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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股备战精选层 近四成净利超3000万

冲击精选层后备军扩容

自奥迪威成为首家表态拟冲击精选层

的新三板企业后，冲击精选层的后备军不

断扩容。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

截至1月14日，拟冲击精选层的新三板企业

达到13家，从所属Wind行业一级行业来

看，属于信息技术行业的公司则占多数。

具体来看，1月13日晚间，康平铁科披

露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拟申

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精选层挂牌

辅导备案的议案》，康平铁科根据全国股转

公司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

局的相关要求，拟聘请浙商证券为保荐机

构，并签署《辅导协议》，由保荐机构择机申

请辅导备案。同日晚间，新三板明星股贝特

瑞以及美兰股份、同辉信息3家企业亦官宣

拟冲击精选层。

在此之前，豫王建能在1月10日晚间发

布公告宣布，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拟

申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

辅导备案》议案。豫王建能表示，公司与主

办券商进行了充分沟通，根据公司目前情

况，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

省监管局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

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要求，与主办券商中国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签署《辅导协

议》，并择机申请辅导备案。

无独有偶，新安洁在豫王建能之前于

1月8日亦发布公告表明拟冲击精选层。新

安洁称，基于公司对自身基本情况及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精

选层方案拟于近期落地实施等综合考虑，

公司与主办券商进行了充分沟通，根据公

司目前情况，公司决定立即启动申请在新

三板进行公开发行股票并进入精选层的准

备工作。

除此之外，苏轴股份在1月2日宣布董

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拟申报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辅导备案的议案》。

另外，利尔达、奥迪威、海龙核科、华阳变

速、思晗科技、易销科技6家公司也表态有

意向冲击精选层。

整体来看，13家拟冲击精选层的企业

除海龙核科、思晗科技2家企业目前属于基

础层外，其余11家公司均属于创新层。此

外，从所属行业来看，属于信息技术行业的

公司数量较多。利尔达、奥迪威、易销科技、

贝特瑞、同辉信息5家公司均属于信息技术

业，思晗科技、苏轴股份、新安洁、康平铁科

4家公司所属行业则为工业，华阳变速属于

可选消费，海龙核科、美兰股份以及豫王建

能均属于材料业。

5股2018年净利超3000万

从财务数据来看，13家拟冲击精选层

的企业中，2018年归属净利润超过1500万

元的达到9家，占比为69.23%。其中，2018

年归属净利润超过3000万元的则达到5家，

占比近四成。

具体来看，思晗科技2018年实现的归

属净利润为1504万元，华阳变速稍高，当年

实现的归属净利润为1610万元。海龙核科

实现的归属净利润超过2000万元，该公司

2018年归属净利润为2714万元，奥迪威

2018年实现的归属净利润逼近3000万元，

达到2838万元。利尔达、新安洁两股均为

2018年归属净利润超过3000万元中的一

员，不过，未能超过5000万元。利尔达、新安

洁2018年两股实现的归属净利润分别为

3347万元、3605万元。

康平铁科、苏轴股份2018年实现的归

属净利润均超过5000万元，分别为5413万

元以及6309万元。贝特瑞在13家拟冲击精

选层的企业中业绩表现最为亮眼。数据显

示，2018年贝特瑞实现的归属净利润为

4.81亿元，远超其他企业。

相比之下，易销科技等4家拟冲击精选

层企业的业绩则稍显逊色。数据显示，易销

科技、同辉信息、美兰股份、豫王建能4家企

业2018年实现的归属净利润均不足1500万

元。其中，豫王建能2018年归属净利润则处

于垫底的位置。数据显示，2018年豫王建能

实现的归属净利润为875万元，不足1000万

元，且相较于2017年同期而言下滑55.27%。

豫王建能主营业务涵盖建筑防水材料的研

发、生产、销售以及防水保温工程施工。最新

的财务数据显示，2019年1-9月豫王建能实

现的归属净利润亦处于下滑状态，实现归属

净利润约为0.06亿元，同比下滑24.07%。

针对此次拟冲击精选层等相关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曾向豫王建能发去采访函进

行采访，截至发稿，对方尚未给予回复。

警惕概念炒作

实际上，在利好消息刺激下，拟冲刺精

选层的新三板企业受到投资者追捧，多股

股价应声大涨。

以苏轴股份为例，苏轴股份公布拟冲

刺精选层的消息后，公司股价强势上涨。1

月3日，苏轴股份股价大幅上涨22.99%，报

收13.48元/ 股。1月6日，苏轴股份继续上

涨，当日盘中最高价15.16元/股，创下苏轴

股份2015年7月以来股价新高。

而苏轴股份并非孤例，1月6日易销科

技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拟展开公

开发行并进入精选层筹备工作的议案》。次

日，易销科技收涨11.11%，盘中最高价4.77

元/股创下阶段性股价新高。

在投融资专家许小恒看来，企业最终

能否进入精选层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要

谨慎判断公司真正入选精选层的可能性，

从价值角度理性投资。

事实上，苏轴股份等公司亦在公告中

对拟冲击精选层相关风险进行了提示。苏

轴股份表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

选层挂牌规则（试行）》目前只是征求意见

稿，该文件尚未正式发布，可能存在政策有

变而使公司无法满足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以及精选层相关挂牌条件的

风险；另外，公司申请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需经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审批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能否通过

审核尚存在不确定性。

易销科技也在公告中提示称，全国股

转公司关于精选层公开发行的业务规则尚

未发布正式文件，可能存在公司无法满足

精选层公开发行条件的风险；公司申请股

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需经全国股转

公司审批和中国证监会审核，公司存在审

核不通过的风险；此外，若公司申请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未获通过，可能存

在使公司股价面临较大波动而对股东利益

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

需要指出的是，新三板市场不乏概念

炒作的情况。许小恒亦提醒投资者要警惕

概念炒作相关风险。

蓝色未来1月3日、6日与9日分别上涨

98.98%、98.97%以及98.45%。1月10日，蓝

色未来一则澄清公告解开公司股价大涨

背后的“秘密”。蓝色未来在公告中表示，

近期有关于公司拟进入精选层挂牌或转

板上市等传闻通过人际散布传播，对此，

蓝色未来澄清称，经过内部核查确认，公

司目前并未筹划转板及进入精选层挂牌

的相关事项，也并未对任何媒体、网络平

台披露过关于公司拟进入精选层挂牌或转

板上市等信息。 北京商报记者 高萍

凭借“弹弹弹，弹走鱼尾纹”这一句广告

语，丸美股份被大众所熟知。以卓越的眼部

护理著称，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的丸美股份

如今完美逆袭，并摘得A股美妆行业市值第

一的“桂冠”。而丸美股份的成功，与其坚持

做长期的事、坚持投入、坚持做正确的事一

一不可分割。谈及未来，丸美股份表示使研

发端、品牌端持续保持进攻态势。在化妆品

这一蓝海市场，丸美股份的未来可期。

市值跃居
A股美妆行业第一

2019年7月25日，在IPO长跑五年之

后，丸美股份正式成为A股上市公司的一

员，并成为国内眼霜第一股。上市不足半年

的时间，丸美股份取得不错的成绩。截至1

月14日，丸美股份的总市值达到268亿元，

超越珀莱雅、上海家化等日化龙头企业，摘

得A股美妆行业市值第一的“桂冠”。

之所以被投资者看好发展，稳健的业

绩是重要支撑。丸美股份2001年成立以来

专注护肤品业务，目前已成为国内领先的

美妆公司，并以卓越的眼部护理著称，打造

差异化竞争优势，旗下目前拥有丸美、春纪

和恋火三个品牌，主品牌产品主要定位在

三四线城市的中高端品牌，并建立了覆盖

百货专柜、美容院、日化店、电子商务及商

超等多种渠道的销售网络。2018年公司营

收为15.76亿元，净利润约4.15亿元，在电商

渠道的发力下，营收和业绩近三年复合增

速分别为9.79%、13.88%。

在上市之后，丸美股份的业绩表现更

是超预期。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丸美

股份实现的营业收入约12.1亿元，同比增长

14.77%；对应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约3.59亿元，同比增长52.26%。

坚持定位
坚持做长期的事

丸美股份高增长的背后，就不得不提

坚持“长期胜利者”的掌舵人———孙怀庆。

公开资料显示，丸美股份创始人孙怀庆自

1995年起从事化妆品行业工作，在多家化

妆品企业工作过程中深度介入了营销推

广、渠道开发等具体工作，同时也积累了丰

富的化妆品企业运营管理经验。

在2019年12月31日，孙怀庆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毫不犹豫地用“定位”和“坚持”

这两个关键词来总结过去的丸美。

他说：“在2002年起步时，丸美作为中

外合资企业，有成熟的配方，有优质的原

料，可以做出优质产品，但我们当时定价相

对贵一点。当时迫切需要找到属于丸美的

蓝海切进市场，所以定位对丸美来说很重

要。假设做起来之后，迷失了方向，也走不

到今天，所以第二是‘坚持’。坚持对定位的

忠诚，坚持眼霜和其他抗衰护肤品的三七

分关系。

21世纪初的中国化妆品市场，国内本

土品牌还在低端徘徊，国际大牌成本高、反

应慢，当时的眼霜市场因为成本高、市场小

且难做而被国内外品牌忽视，成为空白。丸

美股份敏锐地洞察到这一契机，以中高端

眼霜切入市场。

丸美股份第一款眼霜上市定价160元，

这在当时巴黎欧莱雅均价75元，本土品牌

几块甚至十几块均价的市场上，显得格外

突出。在饱受争议和一片不看好声中，坚持

定位中高端的丸美眼霜却一路上升。

据国信证券的研报显示，丸美股份

2018年眼部护肤产品占比33.8%，在近三

年呈现比例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且远高于

同行业公司的水平。

孙怀庆坚信，暂时的胜利者是机会主

义者，阶段性的胜利者是实用主义者，长期

的胜利者是永久主义者。而丸美，要做长期

胜利者。

积极顺应
高端化布局

经过几代升级，丸美眼霜已然成为今

天国内眼霜品牌第一。这足以可见，丸美股

份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其卡位优势赛道

的战略定位。

当今中国化妆品市场，国际品牌降维

下沉、新锐品牌层出不穷、渠道也越来越多

元化，而面临这些新冲击，丸美股份如何应

对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中国化妆品市场高端化，中国品牌向

上走是挑战，是需要。‘挑战’指的就是难，

‘需要’就是中国一定要有人走这条难路，

我们愿意成为其中有意义的尝试者。”孙怀

庆说道。

实际上，2015年，丸美股份洞察到中国

面临消费者升级，立马着手孵化成立旗下

高端品牌MARUBITOKYO。在酝酿三年

之后，丸美股份2018年推出第一个产品系

列———针对30+肌肤的日本酒御龄冰肌系

列，2019年年初和年末分别推出针对25+

肌肤的日本花弹润娇嫩系列和针对35+肌

肤的日本珠臻皙奢养系列。

在研发上，丸美股份也一直处于行业

中高端水准，将投入保持在2%-3%。而据

了解，在未来，丸美会继续加大对研发的投

入，使研发端、品牌端持续保持进攻态势。

孙怀庆具体谈到，优质而创新的产品，

一定来自于研发端的大量投入。研发端不

能简单理解为配方，还包含市场洞察、产品

设计、配方研发、新科技新原料采用等等，

这些都要特别重视，才能确保源源不断地

推出优质而创新的产品。所以，丸美未来会

继续做好广州研发中心，加强东京研发中

心，还要组建上海研发中心，筹建巴黎研发

中心。

丸美股份的完美逆袭

2018年归属净利

4.81亿元

0.63亿元

0.54亿元

0.36亿元

0.33亿元

0.27亿元

部分拟冲击精选层的新三板企业概况一览

公司名称

贝特瑞

苏轴股份

康平铁科

新安洁

利尔达

海龙核科

所属层次

创新层

创新层

创新层

创新层

创新层

基础层

所属行业

信息技术

工业

工业

工业

信息技术

材料

随着时间的推进，新三板向不特定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相关规则落地

时间渐行渐近。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在规则尚

未落地前，已有不少新三板公司开始了冲击精

选层的准备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月14

日，新三板市场共计有苏轴股份等13家企业有

意向冲击精选层。从财务数据来看，有9家企业

2018年实现的归属净利润超过1500万元，贝

特瑞等5家公司更是高于3000万元，占比近四

成。相比之下，豫王建能等4家企业的业绩则稍

显逊色，4家公司2018年实现的归属净利润均

不足15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