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22 2021年11月29日 星期一
NEWS公司新闻

本版主编 袁 元 责 编 汪世军 制 作 张玉萍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本报记者 桂小笋

临近年底，在 1元退市的刚性指标之下，沪深
两市众多股价在低位长期徘徊的公司面临经营和
市值的双重压力。一方面，不少上市公司经营长期
无法改善，消耗了投资者信心，很多投资者只能选
择“用脚投票”，导致这些公司的股价长期在2元以
下徘徊；另一方面，低股价、低市值又进一步拉低了
投资者对这些公司的关注度，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11月28日，沪深两市共
有 44家公司股价跌进 1元阵营。多位投资人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乌鸡变凤凰”
的事也有，但想抓住机会并非易事。低价股不等于
便宜股，中小投资者首先还是要控制风险。”

*ST济堂股价暂为两市最低

同花顺数据显示，在目前沪深两市的44家1元
股中，有过半公司是ST一族，其中有多家公司曾被
监管部门点名或处罚。

11月 27日，*ST济堂发布公告称，因涉嫌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在此之前
的10月2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及
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公司可能触及重大违法类
强制退市情形。自10月25日开始，*ST济堂股价持
续跌停，最新股价报收1.14元/股，为两市最低。

与之类似的还有*ST新亿。同样是在 11月 27
日，*ST新亿发布公告称，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处罚。10月18日，公司收到中国
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可能
触及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截至目前，公司股
价报收1.42元/股。

在与《证券日报》记者交流过程中，多位投资人
提及，很多低价股曾因造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被
监管部门处罚，投资价值大打折扣。这类公司的基
本面、经营状况通常都欠佳，通过借壳、并购等方式
改善经营现状的机会渺茫。投资者在投资这类公
司时，还是应把控制风险放在第一位。

22家公司市值低于30亿元

总体来看，44家 1元股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
类是因存在多种问题而被投资者抛弃的公司；另一
类是因所属行业周期或股本过大等因素而被投资
者暂时“忘记”的公司。

这44家公司是否还具有投资价值？多位投资
人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区别对待。

同花顺数据显示，在这44家1元股中，有22家
公司的总市值低于30亿元。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对《证券日报》记者介
绍称，长期来看，股价高低与股本规模、估值、业绩
等几个因素密切有关。低价股并不等于便宜股。

颐和银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杨勇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称，一些低价股仍然
具有投资价值。“投资股票，并不只看股价的绝对
值，更要看准投资的未来，看上市公司未来股价是
否存在上涨空间。”

深圳丰元创瑞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世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低价股
的投资价值普遍不大，但不排除存在短期交易的机
会，尤其是在年底，大股东出于保壳目的实施一些
重组行动，有望带来一些交易性机会。风险的暴露
往往出现在年报披露之前。虽然‘乌鸡变凤凰’的
案例也有，但毕竟属于凤毛麟角，可遇而不可求。”

提振股价有三条路可走

如何提振股价，是很多低价股公司共同面临的
难题。

“低价股重回股价高位的难度很大。一些公司
的未来成长空间堪忧，经营业绩较差，投资者大多
选择‘用脚投票’，导致股价越跌越低、越低越跌。
这些公司想要股价重回高位，通常有两个办法可以
选择：一是有效改善公司基本面。二是减少公司总
股本。在市值稳定的情况下，通过注销股份等手段
减少总股本后，也能变相提高每股股价。”杨勇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如果公司从改善基本面上下
手，无论是通过内生增长还是外力帮助，都非一朝
一夕的事。”

沈萌分析认为，有些公司因为经营业绩不佳，
受到估值限制，导致股价较低。这类公司如果经营
业绩好转了，就有望获得更高的市场估值。还有些
公司虽然总体经营业绩不是太差，但因股本太大，
导致每股股价处于较低水平。这类公司如果缩减
股本，可能会对股价形成一定的提振。

简单来说，如果只是业绩或估值的问题，上市
公司股价可能会受短期业绩的改善而出现上涨；如
果是股本的问题，那就不是短期刺激的事了。“就算
是上市公司利润可观，如果股本太大的话，每股收
益也会被大肆摊薄，对短期股价的提振作用也不会
很大。”沈萌解释称。

杨勇认为，投资股票要重点关注三个层面的影
响。一是基本面会否好转，能否通过业绩驱动带来
公司股价的上涨；二是估值是否被明显低估，公司
可能涉及哪些热门题材，能否带来估值提升；三是
公司此前是否有过财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黑
历史”。

“我们会从行业角度，发掘一些低价股存在的
确定性机会，比如，大股东拥有核心优质资产的公
司、所处行业处于周期性低点的公司等。”王世升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对于形成原因不同的低价股，如何提振股价大

致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是有效改善经营，厘清历史
遗留问题；二是缩减股本；三是等待行业周期反转。
有市场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很多上市公司
股价越来越低，归根结底是投资者信心崩塌了。因
此，企业要真正行动起来，给投资者以信心才行。”

沪深两市44家公司
进入1元股阵营
树立信心是提振股价的根本

本报记者 向炎涛 李乔宇
见习记者 贺王娟

11月 29日，*ST中迪控股股东
中迪产融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7114
万股股权将被第二次拍卖，谁能获
得*ST中迪的控制权再次成为市场
关注的焦点。

在此之前的9月7日，中迪产融
所持有的*ST中迪7114万股股权曾
进行了首次拍卖。但出乎意料的
是，最终胜出的买家却在支付了
3000万元保证金后放弃支付余款。

宁愿白白支付 3000 万元保证
金也不“接盘”的“冤大头”买家到底
是谁？支付保证金后又放弃支付余
款的目的何在？*ST中迪股权拍卖
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猫腻？

《证券日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
惊讶地发现，作为*ST中迪股权首次
拍卖的胜出者，成都众兴合业企业
管理咨询中心（以下简称“成都众
兴”）似乎与*ST中迪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而*ST中迪股权两次拍卖
的“预热”阶段，都曾引发股价“狂
欢”。这不由得令人心生疑窦——
*ST中迪的股权拍卖，到底是自娱自
乐？还是哄抬物价？

甘赔3000万元保证金
神秘买家到底是谁？

在首次拍卖两个多月后，*ST中
迪股权拍卖活动再次启动。如今，
这 7114万股股权的“身价”已上涨
41.7%。截至 11月 28日，第二次拍
卖已引发22339次围观，有791人设
置提醒，但仅有1人报名参拍。

说起第二次拍卖，就不能不回
顾一下两个月前进行的第一次拍
卖。9月 6日，*ST中迪控股股东中
迪产融所持有的*ST 中迪 7114.48
万股股权被首次拍卖，起拍价为
22495.98576 万元，保证金 3000 万
元，每次竞价的增价幅度为 110万
元。根据法院公布的竞价结果，胜
出者为成都众兴。这意味着，如果
交易成功，*ST 中迪的控股股东将
易主。

然而，此次拍卖结果很快出现
反转。截至10月27日，成都众兴尚
未支付余款。这意味着，中迪产融
依然是*ST中迪的控股股东，此前成
都众兴支付的 3000 万元保证金将
被没收。

成都众兴为什么会在支付3000
万元保证金后放弃支付余款支付？
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证券日报》记者在调查采访过
程中发现，成都众兴似乎与*ST中迪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参与股权
拍卖却又不支付余款的行为或许并
非一次简单的“冲动性消费”。

据天眼查数据显示，成都众兴

成立于 2017年 6月 9日，公司大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为黄韬澄。单从股
权结构来看，成都众兴似乎与*ST中
迪并无关联性。

但《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黄
鑫作为成都众兴早期的合伙人之
一，也出现在*ST中迪的董监高名单
中。根据工商信息，黄鑫于 2019年
11月18日登记对成都众兴出资360
万元，并担任该公司执行事务合伙
人，后变更为“退出”。但在*ST中迪
首次披露将要拍卖控股股东所持股
份的两个月前，黄鑫已提前进入*ST
中迪的管理层。2021年 6月 15日，
黄鑫被聘任为中迪投资副总经理。

颇为巧合的是，就在此次股权
拍卖前的 9月 2日，*ST中迪发布公
告称，公司质押 3000万股康平铁科
股份，向田吉顺商贸借款 3000 万
元，为期 6个月，固定年利率 10%。
至于这 3000 万元的借款用途，*ST
中迪并未在公告中公示。

谈及上述借款用途，*ST中迪证
券部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证券日报》
记者，借款用途为公司正常资金需
求，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笔资金并非
用于偿还债务。

一位律师告诉《证券日报》记
者，3000万元保证金是一笔不小的
数额，一旦拍下毁约，这 3000万元
将会被没收，一般不会是因竞拍人
资金不足而放弃，很可能是*ST 中
迪方面希望“保壳”而采取的拖延
之举。

更为巧合的是，在*ST中迪宣布
启动第二次拍卖后，公司于 11月 5
日发布了另一则为公司借款事项提
供质押担保的公告，这一次*ST中迪
质押康平铁科1570.68万股股份，向
上海煜赛借款1500万元。

拍卖预期成炒作借口
四位自然人股东减持出逃

值得关注的是，*ST中迪的两次
拍卖信息均引发公司股价异动。自
首次拍卖结束当天的 9 月 7 日起，
*ST中迪被连拉4个涨停板，股价创
下近一年来新高。实际上，自今年8
月 3日*ST中迪首次披露股份将被
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起，拍卖预
期就成为股价持续上涨的噱头。在
8月4日至第一次拍卖当日9月6日
期 间 ，公 司 股 价 累 计 涨 幅 达
54.46%。

在股价上涨的同时，却有多位
自然人大股东悄然离场。公开数据
显示，今年第三季度，有三位自然人
股东黄朝江、张祥林以及袁东红退
出*ST中迪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
公司第四大流通股股东鱼杰亦大幅
减持199.09万股。

如今，随着第二次拍卖临近，
*ST中迪股价再次“狂欢”。11月26

日，*ST 中迪股价小幅低开后快速
翻红，临近收盘被 1.15万手大单封
死涨停板，最终报收 5.6元/股，涨幅
5.07%，成交金额 8136.28万元。前
一个交易日（11月 25日），*ST中迪
同样盘中封上涨停，临近收盘才略
有回落。自 10 月 29 日*ST 中迪宣
布第二次股权拍卖以来，截至 11月
26日收盘，公司股价累计涨幅已达
22%。

“临近年底，ST公司的动作会特
别多。”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杨德龙告诉《证券日报》记者，有的
公司希望通过种种方式实现扭亏，
有的公司希望借助并购重组吸引市
场关注，不排除部分 ST公司有浑水
摸鱼的行为。

11月 19日晚间，沪深交易所先
后发布营业收入扣除指南，精准打
击空壳公司。在杨德龙看来，这意
味着上市公司退市机制进一步细
化，监管层对 ST公司的要求日趋严
格。有些 ST公司通过卖房扭亏来
实现保壳目的，但新规实施后，这些
举措将不再奏效。

办公地址已变更
实际控制人一如从前

*ST 中迪的经营到底怎么了？
为何走到控股股东股权被拍卖的
地步？

11月26日下午，《证券日报》记
者来到了*ST中迪变更后的新的办

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佳兆业广场北
塔 12层。而此前十几年，*ST中迪
的办公地址一直在北京市东城区中
纺大厦3层。

佳兆业广场北塔相关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12 层不属于佳兆业管
理，而是单独承办给了联合办公
室。”《证券日报》记者亦于佳兆业广
场北塔 12层现场了解到，该楼层公
司采用共享办公室的方式办公。

谈及公司办公地址搬离的原
因，*ST中迪证券部相关工作人员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因为中纺那
边办公室到期了，同时中纺的房子
比较老。现在的办公地址是过渡
的，我们也想换一个办公条件比较
好的办公地”。

其实，早在 2020年 7月份，*ST
中迪披露实际控制人李勤与刘军臣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完成
后，*ST中迪实际控制人将由李勤变
更为刘军臣。本以为刘军臣以2000
万元获得上市公司*ST中迪的控股
权后，会给公司经营带来一些好的
变化，但想不到的是，*ST中迪控股
股权被冻结的一纸公告却宣告了此
次股权转让中止。2020年12月份，
*ST中迪披露公告称，中迪产融所持
有的*ST中迪全部股份（7114万股）
被冻结，相关冻结事项债权方为中
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
应债权金额为30亿元。

至今，*ST中迪的实际控制人并
未发生变更，仍为李勤。而李勤因

涉嫌违法犯罪，被四川省资阳市安
岳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
施，随后办理了取保候审。

《证券日报》记者还发现，今年
以来，*ST中迪已有多位高管离职，
包括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何
帆，董事、副总经理解斌等。8月 17
日，*ST中迪发布公告称，无法直接
与公司董事解斌取得联系。

除控股股东股权被拍卖外，*ST
中迪还面临多项债务危机。据*ST
中迪披露的 2021年三季报显示，截
至今年9月30日，*ST中迪负债合计
26.36亿元，其中流动负债 20亿元。
今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1.17 亿
元，同比减少 300.11%。根据公司
半年报，目前公司在建的地产项目
主要有三个，分别是四川省达州市
的中迪·绥定府和中迪·花熙樾，以
及重庆市的两江·中迪广场项目。
此外，还有四个销售项目和一个出
租项目。

对于即将到期的债务，*ST中迪
证券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正
在正常还本付息，相关债务都在逐
步解决，目前没有出现违约情况，也
没有影响到公司。“中迪·花熙樾”项
目有一部分已经交付，具体进展请
关注后续的公告。

今日（11月 29日），*ST中迪控
股权拍卖又将进行，不管结果如何，
都是在翻开“故事”的新一页，本报
将继续予以关注。

股权二次拍卖又引发股价狂欢*ST中迪是自娱自乐还是哄抬物价？

本报记者 李 婷

11月 25日，福建零售企业新华
都宣布消息，拟出售公司旗下零售
业务板块全部资产，这将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在60后、70后的记忆里，新华都
曾是早期中国零售品牌的一张名
片。但近年来，新华都在新零售转
型路上走得很艰难。有观点甚至认
为，自 2016年新华都实控人陈发树
以七成溢价耗资 254亿元参与云南
白药混改之后，新华都的实体零售
业务就走了下坡路。

赢商网高级顾问王国平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此前传闻中闽百
汇等零售企业有意接盘新华都的零
售资产，但目前来看，新华都公开转
让资产的变数较大，尤其是在后疫
情时代，能够有实力且有意愿拿下
新华都零售资产的第三方并不多，
后期运营也是个考验。

拟抛售零售资产
资产占比超六成

根据新华都发布的公告，为了
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聚焦互联网
营销业务转型，公司拟出售零售业
务板块的全部资产（商标除外）和负
债。目前交易对方、交易方式和交
易价格尚不确定，此次出售资产占
营收比重超过 50%，将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据悉，新华都此次出售的标的
涉及 11家子公司及一家参股公司，
包括厦漳泉等地新华都购物广场以

及新华都物流 5%股权。最新数据
显示，上述 11家零售子公司总资产
25.99亿元，净资产2.77亿元，前三季
度实现营业收入 31.73亿元，净利润
亏损 0.51亿元。从 2018年至今，新
华都上述子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状
态，仅2020年实现盈利。

三季报显示，截至今年三季度
末，新华都总资产为 41.80亿元，据
此计算，新华都拟出售的资产占比
超过总资产的 62%。值得注意的
是，在新华都资产构成中，债务占比
较高，负债合计达到 30.89亿元，资
产负债率达73.90%。

近年来，新华都的经营并不尽
如人意。自 2008年上市以来，2013
年达到营收峰值 73.8亿元，但净利
润首次出现亏损，此后便一路下
坡。2019年，新华都净利润创上市
以来最大亏损，达7.56亿元。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证券日报》
记者，近年来，新华都进行了新零售
转型尝试，包括与阿里系合作，转型
酒水电商代运营以及社区零售等，
甚至在陈发树参与混改云南白药
时，外界一度猜测新华都或将业务
板块拓展至大健康领域，但上述转
型未能成功。

王国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近年来新华都持续清理亏损门
店，目前打包出售方案中的资产属
于比较有价值的资产，其中多个门
店资产位于当地核心地段，如泉州
丰泽店王、福州五四店等店铺位置
都具有一定优势，目前一家卖场投
资额普遍在 2000 万元至 3000 万左
右。另外，在存量竞争时代，中闽百

汇、胖东等区域作战能力较强的零
售企业具备一定的赛道优势，想要
进入或进一步站稳福州、厦门等竞
争激烈的战场，收购是最佳方式。

在新华都抛出出售资产重组计
划前后，公司股价开启持续上涨模
式，从 11月 23日至 26日收盘期间，
新华都股价累计涨幅已达 25.68%。
其中，在 11月 25日和 26日，连续报
收涨停。

陈发树“掌舵”
云南白药炒股巨亏

在新华都这些年的沉浮背后，
实控人陈发树的传奇故事流传甚
广，与一般低调的闽商不同，陈发树
成为“炒股大亨”的传奇故事更为人
津津乐道。

在 2009年上市第一年，新华都
实控人陈发树就以 218.5 亿元的个
人财富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11
位，成为福建首富。

2016 年底，陈发树（新华都集
团）以 254亿元作为增资方，取得云
南白药控股股东白药控股 50%的股
权，该笔交易超过当时陈发树235亿
元的身价（胡润榜），是新华都集团
净资产的3.1倍

一位接近新华都的人士对《证
券日报》记者透露，陈发树入股云南
白药付出高昂代价，不过参与混改
未对新华都造成不利影响，上市公
司是独立运营的。

但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陈发
树的重心都转移到云南白药上，这
是其豪赌的全部家当。

公开资料显示，云南白药投资
执行团队由董事长/联席董事长牵头
组建。陈发树在成为云南白药联席
董事长后，云南白药也开始下场炒
股。2019年，云南白药认购中国抗
体首次发行股份。2020年，云南白
药斥资 13.13 亿元买入恒瑞医药和
伊利股份；在港股市场，云南白药以
合计 28.43亿元分别买入腾讯控股、
中国生物制药和小米集团的股份。

近日云南白药发布的三季报显
示，今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24.51亿元，同比下滑超四成，业绩缩
水的原因系公司前三季度交易性金
融资产公允价值减少 15.55 亿元所
致。有分析认为，云南白药因炒股
浮亏，造成净利润大幅下滑。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陈发树虽然是云
南白药主要股东，但是云南白药的
实际控制权仍掌握在国资手中，公
司应该是在得到国资方面认同的情
况下才去炒股的。

透镜公司研究创始人况玉清
则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近年来
不少中药“老字号”都出现一些“啃
老本”的情况。很多公司在资金充
裕的情况下，并不是投入主业研发
或开拓新业务，而是将大笔资金拿
去炒股。这并非长久之计，上市公
司还是应当将更多资金和资源投
向主业。

剥离实体零售业务
未来之路在何方？

从股权架构看，目前新华都控

股股东依然为新华都实业集团，持
股比例 29.15%；陈发树为公司实控
人，持股比例8.79%。

2021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新华
都 互 联 网 业 务 占 据 营 业 收 入 的
39.08%，销售毛利率为18.33%，略高
于公司零售业务 15.94%的毛利率。
自 2019年以来，公司营收账款和票
据激增，截至今年前三季度，账面余
额为5.62亿元。

况玉清认为，在剥离实体零
售业务后，互联网业务可以讲的
故事更多，擅长资本投资的陈发
树不会轻易放弃新华都这个上市
平台。

“新华都的经营起伏与老板的
性格或思路有关，但关键是如何应
对市场形势的变化。”沈萌则对记
者分析称，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
不是一成不变的，零售业务在前几
年整体经济与消费都蒸蒸日上时
是热门资产，既可以形成充沛的现
金流，也能够掌握销售终端。如
今，由于科技快速发展，传统零售
业竞争激烈，在缺乏更好的差异化
转型手段时，零售业的收益空间快
速缩小。

另外，由于疫情等因素影响，
叠加消费者群体在需求、偏好、习
惯等方面出现结构性变化，传统零
售业的业绩基础已出现松动。“除
非考虑到退休因素或迫于债务压
力，否则陈发树绝不会走到卖壳的
地步。上市公司是资本运作的平
台，可以操作的空间很广阔，既可
以注入其他资产，也可以作为并购
工具。”沈萌称。

参与云南白药混改五年后 新华都拟出售零售业务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