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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梦泽

1月 4日，金杯汽车发布公告
称，公司向华晨雷诺供应部分汽车
零部件产品，由于供应链关系，公
司存在与其相关的应收款项、存
货、模具、固定资产。除固定资产
减值因素外，华晨雷诺破产重整事
项预计对公司 2021年度归母利润
影响金额为4800万元。

继去年 4 月份东风雷诺宣布
重组并退出中国市场后，2021 年
12月 30日，雷诺在中国又一家合

资公司华晨雷诺金杯有限公司也
正式申请破产重整。

据天眼查显示，华晨雷诺金
杯目前待执行的被执行人信息
共 5 项，被执行金额累计 903 万
元，历史上被执行人信息达到 92
项，2020 年至今累计被执行信息
达到 75项。所以，华晨雷诺金杯
走到破产的地步，外界并不意
外。但是，华晨雷诺金杯的崩盘
确实连带了众多供应链企业的
业绩下滑。

有不愿具名的供应商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华晨雷诺金杯拖
欠其款项数月，已将华晨雷诺金杯
告上法庭。记者查阅中国裁判文
书网的信息显示，近一年来，华晨
雷诺金杯涉及多个原告为供应商
的案件，诉讼原因主要是未按约定
进行付款。

作为国内最早从事轻型商用
车的品牌之一，华晨雷诺金杯的前
身金杯汽车，早期也曾有过辉煌的
成绩，1997 年金杯在轻客领域的
产销量居全国第一；2010 年市场
保有量达到百万辆，市场占有率最

高达到75%，成为中国轻客第一品
牌。在它 32年的历史中，金杯海
狮曾连续 19年占据全国同行业产
销量冠军的宝座。

可是，从 2015年开始，由于江
铃汽车、上汽大通等品牌的崛起，
金杯汽车开始步入销量下行区
间。此后即便金杯汽车与法国雷
诺合作建立合资公司，仍难抵颓
势。2018 年，华晨雷诺金杯销量
4.3 万辆，同比下滑近 30%；2019
年，销量为 4.02 万辆，同比下滑
6.5%；2020年，销量约为 2.3万辆，

同比再下滑42.8%。
作为合作的另一方，华晨集

团目前更是自身难保，处于破产
重整状态，有关方尚未推出重整
方案。

对此，金杯汽车表示，华晨集
团对公司担保事项的承诺是否能
够履行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公司
已就金杯车辆相关的担保事项向
华晨集团申报了债权，公司已实际
承担担保责任的部分获得了债权
申报确认，尚未解决的1亿元担保
获得了债权额度预留。

华晨雷诺破产 金杯汽车预计损失4800万元
华晨集团对公司担保事项承诺履行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本报记者 张 敏

2022 年第一个交易日，A 股
中药行业上市公司上演了一波涨
停潮。

同花顺数据显示，1月 4日，
新光药业、同仁堂、健民集团、精
华制药、太极集团、九芝堂等中药
上市公司涨停。

截至收盘，A股中药板块 30
家上市公司涨幅超5%。

据《证券日报》记者观察，在
2021年年末，中医药行业迎来政
策“大红包”。2021年12月30日，
国家医保局、中医药管理局发布

《关于医保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充分发
挥医疗保障制度优势，支持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

对于中药板块二级市场的股
价表现是否可持续，市场也有不
同的声音。

广州圆石投资医药行业首席
研究员李益峰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药板块
上市公司市场表现是阶段性博弈
机会。对标消费属性、提升估值
逻辑不是很确定，中药医保扩容
和市场扩容的逻辑并不是很清
晰。市场上看好中药板块的逻辑
是量价齐升，其实单位价值量没
多大变化。

政策利好不断
多家中药公司股价翻倍

“近年来，生物药、化学药创
新发展，相关企业估值大幅提升，
而中医药板块一度受到资本市场
的冷落。”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人
士向记者介绍，随着国家鼓励中
医药政策的持续推出，中医药发
展、尤其是资本市场对中医药的
态度持续升温。

2021 年 12 月 30 日，国家医

疗保障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
布《关于医保支持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将符
合条件的中医医药机构纳入医
保定点；加强中医药服务价格
管理；将适宜的中药和中医医
疗 服 务 项 目 纳 入 医 保 支 付 范
围；完善适合中医药特点的支
付政策等等；中医医疗服务项
目可暂不实行按疾病诊断相关
分组 (DRG)付费；鼓励将中药配
方颗粒纳入省级医药集中采购
平台挂网交易。

银河证券发布的研报认为，
中医药产业是国家重点保护产业
之一，国家相关政策积极鼓励中
药产业和中药饮片行业的发展，
各省市相关监管部门也制定了相
关政策条款加大对中药行业及相
关企业的扶持力度。行业监管体
制的持续完善和行业法规政策的
支持有利于中药行业实现持续健

康发展。
利好政策的发布让中药板块

上市公司 2022 年首个交易日迎
来涨停潮。1月4日晚间，济川药
业、新天药业发布了股价异动的
公告。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 1月 4
日，近3个月以来，31家中药板块
上市公司区间涨幅超30%。

龙津药业、陇神戎发、精华制
药、健民集团四家上市公司区间
涨幅超100%。济川药业、红日药
业、华森制药、太极集团等公司区
间涨幅超50%。

然而，在李益峰看来，在医
保控费、用药合理化等大趋势
下，中药行业逐渐进入低增速时
代，长期投资价值难觅。未来绝
大部分中药大品种都面临持续
降价压力，销量的增长均已进入
市场成熟期，新产品接替普遍
匮乏，所以估值上难有持续提

升空间。

估值提升之际
中药企业亟待创新转型

资本市场热闹背后，是中医
药行业亟待创新发展的困境。

李益峰表示，中药的结构性
机会在一些细分行业，如口服制
剂：有循证医学证据和指南的口
服中药品种，市场空间还比较
大，有望凭借确切疗效可以逐渐
取代中药注射剂的个股有一定
的机会。中药行业未来投资红
利是：独家品种 (长期增量)+医
保放量(或基药放量)+垄断提价
(稀缺品牌)，该领域个股机会比较
明显。

“近年来，鼓励中药新药审批
的利好政策密集出台，然而实际
过审的数据并不乐观。”一位中药
行业业内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当前的新药审批制度与中
药自身特点不相适应是导致中药
新药审批难的核心原因，应尽快
推动建立起符合中医药自身特点
的中药审批机制。此外，在中药
创新专利保护等领域，也亟待相
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值得关注的是，中药创新药
审批的数量在 2021 年迎来了大
幅增长。华安证券发布的研报
称，在 2016年至 2021年的 191个
申报项目中，中药创新药的比重
逐年大幅提升，2021年中药创新
药申报占比为 65%，是 2020年的
2 倍，2019 年的 5 倍左右。在审
批端，2017 年至 2020 年共 20 款
创新中药获批。2021年获批 12
个，中药创新药获批提速。在
临床端，根据可统计数据，近 8
年国内共开展 905 项中药相关
临床研究，更注重循证医学和上
市后再评价；近 3年来看，伴随着
创新药的大浪潮，中药 III期临床
比例逐步提升。

除了传统中药的创新研发
外，头部企业也加速向生物药、化
学药创新方向布局。1月 4日晚
间，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分公司白
云山制药总厂于近日收到国家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核 准 签 发 关 于
BYS10片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
通知书》，白云山制药总厂将于近
期开展该药物的临床试验。据了
解，BYS10片是白云山制药总厂
研发的选择性 RET 小分子抑制
剂，适应症为非小细胞肺癌、甲状
腺髓样癌等晚期实体瘤。

据记者梳理，包括云南白
药、天士力、步长制药等传统中
药企业近年来都加快了创新的
布局。

上述不愿具名的分析人士表
示，“中药创新的难度依然存在，
而布局化学药、生物药是企业多
元创新发展的另一个选择。”

中药股新年首个交易日掀涨停潮
股价飙升难掩行业发展之困

本报记者 桂小笋

1月4日晚间，禾望电气发布公告称，公司股东丁文菁
违反减持承诺，深圳监管局决定对其采取警示函的监管
措施。

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兆全律师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股东减持要关注多个方面的事
项，包括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卖该公司的股票等。

丁文菁系禾望电气实控人之一夏泉波的前妻，2019
年8月13日，公司收到夏泉波的通知，就离婚及股份分割
事项做出安排，夏泉波将持有的禾望电气630万股股份转
至丁文菁名下。

丁文菁获得630万股，并对该部分股份继续遵守夏泉
波之前做出的承诺，相关股份解除锁定后的 2年内，每年
减持数量不超过上述取得股份数量的 15%。经查，2021
年8月份至11月份，丁文菁累计减持禾望电气股份269.52
万股，占上述 630万股禾望电气股份的 42.78%，此举违反
了上述承诺。

杨兆全律师表示，上市公司股东未按照法律规定、规
则、承诺减持股份的，证券交易所可视情节采取书面警示
等监管措施和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纪律处分措施，情节
严重的，证券交易所应当通过限制交易的处置措施禁止
相关证券账户6个月内或12个月内减持股份。

禾望电气在公告中称，“丁文菁违反承诺减持公司股
份后，公司已多次督促告知其不得继续减持公司股份，但
仍发现丁文菁在继续减持公司股份。”

禾望电气称，2021年 9月 22日，发送了告知函，告知
丁文菁在监管机构对其作出处理决定前，不得采取任何
方式减持禾望电气股份。但是，公司随后通过中登公司
发送的股东名册发现，丁文菁在2021年11月11日至2021
年 11 月 19 日期间减持公司股份 8500 股。禾望电气在
2021年11月25日再次向丁文菁发送了告知函。

鉴于丁文菁的身份及其获得股票的来源，有投资者
担忧，减持或许另有深意。

对此，杨兆全律师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股东减持
要注意几个方面的事项：该类股东即证券交易内幕信息
的知情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卖该公司的证券，或
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若是内幕交易行
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面临承担巨大赔偿责任的风险；
该类股东的减持行为若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且投资者尚未得知时，该类股
东及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证监
会和证券交易场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
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该类股东减持股份时，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履行更为严格、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义
务，若是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应当
提前披露减持计划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
数量、来源、减持时间区间、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等，
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证券交易所的规则按时向证券交
易所报告并予以公告。”杨兆全建议，该类股东的自愿披
露与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有关的信息，但不
得与依法披露的信息相冲突，不得误导投资者。

股东违规减持收警示函
禾望电气多次督告被无视

本报记者 谢 岚
见习记者 张晓玉

1月4日，深交所向先河环保发出关注函，追问公司近
期披露的员工持股事项。

2021年 12月 30日晚间，先河环保披露《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以下简称《员工持股计划》），员工持股
计划的股份来源为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受让价格为 4元/
股，为回购均价的50.25%，参与对象为经董事会认可的除
独立董事外的董监高、公司及子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和
核心业务技术骨干等。

先河环保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共879.18万股，占目前公
司总股本比例 1.61%。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票回购最高
成交价为 8.9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7.60元/股，支付的总
金额为人民币6997.67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平均成交价
格约为7.96元/股。

对此，深交所关注函要求先河环保补充说明，员工持
股计划受让价格的确定依据及合理性，大幅低于市价及回
购均价是否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
指导意见》中的“盈亏自负，风险自担，与其他投资者权益
平等”的基本原则，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交易所关注上公司
员工持股计划受让价格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可能性，因为
持股计划的股份受让价格过低，或将不符合‘盈亏自负，风
险自担，与其他投资者权益平等’的基本原则，当然，在持
股定价方面，上市公司本身有一定的自主权，对于定价合
理性，除了深交所关注函，还需要公司独立董事或者监事
会对此项决定给出合理性解释。”

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麒牧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在公司估值并不高的情况下，先河环保员工持股
计划的受让价大幅低于其市场价格，接近公司上市以来的
股价低位，因此参加此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有较大的获
利空间。”

关注函要求先河环保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截至目
前在手订单情况等补充说明业绩考核标准和期限设置的
合理性，是否能达到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目的。

值得关注的是，深交所关注函中还要求先河环保结合
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目的、参与对象范围、业绩考核指标设
置、授予价格等补充说明公司选择员工持股计划而非股
权激励方案的具体考虑，是否存在刻意规避《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关于激励对象、锁定期限等相关要
求的情形。

拟以每股4元推员工持股计划
先河环保收到深交所关注函

本报记者 王 鹤
见习记者 冯雨瑶

白酒行业在过去一年经历了
攻城略地、提价占位、角逐高端化
等一轮又一轮竞赛后，新的一年将
在“变与不变”中继续向前。

多位酒业人士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22 年，白
酒业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竞争格
局不变，消费升级红利下，白酒业
追求高端化、品牌化、品质化的基
调不变；与此同时，面对消费场景、
消费圈层的迭代，白酒业多元化、
健康化消费成为新潮流。

上述人士强调，2022年，在行
业新规的监管下，白酒行业税收加
重的风险显现，酒商要未雨绸缪，
合规合法经营。

白酒股在过去一年经历挤泡
沫后，业内人士认为，白酒板块在
2022年仍然是值得关注的主线。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
龙对记者表示，“从盈利能力来
看，白酒板块尤其是高端白酒的
盈利能力保持强劲，元旦之前多
家白酒企业纷纷提价，表明其对

于产品的竞争力具有信心；从行业
格局来看，一二线白酒占据了酒企
大部分收入和利润，行业集中度进
一步提升。”

高端品牌竞争白热化

2021 年，高端化依旧是白酒
业竞争主线，产品结构升级、走差
异化路线、抢占高端价格带……
2021年白酒企业高端化的竞争白
热化。

与此同时，在渠道及市场端，
白酒行业攻城略地仍在持续。一
线名酒凭借多年积攒的品牌效应
及渠道资源，持续推进产品的市场
渗透力；区域酒企则加速外拓，通
过渠道数字化、社群化经营等方
式，抢占更多发展高地。

提价成为白酒行业在 2021年
收尾阶段的关注点。去年 11月份
以来，五粮液、泸州老窖、古井贡
酒、舍得酒业、酒鬼酒、剑南春等超
10家酒企宣布对旗下核心单品提
价。

展望 2022 年，四川凤求凰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肖竹青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白酒行业仍将
呈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格
局。“强势品牌包括贵州茅台、五粮
液、泸州老窖、洋河股份、汾酒在
内的酒企，通过过去几十年来积
累的品牌效应，以及不断地控量
涨价、加大终端市场投入、扩大营
销影响力、占领更多消费圈层共
创共享等方式，获得更多的渠道
资源及消费者心智资源，从而进一
步挤压区域名酒和区域中小酒厂
的市场份额。”

知趣咨询总经理蔡学飞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未来依然是名
酒的时代，强分化趋势下，多元化
与健康化消费成为新潮流，2022
年，白酒行业开始进入以文化和产
区为核心的综合竞争阶段。”

在业内人士看来，在酱香酒热
的背景下，2022年，被资本关注的
茅台镇也将步入理性发展。“未来，
拥有强势资本、优秀产能和全国化
销售体系的酱香酒会走得更远，在
以贴牌酒和定制酒为主要商业模
式的茅台镇，中小型酒厂将会受到
整合或者收编，茅台镇将迎来大鱼
吃小鱼，快鱼吃慢鱼的整合过程。”

肖竹青表示。

光瓶酒有望迎来大爆发

2022 年，白酒行业新的发展
变化亦有迹可循。

2022年光瓶酒（指不带包装、
不带纸盒、直接能够看到瓶子的白
酒产品）将迎来大爆发。近两年
来，光瓶酒成为白酒业的一个焦
点。在业内人士看来，光瓶酒将成
为白酒行业的新盈利增长点，且从
中低端到高端市场，光瓶酒有望全
线开花。

“‘光瓶装好酒’的产品形态将
在 2022 年迎来爆发。”肖竹青表
示，因购买力降低及物美价廉消费
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光瓶酒将成
为更多酒厂关注的品类，以光良酒
和泸州老窖的产品为代表，在市场
上已实现了良好的回转率，证明消
费者有一种理性自信，愿意购买性
价比高的品牌酒。

肖竹青进一步表示，“2022年
白酒的创新营销和圈层营销将成
为常态，以肆拾玖坊为代表的圈层
营销已成为各大酒厂研究、学习和

模仿的对象。过去，酒厂把酒卖给
渠道商、批发商或者酒行、超市等，
如今肆拾玖坊的圈层营销，是卖给
自己的朋友圈，消费者意见领袖驱
动已经替代渠道商家驱动，更多的
酒厂开始重视消费的意见领袖，从
重视渠道大商到重视消费者意见
领袖，是整个酒厂品牌意识和消费
意识的觉醒。”

白酒业在变与不变中持续发
展的同时，值得关注的是，面对白
酒行业的监管政策，业内人士纷纷
强调，国家在 2022年会加大酒企
税务稽查的力度，白酒行业将面临
税收加重的风险。

肖竹青表示，“白酒行业生产
环节是重税，酒厂税收包括20%的
消费税和每斤 0.5元的从量税，并
且还有 13%的增值税。此外，在
卖酒的各个渠道层级，流通环节
的税收也存有隐患，因为很多购
买者不要发票因而存在税务风险
漏洞多。”

蔡学飞表示，“伴随着税收、环
保等行业新规以及原材料成本波
动风险，白酒行业的竞争门槛将进
一步提高。”

2022年白酒行业展望：
强弱分化格局不变 或面临税收加重风险

公告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