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 僖

北方大雪纷飞之际，潍柴动力携
手海内外400余家供应商代表齐聚海
南海口，举行以“链合创新·挑战未
来”为主题的潍柴动力全球供应链战
略合作伙伴大会，共商在行业发展新
形势下，如何共同打造全球最优的产
业合作生态，推动中国动力产业链加
速迈向全球一流阵营。

潍柴动力要建立的开放共享、创
新共进、合作共赢的采购新平台，对
中国动力供应链上的每个参与者、贡
献者来说，都是挑战，也更是机遇。

“潍柴动力一家强是强不起来
的，必须带着供应链一起强，要聚合
供应链的力量，大家共同加大投入、
协同共进，才有可能迈向一流。”在大
会现场，山东重工集团董事长、总经
理，潍柴动力董事长、中国重汽集团
董事长谭旭光如是说。

推动供应链体系转型

据了解，经过多年的深耕发展，
潍柴动力已构建起600多家国内供应
商、200多家国际供应商的庞大供应
链体系。而这800多家具有正向开发

能力的供应商在全球的影响力也日
渐提升。

以专业从事曲轴、连杆生产的天
润工业为例，公司总经理徐承飞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
与潍柴动力的合作已有近30年历史，
跟随着潍柴动力的发展步伐，天润工
业从原来的小企业成长为目前相关
领域的全球龙头企业。“我们会一直
与潍柴动力的发展保持同步，在研
发、创新、技术等各方面持续深化合
作，推动产品质量和研发能力不断加
强。”徐承飞说。

西峡县内燃机进排气管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西排”）和潍柴动
力有着超过35年的合作史，公司总经
理程景胜对记者说，伴随潍柴动力的
成长，西排成为行业内的领军企业，
年均生产排气管超过 700万只，其中
20%以上是供应给潍柴动力。

本次供应商战略合作大会，潍柴
动力最重要的战略方向，就是推动供
应链体系向“链合创新”转型。

谭旭光形象地将多年来公司形
成的供应链体系做了区分：供应链
1.0时代是简单交易型，单向满足供
需；进入供应链2.0时代，上下游业务
开始协同发展。“如今我们要加速进

入到供应链 3.0时代，和供应链企业
建立起全方位的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谭旭光如是说。

在大会现场，潍柴动力对“价值
链合”的全新供应链体系进行了详细
解读。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价值
链合”即在研发、技术、质量管控、采
购等全方面进行战略协同，强化资源
协同、全球共享，实现联盟利益的最
大化。

潍柴动力供应链管理中心总经
理李建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还提到，对于公司发展过程中与
全球130余家上下游企业共同创新打
造的“研发共同体”，在供应链 3.0时
代将得到进一步强化，构建更加开放
创新、超前布局的模式。

谭旭光说：“潍柴与供应链合作
伙伴是利益共同体，有共同的客户、
共同的价值观，做大共同的事业是大
家最大的梦想。而且供需双方不是
零和游戏，我们要在竞合中做大产业
蛋糕，让供应商有钱赚、让客户享受
价值。”

加强全球产业链合作

正是有了整个供应链的齐心协

力，今年以来，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
化和严峻的市场挑战，潍柴动力仍创
造了历史最好业绩。根据山东重工
集团的数据，2023年全年集团销售收
入预计同比增长 32%；工业增加值预
计同比增长 31%；出口收入预计同比
增长 57%；发动机销量预计同比增长
29%。

但是，出口业务及海外产业创新
高的背后，也面对着更加激烈的市场
竞争和复杂多变的环境带来的挑战
和不确定性。因此，巩固和加强全球
产业链合作，也是各方的利益所系和
迫切期盼。

此次潍柴动力全球供应链战略
合作伙伴大会提出，要建立“中国+全
球”的双供应链体系，保障全产业链
安全可控的需要，同时这也是高效满
足客户差异化需求以及支撑产品技
术高端转型的需要。对此，谭旭光
说：“与世界一流供应链合作，为全球
行业服务，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坚
持自立自强，完善一流的中国供应
链，更是迈向一流的必由之路。

会议期间，谭旭光还发出了“双
向奔赴”的邀约，欢迎全球合作伙伴
来中国投资发展，打造第二故乡；更
欢迎有实力的合作伙伴一起出海，共

享全球化红利。
据了解，潍柴动力作为“链主”企

业，通过聚链、强链、补链，其“国际凝
聚力”与日俱增。在山东潍坊建成的
潍柴国际配套产业园，就是潍柴动力
打造的万亿元级企业的重要载体，目
前已经吸引了瑞士泰科电子、德国克
诺尔等数十家知名配套企业入驻。

此次会议还发布了潍柴动力优
秀供应商评选激励的框架意见，公
开向供应商征求意见。《证券日报》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该框架意见从
优秀供应商的评价标准、动态管理
及激励政策等方面详细规定了优秀
供应商的标准。将视商务洽谈情
况，将优秀供应商的年度供货比例
提升 5%至 10%。

“潍柴动力始终坚持与最优秀的
供应商合作，我们就是要全球开放，
通过严格考核，实现优胜劣汰，激励
广大供应商持续提升综合实力，共同
打造全球最优的产业合作生态，打造
迈向世界一流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谭旭光说。

直击潍柴动力全球供应链战略合作伙伴大会：

打造全球最优产业合作生态 从“供应链”加速迈向“共赢链”

本报记者 李 勇

高效推进的重整计划让深陷债
务危机的*ST 商城迎来重生的曙
光。12月 12日，在债权人会议和出
资人组会议分别通过有关重整计划
草案相关方案后，*ST商城及管理人
随即向法院提出批准重整计划的申
请，并于当日就获得《民事裁定书》，
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ST商
城重整程序。

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明
明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获得法院
的裁定批准，意味着*ST商城进入了
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另有不愿具名的法律界人士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重整计划表决通过当日就获得法
院裁定批准的情况比较少见，一方
面说明公司重整的紧迫性，另一方
面也体现了法院对公司重整工作
的支持。

重整计划获法院裁定批准

“已经投了赞成票，我们是支持
重整计划的。”12月 12日上午，一位
小额债权人在参加完网上召开的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后，向《证券日报》
记者如是称。这位债权人前期申报
的债权已经获得确认，由于其所申
报债权低于 50万元，也就意味着在
重整计划获得通过并被法院裁定批
准后，他将获得全额现金清偿。

据*ST商城前期披露的重整计
划草案中所公布的清偿方案，普通
债权每家债权人 50 万元以下部分
（含 50万元）将由*ST商城在重整计
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后以现金方式
一次性全额清偿，50万元以上部分，

按照 12.5元/股的价格通过*ST商城
转增股票抵偿。

因*ST商城严重资不抵债且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如果最终破产清
算，公司现有财产在清偿各类债务
后没有剩余财产可向出资人进行分
配。此次重整计划，也对*ST商城出
资人权益进行调整，以共同分担重
整成本，避免公司被破产清算。

具体来看，就是以*ST商城现有
总股本为基数，按每10股转增8.5股
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共计
转增1.97亿股。其中8035.71万股转
增股票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1.16亿
股转增股票用于清偿债务，转增股
票不向原股东进行分配。

正是因为涉及出资人权益调
整，此次重整计划草案，也需要设出
资人组对有关出资人权益的调整事
项进行表决。据*ST商城 12月 12日
晚间披露的公告显示，出资人组会
议以 99.9906%的超高赞成票比例，
通过了《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重
整计划相关方案在两个组别会议上
的顺利通过，也为*ST 商城向法院
提出批准重整计划申请创造了有利
条件。

胡明明告诉记者，重整计划获
得法院裁定批准生效后，将对债务
人、全体债权人、重整投资人和出资
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

有利于进一步改善经营

*ST 商城成立于 1999 年，是沈
阳市的老牌商业企业。不过，近年
来*ST 商城发展遇到较大困难，营
业收入大幅下滑，经营业绩表现不
佳。自 2018 年以来，*ST 商城归母
净利润连续 5 年出现亏损，扣非归

母净利润更是自2006年以来出现长
达 17 年的持续亏损。今年前三季
度，*ST 商城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
7471.82万元。

因 2022 年末净资产为负值，
2022年净利润亏损且扣除后的营业
收入低于 1亿元，*ST商城股票已经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今年 4 月 7
日，有债权人申请对*ST 商城进行
重整，并同时申请进行预重整。4月
13 日，法院决定对*ST 商城进行预
重整。

“重整是对具有挽救价值和再
生希望的企业，通过业务上的重组
和债务调整，以帮助债务人摆脱财
务困境、恢复经营能力的一种安
排。”胡明明表示，重整一般都是以
挽救债务人、保留债务人法人主体

资格和恢复债务人持续盈利能力为
目标而进行的。

从法院决定预重整开始，*ST商
城的重整进程就紧锣密鼓地向前推
进。今年 6月 10日，重整临时管理
人对外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
人。9月12日，中国新兴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兴资产”）
以及深圳市泓凯投资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组成的联合体被确定为
重整投资人。11月 10日，相关方签
署重整投资协议，法院裁定正式受
理*ST商城重整。11月 22日，管理
人、*ST商城与新兴资产及其指定重
整投资人签订重整投资补充协议。
11月 25日，*ST商城正式披露重整
计划草案。12月 12日，债权人会议
和投资人组会议分别通过相关重整

方案，重整计划获得裁定批准。
“重整进程的高效推进，特别是

重整计划顺利通过并获得法院裁定
批准，有利于*ST商城尽快推动重整
计划的落实执行，避免退市危机。”
新热点财富创始人李鹏岩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重整
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并顺利实施
后，将化解*ST商城当前面临的债务
危机，所引入的重整投资人也有望
为公司带来新的资源，有利于公司
进一步恢复和改善经营。

*ST商城在重整计划草案的经
营方案中表示，重整完成后，公司将
力争优化存量业务，加强内部管理
与控制，降低经营成本和费用，改善
公司经营状况，并努力拓展新赛道，
提升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重整方案表决通过当日即获法院裁定批准
*ST商城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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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谢 岚 见习记者 梁傲男

今年以来，A 股上市公司回购热情
与日俱增。《证券日报》记者根据东方财
富 Choice 数据统计显示，截至 12 月 12
日，今年以来A股共有 1298家上市公司
发布回购公告，以回购金额上限计算，涉
及资金高达 1205 亿元，其中，已完成
575.93亿元。

对于上市公司为何热衷回购，南开
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在市场估值处于低
谷时，股票回购是维护市值的重要手段，
可以进行股权激励，也可以优化上市公
司资本结构，还能够传递内部人看好信
号、提升企业价值和提振投资者信心。”

从板块分布来看，医药生物、基础化
工、机械设备、电子行业、计算机、电子、电
力设备、食品饮料等行业公司成为回购大
军中的主力，分别有 126 家、119 家、109
家、91家、91家、85家、87家和44家。

按回购金额来看（以上限统计），上述
1298家公司累计回购金额为 1205亿元。
23家公司回购金额超过10亿元，其中，荣
盛石化、海尔智家、宝钢股份、宁德时代、
格力电器的回购金额上限均为 30亿元。
另外，有 703家上市公司回购金额在 1亿
元至20亿元之间。

从回购实施进展来看，荣盛石化、比
亚迪、海尔智家已分别回购 20.38亿元、
18.10亿元、11.88亿元，居于前列。

对于实施回购的理由，上市公司纷
纷表示，是基于对未来持续发展前景的
信心及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为维护广
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增
强投资者的信心，推动公司股票价格向
长期内在价值的合理回归，促进公司稳
定可持续发展。

例如，有公司表示，在综合考虑公
司经营情况、业务发展前景、财务状况、
未来盈利能力等因素的情况下，公司拟
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
激励计划。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是对公司未来
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有
助于提振其股价。”一位不愿具名的券商
分析师向记者表示，当前A股反复磨底，
尽管短期来看股价仍然存在波动可能，
但诸多个股已经处于低配状态，在企业
经营良好、行业前景光明的前提下，中长
期来看股价势必上涨，目前正是配置好
时机。

年内1298家上市公司扎堆回购
涉及金额达1205亿元

本报记者 丁 蓉

12 月 12 日，保利发展发布公告称，
鉴于公司目前股票收盘价格低于最近一
期每股净资产，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
及股东权益，回购资金为 10亿元至 20亿
元，回购价格不超过 15.19元/股，回购期
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不超过3个月。

同日，保利发展还披露了实际控制人
增持计划。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保利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集团”）计划
在未来 12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
2.5亿元，不超过5亿元，增持价格不超过
15.19元/股，资金来源为保利集团自有或
自筹资金。

保利发展证券部相关负责人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回购是公司结合经营情
况、财务状况及未来盈利能力，近期做出
的相应安排。增持体现了实控人对公司
未来发展的信心。”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保利发展
此次发起回购，体现了稳定股价、做好市
值管理的想法。回购释放了积极的信号，
一方面体现了企业有充足的回购资金，另
一方面通过回购也将提高每股收益等，有
助于保护各类投资者权益。”

二级市场上，12 月 12 日保利发展
股价高开高走，报收于 10.34 元/股，涨
幅为 7.60%。

对于市场布局情况以及房地产行
业未来发展前景，保利发展上述负责人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一直以
房地产开发为主业，今年以来保持拿地
节奏，持续发挥城市深耕优势，重点布
局 38个核心城市。对于未来，公司有坚
定的信心。”

申银万国研报表示，预计房地产市
场加速出清后，格局将优化，集中度将进
一步提升，优质房企有望获得更大发展
空间。

回购、增持双管齐下
保利发展作何布局？

本报记者 袁传玺

停滞了两个月的 TikTok 印尼电
商业务终于重回正轨。12月 11日，
TikTok官方宣布与印尼GoTo集团达
成电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TikTok
印尼电商业务将与GoTo集团旗下电
商平台Tokopedia合并，合并后TikTok
占股 75%并拥有控制权。此前封禁
的 TikTok Shop 在 12 月 12 日印尼全
国网购日重新上线。

2021年 2月份，TikTok电商业务
落地印尼，这也是其海外电商业务首
个试点国家。两年间，印尼电商市场
蓬勃发展，2022年，TikTok在印尼的
电商GMV（成交总额）占其东南亚市
场的60%。

但前进的道路上总是伴随挫折，

当地时间9月25日，印尼贸易部长祖
尔基夫利·哈桑（ZulkifliHasan）表示，
将签署经修订的《2023年第31号贸易
部长令》（以下简称“第 31号条例”），
规定社交媒体被禁止作为商品的销售
平台，仅可推广商品或者服务。10月
4日，TikTok Shop在印尼正式下线。

如今 TikTok Shop 重回印尼市
场，东南亚跨境电商或面临新变局。

当地电商赛道快速崛起

从客观条件来看，印尼电商成长
土壤肥沃。仅 TikTok在印尼就有多
达 1.25亿月活跃用户，市场规模仅次
于美国、欧盟。

据研究机构Statista预计，2023年
印尼电商用户数将超过1亿。而据印

尼央行数据，从 2018年到 2024年，印
尼电商销售额预计增长超过六倍，达
到689万亿印尼盾（约440亿美元）。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研究所研究
员杨虎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对于印尼这种人口大国来
说，电商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
支撑板块之一。

2021年2月份，TikTok Shop在印
尼上线，推出仅一年，在印尼电商市场
的份额就增长到5%（截至2022年）。

一位专注于电商行业的分析师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印尼电商赛
道快速崛起，不但为中小微企业提供
了更广阔的发展平台，同时促进印尼
本地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创新，提高了
数字支付的使用频率，比如“先买后
付”（BNPL）等服务快速普及，基于传

统金融服务提供商的数字化进一步
推动贷款领域的数字创新。

控股Tokopedia合作共赢

但受第 31 号条例影响，TikTok
Shop于10月4日关停了在该国市场的
电商业务。随后，TikTok电商负责人康
泽宇在内部沟通中表示，“仍在与有关
当局积极讨论，以找到持续为印尼企业
和用户提供良好服务的最佳方式”。

两个月后，TikTok找到了“最佳方
式”——通过控股本地平台Tokopedia
重返电商“战场”。据悉，Tokopedia是
印尼最具影响的电商企业之一，2022
年，Tokopedia 在印尼电商市场中占
比为 35%，在东南亚电商市场的份额
为18.4%。

在杨虎涛看来，TikTok找到了合
作之道，即与本土集团合作共赢。此
外，以 TikTok为代表的电商平台，确
实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实体企业的
生产起到了助力作用。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TikTok
未来将累计投资超过 15亿美元提供
长期发展所需资金。

此外，TikTok 电商也能从 GoTo
Financial的数字金融服务和Gojek的
即时服务中受益。

对于此次合作，杨虎涛认为，双方
合作方式较为理想，对于TikTok而言，
和印尼本地电商企业的对接，可以更
好的融入当地原有的产业生态和供应
网络，加速理解、培养本地化。对于印
尼本地电商Tokopedia而言，此次合作
获得了技术外溢的学习机会。

TikTok控股Tokopedia 重返印尼电商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