

40

万元的罚款，这对于神马股份

的投资者来说， 是远不能接受

的。 包括在财务造假案件上有相

关经验的律师，亦表示执法标准

显宽松。

2017

年

1

月

9

日， 首批

13

位神马股份投资者的起诉材料已

递交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包括

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印花税

损失以及利息损失在内， 共计索

赔

302

万元。 而这只是首批起诉

的投资者， 后续还有更多受损投

资者参与其中。律师称：预计神马

股份面临的索赔金额将达千万元

级别。

金龙机电副总在逃事件疑雾

吹散：

1

月

7

日，温州某论坛刊登

一则 《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名

单中提及到 “温州上市公司金龙

机电副总经理金美欧涉嫌挪用公

款

5100

万，被网上缉逃”。

1

月

8

日， 当事人金美欧通

过《乐清日报》表示，近期一直在

家中照顾孩子，并未出国。网上传

闻并不属实。

1

月

9

日金龙机电

亦发布 《关于媒体报道澄清公

告》。

媒体于

1

月

9

日晚向杭州市

公安局方面进行求证后， 相关负

责人表示， 目前杭州市公安局经

侦支队正在对上述名单信息核

实。 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经

侦大队表示 “在逃人员情况都是

公安的内部信息， 怎么可能外

流”，换而言之，其认为该信息登

记表是假的。 不过，网传的“通缉

令”显示，杭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六大队才是当事方。

在金美欧现身回应的前提

下，《华夏时报》报道称，“

2016

年

12

月

5

日，亦是金美欧提交书面

辞职报告当天， 金美欧曾在上海

被抓”。 证券时报·

e

公司则推测：

如网传的“通缉令”属实，未被告

知的金美欧，

2016

年

12

月

5

日

前往上海某机场乘坐飞机时，被

上海警方抓获，通缉令随即撤销。

经公安审讯， 案件与杭州公安期

初立案判断存在较大出入， 金美

欧以“自由”或“取保候审”在家带

娃，静待案件最终查明。 最后，杭

州公安发现这只是一场商业纠

纷，金美欧挪用公款之罪不成立，

宣告无罪。

*

ST 吉恩重组夭折扭亏无

望或将面临暂停上市：

1

月

4

日，

*ST

吉恩宣布终止已筹划两个月

的重大资产重组。 该资产重组方

案为向第三方转让资产， 而这曾

被市场认为是

*ST

吉恩保壳的一

线生机。 由于资产接盘方的实际

控制人与

*ST

吉恩同为吉林省国

资委，当时，有业内人士猜测，该

重组方案是吉林省国资委主导，

试图挽救濒临退市的

*ST

吉恩。

然而，由于“交易方案核心条款未

能达成一致意见”，最终吉恩终止

了重大资产重组。 有券商并购人

士表示 “核心交易条款未能达成

一致一般是价格问题没谈拢”。扭

亏无望叠加资产重组失败， 曾经

的镍业第一股

*ST

吉恩或将面临

被暂停上市的命运。

天目药业再遭第二大股东清

仓式减持：

1

月

4

日晚间，天目药

业公告， 第二大股东深圳长城汇

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其一致

行动人中融汇理

1

号和融通汇理

1

号两款资管计划， 累计减持股

份达

4.99995%

。

“长城汇理系”创始人宋晓明

的减持举动一出，天目药业“两强

割据”的局面就此打破。一个多月

前， 宋晓明公开挂牌联合出售财

通汇理

1

号和融通汇理

1

号持有

的天目药业占总股本

16.24%

的

全部股份， 随后表示还将逐步减

持中融汇理

1

号所持的天目药业

股份，最终实现“清仓”。这个分批

清仓式减持在当时引起交易所关

注并受到了上交所的问询函。 不

过， 这次挂牌出售最终以未觅得

接盘方而尴尬终结。

在

2016

年

11

月天目药业遭

受重组六连败后，

2014

年就开始

进驻天目药业的“创盈

4

号”成为

首个实施减持的股东。“长城汇理

系”减持后，控股股东长城影视的

地位愈加巩固， 但天目药业仍然

前途未卜。

安硕信息“忽悠式” 披露遭

处罚：曾在

2015

叱咤风云的“妖

股王” 安硕信息议案终于尘埃落

定。

2016

年末，来自证监会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 详尽地摊开给资

本市场的关注者领悟这一个活生

生的教程。安硕信息的光环，实际

上是依靠“误导性陈述”和公募基

金扎堆抱团人为打造出来的。 无

独有偶，

2015

年“人造股王”并不

鲜见，但是其他“股王”侥幸地躲

过这劫。，安硕信息案例实质就是

宣告了市值管理歪路不通。

笔尖钢材如何让概念股三连板？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马建勋

理想情况下每年一个亿的市场，对

于三千多家的

A

股上市公司中的任何

一家来说，顶多是一个小目标。 但就在

本周，这一个亿的生意却让舆论和资本

市场风生水起———数十家媒体报道，甚

至称其意义相当于辽宁号航母；涉及的

上市公司股价

3

天累积上涨近三成，大

约增加了

60

亿元人民币的市值。

这个成为舆论焦点和资本热点的

事件，就是中国能够制造自己的圆珠笔

头的钢材，未来能够代替进口钢材独霸

市场的局面。取得这一技术突破的上市

公司太钢不锈（

000825

），也成为了开年

股市中冬天里的一把火。从

1

月

9

日到

1

月

11

日， 太钢不锈

3

天股价累积涨

幅超过

27%

。

国产笔尖钢材

引爆舆论和股市

让我们先回溯舆情经过。根据公司

公告和检索网络信息， 这件事起源于

2017

年

1

月

6

日， 山西卫视山西新闻

联播报道了《创新的力量：笔尖“皇冠”

太钢造》， 报道从一年前国务院总理在

“山西太原钢铁煤炭行业发展座谈会”

上提到了“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

能力，包括圆珠笔头上的圆柱，目前仍

需要进口”说起。这番领导人的讲话，当

时在媒体上还以《【震惊】不是总理说出

来，真不知道中国连圆珠笔头都生产不

了》、《明明砸钱研发好了， 中国为何还

是造不出圆珠笔头》等文章进行了后续

报道。 有读者也许会想到，这些报道在

当时就曾引起舆论的热议。

回过头来看，这则报道真的对一年

前的一幕悬疑剧进行了解谜。 报道称，

圆珠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

直径

0.5~1.0

毫米的碳化钨球珠我国不

仅自产满足国内需求， 还大量对外出

口；直径仅有

2.3

毫米的球座体，无论

是生产设备还是原材料，长期以来都掌

握在瑞士、日本等国家手中。

太钢不锈公告称，

2016

年

9

月成

功生产出第一批切削性好的不锈钢钢

丝材料，经过国内知名制笔企业实验室

近千次的极限测试，用太钢不锈钢原料

生产出来的笔芯显示了不同角度下的

连续书写

800

米不断线。 测试结果表

明，圆珠笔出水均匀度、笔尖耐磨性基

本稳定，产品质量与外国产品相当。 太

钢不锈组织起草的《笔头用易切削不锈

钢丝》行业标准已经通过全国钢标委审

核认定。 公司表示在现有基础上，将进

一步优化全线工艺，提升关键技术质量

指标水平，满足制笔企业的要求。

让“圆珠笔头”新闻火爆的，还得需

要新媒体的推波助澜。

1

月

9

日，人民

日报官方微信发布《搞定！ 中国终于造

出圆珠笔头，有望完全替代进口》一文，

助推消息传遍网络；当天新华视点官微

综合了

FM904

山西综合广播、 人民日

报、中国经济网的报道，沿用人民日报

官微标题进行再次传播，保持了这一事

件的舆论热度；此后新京报等传统媒体

和自媒体跟进， 直到

11

日公司公告之

后达到传播文章数量的小高峰。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山西台的原

发报道，还是人民日报官方微信的后续

报道，还是新京报的深度报道，对生产

圆珠笔用钢材的企业主体都是太钢集

团， 部分采访对象也是太钢集团的员

工。 无论是太钢集团还是太钢不锈，实

际上从一开始就没有将这一事件与太

钢不锈直接联系起来。直到

1

月

9

日有投

资者在互动平台上询问太钢不锈：“近日

有新闻报道，说太钢集团生产出圆珠笔笔

头和笔珠了，请问是本公司吗，项目是在

集团还是在上市公司里？ ”太钢不锈才在

回答中表示：“新闻报道的圆珠笔的笔头

是太钢不锈上市公司生产的。”随后，才有

相关媒体对太钢不锈进行了新一轮采访。

股市出现热炒

源于社会效应高

舆情热度之后，对本次事件还有很多

冷静的思考。 例如，在这项创新的市场空

间方面，多家媒体引述了几乎是同一组数

据， 即国内每年需要以每吨

12

万元的进

口

1000

多吨笔头用钢材， 一旦笔尖用钢

国产化之后，将大幅度削减制造成本。 实

际上， 即使对这部分市场完全进口替代，

加之进口替代导致价格降低，市场空间也

不过是

1

亿元人民币左右。 有媒体指出，

实际上全世界的圆珠笔产业利润总和也

仅仅在

10

亿元人民币的水平， 仅仅是阿

里巴巴年利润的

6%

； 因此有舆论认为，

“强者的目标是抓大放小， 而不是事无巨

细都要吃干抹净，做一个万精油”。

就算是这一亿元的市场空间都归属于

太钢不锈， 相比于其

2015

年

679

亿年收

入、年产不锈钢近

400

万吨的水平，显然

光靠笔尖用钢创造的收入和利润，是不足

以拉动公司

3

个涨停板。 实际上，据媒体

报道，太钢不锈工作人员称，目前销售并

没有完全打开。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认为，“中国

造笔尖用钢”事件，更大的意义在于对国

内制造业转型升级方方面的所带来的启

发，对于当前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

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现实意义。这种心理投

射在资本市场中，如果有相应的公司能够

满足，就往往会取得丰厚的资本收益。

有媒体指出，国内消费者对耐用消费

品、食品的质量、安全十分重视，但是对便

宜的圆珠笔，长期以来，对质量的敏感度

远远不及价格。 这导致行业长期低价竞

争，甚至假冒伪劣大行其道。 在这种环境

下，企业技术创新和质量提升的动力和能

力受到严重压制， 导致行业创新偏弱；加

之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 无论从笔的类

型、还是工业设计，中国制笔企业长期都

是技术的追随者， 企业越来越举步维艰。

因此，中国制造的笔尖用钢，不仅仅是降

低了制笔企业的成本，而且有助于通过提

高产品附加值，进一步提升效益。

相关报道提到， 制笔厂家由于竞争

环境恶劣，没有动力（利润）引进笔头加

工的生产线，而是进口国外笔头组装。 尽

管行业相信掌握核心技术才是出路，但

是如何让核心技术为企业带来相应的市

场收益， 也是值得深思的难题。 在这方

面，国有企业在引领行业发展上，应该有

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澎湃新闻在引

述太钢董秘办工作人员表述时称：“这项

技术并不是由多先进， 只不过笔尖钢市

场规模比较小。 之后在公司领导重视下

推动了一把，经过工艺优化、工序改进等

试验， 提高了一大步， 把这个技术稳定

了、掌握了。 ”

有舆论表示，不能简单地用笔尖钢的

利润高低来看太钢不锈，“重要的不是这

道问题的答案，而是解题的方法”。有知乎

网友认为，笔尖球座生产和加工的工艺精

度要求很高，代表着国际顶级技术，攻克

类似的技术还能服务于类似的工业品。这

验证了一种工业方法论， 锻炼了工业能

力，也培养了更多人才，积累更多经验，无

形之中提高了我们的工业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