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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延伸+跨界并购 电影影子公司掘金票房

证券时报记者 邝龙

今年

1

月全国票房

25.68

亿元，

达到历史同期最高值， 其中国产影片

成为绝对主力。

事实上，在每年

12

月至第二年一

季度的贺岁档期间，由于票房高涨，股

市中往往弥漫着“炒票房”的味道。 历

史数据也证明，随着《泰囧》、《西游降

魔篇》 等电影票房节节高升， 光线传

媒、 华谊兄弟的股价也均出现较大幅

度同步上涨。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

2014

年全国

国产票房

20

强后发现，除光线传媒、

华谊兄弟等传统电影巨头外，有不少

“非主流” 上市公司闪现在电影的制

作发行团队中，其中既包含了华策影

视、电广传媒这类同产业链的文化类

公司，也不乏北京文化、数码视讯这

类通过并购成功进入影视业的跨界

公司。

文化公司加速抢票房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统计数

据显示，

2014

年全国电影票房达到

296

亿元，其中国产片票房

162

亿元，

占比超过

50%

。 而华谊兄弟、光线传

媒、乐视影业、万达影视、博纳影业五

大民营电影公司表现抢眼， 为国产片

市场贡献了

58%

的票房。

记者发现， 在上述五大民营电影

公司之外， 不少文化类公司同样吃到

了这

296

亿元的“大蛋糕”。 电视剧公

司由于具备影视策划、制作、发行的经

验，也被视为具有一定的影视“基因基

础”，华策影视、华录百纳、新文化等电

视制作公司，

2014

年电影成绩就表现

不俗。

据了解， 华策影视等上述三家电

视剧公司的电影计划，呈现出“中小规

模、重制作、并购”的属性。以华策影视

为例，该公司

2014

年投资了《小时代

3

》、《归来》以及《重返

20

岁》等影片。

这三部影片的制作公司均超过

5

家，

华策影视不参与发行环节。

为了顺利参与《小时代》系列电影

的制作， 华策影视以

1.8

亿元收购了

最世文化

26%

的股权，以达到与郭敬

明团队战略合作的目的。 而这一合作

特性， 在华录百纳并购投资百合蓝色

火焰、 新文化并购上海凯羿影视的布

局中同样适用。

与电视剧公司不同， 电广传媒、

数码视讯的电影投资则更为直接。电

广传媒子公司电广传媒影业、数码视

讯子公司完美星空两家公司，通过与

福建恒业影视合作，共同制作了《京

城

81

号》及《闺蜜》等影片，并取得不

俗的票房成绩。 此外，电广传媒影业

近期与好莱坞电影巨头狮门影业达

成合作意向，将参与海外电影制作。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乐视网跨界

电影市场取得成功， 优酷土豆、 爱奇

艺、 腾讯视频等视频公司同样积极布

局电影市场， 利用自身内容及平台优

势，参与制作及发行环节。

跨界并购初见成效

与上述文化类公司不同，

A

股中

还有不少公司自身业务并不与影视挂

钩，但却热衷于跨界投资电影。这类公

司大多“主营平淡”，寄希望于电影业

务提升公司业绩。

北京文化、中技控股、宝诚股份等

公司均砸下数亿元用于影视投资。 其

中北京文化两年来鲸吞五家影视类上

市公司，跨界决心十分明显。

资料显示，原名“北京旅游”的北

京文化， 在跨界之前主营为景区旅游

业务， 整体发展缓慢，

2011

年

~2013

年， 公司的营业收入呈现递减效应。

2013

年， 北京文化以

1.5

亿元购入北

京光景瑞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00%

股权，后者在

2014

年改名为北京摩天

轮文化，并参与了《心花路放》、《同桌

的你》等热卖电影的发行工作，单年发

行收益过亿元。

得益于电影业务的加入， 北京文化

日前公布业绩预告显示，

2014

年净利润

有望达到

8352

万元，同比增长约

156%

。

中技控股、 宝诚股份同样有望通

过跨界投资，从而助推业绩飙升。

2014

年

8

月，中技控股

15

亿元宣布并购儒

意影业，该公司

2014

年参与了《老男

孩猛龙过江》、《小时代

3

》的制作发行

工作， 承诺年底利润不低于

7500

万

元。中技控股三季报显示，公司前三季度

净利润为

8882.73

万元。

不过， 也有部分企业跨界投资较为

低调。

2013

年

11

月，黑芝麻跨行业投资

影视业， 以自有资金出资

500

万元认购

华盖映月影视投资合伙企业相应份额，

成为该有限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

2014

年，华盖映月参与了电影《心花路

放》、《一路惊喜》的制作，同样获利颇丰。

海螺水泥力拓海外市场 集团整体上市敲定

证券时报记者 童璐

“我们在东部地区已经完成了结

构调整， 中西部的战略布局即将进入

收获期。下一个五年，海螺的海外业务

会有大的增长。”海螺集团董事长郭文

叁近日表示， 随着取消

32.5

标号水

泥、淘汰落后产能等，国内水泥产业结

构调整已进入尾声， 海螺水泥将在加

快实施国内并购重组的同时， 响应中

央“一带一路”号召，布局东南亚、俄罗

斯、南非等海外市场。

1

月

30

日，极少在公开场合发表

观点也尽量避开媒体闪光灯的海螺系

掌门人郭文叁，“破例” 参加了海螺水

泥的媒体交流， 与海螺水泥董事郭景

彬、 章明静等管理层就公司的发展策

略、国资改革和节能环保等热点问题，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对于备受资本市场关注的这家建

材行业巨头的国企改革进展， 证券时

报记者获悉，目前海螺集团整体上市、

实现资产证券化的改革思路已敲定，

具体方案细则国资委正在制订中。

并购瞄上中西部企业

“海螺并不是处在由成熟到衰落

的过程，而在继续成长。 ”郭景彬如是

描述海螺水泥的生命周期。

担任海螺水泥董事的郭景彬，同

时履任海螺系管理层持股企业海螺

创业的董事长，这家香港上市公司除

通过海螺集团间接拥有海螺水泥和

海螺型材两家上市公司股权外，主营

业务涉及余热发电、垃圾焚烧、港口

贸易等。

“去年受房地产影响，水泥价格呈

现前高后低的反常现象。 我们预计今

年一季度水泥价格位于底部， 二季度

起将逐步回升。”面对近期水泥市场价

格下跌的现象，郭景彬认为，随着行业

集中度提高和供求关系的改善， 水泥

价格会回到合理水平。

郭文叁对行业的看法则更为乐

观，据他计算，从需求面上看，在经

济新常态下， 国内水泥需求约在

14

亿

~15

亿吨

/

年左右。 而在供应端上，

“扣除淘汰的落后产能和无资源优

势、环保不达标的产能，加上近期取

消

32.5

标号水泥， 国内大约将减少

8

亿吨的水泥产能， 以

2014

年全国

规模以上水泥产量

24.76

亿吨计算，

若按照国际通行的波特兰水泥标

准， 目前国内的有效产能已经在

16

亿

~17

亿吨。 ”

郭文叁认为， 水泥行业结构调整

已经逐步进入了尾声， 目前东部地区

市场集中度很高， 中西部地区将是并

购重组的重点。 海螺水泥正在全国范

围内收罗项目信息， 选择并购非上市

的中小水泥企业。

2014

年，海螺水泥

并购了邵阳云峰、 湖南国产等

5

个水

泥项目，新增熟料和水泥产能各

1090

万吨和

1330

万吨。

大企业间的兼并重组需要足够的

耐心， 现在大型水泥企业出现了交叉

持股、产能置换、价格合作等新趋势，

最近中建材认购山水水泥股份， 共同

推进产业布局即是一例。 海螺水泥则

在华北、 西北地区战略投资了冀东水

泥、青松建化等同行股权，郭景彬将这

称为 “进可攻退可守”：“如果有可能，

我们希望未来能跟其他上市公司更紧

密地结合，如果不能，至少可以算作财

务投资。 ”

全面启动“走出去”战略

相对国内产能过剩的情况， 海外

市场的蛋糕则更为诱人。郭景彬表示，

海螺水泥的国际化在未来三年将全面

启动， 海外市场将赋予海螺水泥更大

的成长空间。

作为海螺水泥最早布局的境外市

场， 海螺印尼南加的一期熟料项目已

于去年

11

月点火投产， 预计到

2017

年

西巴布亚、孔雀港等项目全部建成，海螺

在印尼的熟料和水泥总产能将分别达到

2000

万吨和

2500

万吨。 在印尼，

1

吨水

泥的价格在

100~200

美元

/

吨，相比之下

国内

300

多元

/

吨的价格，堪称“天价”。

去年

12

月， 郭文叁带队考察了老

挝水泥市场，

1

个多月后，海螺水泥与老

挝企业签署水泥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确

定在万象规划建设两条新型干法水泥

熟料生产线，配套

500

万吨水泥粉磨系

统、余热发电等辅助设施，并同步建设

城市垃圾预处理系统， 项目总投资约

6

亿美元。

“东南亚的战略布局已经初步完

成，未来会紧跟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

大势， 向俄罗斯、 南非这样的国家扩

展。 ”在被记者问及公司“十三五”规划

时，郭文叁颇有信心地回应，海螺水泥

将 “走出去”，“我们已经具备了厚积薄

发的潜能，今后

5

年国外占比会有较大

的增长。 ”

集团整体上市思路已定

作为水泥建材行业的老大， 海螺系

上市公司近期因国企改革而备受关注。

12

月

29

日， 海螺集团宣布拟改革持股

方式， 将由安徽省投资集团和海螺创业

直接持有海螺水泥、 海螺型材两家上市

公司的股份。 复牌当日，海螺水泥

A

股、

海螺型材均告涨停， 海螺创业收盘涨逾

12%

。海通证券认为，改革持股有利于管

理效率和分红率的提升。

或许正是由于此番改革的重要意

义，海螺集团的再次改革受到了各方

重视。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目前海螺

集团整体上市、实现资产证券化的改

革思路已敲定，但具体方案还需要进

一步研究细化，目前正待国资委履行

审批。

郭景彬认为，“海螺的每次改革都是

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他称，本次国企改

革由安徽省国资委主导进行， 主要出发

点就是实现海螺集团的国有资产证券

化：安徽省投资集团直接持股上市公司，

更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有利于

国有股权的流通；而对海螺创业而言，海

螺型材和海螺水泥的业绩表现会直接反

映在海创香港的股价上， 可以更直接激

励海创持股员工积极性， 改革将实现多

方利益的共赢， 符合国家混合所有制改

革的方向。

国家政策助力

值得关注的是，工信部

1

月

29

日发

布了《水泥行业规范条件（

2015

年本）》，

让本已乘借国企改革东风的海螺水泥

再添政策利好。 除了强调坚持产能等量

或减量置换原则外，新《规范》规定，新

建项目必须兼顾协同处置和固体废弃

物等，同时鼓励对现有水泥（熟料）生产

线进行低温余热发电、 粉磨系统节能、

消纳城市生活垃圾、污泥、工业废弃物

可替代原料、燃料等节能减排的技术改

造投资，新政将从今年

3

月

1

日起付诸

实施。

水泥余热发电、 水泥窑协同处置城

市垃圾等环保节能技术， 正是海螺水泥

及海螺创业的强项所在。据介绍，海螺水

泥全部熟料生产线均已配套余热发电，

截至

2014

年底，海螺水泥共建成投产余

热发电机组

81

套，按火力发电同口径计

算， 年节约煤

279

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

727

万吨。 由海螺首创的新型干法水泥

窑协同处理垃圾技术，已在铜陵、平凉等

多地海螺分公司建成及运行， 另有贵阳

海螺等

10

个水泥窑协同处理垃圾生活

项目在建。

郭文叁表示， 海螺水泥专注于水泥

主业，海螺创业则专注环保领域，两家上

市公司相得益彰，互相补位，会取得

1+

1>2

的效果， 公允的关联交易可以优化

资源的配置， 有利于海螺水泥和海螺创

业的发展。

中国企业“走出去”

还需防范踩雷风险

证券时报记者 蒙湘林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

，

越来

越多的海外投资机会向中国伸出

“

橄榄枝

”，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案

例也越来越多

。

随着去年以来

“

一带

一路

”

建设的提速

，

以核电

、

高铁

、

基

建为主的中国产业开始涌入海外市

场

，

争夺海外大单

。

在

“

走出去

”

热情

高涨之时

，

国内高铁龙头中国南车

和中国铁建近期丢掉墨西哥高铁大

单一事

，

也给急于

“

出海

”

的中国企

业敲响了警钟

。

墨西哥时间

2014

年

11

月

3

日

，

墨方宣布中国铁建

、

中国南车及

4

家墨西哥本土公司组成的联合

体

，

中标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高速

铁路项目

。

但在

11

月

6

日

，

墨方发

布了取消该项目中标结果的消息

，

并决定重启投标程序

。

此后

，

墨政府

决定削减今明两年公共预算支出

，

无限期暂停这一高铁项目

。

目前

，

中国铁建及中国有关当

局还在就此事与墨西哥方面进行协

商和谈判

，

尽管尚无定论

，

但丢单事

件实际上已经给中国企业的经营层

面和股价层面产生了重大的负面效

应

，

公司受损已成事实

。

这无疑也提

醒着国内企业

，

在海外投资兴业时

，

不要只抬头看美好的前景

，

更应该

低头留心脚下的风险地雷

。

昨日

，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新闻发言人于晓东提示了海外投

资的巨大风险

。

他表示

：“

墨西哥高

铁作为个案

，

说明中国企业

‘

走出

去

’

面临相当大的风险

，

中国铁建一

个这么大的公司都面临这样的问

题

，

何况中小企业

。 ”

事实上

，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失

败的案例并不少见

。

从早前的中信

泰富炒外汇巨亏百亿

、

兖州煤业澳

洲布局矿产巨亏

、

中国联通投资西

班牙电信巨亏

、

江西铜业套期保值

巨亏到现在的中国铁建海外丢大

单

，

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每一步都应

当吸取前车之鉴

。

首先

，

中国企业应该具备投资

风险意识

。

兼并和并购本身就是一

个非常复杂的工作

，

每个中国企业

家都应当牢记这一风险意识

。

20

多

年前的日本

，

在某种意义上所面临

的机遇跟中国企业现在所面临的机

遇非常相似

。

日本当时在全球做了

大量的兼并和并购

，

但结果大多都

失败了

。

这告诫中国企业

，

机遇和风

险是共存的

。

如何在拥有众多机遇

的前提下

，

冷静地通过系统的分析

和规范的流程

，

来规避海外并购风

险

，

这是中国企业今天应该思考的

一个重要的课题

。

接下来

，

在

“

走出去

”

的过程中

，

中国企业应该注意两点

：

第一

，

既然

是走向世界

，

就意味着格局和利益的

调整

，

难免发生摩擦

，

不必大惊小怪

；

第二

，

国际贸易有国际贸易的游戏规

则

，

大家都必须遵守

，

双方的利益都

应得到尊重

。

从这两点出发

，

中国企

业要规避风险乃至化解风险

，

就要充

分消化国外的法律

、

政治和经济

，

同

时借助世界通用的游戏规则去制衡

。

最后一个需要提醒的要素就是

“

术业有专攻

”。

国内很多大型的央

企在海外投资时

，

往往财大气粗

，

不

顾公司战略思路盲目并购扩张

，

如

买地买楼买油田

，

也有实业企业盲

目豪赌资本投资

，

如炒作外汇

、

期

货

、

股票等复杂的金融产品等

。

诸如

此类的做法都是

“

术业不专攻

”，

结

果就是在企业不熟悉不擅长的领域

栽了大跟头

。

新纶科技功能材料

部分产品全面量产

证券时报记者 陈霞

新纶科技（

002341

）今日公告，

全资子公司常州新纶使用自有资

金投资建设的常州产业园一期基

础建设工程已建设完成，其中，“光

电子及电子元器件功能材料”项目

部分产品已全面量产，并获国际一

线大客户认证，将有助于公司向上

游新材料领域延伸，实现产业升级

及战略转型，打破国内高端功能材

料由国外厂商主导供应的局面。

公告显示， 首批实现量产的产

品为“人工合成石墨散热膜”

10

条生

产线和“高净化保护膜”

2

条生产线。

第二批产品即将投产的

14

条生产

线正在进行设备安装、调试，预计在

2015

年上半年投产运营。

此外， 常州新纶生产的系列产

品已通过部分知名企业的认证，比

如“人工合成石墨散热片”通过了三

星

SDI

的产品认证等。

首创置业近6亿拿下

北京配建养老机构宅地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昨日， 北京市国土局出让的顺

义区配建养老机构的宅地进行现场

竞拍， 这是北京首次出让商品房地

块包含经营性养老用地。经过

56

轮

竞价，首创置业以

5.98

亿元并配建

6.43

万平方米限价房的代价拿下该

地块，折合商品房部分楼面价为

1.1

万元

/

平方米。

公开信息显示， 上述地块规划

建筑面积

12.76

万平方米，其中，住

宅规划建筑面积

9.3

万平方米，养

老用地规划建筑面积

3.46

万平方

米。 该地块挂牌起始价为

4.6

亿元。

据了解，在现场竞拍前，该地块

已经收到

8

次网上报价， 最高报价

为

4.78

亿元。 参与现场竞拍的企业

包括鲁能、首创、金融街、万科、龙湖

等

8

家企业或联合体， 现场争夺激

烈。 最终经过

56

轮竞价，首创击败

金融街以

5.98

亿元并配建

6.43

万

平方米限价房的代价夺下该地。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

示， 这是北京首次出让配建经营性

养老用地的土地尝试， 虽然该地块

中配建的数万平方米的经营性养老

用地面积不大， 但可以作为企业将

来拿系列用地的实验， 所以很多大

企业热衷竞争。另外，房企拿地全面

回归一线城市， 预计后市拿地竞争

将更加激烈。

“该地块的一级开发商是龙湖，

从

2006

年拿地一级开发至今，可以

说这个试验田已经在龙湖手中养大

9

年， 按照龙湖的实力和地块的指

标， 本以为该地块将是龙湖的囊中

之物， 可惜实际市场多家企业竞争

如此激烈。

2015

年北京土地市场竞

争将会非常恐怖。 ”张大伟说，能够

做好养老用地将是未来在一线城市

拿地的法宝。

记者观察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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