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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僖

刚刚经历了10月份的一轮提价，11
月份伊始，轮胎行业再掀密集提价潮。

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
至 11月 3日，国内已有 84家轮胎企业
宣布提价，有的企业甚至宣布涨价到明
年，整体看，此轮提价涨幅多在2%-5%
不等，最高涨幅达10%。对于轮胎行业
的涨价风暴，有行业专家预测称，接下
来 2个月至 3个月，轮胎价格或将上涨
8%-10%。

“轮胎行业新一轮的涨价潮主要源
于成本推动与供给下降改变的市场供
求关系的双重作用。”IPG中国首席经
济学家柏文喜对《证券日报》记者说。
而在轮胎企业通过提价的方法来平衡
企业收支的状况之外，有业内人士分析
称，第四季度或将进入真正的涨价期，
轮胎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净利润或将在
第四季度有所扭转。

“提价函满天飞根本拦不住”

10月 27日，玲珑轮胎发出调价通
知函，称自 11月 1日起对公司国内零
售市场 TBR 所有品牌系列所有产品
进 行 开 票 价 格 上 调 ，涨 价 幅 度 为
3%。而这已经是玲珑轮胎继 10 月 1
日、10 月 10 日后，一个月内发出的第
三次提价通知。同在山东的轮胎企
业三角轮胎，也在 10月份连发出三张
提价函。

“根本拦不住，提价函每天都在天
上飞。”谈起近期轮胎企业密集发出的
提价函，山东汽配城一位轮胎品牌零售
商陈先生向《证券日报》记者吐槽。陈
先生还表示，有的轮胎企业不仅宣布
11月起产品价格上调，甚至计划 12月
份和2022年1月份再次上调。

国内轮胎企业涨价通知单显示，涨
价的原因主要还是原材料上涨、限电限
产、秋冬环保政策等。采访中，多家轮
胎企业直言，尽管有关部门已在加强对
原材料上涨等问题的调控，可目前这些
涨价压力并没有得到太多的缓解。

例如，玲珑轮胎表示，公司第三季
度天然橡胶、合成胶、炭黑、钢丝帘线、
帘子布五项主要原材料综合采购成本
同比 2020年第三季度增长 24.77%；三
角轮胎表示，公司第三季度主要原材料
天然橡胶采购价格同比增长24.3%、合
成橡胶采购价格同比增长更是高达
66.3%。

另外作为主要原材料的炭黑近期
涨价也十分迅猛。炭黑产业网显示，近
日，江西某炭黑厂家公告特种炭黑价格
上调 1200元/吨，行业预期炭黑成本压
力还会继续走高。

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会专

家安光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除上述因素外，新能源汽车风
口也影响了轮胎新一轮涨价潮。“在汽
车行业，轮胎是属于消耗品，因此其价
格的变动，相对于整辆车要更加敏
感。”

销量暴跌下的涨价风暴

值得注意的是，轮胎行业上市公司
的三季报数据显示，无论是第三季度，
还是今年前三季度，几乎所有轮胎企业
相较去年同期都是负增长。而从轮胎
企业公布的主要经营数据来看，各轮胎
上市公司的销量都在下滑。如果从全
球轮胎销量来看，同样也在面临全面暴
跌的局面。可为何在全球轮胎销量下
滑的背景下，轮胎价格还能越涨越猛
呢？

对此，有业内人士向《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一方面，轮胎原材料价格快速
上涨，大幅度提升了轮胎企业的制造成
本；另外，从9月下旬开始的限产限电，
使得很多轮胎企业产能迅速下降。“轮
胎企业是按照市场需求生产轮胎，轮胎
市场销量不好，轮胎企业开工率也有下
滑，但限电导致的产能下滑量远远超出
了市场的需求量，导致部分轮胎企业产
能供不应求。”

因此，在原材料暴涨、限电限产的

双重夹击下，轮胎企业不得不宣布涨
价，以提高轮胎价格的方法来平衡企业
收支。

柏文喜也向记者表示，接下来轮胎
行业可能会继续涨价，“涨到达到新的
市场供求平衡时为止，而接下来的行业
走势应该是在维持价格高位的状态下
逐步减缓上涨速度并缓慢回落。”

终端影响分化经销商承压

轮胎企业一轮轮产品提价，对下
游配套市场和替换市场影响几何？《证
券日报》记者近日实地走访山东济南
多个汽配城，发现终端影响呈现一定
分化局面。

首先，在替换市场上，济南七贤汽
配城一家轮胎销售门店的负责人表示，
对于乘用车的轮胎替换终端零售市场
来说，影响不会太大。“一条轮胎提价
3%-5%，不过就是一、二十元，消费者
的轮胎替换需求周期长，对价格变动并
不敏感，我们跟涨，消费者也不会有太
大意见。”

但是，对于商用车替换市场和渠
道经销商来说，面对的产品提价压力
就比较难消化。在济南重汽配件城从
事轮胎销售的工作人员李明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大型号轮胎价格基数
高，同样幅度的提价，对于近期本就陷

入低谷期的物流配送等企业来说，轮
胎替换的成本就大大增加，无异于“雪
上加霜”。

对于渠道经销商来说，轮胎涨价
对其订单量会造成一定影响，而由于
跟涨幅度有限，会造成利润空间的压
缩，因此有不少地区代理商、渠道经销
商会选择提前储备库存。只是也有经
销商表示，现在严重缺货，有钱也不一
定有货。

卓创资讯分析师江云表示，在轮胎
价格上涨推动下，10月份各地区代理
商实际进货行为增多，提前储备库存已
开启，市场库存将进入新的上涨周期。
当然，也有业内人士做出提醒，要密切
关注轮胎原材料价格走势，及时合理备
货，避免压货。

相比轮胎涨价对替换市场带来的
压力，在与汽车生产挂钩的配套市场，
因当前轮胎需求疲弱，其压力相对要小
一些。

而在谈及整个产业链接下来如
何应对行业面临的难题时，柏文喜认
为，无论是轮胎厂商还是经销商，可
能需要通过行业组织来抱团合作以
争取将涨价与成本压力向整个产业
链合理传导与分配，并通过技术创新
和商业模式创新来提升效率和降低
成本，以提高自身生存能力来渡过行
业寒冬。

84家轮胎企业密集提价背后

本报记者 桂小笋

11 月 3 日，*ST 济堂股票再度跌
停，截于收盘，股价收于 0.96 元/股。
这也意味着，此前已经有诸多问题缠
身的*ST济堂，从此刻起，面值退市的
风险如何解决迫在眉睫。

对比过往因面值退市公司的状
况，有不愿署名的证券行业人士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将“劣币”驱逐
出市场，有利于证券市场长期的发
展。不过，退市后的公司，重回资本
市场概率非常渺茫。

根据此前发布的退市新规，上市
公司股票若是出现连续 20个交易每
日收盘价均低于 1元，则面临着被终
止上市的风险。

而目前来看，除了“面值退市”的
危机之外，*ST济堂当前还存在着因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

10月 24日，*ST济堂收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
书》（以下简称告知书），根据告知书
显示，公司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财
报存在虚假记载，虚增营业收入、营
业成本、销售及管理费用，扣除虚增
净利润后，公司 2017 年至 2020 年连
续四年净利润为负。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实际可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
市情形。

此外，由于公司 2019年、2020年
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
已于2020年7月1日起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并于2021年4月30日继续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从被 ST后的股价走势来看，*ST

济堂在今年走势比较平稳，直到公布
收到告知书之后，接连几个交易日股
价持续下跌，跌破1元。

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的告知书之
后，上海证券交易所还向*ST济堂下
发了监管工作函，要求公司及时披
露公司股票将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的公告，并就公司股票可能被
实施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进行特别
风险提示等，“公司股票可能被重大
违 法 强 制 退 市 ，对 投 资 者 影 响 重
大。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应高度重视上述事项，”交
易所提醒。

业绩情况来看，*ST济堂的三季
报显示，公司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
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呈现亏损。

持股情况来看，截至三季报，公
司股东总人数超过5万名。

由于此前也有多家公司因股价
连续 20个交易日低于 1元而“面值退
市”，对于这些公司，未来能否回归资
本市场，也是持股投资者关注的事
项。

有不愿具名的证券行业人士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数据统计
来看，退市后恢复上市的概率非常渺
茫。此前，也在‘问题’公司在告别资
本市场前被投资者追捧的现象出现，
需要提醒投资者的是，在参与这类公
司投资时充分考虑风险，不要‘火中
取栗’。”

*ST济堂股价跌破1元
面值退市风险袭来本报记者 李春莲 见习记者 李昱丞

多家物业公司上市进展陷入停
滞。据不完全统计，10月 25日-11月 2
日，海悦生活、富力物业服务、明宇商
服、中梁百悦智佳、东原仁知城市运营
服务（下称“东原仁知”）等五家物业公
司招股书相继失效。

与去年相比，今年物业公司赴港
IPO 的步伐有所放缓，且规模偏小。
Wind数据显示，按上市日为基准，截至
11月1日，年内共10家物业企业于港股
上市，且目前市值均低于百亿港元。相
比之下，去年全年共18家物业公司成功
港股上市，目前市值超百亿港元的公司
有6家。

近四个月无新面孔
物业行业陷“上市荒”

最近一家物业公司登陆港股，还要
追溯到 7月 16日康桥悦生活和融信服
务上市。自此之后近四个月时间内，再
没有新的物业公司能够上市，物业行业
陷入了较长时间的“上市荒”。

当前排队IPO的物业公司中，港交所
网站显示，海悦生活、富力物业服务、明宇
商服、中梁百悦智佳、东原仁知均在今年
4月下旬递表，目前招股书因满6个月而
未通过聆讯，被标注为“失效”状态。稍早
之前，天誉青创、新力服务的招股书也因
过期失效，阳光智博则主动撤回。

招股书“失效”并不意味着上市终
止，但公司闯关 IPO 的时间线将会拉
长。东原仁知集团副董事长兼联席总
裁衡清达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公司上
市工作目前处于正常推进过程中。东
原仁知母公司迪马股份表示，申请资料
失效不会影响东原仁知现有的上市计
划，东原仁知将于近期补充一期报告后
进行二次交表，继续推进上市事宜。

相对而言，去年物业公司的上市之
路更加平坦。从第一次递交招股书到
上市日，去年登陆港交所的建业新生
活、金融街物业、弘阳服务、绿城管理控
股、卓越商企服务、合景悠活、世茂服
务、金科服务、融创服务等物业公司所
费时间均未超过6个月。

截至今年11月1日，年内共10家物
业公司于港股上市，月均1家，低于去年
的月均 1.5家。从市值来看，今年上市
的物业公司规模偏小，上述10家物业公
司目前市值均低于 100亿港元，平均市
值约为 33亿港元；去年港股上市的 18
家物业公司目前平均市值约为165亿港
元，市值超百亿港元的有6家。

对于物业公司上市步伐的放缓，中
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院长陈晟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一方面物
业行业的估值在回归正常；另一方面房
地产上游的变动也会对物业公司的上
市预期造成影响。

“对于一些自身财务出现问题的开
发商而言，好的物业公司变成了一种

‘断臂求生’的资产，需要转让给其他大
型物业公司，所以自身的上市计划也就
放弃了。”陈晟表示。

中国豪宅研究院院长、城市运营专
家朱晓红认为，物业公司谋求上市是生
存与发展的需要，当以适时适合为度，
物业管理服务丰富性与延展性今非昔
比，不断提升服务水平才是其存活与发
展之道。友邻出行创始人、社区经济分
析师黄昇告诉《证券日报》记者，目前大
环境的政策影响例如房地产税的稳步
推出、去房地产化等因素也会使得物业
公司上市热潮慢慢冷静。

“卖身”取代上市？
赴港IPO或退潮

对于一些物业公司而言，退出上市

是被动的。随着地产行业信用危机延
续，不少地产公司以“活下去”为第一要
务，旗下物业公司的角色相对边缘化，
从“明日之星”变成“甩卖品”。万物云
CEO朱保全在万科业务交流会中就称，
头两年物业成香饽饽、成了“未来”，现
在地产不行，很多公司就把“未来”给卖
了。

以 富 力 物 业 服 务 为 例 ，9 月 22
日，碧桂园服务发布公告，拟以不超
过 100 亿元收购富良环球 100%股权，
交易完成后富力物业服务将纳入碧
桂园物业麾下。阳光城旗下阳光智
博则委身万物云，以 100%股权换取
万物云 4.8%的股份，放弃了独立上市
计划。

哪怕是已经上市的物业公司，在
地产母公司流动性缺乏的关头，也难
逃被摆上货架的命运。

9 月以来中国恒大拟出售恒大物
业 50.1%股份以缓解流动性问题，不
过未能和潜在交易方合生创展达成
协议。陷入债务违约风波的当代置
业 同 样 不 得 不 卖 物 业 自 救 ，11 月 1
日，其旗下第一服务控股和融创服务
联合公告称，融创服务拟以 6.93 亿元
收购第一服务控股约 32.22%股份。
蓝光发展旗下的蓝光嘉宝服务和彩
生活核心资产邻里乐，也都因为地产
母公司的债务危机被卖予碧桂园服
务。

陈晟认为：“目前物业行业的大体
逻辑是，如果房企本身金融状况稳定，
物业作为重要赛道可以好好打磨和发
展；如果地产母公司出现了相应的困
难，那么物业公司可以作为一种优质变
现资源去补充母公司开发现金流的困
难。”

“如果说上一波物业管理企业的
热度是被上市潮所催化的，那么这一
波物管企业热度掀起的动力源于收并

购。”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接下来行业内
收并购案还会比较多，一是规模较大、
业绩较好的物管企业基本都已上市，
剩下物管企业独立上市难度较大，被
收并购是比较好的选择；二是房企母
公司目前现金流和流动性压力普遍较
大，房企旗下现金流好、比较容易变现
来输血母公司的业务板块也只剩下物
业管理业务，导致房企不得不出售旗
下物管业务板块。

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物
业管理行业收并购深度研究报告》显
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1年 11月 1
日，今年物业管理行业内发生并购交易
63宗，涉及并购方33家物业企业；交易
金额约315亿元，相比2020全年交易总
额大幅增长约198%。

其中，仅第一季度公告披露的并购
事件达15宗，披露交易总金额约115亿
元，超过2020年全年总交易额。

大鱼吃小鱼的现象愈发明显。若
按交易金额排序，年内碧桂园服务公开
披露的交易总额近 190亿元，占总交易
金额的 60.32%。“对中小型物业公司而
言，如果没有独特的商业模式或高毛利
的收益，越往后看，被上市物业公司收
并购远比自己筹谋独立上市性价比更
高。”黄昇认为。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港交所修改后
的主板盈利规定，自2022年1月1日起，
港交所主板上市申请人三年累计盈利
不得低于8000万港元，盈利门槛提升了
60%。

在此情形下，大多数中小物业公司
上市或更难。平安证券研报认为，物管
行业兼并整合迈向新阶段，相比中小参
与者，主流物企在管理规模拓展、存量
市场竞争、社区增值服务等多元业务发
展方面均更具优势，集中度提升趋势下
仍旧大有可为。

多家物业公司招股书失效
物业行业赴港IPO潮暂退

本报记者 殷高峰

*ST 宝德 11 月 3 日发布的公告
称，公司终止购买名品世家控股权。
这意味着，这个经历了近一年的收购
将宣告结束。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 10月份，也
有两起“跨界饮酒”并购案宣告终
止。

众兴菌业 10 月 15 日发布公告
称，公司终止收购贵州茅台镇圣窖酒
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10月 19
日晚间，吉宏股份公告称，公司决定
终止收购贵州钓台贡酒业有限公司
股权。

这三个收购案终止的原因一致，
均宣称，因“市场宏观环境发生变化
等原因”终止此次收购。

“从今年前三季度的业绩看，尽
管白酒行业的业绩大都取得了不错
的增长，但我认为，更多是转移库存，
白酒的消费其实是在下滑的。”九度
咨询董事长马斐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种跨界收购失败的案例只是
个案，每个企业的情况，比如股权结
构、体制等，收购主体的想法等等，都
会影响收购的最终结果。”陕西省糖
酒副食流通协会副会长刘强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跨界饮酒”再度告吹

*ST 宝德收购名品世家可以追
溯到去年 12 月初。2020 年 12 月 2
日，*ST 宝德董事会上审议通过，拟
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名品世家控股
权 ，并向外界披露。但经过近一年
的沟通 、交 流 和 谈 判 以 及 监 管 部
门 的 多 次 问 询 后 ，此 次 收 购 却 戛
然而止。

*ST宝德给出的终止理由是，“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历时较长，市场环境
较本次重组筹划之初发生较大变化，
公司认为现阶段继续推进本次重组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风险。”

而这已经是不到一个月内的第
三例“跨界饮酒”失败的案例。众兴
菌业 10月 15日发布公告表示，因市
场宏观环境发生变化等原因，公司决
定终止收购贵州茅台镇圣窖酒业股
份有限公司100%股权。

10 月 19 日晚间，吉宏股份公告
称，因市场宏观环境发生变化等原
因，公司决定终止本次收购贵州钓台
贡酒业有限公司股权，交易双方就终
止相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

“有些企业说是收购白酒企业，
其实未必是真的收购，也许是蹭白酒
的热度，提升一下自己的股价。”马斐
分析称。

从股价走势看，收购酒企消息出
来之前，吉宏股份的股价已提前异
动 ，四 个 交 易 日 股 价 累 计 上 涨 超
30%；自收购酒企消息公布后，众兴菌

业连续收获 6个涨停板，累计涨幅超
过77%。

“从这几年业外资本进入白酒行
业的情况看，有不少成功的收购案
例，但今年以来很少有成功的。”马斐
称。

“白酒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有稳
定收入预期的行业。资本收益率也
比较高。自然会吸引资本流入。但
也因此，白酒标的变得稀缺，资产定
价也容易偏高。双方也就更难达成
一致。”职业投资人程宇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白酒终究还
是消费品，市场依然会受到消费总体
需求的影响。因此，不宜过高预期酒
企未来收益，要注意消费市场正在发
生的变化。

白酒行业做大需要资本

2020 年，白酒行业成为资本市
场的焦点。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 5
月份，复星系资本豫园股份拿下金
徽酒 29.99%股份，后又进行增持；8
月份，江苏综艺收购枝江酒业 71%
股权；11月份，大豪科技公告拟收购
红星股份 100%股权；12 月份，ST 岩
石公告拟收购上海贵酒部分股权；
12 月份，豫园股份再次拿下舍得酒
业 70%股权。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业外
资本进入白酒之前，业外资本进入
白酒行业相对成功的案例却少之又
少。维维股份在 2007年收购枝江酒
业 51%的股权，后由于白酒板块的
亏损于去年卖掉所持股份；联想曾
以 20 亿元并购 4 家酒企，但由于经
营管理方式“水土不服”最终出售白
酒业务。

“白酒行业的做大做强需要资
本的助推。”马斐表示，但是对于资
本来说，不能抱着赚快钱的目的，这
样的话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白
酒行业还是需要大量资本介入的，
但是必须是能够坚持长期做下去的
资本。”

“从行业的发展看，业外资本进
入白酒行业也是有不少成功案例
的。像陕西秦煤集团收购柳林酒业
后，柳林酒业进入了快速的发展阶
段，目前已经在谋求上市。”刘强表
示，白酒行业是一个典型的长期投资
的行业，业外资本收购并购后，需要
对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对市场进行整
合等，在当前竞争背景下，对企业的
综合素质要求较高，“业外资本进入
白酒行业，要有长期的计划。”

“因毛利高、前景好，白酒资产
一直是资本市场的宠儿，不过近期
资本对白酒的追逐热潮开始慢慢降
温。说明资本市场在白酒行业中的
套利空间不断收窄，跨界收购不一
定就是做大做强，市场才是关键。”
中企资本联盟主席杜猛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

*ST宝德终止购买名品世家
“跨界饮酒”频频告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