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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迎考 科创板单日上会数创年内新高

文一科技业绩承压 紫光集团密集减持终清仓

5家公司同日上会

根据安排，6月10日，瑞联新材、河南仕佳

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

份有限公司、苑东生物、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5家冲击科创板的公司将集体迎考。

据科创板上市委披露的相关审议会议公

告，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天

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苑东生物、南亚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家公司审核定于6月

10日上午9点召开，下午2点科创板上市委审

议瑞联新材的科创板上市申请。

从区域分布来看，上述集体迎考的5家企

业分别来自陕西省、河南省、浙江省、四川省、

上海市。据Wind统计，按照证监会行业划分，

这5家企业中，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属于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宁波天益医

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属于专业设备制造业、

苑东生物属于医药制造业，瑞联新材则属于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据Wind显示，上述5家公司中，瑞联新

材、苑东生物两家公司的预计募集资金数额

超10亿元，其中苑东生物最高，为11.61亿元。

相比之下，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募集资金数额最少，为5亿元。宁波天益

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南亚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预计募集资金的数额分别为5.1亿

元、9.2亿元。

据Wind统计，截至目前，今年以来科创

板上市委单日审核的企业数量最多的为4家，

分别为4月28日、4月30日、6月3日。也就是说，

6月10日科创板单日上会企业数量创下年内

单日上会的新高。

瑞联新材曾IPO被否

上述即将迎来科创板IPO大考的5家公司

中，由于此前冲击创业板未果，因此瑞联新材

此次能否顺利过关备受市场关注。

瑞联新材披露的上会稿显示，公司主要

从事OLED材料、单体液晶、医药中间体等专

用有机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中

OLED材料、单体液晶产品属于显示材料行

业。财务数据显示，瑞联新材2017-2019年实

现的营业收入分别约7.19亿元、8.57亿元、9.9

亿元，对应的归属净利润约7800万元、9464

万元、1.48亿元。

在冲击科创板之前，瑞联新材曾筹划在

创业板上市。据证监会官网显示，2017年6

月瑞联新材向证监会报送IPO申报稿。排队

一年后，于2018年6月进入预更新披露状

态。然而，2019年6月6日上会迎考的瑞联新

材，因发行人报告期内综合毛利率整体水平

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除液晶材料以外

的其他产品毛利率各期波动变化较大等因

素被否。

冲击创业板未果后，瑞联新材转战科创

板。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前次申报创业板

时，瑞联新材认定无实际控制人，而此次申报

将吕浩平、李佳凝、刘晓春三人认定为共同实

际控制人，这一问题也被上交所重点关注。针

对公司相关问题，记者致电瑞联新材进行采

访，不过对方电话未有人接听。

除了瑞联新材外，苑东生物也系二度冲

击。公开信息显示，苑东生物科创板上市申

请在2019年4月3日获得受理，同年8月29

日，苑东生物主动撤单。今年苑东生物再度

重启IPO，其科创板上市申请于4月22日获

得受理。

针对公司此前终止以及再度冲击科创

板的原因的问题，苑东生物方面在回复的

采访函中称，“公司因战略调整撤回首次科

创板申请。苑东生物是一家以研发创新为

驱动的高新技术企业，坚持‘仿创’结合，

以高端化学药为基础，以创新药为重点，以

生物药谋发展。公司定位于高端化学药和

生物药的研发与生产，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

定》的行业定位与指标要求，因此再度冲击

科创板”。

50家公司一次过关

据Wind统计，今年以来截至6月8日，科

创板上市委共审核了54家企业的首发申请，

其中50家企业首发申请一次性过关，占审核

企业的数量比例为92.59%。

除了一次性过关的企业外，江苏艾迪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两

家公司在闯关过程中有过被暂缓表决的经

历。因在上市委审议会议公告发布后出现重

大事项，上市委审议会议还曾取消审议苏州

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上市申

请。如今，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合

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也均顺利过关。

另外，6月5日上会接受审核的前沿生物

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也被暂缓表决，目

前尚无新的动态。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进入6月以来，科

创板审核明显提速。据Wind统计，科创板上

市委在5月共审核了14家企业的IPO申请。6

月1日-8日期间，科创板上市委就已经审核了

12家企业的首发申请。

另据东方财富显示，6月11日-17日期

间，科创板上市委还将审核上海泰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九

号机器人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的科创板首发

申请。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认为，科创板审核已

经迈入2.0阶段。上交所亦表示，在中国证监会

的指导支持下，秉承“突出市场导向，提升服

务能力，优化审核方式，提高信披质量，稳定

市场预期，保障常态供给”的原则，将注册制

改革不断推向深入。对科创板定位的把握，上

交所将着重围绕发行人是否符合科创属性评

价指标体系来问询，进一步降低发行上市信

息披露成本、提高发行上市审核效率。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称，适

当提高审核速度，完善并公布审核标准，压缩

自由裁量空间，有利于支持科创企业依法依

规利用资本市场茁壮成长。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亮 马换换）作为
文一科技（600520）的大股东，紫光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集团”）通过密集减

持最终将其清仓。6月8日晚间，文一科技

披露公告称，紫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于6

月4日减持公司5%的股份，此次权益变动

后，紫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不再持有

公司股份，这也意味着紫光集团A股版图

收缩。

文一科技表示，紫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

人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紫光通信”）、北京健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健坤投资”）于6月4日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792.15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5%。其中，紫光集团、紫光通信、

健坤投资分别减持文一科技 0.588%、

4.2542%、0.1578%的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

紫光集团、紫光通信、健坤投资将不再持有文

一科技股份。

实际上，今年以来紫光集团不断减持文

一科技，在大手笔减持之前，紫光集团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文一科技21.239%的股份，

位列公司第二大股东。

4月16日，文一科技披露称，紫光集团及

其一致行动人在2020年3月23日-4月14日

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

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792.15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本次权益变动后，紫光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文一科技2572.74万股

股份，占文一科技总股本的16.239%。之后在

5月9日、21日、30日，文一科技也相继披露了

关于紫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的消息。

历经多次的密集减持，紫光集团最终在

近期清仓文一科技。对于减持文一科技的原

因，紫光集团表示，系基于自身战略发展需

要，优化资源配置安排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在紫光集团减持文一科

技期间，上市公司股价表现并不理想，处于不

断走低态势，其中在4月30日盘中还创下了

6.99元/股的年内新低。截至6月8日收盘，文

一科技最新股价9.25元/ 股，公司总市值

14.65亿元。

股价不断走低的背后，文一科技业绩承

压明显，其在2019年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

-7250万元，同比由盈转亏；在今年一季度

实现归属净利润仍为亏损状态，约为-1211

万元。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文

一科技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电话未有

人接听。

清仓文一科技也意味着紫光集团收缩了

其资本版图。持股文一科技“归零”之后，截至

6月8日，紫光集团目前还分别控制紫光股份、

紫光国微、紫光学大3家上市公司52.98%、

36.77%、23.76%的股份。其中，紫光集团直接

持有紫光股份0.19%的股份，通过控制的下属

公司间接持有52.79%的股份；直接持有紫光

国微0.18%的股份，通过控制的下属公司间接

持有36.59%的股份；直接持有紫光学大3.02%

的股份，通过控制的下属公司间接持有

20.74%的股份。

在上述3家上市公司中，紫光国微近期

180亿元重组被否一事引发了市场极大关注。

6月8日，紫光国微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作价

180亿元收购紫光联盛100%股权一事遭到并

购重组委否决。受该消息影响，紫光国微6月8

日复牌后股价大幅下挫9.11%，截至当日收

盘，公司最新股价66.26元/股，最新总市值402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442亿元的总市值缩水40

亿元。

纵观紫光股份、紫光国微、紫光学大3股的

业绩情况，紫光股份盈利能力最强，公司在

2019年、今年一季度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

18.43亿元、2.52亿元；紫光国微在2019年、今年

一季度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4.06亿元、1.9

亿元；紫光学大在2019年、今年一季度实现归

属净利润分别约为0.14亿元、-0.16亿元。

股权关系显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健坤

投资分别持有紫光集团51%、49%的股份。针

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紫光集团方

面进行采访，但电话未有人接听。

郎酒准备IPO， 引发市场对酒企的
再度关注。实际上，酒企估值应该谨慎，
并不能都拿贵州茅台的估值水平相比
较，贵州茅台属于特例，它的估值水平
已经有了很大的收藏品属性，因而会有
所溢价，但并非所有的酒企都能享受到
如此的溢价估值。

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茅台都是一个
另类。的确，茅台是好酒，是中国的顶级
好酒。但是五粮液不好吗？不是名酒吗？
如果单从喝酒的角度看，五粮液和茅台
可能差距并不会很大，包括其他一线酒
业品牌，但是它们的股价估值就很不一
样，这也是客观事实。

截至6月8日收盘， 五粮液股价报
160.6元，2019年度每股收益4.483元，静
态市盈率 35.82倍； 贵州茅台股价报
1406.1元，2019年度每股收益32.8元，静
态市盈率42.87倍。贵州茅台的静态市盈
率较五粮液溢价约20%。 按照一季度利
润计算的动态市盈率，五粮液为20.2倍，
贵州茅台为33.7倍， 贵州茅台较五粮液
溢价66.8%。

这就是说， 从市盈率的角度看，贵
州茅台的投资价值并不如五粮液，这其
中的问题不是贵州茅台利润不行，而是
因为它的股价相对更高。

为什么贵州茅台的股价价格会更
高，因为相比五粮液和郎酒来说，茅台
不仅仅是用来喝的， 还是用来收藏的。
很多人都喜欢收藏茅台酒，有人还弄了
整整一面墙，安装上多宝阁，然后摆放
了一面墙的茅台酒，各种年份、各种样

式， 这不仅仅是对高端白酒的喜好，也
是一种含有炫耀色彩的收藏。

这样的收藏对于五粮液和郎酒来
说，或许也有少量的存在，但多数都是
藏家在收藏茅台之余， 为了丰富自己
的藏品种类， 从而也收藏一部分其他
高端白酒， 但却很少听闻谁没有收藏
茅台，而是专门收藏其他种类的白酒，
一般来说， 普通的白酒在买入不久之
后就会被饮用， 很少有几年乃至几十
年的长期库存。

所以说，如果参照贵州茅台的股价
进行定位， 任何白酒的估值一定是偏高
的。由于有巨大的权重股贵州茅台存在，
整体的白酒板块市盈率水平也已经被拉
高， 其中的投资风险应该引起投资者的
注意。当然，对于新股白酒企业而言，考
虑到新股上市后的炒作， 不排除短期内
市盈率水平远远超出贵州茅台市盈率水
平的情况，但投资者应该心里清楚，如果
新股白酒企业真的涨到那样的高价，投
资者应该注意股价回调的风险。

事实上，白酒股票是变数最小的板
块，虽然也有像宁城老窖莫名其妙就亏
损退市的，但多数白酒股如果已经是绩
优股，就很难绩差，利润的增长也会基
本上是整个行业齐增齐降，虽然各公司
的营销水平或许能够左右短期内的利
润差异，但从长期看，白酒股的走势基
本都差不多， 差别只是在于涨多涨少，
而不是涨或者跌。所以本栏说，投资者
对于白酒企业的估值，应有一个理性的
判断，不要过于盲目。

6月10日上会迎考的科创板公司情况一览

瑞联新材
首发预计募集资金：10.52亿元

省份：陕西省
所属证监会行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发预计募集资金：5亿元

省份：河南省
所属证监会行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发预计募集资金：5.1亿元
省份：浙江省
所属证监会行业：
专业设备制造业 苑东生物

首发预计募集资金：11.61亿元
省份：四川省
所属证监会行业：
医药制造业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发预计募集资金：9.2亿元
省份：上海市
所属证监会行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数据来源：Wind）

6月10日，科创板将迎来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联新材”）、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苑东生物”）等5家企业集体迎考的盛况，这一数量创下年内科创板单日审核数量的新高。同日接受审核的5

家公司中，瑞联新材曾有过IPO被否的经历，主动撤单的苑东生物也是二度闯关。这5家企业能否顺利过关答案即将见

分晓。值得一提的是，截至6月8日，今年已经接受过科创板大考的54家公司中，九成以上公司一次性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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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科技近年来归属净利润情况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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