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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首批退市公司将现 舆论在关注什么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赖梓铭

近日，“首批创业板退市公司”引来

市场广泛关注，原因在于已有

3

家公司

开始发布暂停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其中

宝德股份、 天龙光电于

8

月

22

日开始

已经

3

次发布“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

风险提示公告”， 万福生科也于

8

月

26

日开始发布可能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

公告。 如今，

3

家公司都处于停牌状态，

其中宝德股份、天龙光电以“拟披露重

大事项”为由停牌。

由于创业板公司无需

ST

直接暂停

上市，加之证监会曾多次重申，创业板

公司不得借壳，媒体纷纷在报道标题中

以“

3

创业板股陷雷区”、“保壳倒计时”、

“退市风险压顶”形容这

3

家公司。 对于

3

家“退市风险压顶”的创业板公司，媒

体的关注点何在？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

心对

3

家公司今年的舆情进行了梳理。

业绩

反反复复错乱成谜

公司濒临退市，市场对公司最为关

心的自然还是业绩是否可能转好。 而宝

德股份、天龙光电却因业绩预告报不准

引发热议。

2013

年

10

月

25

日，宝德股份曾预

测当年净利润为

-800

万至

-300

万元。

今年

1

月

28

日， 宝德股份发布修正公

告， 称

2013

年将盈利

100

万至

600

万

元，一个月后在业绩快报中再次出现大

逆转， 全年业绩变为亏损

1300

万元。

2014

年， 宝德股份未能如期发布

2013

年的年报， 导致其在

4

月

11

日临时停

牌，据其复牌公告透露，原因是“所在地

区突发停电导致网络中断较长时间，负

责信息披露人员相关工作准备不足，导

致

2013

年年度报告相关文件资料未能

及时上传至交易所信息披露系统”。 在

最终发布的

2013

年年报中， 公司亏损

1105

万元。

对于宝德股份业绩预告的变幻莫

测，有媒体报道称其为“业绩谜团”，《人

民日报》一篇题为《年报披露错误信息

易滋生操纵行为》的文章也将其列为典

型之一。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天龙光电身

上，甚至还引来了深交所的处分。

9

月

9

日， 深交所在其网站公告对

天龙光电采取监管函措施，原因是“业

绩预告快报与年报存在重大差异且盈

亏性质变化、快报修正滞后”。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认为，公司

在业绩不好、濒临退市的情况下，有好

消息希望尽快公布， 以提振市场信心，

这点可以理解，然而公司在测算业绩时

不够审慎，本来一个坏消息在市场消化

后也就过去了，但是一个又一个的逆转

不断构成能触发媒体报道的新鲜事，在

一惊一乍中反而给市场带来更负面的

印象。

保壳

一举一动备受关注

退市压力之下，能否保壳，亦是舆

论对此类公司的关注焦点所在。 大订

单、与其他公司的重要合作协议以及重

大资产重组，这些都是影响业绩、关系

到能否“保壳”的重要因素。 天龙光电在

今年就因这类事情，

3

次引来广泛关注。

8

月

13

日晚，天龙光电公告与广东

博森光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设备采购

及供应协议》， 合同金额为

9500

万元，

合同金额占到了

2013

年营业总收入的

43.07%

。 这一重大利好随即引发多家媒

体质疑。

此前天龙光电与新疆那拉提分两

次签订合同，从而规避信披一事也受到

媒体质疑。

2013

年，天龙光电曾与新疆

那拉提新能源有限公司签署合计

1.334

亿元订单，当时新疆那拉提成立也仅为

1

年，在今年

6

月，又有消息披露该公司

已处于停产状态，后续回款情况不容乐

观。 据媒体报道，此次签订合同的广东

博森在签约时仅成立不到

1

个月，且该

公司的投资方的法人代表与新疆那拉

提的法人代表姓名相同。

7

月

23

日，

*ST

超日公告称， 天龙

光电单方面宣布终止

7

个月前与该公

司签署的合作经营协议，该合作协议规

定超日太阳将已停产生产线无偿交付

天龙光电使用两年，天龙光电替超日太

阳分摊相关固定资产折旧费用。 该公告

引来许多质疑，多家媒体对此事进行了

报道。 有媒体质疑公司实际控制人冯氏

家族所控制的私人公司在交易中扮演

的角色，有媒体认为协议终止将使天龙

光电应收款回收难度加大，本是“双赢”

的合作变“双输”。

6

月

3

日晚， 天龙光电公告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终止筹划股权转让事项

同样引来许多媒体关注。 这一导致公司

停牌

3

个月的股权转让事项因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更、无资产注入而被媒体称

为“仅距‘借壳上市’一步之遥”。

如天龙光电这样面临退市风险的公

司的一举一动都能引来媒体关注与质

疑， 上述事件每一件都有超过一家媒体

参与报道， 而媒体在以当前发生事件为

由头做报道时有时也会提及公司历史上

的种种负面舆情， 这导致公司可能存在

的关联交易、 实际控制人无心经营等问

题反复被曝光， 极大地影响了公司声誉

及投资者信心。

与天龙光电相比，万福生科在今年

的舆情都显得波澜不惊， 原因之一，或

是公司长期处于停牌状态之中。从

2013

年

5

月

16

日停牌至今，其主要以“中国

证券市场里程碑式欺诈上市案例”的形

象在媒体报道、评论中刷存在感。 在关

于南纺股份、

ST

贤成、今世缘的报道中，

万福生科屡屡“躺枪”，作为典型案例，其

还出现在关于上市公司造假上市的评论

文章、盘点

A

股打假的文章中。 尽管已

经如此 “低调”， 在新浪财经一项关于

“谁会成为创业板首家暂停上市公司”

的调查中，有

60%

的网友认为会是万福

生科。

趋势

退市公司将不断增加

在退市高压之下，

3

家公司都在奋

力保壳，在 “不允许创业板借壳上市”的

规定下，争取政府补贴，处置闲置资产，

尽力推进重组等等招数轮番上阵。 尽管

如此，媒体报道仍普遍认为，这几家公司

“起死回生”的可能性较小。 网络调查的

数据显示， 绝大多数网友都认为创业板

连年亏损的公司会越来越多， 因此退市

的上市公司也会增加。

董事长陷法律纠纷 沃华医药应对有何不妥？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金立里

近日， 一篇帖子在微博微信等社交

网络上传播甚广， 帖文以沃华医药董事

长赵丙贤的口吻细说其与西安世纪盛康

药业有限公司原始股东之间的恩怨情

仇。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其中

部分评论对沃华医药和赵本人都不无同

情。然而，此事时间跨度大，情节颇复杂，

对立双方各说各话，是非曲直尚无定论。

原本， 此事只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

与其旗下子公司之间的纷争， 与上市公

司并不直接相关； 而几个月前媒体揭露

的 “沃华医药高管被警方网络追逃”，则

把上市公司拉进了纷争漩涡。 而在应对

这一舆情危机的过程中，我们认为，沃华

医药及其董事长赵丙贤的诸般动作，皆

有可商榷之处。

沃华医药的大股东中证万融与世纪

盛康的纷争由来已久，期间对立双方各出

奇招，来回好几个回合，仍然胜负未分、真

相不明。 据双方公开的资料及相关媒体

报道，中证万融于

2009

年收购世纪盛康

70%

的股权成为控股股东，随后世纪盛康

业绩转好，扭亏为盈。 但好景不长，

2012

年， 世纪盛康的几个原始股东便以董事

长赵丙贤挪用公司资金为由向当地公安

机关举报， 并称赵丙贤指使时任世纪盛

康财务总监的王炯将账册和会计凭证等

证据转移。

2014

年

3

月，几个原始股东更

召开“董事会”罢免了赵丙贤世纪盛康董

事长的职位 （中证万融方面认为该董事

会不合法，相关决议无效）。 双方因此对

簿公堂，王炯也因此被“网上追逃”。

就在中证万融和世纪盛康几个原始

股东的法律诉讼案正当焦灼之际， 舆论

场中，各类网帖亦是层出不穷。一类自称

世纪盛康老员工控告被赵丙贤等人无故

解雇， 甚至指控赵指使不法人员对公司

进行打砸。 一类直指世纪盛康原控制人

“蓄谋已久、背信弃义”。尽管双方都否认

直接操作或指使操作了这些网帖， 但是

双方意图通过各种传播途径争夺舆论支

持的司马昭之心却昭然若揭。

至今年

7

月份， 王炯被被西安警方

网上追逃的消息曝光， 沃华医药也由此

被卷入这场纷争。 一位上市公司掌管财

务的高管竟然是在逃疑犯，兹事体大。媒

体蜂拥而至，都揪着追逃做文章。媒体报

道的疑问集中在， 涉及大股东的纷争导

致公司高管被追逃，公司不可能不知道，

缘何早不披露、是否涉及信息披露违规？

沃华医药因此于

7

月

24

日盘前临时停

牌，

3

天后发布澄清公告。公告表示王炯

对所谓追逃并不知情， 并表示未接到公

安机关出具的相关司法文书， 公司也不

存在信披违规的情形。

然而公司的公告仍然不能打消媒体

的疑惑， 后续的报道中多指其 “澄而不

清”。一方面是公告中的信息与公安机关

提供的信息不一致；另一方面，对于王炯

是否真被追逃未作进一步的核查与沟

通。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认为，投资者

关系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和维护投

资者信心， 而通过沟通与投资者建立信

任关系， 开诚布公地向投资者披露涉及

公司经营和管理的信息只是其中一方

面。 就沃华医药而言，至少，应在相关的

公告中表明积极寻求解决之道的姿态，

而不是一句“不知情”、“否认”之后便再

无下文。追逃仍然是既在事实，负面影响

仍在，至少，公司应当向投资者表明正在

积极与警方协调。

此外，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分析

师认为，抛开此事的是非真相不说，同时

作为沃华医药董事长及其大股东中证万

融董事长的赵丙贤， 在与世纪盛康几个

原始股东的舆论对攻中的个别言行，也

颇为不妥。

在中证万融和世纪盛康的纠纷中，

赵丙贤作为事件的焦点， 本应是一个理

性、客观、稳重，有礼有节地向舆论讲述

和澄清的形象，而不是一个不甘、委屈、

激愤， 向舆论控诉、 寻求舆论同情的形

象。 因为其对立面不是公司的消费者或

投资者， 而是与公司有利益冲突的 “反

派”。 一个针锋相对、见招拆招、冷峻果

敢、从容不迫的形象，对澄清质疑、重塑

投资者信心，可能会更有帮助。而直接将

矛盾诉诸舆论，请求舆论进行道德审判，

则不仅会弱化公司在纠纷中的正面立

场，更有可能引发舆论的反感与反弹。

中体产业内乱 公司治理埋雷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李勇

大股东无力兑现资产注入承诺的事

还没完全消停， 中体产业近日又被媒体

报道称公司董事长被多位现任高管和前

任高管实名举报。

中体产业董事长遭举报

公开资料显示，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是国家体育总局控股的唯一一家

上市公司，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基金管理

中心、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和中华

全国体育基金会等共同发起组建。

在

9

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体育

产业改革之后，中体产业股价走势迎来了

大逆转。中体产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刘军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务院的精神给

公司发展带来了机会，我们愿意积极参与

到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 ”不料仅仅数日

之后，董事长就陷入了新的舆情危机。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披露，中央

第十一巡视组

7

月底进驻国家体育总

局开展专项巡视工作。

9

月

11

日，有媒

体报道称，中央巡视组的巡视工作已于

8

月

29

日结束，大部分现任高管和部分

重要的前任高管都被约谈了， 在此期间

对现任董事长刘军实名举报的特别多。

媒体报道称， 中体产业高管和其他

员工反映的问题不少，“中体产业几笔重

大收购、多项有头没尾的谜一般的项目、

历年来的多次资产出售， 还包括刘军个

人作风问题” 。 中体产业的其他员工和

下属子公司员工对“降薪资、砍社保”也

是颇有怨言。

这则消息对中体产业带来了不小的

舆论冲击。截至发稿时，相关的新闻报道

已经在互联网被转发了近

150

次，微博、

股吧以及各类投资者社交网络上关于公

司讨论也比比皆是。与此相对应的，公司

股价

9

月

11

日大幅下跌

6.25%

。

有投资者担忧此次内部实名举报有

可能再一次引发中体产业管理层的大震

动，四年前中体产业“灵魂人物”、时任董

事长的谢亚龙则是因足坛“扫赌打黑”锒

铛入狱。截至

9

月

11

日晚

19

时，中体产

业对于此次的内部实名举报暂无回应。

公司治理埋下危机隐患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梳理之前中

体产业的舆情发现， 类似的质疑在大股

东注资承诺兑现风波时就已经出现。

中体产业

2006

年股改期间，大股东

国体基金则承诺在未来适当的时机，将

可提供的优质资产尽可能优先注入中体

产业。 然而，

8

年过后注资承诺似还是

“一纸空文”，国体基金

8

月

22

日表示无

法兑现承诺是因为 “没有可注入的优质

资产”，或将“转让其所持中体产业公司

全部股份，由受让方履行承诺事项”。

为此， 天津证监局和上交所先后采

取了监管措施，证监会

9

月

5

日也表示，

如下一步发现相关方存在其他违法违规

行为，证监会将依法予以处理。

这出“白条闹剧”恰好发生在中央巡

视组进驻国家体育总局期间，引发了不少

猜测。 《新京报》

8

月

25

日报道称，知情人

士接受采访时透露，监管层介入中体产业

事件是源于公司内部有人向证监局反映

情况，以“苦肉计”迫使大股东履行注资承

诺。原中体产业健身集团创始人之一嵇春

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则表示，“对大股

东来说，中体产业已经是个负担。 ”《新京

报》称中体产业早在三四年前已经开始出

现公司效益下滑、内部治理混乱并涉嫌存

在利益输送，而这些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

指向现任董事长刘军。

8

月

26

日有媒体报道称中体产业

多位高管证实已被中央巡视组约谈，具

体内容涉及中体产业相关情况， 董事长

刘军则被外界指称涉嫌利益输送。

对于类似的质疑， 公司似乎一直以

沉默应对。当然，关于董事长被举报的诸

多问题， 需要有关部门调查之后给出最

后的定论。 实际上体育产业改革主题使

得公司股价前期走势良好， 大股东因无

法兑现承诺而欲转让股份的消息也被部

分投资者解读为利好。 但是摆在投资者

面前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才能避开“公

司治理”这颗雷。

A股上市公司舆情周榜

中石化董事长称每天纳税8亿

万科重庆楼盘售楼部被打砸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黄帆

中国石化董事长称每天纳税

近8亿:近期，关于央企负责人将

会被限薪的舆情持续升温。 据中

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 不少

财经媒体报道称，包括中石油、中

石化、中移动等

70

多家央企负责

人都将会面临减薪。 作为央企龙

头之一的中石化， 其董事长傅成

玉近日出席天津达沃斯论坛时表

示， 中国降低国企高层薪酬的计

划，对国家有好处；国企高层如果

想要赚大钱， 最好是离开这个平

台，“你跳出去，别在这儿干，也照

样能赚钱”。

傅成玉表示， 虽然从个人的

角度而言对降薪不太高兴， 但从

国家角度理解降薪是必要的，企

业的发展是为了社会和国家的发

展，为了追求共同富裕，而不仅仅

是为了少数人获益。 中石化作为

每天纳税近

8

亿人民币的企业，

对其个人而言意义不在于赚钱，

而是把公司发展好之后， 在国际

上有竞争力，受到尊重。

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 傅成

玉表示，混合所有制并不新鲜，早

就提过， 也不可能一个东西解决

所有问题。 对于企业来说核心是

如何更加市场化， 去行政化的过

程。作为中央级国有企业，国资委

对中石化管得很少， 公司决策都

是董事会自己的决策。

万科A房价跳水售楼部被打

砸：进入传统的“金九银十”房地

产销售旺季， 不少房地产企业开

始降价促销走量。不过，有媒体报

道指出，今年似乎情况不乐观。

9

月

7

日，万科重庆某楼盘因为

降价

2000

元

/

平方米

~3000

元

/

平

方米， 而被早前业主围堵售楼部

“讨要说法”，继而发生冲突，售楼

部被砸，两个沙盘模型被毁。类似

事件引发业内讨论， 被不少业内

人士视为“金九银十”降价大潮开

始的信号。 中国新闻网则引述房

地产行业业内专家表示， 虽然降

价能够刺激楼市销量， 但楼市回

暖受制于宏观大环境， 短期内想

要回暖恐怕困难。

此外，万科

16.51

亿出售上海

办公楼项目也引发了媒体关注，

业内人士分析，此举与该区域海量

的供应有极大关系，万科意在加速

资金回笼， 以避免未来激烈的竞

争。 除了避免市场层面的潜在风

险，万科卖上海商办项目，也与其

商业地产的战略有关， 万科未来

可能会出让更多的商业项目。

中科云网定增方案生变:改

名为中科云网的湘鄂情， 最近一

项定增方案生变。据《每日经济新

闻》报道，相比

5

月份定增计划中

36

亿元的募资金额，中科云网本

周公布新的募资金额仅

24.8

亿

元， 而参与定增的对象也出现了

较大变化。

根据最新的定增方案， 募资

的大幅度缩水， 与中科云网实际

控制人孟凯的出资发生变动有

关。在今年

5

月的定增预案中，孟

凯曾表示将出资不低于

9.6

亿元

认购不少于

1.6

亿股， 在最新的

公告中， 孟凯却表示不会参与公

司此次定增。媒体报道认为，公司

在首次公布定增方案到本次调整

期间， 恰逢监管部门叫停

3

年期

结构化产品参与定增， 猜测定增

方案的调整原因或许是顺应监管

层的政策。

恒天然 36.8 亿入股贝因美

复牌涨停：本周，已停牌近

3

个月

的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发布公告称， 恒天然拟以向公司

全体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收购的方

式增持不高于

2.045

亿股股份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0%

）， 要约

收购价格为

18.00

元

/

股， 要约收购

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36.8

亿元人

民币。该股自

9

月

9

日复牌以来，

已连续

3

个交易日上涨， 其中前

两日均一字涨停。

《经济参考报》表示，有关的

收购标志着贝因美国际化发展

战略的全面开启。 多家媒体表

示，收购或有助于改善公司业绩

下滑的趋势。 从

2013

年中报开

始，公司的业绩就有下滑。 有媒

体认为，收购将有利于双方对全

球资源的整合。 业内人士认为，

两者的合作结盟，短期内不会对

国内的婴幼儿乳粉企业格局形

成冲击。

泰亚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猝然

夭折： 泰亚股份的重组在复牌交

易

3

天后夭折。 公司在

9

月

11

日

公告称，为了促进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公司、中介机构以及

相关各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进行了积极的沟通和磋商，

最终仍未就重组的细化交易方

案达成一致意见。 相关各方协商

一致，决定终止本次重组，并承

诺未来

3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

媒体报道称，泰亚股份的重

组方案，不可谓不丰富，涉及多

部知名影视作品和杨幂等影视

界红人，而方案的精细程度也让

人叹为观止，不过最后却无疾而

终。 此外，虽然公司多次否认，但

有关重组方案依然被媒体质疑存

在借壳的因素。

注：“上市公司舆情热度” 是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根据传统媒

体、网络媒体、网民、舆情分析师的评价，对一定时间段内沪深两市上市

公司舆情热度作出的综合评估，系综合传统媒体报道量、新闻网络转载

量、网络用户检索变化情况、舆情分析师评分等数据计算得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