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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公司再战IPO过半续闯科创板

Laozhou�talking
老周侃股

别给破面股忽悠投资者的机会
周科竞

个股现跌停潮“低调”B股为何崩盘

“落榜生”重启IPO

对于首次冲击科创板失利的公司而言，

部分公司并未甘心IPO之路止步于此。北京商

报记者经过统计后发现，科创板IPO终止审核

的企业中重整旗鼓再度向A股发起冲击的不

在少数。数据显示，截至5月12日，26家科创板

IPO终止审核的公司中，已有10家公司重启

IPO之路，占比达到38.46%。

例如广州佛朗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佛朗斯”）也在近期在广东证监局办理了

辅导备案登记，并对辅导备案登记的有关情

况进行了公示。从上交所公布的信息来看，佛

朗斯科创板申请曾在2019年6月27日获得受

理，不过，在经过两轮问询后，佛朗斯冲击科

创板之路便因在2019年11月18日撤回发行上

市申请戛然而止。佛朗斯科创板IPO亦由此终

止审核。重启IPO，佛朗斯并未在辅导备案信

息中透露此次IPO拟上市板块。针对相关问

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佛朗斯进行采访，对方

工作人员表示通知相关负责人进行对接。截

至发稿，未获得对方回复。

佛朗斯并非个例。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天瑞声”）也在去年

科创板IPO终止审核后于今年2月辅导备案登

记重启IPO。根据资料，海天瑞声科创板申请

曾在2019年4月9日获得受理，不过，经历过多

轮问询后，海天瑞声在当年7月撤回发行上市

申请，由此退出科创板“考场”。

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兴欣新材”）也是去年科创板终止审核后，

重启IPO的案例之一。与佛朗斯等公司科创板

终止审核数月后辅导备案登记不同，兴欣新

材在2019年12月12日科创板终止审核10余

天后，即与光大证券在2019年12月30日签署

了上市辅导协议。

6家公司二度瞄向科创板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从上市板块来看，重

启IPO的公司将上市板块坚守在科创板的情

况占据半壁江山。数据显示，10家再度向A股

发起冲击的公司中，有6家将上市板块继续瞄

准科创板。

浩欧博系二度冲击科创板的最新案例。

上交所资料显示，浩欧博科创板申请在5月11

日获得受理。实际上，这是浩欧博在2019年12

月首次冲击科创板终止审核后，又一次向科

创板发起冲击。就二度冲击科创板相关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致电浩欧博进行采访，并应浩

欧博工作人员要求向对方发去采访函，截至

发稿，对方未给予回复。

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苑

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两家公司也在首次

冲击科创板终止审查几个月后，在今年4月获

得受理重返科创板考场。与浩欧博等公司二

度冲击科创板已经获得上交所受理不同，二

度向科创板发起冲击的海天瑞声、上海拓璞

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处于上市辅导阶

段。泰坦科技二闯科创板的进展则相对靠前。

泰坦科技系首位重返科创板考场的“考生”，

截至5月12日，泰坦科技科创板IPO已经进入

问询阶段。

对于二度冲击科创板的情况，苏宁金

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何南野表示，从一定

程度上说明科创板的包容性更强，终止审

查企业问题改正后，再次申报并通过的成

功率较高。

与泰坦科技等公司科创板终止审核后不

甘心仍继续冲击科创板不同，兴欣新材、北京

木瓜移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联云港数据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家公司在冲击科创板失

利后，改换赛道，转而向创业板发起冲击。相

比较而言，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些

特殊，在科创板终止审核后，公司转战有着小

“IPO”之称的精选层。

“多层次资本市场正逐步形成，科创板终

止审核企业拥有了更多的选择，科创板之外，

还可以选择创业板或精选层上市（挂牌）。”何

南野如是说。

失利缘由恐再被关注

在一位不愿具名的券商人士看来，重启

IPO，不管是继续冲击科创板还是转战到其他

的“赛道”，曾经终止审核的原因以及其中存

在的问题是否解决等，恐是这些公司再闯IPO

过程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此类企业要特别注

意前期审核问询关注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券商要在此过程中做好‘把关人’。”上述券商

人士进而表示。

纵观这些首战科创板失利的公司，科创

板终止审核的原因多系主动撤回申请。著名

经济学家宋清辉表示，科创板申报企业在经

历过多轮问询，甚至在上会审核前撤回申请

而终止审核的原因较多，是综合考虑审核情

况和自身状况后的选择。

不可忽视的是，除存在因主动撤回申请

而致科创板IPO终止审核的情况外，还存在科

创板IPO被否后终止审核的情形。二度冲击科

创板的泰坦科技前次科创板终止审核的原因

即系未通过上交所审核。

资料显示，泰坦科技主要为创新研发、生

产质控实验室提供科学服务一站式技术集

成解决方案。泰坦科技首次科创板申请在

2019年4月11日获得受理，经过多轮问询后，

泰坦科技在2019年9月迎来大考。遗憾的是，

泰坦科技首次冲击科创板最终未能获得上

市委的审核通过。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认

为泰坦科技未能准确披露业务模式和业务

实质，未能准确披露其核心技术及其先进性

和主要依靠核心技术开展生产经营的情况

等。二度冲击科创板，泰坦科技最终能否如

愿尚需检验。

北京商报记者 高萍

北京商报讯（记者刘凤茹）建立近30年，
一向“低调”的B股市场，在5月12日因大跌

行情在资本市场怒刷了一下存在感，更是

上演了一波集体跌停的行情。在业内人士

看来，B股暴跌系新证券法关于个人账户不

得出借等因素所致，不过B股参与者少，投

资者不必过度恐慌。

5月12日早盘，B股指数高开0.03%，随

后一路下行。截至当日上午收盘，B股指数跌

幅一度扩大至6.91%。截至当天收盘，B股指

数收202.25点，跌幅为5.1%，盘中点位创

2012年8月以来的新低。个股来看，处于交易

状态下的93只B股，5月12日仅深粮B、古井

贡B两股的股价上涨，其余91只B股的股价

均出现不同程度下跌。其中国新B、*ST鹏起
B、海控B、ST天雁B、*ST大化B、凯马B、*ST
海创B7只个股以跌停收盘。

B股指数缘何暴跌？在前海开源首席经

济学家杨德龙看来，新证券法关于个人账

户不得出借对此有一定的影响。B股是以人

民币标明面值以外币认购和买卖在中国境

内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外资

股，由于账户之前有借用海外人士护照开

户的情况，又加上B股交易量小，午盘前不

足2亿元的成交量，以及筹码集中的特点，

一旦有资金抛售就会造成大跌。

还有分析指出，由于创业板注册制改

革落地预期强烈，壳公司的价值不断缩水，

资金撤出B股的意愿也变得越来越强烈，而

B股大跌可能与退市规则有关。5月10日晚

间，B股上市公司东沣B发布公告称，公司股

票已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格均低于每股

1元人民币面值。若终止上市，东沣B将成内

地证券市场首只面值退市纯B股。

在杨德龙看来，B股问题是资本市场历

史遗留问题，这些年由于参与者较少，B股的

成交量不断萎缩，有些公司尝试B转A、B转

H的方式，但并没有普遍地来推动，现在B股

股票不足100只，和3000多只股票组成的A

股差距较大。B股指数暴跌对当天A股走势

都形成一定影响，不过有58次B股暴跌之后

次日沪指出现上涨，也就是说B股下跌对于

A股市场的拖累是短暂的，不必过于担忧。

多年来，B股改革呼声不断，但目前未

有实质进展，B股将来如何处理也是市场热

议话题。“自从B股在2015年创下历史新高

539.69点以后，就一直处于“跌跌不休”的状

态。当前点位相较于历史新高跌幅达到

63.24%，所以B股参与的人数过少，将来解

决B股的问题也是必然的要求。”杨德龙如

是说。

天广中茂退市在即，然而，在退市前
的最后几个交易日，天广中茂曾发布了诸
多利好公告，试图“自救”。好多投资者也
因此买入而“踩雷”，面临着最终无法退出
的巨大投资风险。本栏认为，破面股经常
在最后关头“画饼”利好，企图最后一搏，
成功则行，失败亦没有任何损失，但此举
却严重坑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因此，监管
层应该规定破面股不得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及其他利好消息。

由于壳资源价值不断下行， 垃圾股的
保底股价不断走低， 目前已经低于1元，即
投资者选择买入足够分散的垃圾股， 等待
资产重组后用盈利的部分弥补亏损的部
分，那么平均持股成本如果为1元，这种分
散投资从数学上就是亏损的， 所以投资者
会不断卖出垃圾股， 以致股价低于1元，但
是低于1元的股价就会触发面值退市，大股
东为了避免退市， 就会想办法出台利好政
策来维护股价。如果真是实质性的利好，那
肯定是好事， 但是这些利好往往都是虚无
缥缈的。投资者很容易被忽悠成为接盘侠。

例如大股东找到一个重组方， 说计划
如何如何重组，但是却提出一个要求，就是
如果公司退市了，那就放弃重组，重组协议
随之无效。 这样的利好消息对投资者具有
很大的迷惑性， 很多投资者可能因此买入
公司股票， 但最终一旦利好未能提振公司
股价， 出现退市的情况， 投资者将损失惨
重。但重组方却没有任何的损失。

所以本栏认为， 管理层应对面值退市
公司多加关注， 对于莫须有的重组方案要

严格制止， 例如禁止重组方以公司是否退
市为条件拒绝重组， 对于有条件的利好也
要加以禁止。

面对历史上连续三年亏损要被暂停
上市的政策， 大股东就想尽办法加以规
避，不仅有第二年巨亏以保第三年扭亏的
方法，也有卖房、政府补贴、大股东赠予等
很多方法强行扭亏。现在面值退市的风险
已经大于连续三年亏损，因为很多公司在
还没到第三年亏损的时候股价就已经低
于1元， 现在大股东也把注意力转移到避
免股价低于1元上。

如果公司的基本面决定了股票的合理
估值不足1元， 而大股东却非要维护股价，
就一定要用实实在在的利好， 例如大股东
直接赠予上市公司资产， 或者通过0元或1
元回购大股东持股增加股东价值， 降低公
司总股本，以刺激股价回升，这些都是本栏
认为不错的维护股价之法。但前提是，在公
司股票还没有跌破面值之前， 大股东或者
公司可以筹划相关利好，一旦跌破，就不能
再给他们自救的机会。 毕竟虚假的有条件
的利好，最后损害的还是中小投资者。

本栏认为，对于大股东来说，一旦股价
偏低，一定要谨慎进行送转股票，防止股价
下降，股价也会最大限度地远离1元，这也
能有效防止未来股价低于1元，未雨绸缪总
好于亡羊补牢。

投资者应该注意的是， 一家真正的好
公司，股价很难跌破面值，而跌破面值后再
抛利好的，绝大部分都诚意不足，更像是最
后的“浑水摸鱼”。

随着江苏浩欧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欧博”）科创板申请获得受理，科创板IPO首战失利后重

启上市进程且再度向科创板发起冲击的公司再添一例。在此背景下，曾经冲击科创板未果的公司后续IPO之路如何

则受到市场关注。北京商报记者统计发现，截至5月12日，共有26家公司科创板IPO终止审核，目前有10家公司（未包

括转战精选层的情况）重启IPO。就上市板块而言，科创板仍是这些公司冲击上市的主要目标板块。除1家未明确透

露外，有6家公司将上市板块继续瞄准科创板，3家公司则转战创业板。

北京商报讯（记者 高萍）网红直播带货
大火背景下，亦有上市公司瞄向与网红合

作。近期，家纺行业公司梦洁股份（002397）

因与淘宝第一女主播薇娅所属公司谦寻

（杭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谦寻

文化”）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而股价暴涨。5

月12日晚间，梦洁股份紧急发布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公告提示称，与薇娅合作不会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东方财富数据，5月8日-12日3个

交易日内，梦洁股份连收2个涨停板，区间

累计大涨23.08%。截至5月12日收盘，梦洁

股份涨停价位上，尚有超92万手买单排队

等待买入。

近日媒体对梦洁股份与谦寻文化签订

的《战略合作协议》进行了相关报道，需要

指出的是，薇娅系谦寻文化旗下的淘宝主播。

对此，梦洁股份在5月12日晚间的公告中作

了介绍称，2020年5月11日，公司与电商直播

机构谦寻文化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公司

将与谦寻文化旗下的淘宝主播薇娅在消费

者反馈、产品销售、薇娅肖像权、公益等方

面开展合作。不过，梦洁股份也在公告中提

示风险称，此次合同的签订，不会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梦洁股份主要从事家纺产品的设计、

制造、销售以及提供高品质的家居生活服务，

梦洁股份曾介绍称，公司拥有强大的线下

销售网络，面对不断涌现的新兴渠道，公司

积极参与，扩宽公司的渠道边界。对于公司

线上销售情况以及此次与薇娅合作相关问

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梦洁股份进行采访，

截至发稿，对方电话未有人接听。

梦洁股份2010年登陆A股，2017年归

属净利润近乎腰斩后，公司在2018年实现归

属净利润同比上涨64.62%。2019年，梦洁股

份实现的归属净利润继续处于同比增长状

态，不过，同比增幅缩窄至1.19%。

在业内人士看来，对于梦洁股份这样的

老牌家纺企业而言，传统品牌拥抱直播电商

就是拥抱新渠道。该人士也提示，梦洁股份

遭到抢筹股价暴涨后，对于投资者而言则需

要谨慎投资。北京商报记者发现，梦洁股份

因5月8日-12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20%而在5月12日登上龙虎榜。

龙虎榜显示，梦洁股份买入前五大席位均

为营业部，前五大卖出席位中，前两大卖出

席位均为机构席位。

搭上薇娅股价暴涨 梦洁股份紧急提示风险

部分公司科创板终止审查后
重启IPO情况

重启IPO上市板块
科创板
审核状态
已受理

江苏浩欧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启IPO上市板块
创业板

审核状态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中联云港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木瓜移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启IPO上市板块
创业板
审核状态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启IPO上市板块
科创板
审核状态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启IPO上市板块
科创板

审核状态
已问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