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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桂小笋

上海电气 7月 27日晚间发布公告
称，根据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上海市监察委员会网站消息，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法定代表人郑建华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上海市纪
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证券日报》记者查阅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网站，郑建华的简历显示，他是
上海电气的一名“老员工”，曾担任公司
副董事长等职务，自2017年8月份至今
担任党委书记、董事长。

虽然在公告中，上海电气称，已经
对相关工作做了妥善安排，该事项不会
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但是，7月5日，上海电气收到中国证监
会《调查通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
查。

而在更早的5月30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就对公司发过监管工作函，就上海
电气控股子公司大额应收账款无法收
回等事项要求公司核实。

根据公告显示，上海电气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上海电气通讯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讯公司”）应
收账款普遍逾期，存在大额应收账款无
法收回的风险。截至公告日，通讯公司
应收账款余额为 86.72亿元，账面存货
余额为 22.30亿元，通讯公司在商业银
行的借款余额为 12.52亿元，公司向通
讯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金额合计为
77.66亿元，均存在重大损失风险。

“上海电气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是因为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规，这符合
投资者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的外观
条件，拥有和曾经投资过上海电气股票
的投资者可以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

以便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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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花顺数据显示，上海电气年初至
今股价累计下跌幅度约为 27.59%。其
中，自 5月 31日以来，公司股票持续下
跌。

“初步判断，截至 2021年 5月 30日
晚间持有上海电气的投资者，有机会就
其损失向上海电气提起索赔诉讼。目
前，已有不少上海电气投资者咨询索赔
事宜，我们将在违规信息明朗后采取法
律行动。”王智斌对《证券日报》记者说。

上海电气董事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公司此前已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本报记者 李春莲
见习记者 张晓玉

7月27日，新诺威发布公告称，公
司拟通过向控股股东恩必普药业发
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石药圣雪100%
股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
价格为11.12元/股，石药圣雪100%股
权作价初步确定为8亿元。

收购同时，新诺威拟募集配套资金
不超过5亿元，用于石药圣雪阿卡波糖
绿色工厂升级技术改造项目，以及补充
流动资金。该项目建设完成后，石药圣
雪将新增阿卡波糖原料产能200吨。

北京正谋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合伙人任凤龙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新诺威目前主要产品为
咖啡因和维生素C含片，而收购标的主
要从事无水葡萄糖等功能性原料的研
发，是典型的产业并购，有助于上市公
司拓展产业链上下游，扩大市场份额。”

布局大健康产业
开拓功能性原料领域

新诺威主营业务为功能食品的
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目前生产的
功能食品主要为咖啡因类食品添加
剂和保健食品类产品，包括咖啡因和
维生素C含片等。公司咖啡因、茶碱、
氨茶碱、二羟丙茶碱、可可碱、已酮可
可碱及其衍生产品综合年生产能力
达1万吨以上。

新诺威表示，本次交易旨在充分
把握产业发展机遇，借力资本市场进
一步做大做强大健康主业，将公司主
营业务向上下游延伸拓展；同时以石
药圣雪为生物技术平台，以其相关产
品、技术和渠道为支持，未来围绕大
健康产业，可在功能性原料领域开拓
更多的产品类型和业绩增长点。

新诺威此次收购，双方协商设置了
业绩承诺。根据业绩承诺方承诺，石药
圣雪2021年、2022年和2023年扣非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7200万元、8100万元和
9100万元；如交割日推迟至2021年12月
31日之后，石药圣雪2022年、2023年和
2024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8100
万元、9100万元和1.02亿元。

从石药圣雪近几年财务数据来
看，公司2019年、2020年和2021年1-5
月份分别实现营业收入2.03亿元、
3.15亿元以及1.71亿元；实现净利润

分别为870.83万元、4062.49万元以及
3559.45万元。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收购机
遇与挑战共存。机遇是有助于新诺
威强化自身主业，提高盈利能力，将
经营范围延伸到产业上游。挑战在
于公司跨界运营，面临业务整合和管
理压力，尤其是需要在不同产业环境
中，要适应不同的产业政策、竞争规
则的挑战。”

阿卡波糖年产能
计划提升至280吨左右

阿卡波糖主要用于降低餐后血
糖。当前我国血糖异常人数众多，血糖
管理的市场需求巨大。2020年4月份，
中国人群糖尿病患病率的最新全国流
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成人居民的
糖尿病总标准化患病率为12.8%，糖尿
病前期的标准化患病率为35.2%，我国
接近四成的成年人血糖异常。

米内网数据显示，中国公立医疗
机构终端及城市零售药店终端的阿
卡波糖销售额由2015年的69.01亿元
增长至2019年的108.92亿元，年均复
合增长率为12.09%，高于我国糖尿病
用药总体市场销售额的增速，阿卡波
糖原料具有广阔的市场潜力。

当前，石药圣雪现拥有无水葡萄糖
产能约3万吨/年，阿卡波糖产能约80吨/
年，阿卡波糖绿色工厂升级技术改造项
目已开始建设，计划通过该项目将阿卡
波糖年产能提升至280吨左右，成为国
内最大的阿卡波糖原料生产商。

新诺威方面表示，随着阿卡波糖
下游市场需求的增长，标的公司阿卡
波糖产能已处于饱和状态，此次募投
项目旨在通过技术改造进一步提升
产能、改进生产工艺，把握市场机遇。

添翼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吴
婉莹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本次交
易有利于新诺威把握健康产业发展机
会，拓展上下游产业链，丰富产品线，
提升公司整体价值。一方面，石药圣
雪在先进发酵技术、酶技术等生物技
术方面的优势，将有利于推动新诺威
在功能食品业务方向建立产业化应用
平台，推出新的功能食品线；另一方
面，有利于公司整合主营业务布局，优
化股权结构和治理体系，提高公司盈
利效率和长期发展能力。”

拟收购石药圣雪100%股权
新诺威开拓功能性原料领域

本报记者 董枳君

7月26日，有消息称，食享会武汉
总部人去楼空，其供应商货款尚未结
清，且员工工资也被拖欠。同日，食
享会高级合伙人杜非在微博发文宣
布正式辞任，创始人戴山辉也悄然退
出其母公司“武汉七种美味科技有限
公司”主要人员之列。

无独有偶，就在不久前，社区团
购巨头同程生活发布公告称，因经营
不善，公司决定申请破产，并提出了
破产申请。但另一边，兴盛优选被传
即将完成新一轮3亿美元融资，投后
估值达120亿美元。社区团购“冰火
两重天”，迎来了新一轮残酷的洗牌。

食享会出局

7月27日，《证券日报》记者拨打
食享会公司电话，电话处于无人接通
状态。记者查阅食享会的多个渠道
发现，其网站和微信小程序已不能正
常打开。食享会微信号中的“服务入
口”“我要参团”“团长申请”三个选项
均已无法正常显示和操作。

“随着互联网巨头进场，社区团购
市场竞争加剧，食享会愈发乏力，亏损
会阻碍融资，而新的融资不到位，从而
使公司陷入恶性循环。”百联资讯创始
人庄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食享会成立于2018年6月份，是一
个主要面向社区居民用户的会员制生
鲜水果社区配送服务平台。截至目前，
食享会先后获得4轮融资，最近一轮融
资为2019年12月份。根据天眼查APP
资料显示，食享会运营主体武汉七种美
味科技有限公司的最大股东和最终受
益者为创始人戴山辉，其持股84%。

作为国内首批社区团购玩家之
一，食享会早期发展迅猛，在不到两
年时间名列赛道前三。

2021年3月份，因存在低价倾销、以
划线价误导消费等不正当价格竞争行
为，市场监管总局对包括食享会在内的
5家社区团购企业进行行政处罚，其中
对食享会处以50万元罚款的处罚。

天眼查APP显示，今年6月30日，

食享会运营主体武汉七种美味科技
有限公司曾发生多项工商变更，其创
始人戴山辉等公司主要人员退出，杨
锋接任戴山辉经理、董事长职位，联
合创始人刘晨仍在董事席位。

社区团购加速洗牌

庄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对
食享会的倒下，业内并不意外。社区
团购赛道全面进入巨头时代后，拼价
格、拼团长返佣成了常态，短期内谁
也无法实现正向收益，而用户端的服
务创新、体验创新陷入停滞，整个行
业内耗严重。

从2020年9月份开始，社区团购行
业风云突变，行业从“拼创新”“拼执
行”变成“拼资本”“拼补贴”，美团优
选、多多买菜和橙心优选的涌入，打乱
了其他创业公司的步伐，依靠巨额补
贴，巨头们抢走大部分用户和订单量。

在电商战略分析师、海豚智库研
究员李成东看来，在资本对社区团购
创业者降温的大背景下，摆在同程生
活、食享会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转
型要么倒下。转型或许有一线生机，
但要果断，且找准方向。

2018年-2019年是社区团购的首
轮洗牌期，疫情让社区团购重新站上
风口，并在行业巨头和资本的双重裹
挟下再次达到顶峰后，2021年迎来了
新一轮洗牌。

据《2021上半年社区团购投融资
数据报告》显示，2021年1月份至5月
份，社区团购赛道完成8起融资。其
中，兴盛优选分别在1月份、2月份完成
2轮融资，总计31亿美元。十荟团于3
月份完成7.5亿美元D轮融资。此外，
阿里巴巴旗下社区团购运营服务品牌
菜划算获得近10亿元的战略投资。

“两极分化将是社区团购的未来走
向。”庄帅表示：“多多买菜、美团买菜等
巨头，拥有资本、流量优势，互联网思维
和打法较为突出，牺牲利润继续在全国
范围内做大规模；腰部及以下的团购平
台会专注于自己原有的优势区域，完善
冷链物流，确保产品新鲜；丰富菜品种
类，提供一站式的购买服务。”

又一家社区团购企业食享会倒下
行业再迎新一轮洗牌

公告速递

本报记者 黄 群

随着南方银谷的彻底出局，其与
易增辉在 2020年 9月份签署的《一致
行动协议》也提前解约。

7月27日，皖通科技公告称，公司
于当天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南方银
谷和易增辉出具的《一致行动人协议
之解除协议》等，南方银谷和易增辉于
7月 23日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之
解除协议》，双方决定解除《一致行动
人协议》。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双方的
一致行动关系自 2020年 9月 14日签
署，为期一年。但随着南方银谷在皖
通科技控制权之争中出局，该一致行
动协议被提前解除。

“双方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是皖
通科技股权争斗中重要一环的解除，
也为长达一年多的股权之争画上了句
号。这充分说明裹挟着复杂利益的一
致行动关系长久不了。”接近皖通科技
的业内人士表示。

协议提前解除

皖通科技公告显示，本次权益变动
前（截至2021年6月19日），南方银谷及
易增辉合计持有皖通科技股份6989.48
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6.97%。

在6月19日至7月23日期间，南方银
谷减持了671.57万股公司股份，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1.63%。本次权益变动后，南
方银谷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4883.51
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1.86%。易
增辉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434.40万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48%。

根据协议，双方确认：《一致行动
人协议》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项下
约定的权利、义务不再对双方具有法
律约束力，双方各自按照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依
照自己的意愿独立发表意见，行使股
东权利，履行相关义务。

记者注意到，双方上述协议的签
署背景十分复杂。

2020年6月24日的年度股东大会
上，作为当时第一大股东的南方银谷，
其实际控制人周发展被踢出董事会。
8月份，皖通科技宣布即将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除审议常规
议案外，最为重要的议案就是选举西

藏景源代表陈翔炜入局董事会。
为保证各自利益，西藏景源选择

了直接增持；而南方银谷携安华企管拉
拢了“中间方”——皖通科技最重要子
公司赛英科技董事长易增辉。此外，被
视为南方银谷阵营的王晟也加入进来，
三方合力阻止了陈翔炜的入局。

2021年春节后，南方银谷短暂接
管过皖通科技董事会，周发展当上董
事长的同时易增辉也成为公司副董
事长。但最终“胳膊掰不过大腿”，面
对西藏景源的凶猛增持，南方银谷最
终在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出局。
而易增辉最终与西藏景源实现“和
解”，并在 7 月 23 日与南方银谷提前
解约。

“易增辉是一个既有丰富公司管
理经验，又有相当高专业技术水平的
人。作为赛英科技董事长，现在正是
皖通科技需要他的时候。”前述业内
人士表示：“这次股权争斗最好的一
个结果就是保全了赛英科技董事长
易增辉和华东电子董事长王夕众二
人的董事席位。作为皖通科技最重
要的两个子公司，易、王二人席位的
稳定，对上市公司发展大局至关重
要，同时也可以看出西藏景源的魄力

和顾全大局。”

安徽中战底细尚待揭开

为了尽快结束内斗，西藏景源宣布
6月28日和安徽中战签署了《股份转让
协议》和《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西藏
景源将其持有的皖通科技6180.26万股
股份（持股比例15%）转让给安徽中战。

然而，消息一出，接盘方安徽中战
就被各方质疑其“假国企”的身份。深
交所为此也下发了《关注函》，要求皖
通科技函询安徽中战，详细披露该公
司的底细。截至目前，该《关注函》仍
未得到回复，上述细节仍不得而知。

西藏景源和安徽中战在7月6日签
署了《解除协议》。安徽中战此前已支
付给西藏景源2500万元保证金，约定西
藏景源最晚在7月9日无息退还给安徽
中战上述资金。截至目前，西藏景源仍
为皖通科技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8192.7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89%。

“既然解除了协议，关于安徽中战
的细节也可以不需要披露了。”前述业
内人士称，网友们的质疑让西藏景源
对接盘方的资金实力也产生了疑问，
双方很快解除了约定。这是一个非常

好的结果，西藏景源仍为公司第一大
股东，南方银谷彻底退出。

皖通科技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
日报》记者，深交所《关注函》下发后，
公司第一时间联系了安徽中战，安徽
中战已经回复过一次。

“可能第一次的回复并没有让深
交所满意，我们又函询了安徽中战，要
求该公司对深交所的问询再次做出详
细的书面回复，并且还披露了延迟回复
的公告。目前为止，安徽中战还没有做
出相关回应。”上述负责人表示，尽管西
藏景源与安徽中战已经解除了协议，但
理论上还是需要回复深交所《关注函》
的，公司会密切关注这一事件。

在人员变动方面，新当选的董事
已经正常开展起董事会工作，陈翔炜
成为皖通科技董事长。由于职工代表
监事刘丹丹提出辞职，且辞职后不再
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监事会补选
了帅红梅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其曾
任重庆金源时代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此外，皖通科技财务负责人
卢玉平也在近期提出了辞职，辞职后
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皖通科技表
示，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
完成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聘任工作。

皖通科技控制权争斗落幕
南方银谷出局 安徽中战底细或成谜

本报记者 赵学毅
见习记者 李昱丞

随着中报业绩预告的发布，广东上
市公司上半年经营成绩揭开一角。《证
券日报》记者据Wind数据统计发现，截
至7月27日，共有340家广东上市公司
公布上半年业绩预告，其中 164 家预
增、25家略增、43家扭亏、2家续盈，合
计234家预喜，占比接近七成。

22家上市粤企预告
净利润上限均超10亿元

中信证券预计，上半年最高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6.04亿元，
是目前为止预告净利润上限最高的上
市粤企。中信证券称，上半年国内经济
克服疫情影响、持续向好，资本市场蓬
勃发展，公司 2021年上半年各项业务
均衡发展、稳步增长，净利润同比增长
20%-30%。

招商证券、国信证券分别预计上半
年净利润最高达到59.37亿元、51亿元，
归母净利润上限在上述340家广东上市
公司中排名第三、第四。

“上半年我国经济快速恢复，各行
业融资需求增加，融资业务的增加提高

了券商的业绩。在再融资新规和注册
制等政策利好条件下，券商证券承销与
保荐业务同比增幅较大。”中国金融智
库首席金融学家宏皓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受益于半导体行业景气上行，上半
年 TCL科技的半导体显示业务板块净
利润同比及环比均显著增长，公司上半
年预计实现净利润65亿元-69亿元，同
比增长 438%-471%，净利润排名仅次
于中信证券。

中集集团在集装箱上行周期中成功
扭亏。业绩预告显示，中集集团上半年
实现净利润40亿元-46亿元。2020年上
半年，中集集团净利润亏损1.83亿元。

中集集团表示，去年同期集团各业
务板块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及
国际经济与贸易波动等影响，业绩出现
亏损，而今年全球经济呈加速复苏态
势，国际贸易维持较高景气度，市场对
集装箱的需求持续处于相对高位，集团
集装箱业务量价齐升，业绩较去年同期
实现大幅上涨。

整体来看，目前共有 22家广东上
市公司上半年预告净利润上限超过 10
亿元。340家广东上市公司今年上半
年预告净利润中值为 7782.50万元，较
2020年同期的 4025万元、2019年同期

的4800万元分别增长93.35%、62.14%。

因去年基数较低
不少粤企业绩同比猛增

上半年净利润亏损较大的广东上
市公司有温氏股份、搜于特、人人乐、东
旭蓝天、天融信、宜华健康等，即使按最
小亏损来看，其上半年业绩亏损也均超
过 1.5亿元，其中温氏股份和搜于特为
首亏，人人乐、东旭蓝天、天融信、宜华
健康为续亏。

猪价走低是温氏股份出现亏损的
主要原因。温氏股份表示，上半年生猪
价格出现大幅度连续下跌，对养猪行业
产生较大影响。上半年公司销售肉猪
（含毛猪和鲜品）468.73万头，毛猪销售
均价 23.33元/公斤，同比下降 31.34%，
加上饲料原料连续上涨推高养殖成本，
公司肉猪业务利润同比大幅下降，出现
较大亏损。

看懂研究院经济学者王赤坤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
生猪国际贸易日益活跃，国内猪周期和
国际猪周期峰谷稍微不同，为减少猪周
期影响，受困国内猪周期的相关养猪产
业经营者可放眼全球市场，通过相关产
业衍生的期货交易进行对冲，减少猪周

期对生产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
由于去年基数较低，不少上市粤企业

绩同比增长幅度较大。快意电梯预计，上
半年实现净利润2.53亿元-2.70亿元，同
比增长156.86倍-167.47倍，是业绩增长
最快的上市粤企。2020年上半年，快意电
梯净利润为160.27万元。根据快意电梯
公告，今年上半年业绩大幅增长主要有两
方面的原因：一是上半年主营电梯产品产
销量及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长；二是上半
年公司转让“三旧改造”房地产项目，实
现净利润约2.51亿元。

今年上半年业绩增长较快的企业
还包括深纺织A、亚钾国际、粤高速A、
广东鸿图、智光电气等，这些公司预告
净利润同比增长上限均超过30倍。

整体来看，340家披露业绩预告的上
市粤企中，共有229家企业实现业绩为正
且同比增长，占比约为67.35%，接近七成。

尽管今年上半年广东省局部地区
疫情有所反复，但是广大上市公司仍然
展现出了发展韧性。如果和未受疫情
影响的2019年同期业绩相比，上述340
家上市粤企中有 299家公司有可比数
据，按照今年上半年预告净利润上下限
的平均值来算，162家公司实现半年度
业绩为正且较 2019年同期增长，占比
超过五成。

340家广东上市公司发布业绩预告 近七成预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