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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晓玉

近一年来中红医疗收购动作不
断。从最新公告来看，中红医疗通
过并购培育新业绩增长点的效果正
在逐渐显现。

11 月 9 日，中红医疗披露公告
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科伦医疗
器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伦
医械”）于近期参加了湖南省市际联
盟低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福
建省第四批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
项目及河南省豫东片区联盟第二批
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项目投标
工作。

根据株洲联盟医药集中限价采
购平台、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开封市
医疗保障局官网拟中选结果相关
公告，科伦医械部分产品位列其
中，包括：一次性使用避光输液器、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血管、一次性使
用雾化吸入器、一次性使用精密输
液器-PVC、一次性使用精密输液器。

中红医疗表示，科伦医械上述
拟中选产品的采购周期内，采购地
区的医疗机构将优先使用公司拟
中选产品，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
量，后续签订购销合同并实施后，
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中选产品的
市场销售，提高市场占有率，提升
品牌影响力，对公司长远发展产生
积极影响。

培育新的增长点

公告显示，科伦医械为中红医
疗安全输注事业部主要子公司，科
伦医械一次性使用避光输液器、一
次性使用真空采血管、一次性使用
雾化吸入器、一次性使用精密输液
器 产 品 2022 年 销 售 收 入 分 别 为
852.23 万元、1062.99 万元、65.43 万
元、8739.77 万元，分别占科伦医械
2022年度营业收入的4.20%、5.24%、
0.32%、43.05%，占中红医疗 2022年
度营业收入的0.54%、0.68%、0.04%、
5.56%。

中红医疗表示，因科伦医械在
2022年第四季度末并入公司，因此
相关收入并未全部反映在公司 2022
年度营业收入数据中。

科伦医械主要从事研发、生产
及销售“科伦牌”一次性使用无菌医
疗器械，主要产品为精密输液器、普
通输液器、注射器、留置针和采血管
等，其中精密输液器产品产销量在
国内排名前列。中红医疗于2022年
12月份收购科伦医械 90%的股权，

正式切入安全输注领域。
添翼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

吴婉莹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如果中红医疗的控股子公
司顺利中标，将有助于提高该子公
司的产品销量及收入，增加利润贡
献。对中红医疗而言，对公司盈利
能力增长及良性发展有积极的促进
作用，进一步巩固公司行业地位。”

市场前景广阔

中红医疗相关负责人表示，随
着国家医保控费改革的深入推行，
医疗器械的集采招标已成常态。
公司的主营产品留置针、功能型输
液器等产品纳入了医疗耗材的集
采目录，中标的产品不但增加了相
关区域的市场份额，同时通过集采
供应渠道带动了公司其他产品的
销售，进一步扩大了公司品牌覆
盖率。

根据医疗器械研究院《中国医
疗器械蓝皮书》数据，我国安全输注
类耗材在低值医用耗材市场中占比
最大，且发展空间广阔。我国是一
次性注射器生产大国，不但满足国
内市场，还大量出口到海外市场，内
外 销 比 例 接 近 1:1。 根 据 Grand
view research 统计，预计 2023 年全
球一次性注射器市场规模将达 203
亿美元。

疆亘资本董事合伙人王赤坤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输液器作为医用耗材的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在医疗领域应用广泛。
随着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增加，
以及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对输液
器等医用耗材的需求也将持续增
长。中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不断
扩大，预计未来几年将继续增长。
此外，随着国家对医疗器械行业政
策支持和监管力度的加强，医用耗
材的集中带量采购正在成为常态，
这将进一步推动市场规范化和竞
争力的提升。中红医疗作为参与
了湖南、福建和河南等地的集中带
量采购项目并中标的公司，说明其
产品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和认可度。

“需要注意的是，医用耗材市场
竞争激烈，产品质量和安全性是企
业发展的关键。中红医疗作为拟中
标公司，应继续加强产品质量管理
和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产品竞争
力。同时，还应关注行业发展趋势，
及时调整经营战略以适应市场变
化。”王赤坤进一步说。

中红医疗子公司拟中标
多个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项目

本报记者 李昱丞

11月9日晚间，万科企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披露公告
表示，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当前市场
环境，公司决定对“20万科 07”债券
行使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对赎回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20万科07”债券全部
赎回。

资料显示，“20万科 07”债券由
万科在2020年11月13日发行，发行
规模为 3.81亿元，票面利率 3.50%，
期限为“3+2”，即附第 3年末发行人
赎回选择权、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此次万科赎回价格为103.50元/
张，包括每张 100元的本金和 3.5元
的第三期利息，赎回兑付本息金额达
到约3.94亿元。万科称，本期债券的
赎回不会对公司正常资金使用造成
影响。

从“20万科 07”近期表现看，相
较于万科其余剩余期限较长的债券，
其价格走势较为平稳。据 Wind 数
据，“20万科07”10月16日有6002万
元的成交，交易所收盘价为100.0326
元/张，行权到期收益率约为2.86%。

在宣布赎回“20 万科 07”的同
时，万科还披露公告表示，“20万科
08”将在11月13日进行付息。

万科一系列动作向外界传递了
积极信号。11月6日，面对近期债券
的非理性波动，万科与境内外金融机
构举行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强调了兑
付债务的确定性。公司表示，对于境
内外债务一定会保障如期兑付，市场
完全不需要为此担心。对于市场关
注的 2024年美元债，公司将运用境
外自有资金、境外项目分红、银行端

市场再融资等进行偿付。
同时，万科也获得深圳市国资委

力挺。深圳市国资委方面表示，万科
长期坚持稳健的经营策略和财务政
策，具备足够的安全性，并未出现传
言所说的财务风险、管理风险。如有
需要或遭遇极端情况，深圳市国资委
有充分信心、足够的资金资源和工
具，通过项目合作、优化股权投资结
构、债券认购、协调金融机构融资等
一切可能的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帮助
万科积极应对。

从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看，目前
万科依然延续了较为稳健的作风。

中指研究院企业研究总监刘水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销售方面，
10月份万科销售额为 318.3亿元，同
比微降 0.8%，而同期TOP100房企销
售额下降超过30%，表明近期万科销
售恢复较快；偿债方面，截至9月底，
万科净负债率为53.9%，负债水平不
高。9月底货币资金为人民币1036.8
亿元，相比今年年中有所减少，货币
资金对于短期债务的覆盖倍数为2.2
倍，覆盖能力较强。

“在深圳市国资委及大股东深圳
地铁支持下，万科有望顺利渡过短期
风波的影响。”刘水说。

Wind数据显示，11月 9日，万科
多只境内债上涨，包括“22万科 01”

“20万科08”涨幅超过3%。
中信证券研报分析认为，2023

年以来地产债市场信用风险反复，
而 10 月份混合制房企的舆情进一
步扰动市场。本周万科股东支持落
地使得市场吃下“定心丸”。展望
未来，对于未出险房企而言，行业
基本面逐步改善，信用风险正在逐
步出清。

万科3.94亿元
赎回“20万科07”债券

本报记者 李 勇

因筹划控制权变更，森远股份股价
连日来大幅波动，成为近期市场关注热
点之一。11月8日晚间，森远股份回复
交易所问询函，就此次控制权转让的背
景、目的、筹划过程等内容都进行了说
明，并再次明确，未来12个月内并没有
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做出重大调
整的计划。

引入新股东注入活力

11月1日，森远股份披露相关公告
表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松
森及公司股东齐广田拟分别将其持有
的 12%、5%股份通过协议方式转让给
北京中科信控创新创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科信控”），同时郭松
森将放弃其持有的 15.41%股份所对应
的表决权。交易完成后，中科信控将成
为森远股份新任控股股东。

对于此次控制权转让，森远股份在
11月8日披露公告表示，公司主营公路
养护高端设备制造业，近年公司应收账
款回款较慢，流动资金有限。同时，公
司近年运营重点是现金流量的持续稳
定，所以审慎选择回款周期短，资信状
况优良的客户签订合同，但也相应导致

发展进入瓶颈期，近两年营业收入和利
润呈现负增长趋势。此次股权转让除
了股权转让方的资金需求，以及中科信
控对公司发展前景和投资价值的认同
外，还与公司拟通过引入新控股股东注
入活力有关。

“控制权变更对于一个公司而言影
响很大。”新热点财富创始人李鹏岩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控制
权变更可能对公司的战略规划、组织架
构、管理效率、企业文化等方方面面带
来影响，新控股股东也将为公司带来新
的经营理念，有助于为企业经营带来新
的变化。

暂无主营业务调整计划

在上述公告中，森远股份也对中科
信控收购目的及后续经营安排进行了
重点说明。

森远股份表示，中科信控看好上市
公司发展前景和投资价值，拟通过本次
交易取得控制权，促进上市公司长期、
健康发展。

对于后续经营安排，森远股份表
示，收购完成后，中科信控将进行有序
管理、引导上市公司发展，提升上市公
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在经营管理方
面，优化组织架构，提升管理效率，完善

激励制度，激发员工积极性和活力；在
资产业务方面，拟在现有的业务基础上
进一步提升经营和盈利能力。未来 12
个月内，没有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
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目前也没有其他
具体经营整合计划。

“后续经营安排也是市场关注的重
点，森远股份股价近期大幅波动，很大
程度上也是市场对控制权变更后，未来
是否存在资产注入或主业调整等方面
预期的反应。”有不愿具名的市场投顾
人士认为，上述公告再次明确了未来一
年内，森远股份没有改变公司主营业务
或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有助于投资者
对公司基本面进行理性判断。

不存在泄露内幕信息情形

停牌前，森远股份股价大幅上涨，
曾被市场质疑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泄
露。对此，交易所在问询函中也给予重
点关注。

据森远股份回复，早在今年8月10
日，中科信控主要管理层与郭松森已就
本次交易核心条款进行沟通并初步达
成合作意愿。9月16日，中科信控主要
管理层与郭松森、齐广田就协议内容已
基本达成一致。10月 27日，即停牌前
一个交易日，森远股份股价曾单日大涨

15.22%，相关方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
议》。10月 31日，相关方签署了《股份
转让协议》及《表决权放弃协议》。

从盘面上来看，自今年 7 月 17 日
起，森远股份股票交易明显活跃，成交
量较前期显著放大，股价明显偏离大
盘。其中，7月17日至停牌前最后一个
交易日，森远股份日均成交 17.93 万
手。而7月17日之前，森远股份今年的
日均成交量只有5.22万手。股价方面，
自7月17日以来，截至此次筹划控制权
转让停牌，森远股份股价上涨52.40%。

此外，在9月16日相关方就协议内
容基本达成一致后，森远股份股票交易
进一步活跃，成交量也进一步放大。从
9 月 18 日起，至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
日，森远股份日均成交 24.91万手，而 7
月 17日至 9月 15日区间，森远股份日
均成交量为 14.2万手。森远股份筹划
本次控制权变更停牌前20个交易日股
价累计上涨31.04%。

森远股份在上述公告中表示，筹划
期间，公司与交易对方已就本次交易事
宜制定了严格有效的保密制度，采取了
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本次交易中，
公司已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保密信息
的泄露，本次交易相关人员不存在利用
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不存在
泄露内幕消息的情形。

森远股份回复问询函 未来12个月暂无主业调整计划

本报记者 李雯珊
见习记者 解世豪

11月9日，东莞控股股价继续“一路
高歌”。究其原因，或与公司11月8日披
露的一项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以及近期
市场传言东莞控股计划收购东莞证券
有关。

据悉，东莞控股将减资退出东莞地
铁一号线建设项目，由此将取得近40亿
元现金。此外，其参股且正处于IPO阶
段的东莞证券的大股东，正在出售东莞
证券股权，市场纷纷传言东莞控股或将
承接，成为东莞证券新任大股东。

11月9日上午，东莞控股在互动平
台上表示，公司没有收购东莞证券股权
的计划。《证券日报》记者随即致电东莞
控股董秘办，相关人士表示：“东莞证券
的大股东是公开转让股份，严格来讲与
我们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并没有收购的
打算，所以尽快澄清。”

收回近40亿元现金

根据东莞控股11月8日披露的重大
资产重组方案，东莞控股拟对其持有的
控股子公司东莞市轨道一号线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号线建设公
司”）全部注册资本进行减资，减资完成
后，上市公司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一号
线建设公司股权，一号线建设公司不再
纳入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根据交易相关协议，交易价款由一
号线建设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包括减
资价款37.09亿元与实际投入资金的资
金成本补偿金2.62亿元，合计39.71亿
元。这笔资金将由政府方出资代表轨投
公司（东莞市轨道项目投资有限公司）以
货币资金对一号线建设公司进行增资。

公开资料显示，一号线建设公司于
2019年6月份成立，目的是建设东莞轨
道交通1号线PPP项目。截至2023年6

月末，一号线建设公司股东为轨投公司
（持股49.5%）、东莞控股（持股45.81%）
和社会资本（持股4.69%）。

东莞控股董秘办相关人士表示：
“公司2019年开始筹划这个项目，但后
面东莞市政府对地铁线路进行了比较
大的变更，公司在进行全盘规划后，认
为如果再继续实施，需要更多投入以及
更长的回报周期，加之相对盈利较少，
因此决定退出。”

“PPP项目一般周期过长，而且需
要持续不断垫资，现在提前退出以解决
资金占用问题，消除未来风险，对公司
有正向作用。”透镜咨询创始人况玉清
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根据东莞控股与一号线建设公司
2022年的审计报告，一号线建设公司营
收占东莞控股营收比重为64.71%，资产

总额占比为40.84%，资产净额占比为
69.53%。

东莞控股表示，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及营业收
入均存在一定幅度的下降，但对公司利
润总额和净利润影响较小。

澄清市场传言

本次交易前，东莞控股主营业务包
括城市轨道交通投资建设、高速公路经
营管理、新能源汽车充换电业务、金融
投资业务四项。公司方面表示，交易完
成后，将以高速公路交通基础设施为基
本盘，发力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和金融投
资业务。

不过，公司的设想仍“任重道远”。
东莞控股2023年半年报显示，公司除营

收占比超过30%的高速公路业务外，新
能源充电业务营收仅有6890.88万元，
占比为3.55%；金融投资业务营收也仅
有1.09亿元，占比为5.63%。

而恰在此时，东莞证券大股东正寻
求股权出让，且本身作为东莞证券股东
的东莞控股，又刚刚收回近40亿元现
金，随即给市场带来了“遐想空间”。

Wind数据显示，目前东莞证券大
股东为锦龙股份，持股40%，二股东即
为东莞控股，持股20%。11月3日晚间，
锦龙股份公告拟转让所持有的东莞证
券30000万股股份（占东莞证券总股本
的20%）。

这也意味着，如果东莞控股接下这
些股份，将成为东莞证券的大股东。但
11月9日上午，东莞控股在互动平台的
回复，最终还是打破了投资者的“幻想”。

重大资产重组拟收回近40亿元现金
东莞控股：没有收购东莞证券股权计划

本报记者 李豪悦

11月8日，音乐唱片公司风华秋实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华秋
实”）再度递表港交所，这已是公司第七
次冲刺IPO。

不过，“七战”港交所的风华秋实今
年业绩并没有变得更好。2023年线下
演出市场迎来爆发的背景下，演唱会收
入也未能帮助风华秋实解决亏损问
题。2023年前5个月，公司不仅收入同
比减少，亏损还同比扩大。

此外，记者了解到，风华秋实旗下
艺人鹿晗，凭借于2023年6月份至8月
份10场演唱会收入，就将“演唱会主
办”这一业务在公司总收入的占比，从
今年5月底的4.8%提升到了8月底的
91.8%。而鹿晗与风华秋实的合约将
在2024年到期，双方能否续约将决定公
司未来业绩。《证券日报》记者就合约续
签问题联系风华秋实，但截至发稿前公

司未予回复。

今年前5个月亏损扩大

风华秋实业绩近些年整体呈下滑
趋势。从营收方面看，2020年至2022年
总营收分别为7056万元、8186万元、
9485万元，而2022年前5个月及2023年
前5个月的总营收分别为3399万元和
798万元，即今年前5个月公司收入同比
下滑77%。

同期，公司净利润持续下滑。2020
年至2022年，公司分别实现净利润4272
万元、3325万元、2993万元，而相较于
2022年前5个月亏损69万元，今年同期
亏损则扩大至1655万元。

风华秋实的收入来源主要分为“音
乐版权许可及音乐录制”“演唱会主办
及制作”“艺人管理”三项。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演唱会市场
堪称火爆。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3年

演唱会市场迎来爆发窗口期，中国演出
市场规模预计将超过900亿元。

招股书显示，2023年前5个月，风华
秋实演唱会主办及制作收入38.5万元，
在总收入占比仅4.8%。

“今年线下演出市场非常火热，市
场需求很大。理论上借此盈利不是问
题。这种情况下，公司也没能凭借演唱
会主办及制作业务改善前5个月业绩，
确实让人担忧。”艾媒咨询CEO兼首席
分析师张毅向《证券日报》记者说道。

过度依赖单一艺人

从招股书来看，公司的演唱会并非
不赚钱，而是最赚钱的艺人只有一个，
且没有在上半年举办演唱会。

风华秋实在风险提示中提到，公司
依赖核心艺人鹿晗。2020年、2021年、
2022年、2023年前5个月，鹿晗集团（鹿晗
拥有的东阳宸祐影视文化工作室、南京

鹿晗影视文化工作室、及上海方昱影视
文化工作室）为其贡献了大部分收益及
采购成本。鹿晗收益金额分别占公司总
收益约21.2%、9.3%、16.2%及15.4%。

此外，风华秋实招股书提到，2023
年以来，公司共为鹿晗先生举行了十场
实体演唱会，有关来自演唱会主办的收
益，已在截至2023年8月31日止八个月
的未经审核账目内反映，占公司期内总
收益约91.8%。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连续六次冲刺IPO都没
成功比较少见，风华秋实最大的风险是
对单一艺人过度依赖。“一旦对方合约
到期，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就没了。”

风华秋实在招股书中提到，公司不
能保证鹿晗与公司的现有合约于2024
年到期后继续合作。如果不能和鹿晗
续约，公司扩展音乐库或会受到不利影
响，也会影响日后主要客户与公司的合
作意愿。

鹿晗合约将在2024年到期

风华秋实“七战”港交所 过度依赖单一艺人成隐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