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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卫新

莱绅通灵内斗出现戏剧性一
幕。曾实名举报大舅子夫妇涉嫌职
务侵占的莱绅通灵董事长沈东军被
爆出“假公济私”，在任职期间多次占
用上市公司资金。

依据公司最新披露的会计差错更
正公告，2009年至2019年期间，莱绅通
灵多次通过日常费用报销的形式代沈
东军承担个人非履职相关的费用，同
时通过安徽省佳世德人力资源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佳世德”）以人事代
理费等形式为沈东军垫支费用，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沈东军
累计占用上市公司资金1400.41万元。

4月30日，上交所向莱绅通灵发出
监管工作函，就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
事项明确监管要求。《证券日报》记者
注意到，近半年内，上交所已先后3次
向该公司发出监管工作函，涉及对象
均包含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违规占资“祸及”公司
财务、内控被出具非标意见

作为莱绅通灵的创始人，沈东军
自1999年起一直担任总经理一职。
2011年，大舅子马峻卸任公司董事
长，身为妹夫的沈东军一肩挑两担，
担任公司董事长同时兼任总经理。
实控人担任公司董事长同时兼任总
经理，“一言堂”的公司治理体系为大
股东利益侵占开了方便之门。

公告显示，莱绅通灵多次通过日
常费用报销的形式代沈东军承担个
人非履职相关的费用，其中2009年
5.75万元、2013年11.2万元、2015年16
万元、2016年5.48万元、2017年5.25万
元、2018年105.84万元、2019年17.34
万元，累计承担166.86万元。

除承担日常费用开销外，2017年4

月份、2017年8月份、2017年9月份，公
司还通过佳世德以人事代理费等形式
为沈东军垫支合计130.97万元。2018
年2月份莱绅通灵又通过佳世德为沈
东军垫支279.01万元。2019年12月
份，莱绅通灵再次为沈东军垫支推广
及调研费340.32万元、技术及咨询服
务费483.25万元，合计823.57万元。上
述资金占用累计达1400.41万元。

针对高管违规占资一事，莱绅通
灵相关工作人员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具体情况我们该
公告的都已经公告了。目前这部分
占用资金已经在去年12月份和今年2
月份、3月份逐步还清了。”

违规占资虽已全部偿还，但余波
未了。

公告显示，针对“控股股东及关联
方资金占用事项”，莱绅通灵已作为前
期重大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对2019年
度的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进行了更
正。然而由于性质特殊、金额较大，中
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
为审计机构对公司2020年年报出具了
非标准意见，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了强
调事项段，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已在财务报表中披露的该事项。

除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意见外，
记者发现，该公司内控审计意见也为
非标意见。

2020年12月30日，该公司对外披
露了《关于董事被有关机关调查的公
告》。公告称，公司于2020年11月20日
向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报案并于
当日收到通知，该局已正式受理公司
举报董事涉嫌职务侵占一案。依据审
计机构出具的内控该报告，公司举报
董事涉嫌职务侵占事项未履行内部控
制审批程序，该重大事项未经董事会、
监事会作出书面决议。对此，审计机
构认为“公司对此事项的审批存在非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

“公司未经内部审议程序举报董事
涉嫌职务侵占，其报案行为未必代表公
司的真实意愿，在此环节，公司成为了
工具，这反映出公司内部治理不规范。”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斌律师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专家称：涉嫌虚假陈述
原审计机构难辞其咎

“公司高管在多个事项上占用公
司资金，法律后果是多方面的。该高
管的行为不仅会导致公司财务数据不
真实，信息披露违规，还涉嫌违反《公
司法》中所规定的忠实义务，理论上公
司应就该部分损失向高管追索。”针对
莱绅通灵高管占用资金一事，王智斌
在采访中告诉记者，“如果有证据证明

该高管有侵占的主观意图，只是由于
其他原因不得已返还，则该高管亦涉
嫌构成未遂的‘职务侵占’。”

“公司过往年度的财务数据不真
实，目前来看，已涉嫌构成虚假陈
述。”王智斌补充道。

透镜公司研究创始人况玉清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直言不
讳地指出，“（上述行为）这已经构成
了虚假记载、虚假陈述，理应追责。”

况玉清表示：“上市公司发生这么
大数额的资金占用问题，对审计机构
而言，理论上是脱不了干系的。无论
是从内控的审计角度来看，还是从正
常的财务审计角度来看，这1400万元
到底是怎么出去的，审计机构有没有
追踪到这笔款，这背后都值得深思。”

记者查阅公告了解到，中兴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2021年新聘任的审计机构。公司
前任会计师事务所为中天运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中天运”），中天运2017年度至2019
年度为公司提供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及内部控制审计3年，以上年度的审
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2016年
度及公司首发上市审计机构均为天
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违规占资引发的“后遗症”不断
显现，公司是否已启动追责程序？在
记者的一再追问下，莱绅通灵上述工
作人员回复称，“我们和前任的会计
师事务所有过沟通，这个问题我个人
无法回答你，可以向领导汇报。”

对莱绅通灵实控人占用资金的相
关事宜，《证券日报》记者将继续关注。

莱绅通灵内斗现戏剧性转折
董事长被爆违规占用上市公司1400万元

本报记者 吴珊 见习记者 任世碧

全球抗疫之下的2020年，A股上
市公司越来越注重内生增长，研发投
入大幅增长。在当前结构性行情之
下，寻找高成长标的成为投资者的主
要目标，由于加大研发投入的公司盈
利韧性高，所以更受投资者关注。

《证券日报》记者对A股上市公
司2020年年报梳理发现，2020年，沪
深两市共有3828家上市公司披露研
发费用投入情况，研发费用总计高达
10119.98亿元，同比2019年的8992.88
亿元增长12.53%。其中，报告期内
实现研发费用同比增长超10%的公
司有1805家公司。与此同时，2021年
一季度，沪深两市共有3762家上市公
司披露研发费用投入情况，研发费用
总计高达2002.28亿元，同比2020年
一季度的1393.04亿元增长43.73%。

对此，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的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郑磊表
示，中国产业经济转型升级已经进
行多年，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的重要
路径，自主创新掌握先进技术已成
为社会各阶层共识，而创新和研发
水平直接决定着上市公司技术层面

“护城河”的高低。因此，加大研发
和专利投入，对上市公司的中远期
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发费用

高低已成为检验上市公司成色的一
块“试金石”。

TOP50公司
去年研发费用均超19亿元

“TOP50公司非常重视研发投
入，企业未来的成长空间会更大，这
是重要的投资逻辑。现在属于‘业绩
为王’时代，业绩表现优良的企业才
会有更好的投资价值，这些龙头企业
可能会有更多的盈利增长，因此未来
的发展前景更好。”前海开源基金首
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告诉《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

《证券日报》记者按绝对金额统计
显示，在2020年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
的公司中，TOP50公司去年研发费用
均超19亿元，显示出具有更强的发展
成长潜力。其中，中国建筑、中国中
铁、中国铁建、中国电建、中国中冶等5
家公司去年研发费用均超100亿元。

“要看研发的绝对金额，也要看
研发的相对占比。相对来说，研发占
比较高的龙头企业成长性更强，净利
润增长未来确定性也更好，公司以技
术性突破，以研发筑护城河的方式是
正确的，但企业必须要注重研发投入
和研发效率并重，研发投入方面，既
包括绝对额，也包括相对额，而研发

效率方面，研发成果对业绩的贡献则
是企业未来发展的关键。”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盘和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记 者 进 一 步 统 计 发 现 ，上 述
TOP50公司中，有42家公司去年研发
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3%，占
比逾八成。科大讯飞当期研发费用
占营业收入比例居首，达到18.55%，
恒瑞医药、中芯国际、复星医药、大华
股份、韦尔股份、海康威视等6家公司
2020年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均
在10%以上。

“上市公司加大研发力度的主要
原因在于：一方面要保持产品的竞争
力，另一方面公司盈利能力有更多的
研发支出预算可以支撑。”私募排排网
研究主管刘有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研发投入增加不能和企业未来的
发展划上等号，但却是企业未来发展
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同比增速快的公
司中，除了传统的行业之外，大部分上
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增速也是比较快
的。主要成长的逻辑在于，研发投入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研发支持企业未
来的成长。研发投入和产生效益具有
一定的滞后性，这类企业逐年大比例
增加研发费用，公司未来几年都能在
同行业保持一定的领先地位，从而能
够获取更多的利润。”

从行业角度来看，上述TOP50公
司主要集中在电子、建筑装饰、电气设
备、汽车和钢铁等五大行业，涉及公司
数量分别为11家、7家、7家、5家、5家。

逾五成公司股票
获北上资金“买买买”

TOP50公司在加大研发投入为
企业未来业绩持续稳步增长提供支
撑的同时，也吸引了各大投资机构的
目光，成为资金热捧的对象。

郑磊进一步表示：“在当前流动
性充沛和机构资金为主的市场里，机
构以配置行业龙头企业为主，因此机
构增持TOP50公司股票的做法是非
常正常的操作。其中很多公司的业
绩多年保持稳定增长，经历了市场周
期起伏波动，被市场验证过，这样的
企业具备长期配置价值。机构配置
标准是那些在行业内竞争力较强的
龙头企业，规模要足够大，而且有较
好的成长性，抗风险能力也较强。持
有核心资产是成熟的股市特征，理性
的机构投资者通常会进行深入调研，
在估值未出现太大偏离的情况下长
期持有，以获取长期稳定投资收益。”

上述TOP50公司中，有49家公司
披露的2020年年报显示，前十大流通
股股东名单中出现社保基金、险资、

券商、基金、QFII等机构身影，占比逾
九成。

在市场震荡整理的背景下，近期
“聪明”资金也纷纷涌入上述TOP50
公司股票加仓，4月份共有26家公司
股票获北上资金的青睐，占比逾五
成。京东方A、歌尔股份、三一重工、
隆基股份等4家公司股票期间均受到
10亿元以上北上资金布局，包括宝钢
股份、宁德时代、迈瑞医疗、恒瑞医
药、科大讯飞等在内的12家公司股票
期间累计北上资金净买入额也均在2
亿元以上，后市表现值得关注。

对于研发投入较大的公司后市
投资机会，巨泽投资董事长马澄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去年研发投
入TOP50公司未来投资价值显著。
从今年一季度社保基金、QFII机构大
幅新进增持的公司来看，我们是坚决
看好的。在进行投资时，不但要着眼
于挖掘企业过去、现在的价值，更应
着眼于研究企业未来发展的动力。
除了研究企业过去营收增速、利润增
速、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外，对
一些科技成长型企业，还要研究企业
研发投入增速、企业年度申请专利数
量以及专利数量在行业内占比等能
够决定企业未来发展潜力的核心指
标，这样的投资才更有战略性，更具
前瞻性。”

3828家公司去年研发投入破万亿元
逾五成TOP50公司获北上资金“买买买”

本报记者 王 鹤 实习生 冯雨瑶

“乌苏啤酒这样的本土强势品
牌，能复制吗？”“夏日纷果味酒新品
的情况能不能介绍一下？”投资者在
重庆啤酒2020年度业绩和利润分配
及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情况说明会
上抛出一系列问题。该公司业绩说
明会日前在位于广州的上海证券交
易所南方中心举行。

业绩会前，重庆啤酒总裁、嘉士伯
中国总裁李志刚就公司重组后的变
化、新兴渠道布局、品牌高端化等问题
与参会媒体记者进行了深入交流。

“嘉士伯与重庆啤酒都是一家
人，重组前就像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在不同的房间内去运作，现在这个房
间打通了。”李志刚称，“重组之后，重
庆啤酒从一家区域性的啤酒公司，发
展成了一家全国性的啤酒公司，整体
变成了一个更强大的品牌。”

根据重庆啤酒披露的年报，2020

年，重庆啤酒实现销量242.36万千
升，同比增长3.30%；同期营业收入
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为109.42亿元、10.77亿元，同比增
长分别为7.14%、3.26%。

重组后体量实现倍增

“重组让公司实现了优势互补和资
源共享，重庆啤酒在中国啤酒市场的竞
争力得到全面增强，有利于进一步提升
盈利能力，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李志刚表示，重组让公司的体量倍增，
2020年收入是2019年原重庆啤酒的3
倍，达109亿元，销量超2.5倍。

夏日纷苹果味酒、夏日纷黑莓味
酒、乐堡啤酒……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一行采访时，李志刚面前陈列着
几款重庆啤酒具有代表性的产品。

去年12月份，在完成与嘉士伯的
资产重组后，重庆啤酒站上了一个新
的发展高度，更为多元化的品牌矩阵

便是其重组后的显著变化之一。“重
组后，公司除了重庆啤酒既有的重庆
和山城品牌以外，乌苏、西夏、大理、
风花雪月、京A等本地强势品牌和嘉
士伯、乐堡、凯旋1664、格林堡、布鲁
克林、夏日纷等国际高端品牌，都进
入了重庆啤酒的品牌组合。”对于《证
券日报》记者提出的品牌变化问题，
李志刚表示：“这极大地丰富了‘本地
强势品牌+国际高端品牌'的品牌组
合，能够满足全国各地消费者在不同
场景下的消费需求。”

完成重组后，重庆啤酒在区域布
局上也得到了进一步延伸。据了解，
公司生产网络从3个省市的14家控
（参）股酒厂，增至9个省份的25家控
（参）股酒厂，核心市场从重庆、四川
和湖南扩展到新疆、宁夏、云南、广东
和华东多个区域。

按照有关业绩承诺，嘉士伯注入资
产2020年-2022年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5.65亿元、7.68亿元和8.09亿

元。根据有关鉴证报告，注入资产2020
年实际完成扣非后归母净利润8.06亿
元，超额2.41亿元，完成率达142%。

加码品牌、渠道战略布局

“中国已经成为嘉士伯全球最主
要市场，但我们并不满足于此。所
以，我们将2021年度主题确定为‘破
浪前行，极速共赢’。”李志刚表示，
重庆啤酒完成资产重组后，将乘势而
上，加快步伐、强调增长，与大家一
起，共同酿造更美好的现在和未来。

年报显示，在嘉士伯“扬帆22”战
略指引下，重庆啤酒在2020年继续以

“本地强势品牌+国际高端品牌”的品
牌组合为依托，加快推进品牌高端化
战略，带动高档产品销量大幅提升，
推动各区销量稳步增长。同时，公司
加快了数字化进程，深度营销电商渠
道，并在O2O领域与多家配送平台深
入合作，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在更

多元的场景触达消费者。
“渠道是‘扬帆22’战略中的重要

举措之一，对比全国市场来看，我们在
渠道的市场份额占比较高，比如CBS便
利店的市场份额都超过了三位数。”李
志刚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新兴
渠道上，公司在某个程度上打破了传
统的啤酒运营概念，及时顺应渠道变
化，在电商、O2O等领域进行了布局。”

“从整体‘扬帆22’的举措来看，
一方面，我们拥有大城市资源，可以
在渠道上去进一步深耕；另一方面，
新兴渠道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与消费
者进行互动。”李志刚说。

持续深耕渠道的同时，面对疫情下
消费者行为发生的新变化，重庆啤酒在
数字化上按下“快捷键”，深度营销天猫
旗舰店和京东旗舰店，并在O2O方面与
美团、饿了么、京东到家等配送平台深
化合作，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重庆啤
酒将在更加多元的场景下把一瓶瓶啤
酒重庆啤酒递至消费者手中。

与嘉士伯“打通房间”后 重庆啤酒加快品牌与渠道布局

本报记者 谢若琳

今年 1 月 29 日，《证券日报》刊发《39.9 元可
“赌”钻石和水晶 中消协痛批盲盒消费乱象》，指
出二手商品销售平台闲鱼盛行“活体盲盒”等消费
行为，即盒子中装着未知的动物，随机发送给买
家。

5月3日晚，“成都爱之家动物救助中心”志愿
者拦截下一辆中通快递运输车，据其官微表示：

“货箱里全是小猫小狗的惨叫声，若是货箱门关
闭，完全没有空气流通，只有被活活憋死！已经有
不少小猫小狗奄奄一息甚至死去！死去的小猫小
狗，直接被中通工作人员丢在路边！”

据悉，这批被解救的动物就属于“宠物盲盒”，
共有160余只动物，截至5月4日凌晨4点，已经有
4只动物死亡。目前尚未有信息表明这一货箱的
宠物盲盒是在哪个平台销售的，但5月5日记者再
次在闲鱼平台搜索“动物盲盒”时发现，已经无法
搜到相关内容。

来咖智库CEO王春霞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这一行为已经脱离了“盲盒经济”本
身，纯粹是缺德。平台和快递公司都应该有所作
为，杜绝在线买卖所谓的“活体宠物盲盒”。

律师：邮寄“宠物盲盒”违法

5月5日，中通快递方面向《证券日报》记者回
应称，“获悉信息后，集团总部和四川省管理中心
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经调查核实，这批活体动
物系平台电商客户线上销售，中通快递成都荷花
池网点违规揽收。快递物流企业的健康发展不仅
建立在严格的寄递规范和安全管理之上，还需秉
持正确的生命观和价值观，为此，中通快递向公
众、媒体和客户诚挚道歉。”

中通快递决定自5月5日起，采取三项整改措
施：第一，中通快递成都荷花池网点暂停快递揽收
业务，全面自查，并配合相关部门调查；第二，中通
快递四川省管理中心寄递安全负责人停职检查，
扣除其全年绩效奖金；第三，中通快递在全网中心
和网点展开“邮路安全培训”、“三项制度培训”、

“《国家保护动物目录》培训”、“邮路禁寄物品目录
培训”等专项培训。

买卖、运输“宠物盲盒”究竟是道德问题还是
法律问题？

对此，北京中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铭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邮寄盲盒宠物已
经触犯法律，“第一，我国《邮政法》及《邮政法实
施细则》都明确规定了禁止邮寄的物品，其中就
包括各种活的动物；第二，《动物防疫法》明确规
定，运输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做好动物的免
疫、消毒、检测等工作，还要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
督机构申报检疫，并附有检疫证明；第三，通过网
络平台快递寄送的活体宠物盲盒，不仅无法避免
活体动物在运输过程中死亡的情况，且大部分活
体动物不具备检疫合格证明，存在传染病毒、威
胁人体健康的风险，在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的现在，这种行为践踏法律和道德的底线；第
四，不单单是经营者涉嫌违法，对于网络平台而
言，《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规定，
经营者不得销售违禁产品，电商平台要为此承担
责任的，相关监管部门可以对网络平台进行行政
处罚，造成严重社会后果的，可移交公安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

“国家作出这样规定的初衷是因为目前的快
递运输环境尚不足以保证动物本身的运输安全，
并且活体动物自身是否进行过检疫，是否存在疫
病传播，均有不可预知的风险。”赵铭认为，目前
这种宠物盲盒，不管是邮寄者，还是运输者都不
具备《动物防疫法》上述规定和要求，涉嫌违法行
为，如果造成疫情传播等严重后果，可能还涉嫌
刑事犯罪。

盲盒概念被“玩坏了”

盲盒现已成为不少商家的“财富密码”，除最
初的玩具外，食品、美妆、文具、服装等多个领域都
已刮起“盲盒风”。

“在盲盒消费过程中，消费者往往存在‘以小
搏大’的心里。而盲盒内容考验的是商家的信誉
和道德，有些商家为了赚钱根本没有道德可言。”
一位行业分析师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盲盒的
性质决定商品售出后无法退货，导致消费者常常
吃“哑巴亏”。

“盲盒经济迎合了年轻人的消费喜好，因为产
品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带来惊喜经济、孤独经济、
社交经济、精神慰藉和收藏属性，属性之多使之超
越了休闲玩具的范畴。‘盲盒第一股’泡泡玛特的
上市更是把盲盒经济热度推向高潮。”艾媒咨询
CEO张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

“万物皆可盲盒”的背景下，品牌把握尺度显得更
为重要，过度盲盒化的问题依然存在，许多商家利
用盲盒的“盲”就开始“瞎”卖，完全脱离了创新的
初衷，更是误导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盲盒商家要
有边界、有底线，不能误入“盲”途。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超过三成受访网民认为，
盲盒噱头过大，产品本身缺乏实用性，超过二成用
户认为价格不合理。

事实上，“万物皆可盲盒”式的过度营销情
况，已经伤害到盲盒经济本身。“盲盒本来是指代
一些玩具和手办类的销售方式，现在盲盒‘出圈’
鱼龙混杂，消费者权益保障以及售后问题都成为
痛点，一些不法商贩借盲盒的名义兜售劣质产
品，如何保护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已经是该领域
十分迫切的问题。”王春霞表示，现在盲盒概念已
经被玩坏了。

中通快递为承运宠物盲盒道歉

盲盒经济被“玩坏了”？

热点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