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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和软件真是被散户
炒起来的吗

周科竞

妖股润和软件的盘后交易数据
惊呆众人，据深交所披露，润和软件
在6月7日-17日累计上涨155.66%，涨
幅严重异常期间，获自然人累计买入
超554亿元，占比91.78%。单看数据，
润和软件是被散户炒起来的，但本栏
认为可能并非如此，要提防部分资金
化整为零炒作股票， 这样不容易发
现，而且也能逃避监管。

说到润和软件的爆炒，还得说坐
庄资金的高明。 投资者一定记得，时
不时就有报道，说某个庄家被证监会
查处，某两个或者三个账户通过不断
挂单撤单推高股价，炒作最后的结果
是这几个账户不仅没赚到钱，还出现
了一定程度的亏损。其中的情况投资
者也大呼看不懂，试想，庄家投机炒
作一把，赚不到钱还亏了，散户跟风
炒作也赚不到钱，还高位被套，那么
到底是谁赚到了钱？

再说一个“拖拉机”账户的故事，
此前有券商向大户提供一种服务，叫
一拖多的账户服务，即大户申报买入
1万股股票， 资金从大户的资金账户
中扣除，但是股票却被分散买入了多
个散户账户，每个账户几百股，具体
的数量可以由大户自己设定，也可以
由电脑随机分配，总之，大户买走了1
万股股票，但是从成交回报看，是全
国各地不同营业部的很多散户投资
者分散买入的，当然，报入交易所主
机的买入申报也是分散成很多笔的。

一开始这种服务主要是为了躲
避散户的跟风， 有迷惑散户的作用；
后来大资金发现，这个“拖拉机”账户

还可以规避5%的举牌义务， 以至于
想举牌就举牌，想什么时候举牌就什
么时候举牌， 想举牌几次就举牌几
次，方便得很。

再后来，这种账户组还可以规避
证监会的监管， 把股价炒得天翻地
覆，但从交易所数据看，那就是全国
各地不同券商不同营业部的不同散
户合力炒起来的，连个处罚对象都没
有。如果坐庄机构故意放出几个账户
让被处罚， 这些账户都是亏损的，罚
也罚不了几个钱。

这些账户组也从一开始的单一券
商的多个营业部发展到多个券商的很
多营业部，那要想查出来，的确不是容
易的事情。这种账户组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如果庄家想要进行私下的大宗交
易，根本无需通过交易所的主机，只要
买卖双方谈好， 直接把对应的账户移
交给对方即可， 换句话说， 所谓的牛
散，未必真是牛散，今天可能这账户归
张三管，明天就归李四了。

对于这些账户的来历， 有些是当
年按照账户申购新股时券商和大资金
去农村收购的身份证开立的证券账
户，80元到100元一个， 也有些是券商
通过其他各种渠道获得的证券账户。

总之，“拖拉机” 账户的历史悠
久，虽然并不合法合规，但却客观存
在，而且极难查获，也希望监管层能
在这方面加大查处力度。

所以本栏说，由广大散户推动了
润和软件的暴涨，并不符合投资者理
解的逻辑，事实上散户投资者想要齐
心炒作一只股票也是几乎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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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能半导IPO告败 年内已有111家撤单

卖金针菇的众兴菌业想跨界卖白酒

北京商报2021.6.21

欲杀入白酒行业

众兴菌业也要搞白酒生意。

6月20日晚间，众兴菌业发布公告称，

2021年6月20日，公司与刘见、刘良跃就公司

收购其持有圣窖酒业100%股权初步达成合

作意向并签署了《股权收购合作意向书》。具

体来看，众兴菌业以现金方式收购刘见、刘良

跃持有的圣窖酒业100%的股权。

关于此次收购标的交易作价等细节，众

兴菌业方面暂时未透露。北京商报记者致电

众兴菌业进行采访，相关人士表示“证券部今

天没有上班，相关事项并不清楚”。

据了解，标的圣窖酒业成立于2011年6月

30日，注册资本为14400万元。圣窖酒业坐落

于中国酒都仁怀市茅台镇7.5平方公里酱香型

白酒核心产区，自成立以来专注于酱香型白

酒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茅台镇重点酿酒、

储酒企业之一。

股权关系显示，目前刘见持有圣窖酒

业99.5%的股权，刘良跃持有其0.5%的股

权。刘见是圣窖酒业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

众兴菌业则是专业从事食用菌研发、工

厂化培植与销售的现代农业企业，主要的产

品为金针菇和双孢菇鲜品。从目前主营业

务布局看，此次收购，众兴菌业是要跨界“喝

酒”了。

若上述收购完成，圣窖酒业将实现曲线

上市，众兴菌业也将开启双主业发展的模式。

谈及此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时，

众兴菌业表示，公司在做好食用菌产业的同

时，积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公司的双

主业发展，从而巩固上市公司的综合竞争优

势，增强上市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6月15日-18日4个交易

日，众兴菌业的股价接连上涨，区间累计涨幅

为12.16%。

成效待考

为何相中白酒资产？一位行业人士认为，

实际上，今年以来，白酒资产的并购提速。整

体来看，白酒企业一般现金流较好，能在一定

程度上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

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在接受北京商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喝酒大户”变成“卖酒

大户”，当“团购渠道”成为“圈层营销”，白酒

的竞争尤其是酱酒的营销开始“内卷”时，酒

业将出现两个现象，一是品牌力弱的酱酒企

业出让控股权，二是资源强的业外企业寻找

合适的酱酒企业。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称，2021年应该有越来越多

的玩家进入到酱香白酒布局的赛道上，2021

年已经形成了浓香、清香、酱香“三香合一”的

全新的酒业竞争格局。伴随众兴菌业入局白

酒，这样对它的营收、利润以及股价有非常好

的加持作用。但是隔行如隔山，众兴菌业面临

的挑战也不小。

在欧阳千里看来，布局酱酒业务是门好

生意，无非是“酱酒行业”的重新洗牌，洗掉中

小企业。或许众兴菌业初战能够告捷。不过，

一旦进入竞争的深水区，众兴菌业毫无优势，

无论是资金，还是团队，甚至是品质。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众兴菌业收购资

产背后，公司今年一季度业绩现承压迹象。数

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众兴菌业实现的营业收

入约3.96亿元，同比增长7.96%；对应实现的

归属净利润约4342.5万元，同比下降41.83%。

今年一季度众兴菌业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约

3018.28万元，同比下降56.41%。

标的曾“联姻”未果

资本市场上，圣窖酒业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2020年10月15日，*ST园城抛出重组预
案，彼时该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

方式购买刘见、刘良跃持有的圣窖酒业

100%股权，同时向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徐诚东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

方案中*ST园城披露了圣窖酒业的业绩
情况。数据显示，2018年、2019年以及2020年

1-8月，圣窖酒业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81.09万元、283312万元、3394.94万元，对应

的净利润分别为-279.48万元、810.03万元、

1014.8万元。

“交易完成后，圣窖酒业将成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公司业务将拓展至白酒酿造及销售

板块。凭借着圣窖酒业的产品及资源优势，上

市公司资产规模、盈利能力等方面有望显著

增长。”*ST园城曾如是表示。
同年11月5日，*ST园城就公告称，由于

该交易公司与标的方无法就标的公司估值达

成一致意见，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也就是说，圣窖酒业曲线上市计划落空。

一位白酒行业人士认为，资本市场上跨

界做白酒的案例并不罕见，但失败者不少。众

兴菌业在公告中提到，本次签订的意向书属

于合作双方的意向性约定，是进一步洽谈的

基础。本次股权收购的最终条款以签署正式

股权转让协议为准，最终能否达成存在不确

定性，尚无法预计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瑞能半导闯关科创板失败

据上交所最新消息显示，瑞能半导科创板

IPO已经处于终止状态。

招股书显示，瑞能半导主要从事功率半导

体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一家拥有芯片设

计、晶圆制造、封装设计的一体化经营功率半导

体企业，2017-2019年以及2020年一季度，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分别约为6.19亿元、6.67亿元、

5.88亿元以及1.4亿元；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分

别约为8775.98万元、9493.04万元、8610.88万元

以及1898.7万元。

2020年8月，瑞能半导正式向A股发起冲

击，当月18日公司科创板IPO获得受理，之后在

当年9月15日公司进入已问询状态，先后对外披

露了两轮问询回复意见。未曾料到，排队10个

月，瑞能半导IPO最终按下了“终止键”。上交所

表示，由于瑞能半导撤回发行上市申请或者保

荐人撤销保荐，根据《审核规则》第六十七条

（二），决定终止其发行上市审核。

此番谋求科创板上市，瑞能半导拟募资6.73

亿元，分别投向C-MOS/IGBT-IPM产品平台

建设项目、南昌实验室扩容项目、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以及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不过，伴随着公

司IPO终止，瑞能半导的上述计划也化为泡影。

实际上，在此次IPO过程中，瑞能半导也有

诸多槽点备受市场关注，首先是公司账上的大

额商誉问题。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瑞能半导因

2015年收购恩智浦旗下的双极业务，形成商誉

3.23亿元，这也给公司未来业绩埋下了“雷”。瑞

能半导也表示，公司至少每年对商誉执行减值

测试，如果公司未来经营状况未达预期，则存在

商誉减值的风险，商誉减值将对公司的当期盈

利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瑞能半

导方面进行采访，不过电话未有人接听。

创业板撤单最多

经Wind统计，截至6月20日，已有111家企

业IPO撤单。

具体来看，IPO撤单企业数量最多的是创业

板，年内共有62家企业先后撤回了发行上市申

请，包括至信药业、视科新材、金照明、新荷花、

想念食品、森合高科等。从撤单月份来看，仙迪

股份、中瑞电子、世宇科技等6家企业在今年1月

撤单；2月撤单企业有兴欣新材、咏声动漫等26

家；3月撤单企业有柠檬微趣、天好信息、回音必

等13家；4月撤单企业有海默尼、跃通数控等9

家；5月撤单企业有益中亘泰、润科生物等6家；6

月撤单企业则有乐的美、钟恒新材2家。

不难看出，在今年2月创业板IPO市场撤单

企业数量最多，占全部62股的逾四成。

科创板市场则共有34家企业撤单，1-6月分

别有5家、8家、9家、4家、7家、1家企业撤单，3月

撤单企业数量最多。

根据证监会官网最新披露的“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终止审查企业名单”显示，年内沪

市、深市主板撤单企业数量共有15家，包括美庐

生物、万代服装等。其中，今年1-6月分别有3家、

2家、4家、2家、1家、3家企业撤单。

上海拓璞等二度闯关折戟

在上述111家撤单企业中，也有上海拓璞、

木瓜移动等企业系二度闯关A股折戟。

据了解，上海拓璞主要面向航空航天领域

提供智能制造装备和工艺解决方案，产品主要

运用在航空航天飞行器生产领域。纵观上海拓

璞IPO之旅，颇为坎坷。最初在2019年6月19日，

上海拓璞科创板IPO获得受理，但历时不足半年

时间，公司IPO在当年12月5日终止。之后在

2020年6月，上海拓璞重整旗鼓，再度向科创板

发起冲击，但在今年1月公司还是撤回了发行上

市申请。

具有同样经历的还有柠檬微趣、木瓜移动。

Wind显示，柠檬微趣创业板IPO在2020年

7月获得受理，但公司在今年3月撤单。而在此

次闯关A股之前，柠檬微趣就曾有过一段IPO

的经历，前次也欲登陆创业板。据证监会官网

信息显示，最早在2017年7月，柠檬微趣报送了

IPO申报稿，当年12月公司获得反馈意见，2018

年4月公司进入预披露更新状态，但还是无果

而终。

柠檬微趣的主营业务系移动游戏产品的研

发、销售及维护，公司拳头产品是移动游戏《宾

果消消消》。

木瓜移动与上海拓璞、柠檬微趣略有不同，

公司闯关科创板未果后，转战创业板仍告败。

Wind显示，木瓜移动在2019年7月撤回了

科创板发行上市申请，之后在2020年7月公司申

报创业板上市，但最终也在今年2月折戟。据了

解，木瓜移动的主营业务是利用全球大数据资

源和大数据处理分析技术为广大国内企业提

供海外营销服务。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接连撤回发行上市申请的企业，以后

在IPO市场也会得到监管层的重点关注，其接连

撤单的原因、是否存在发行上市障碍等问题恐

会被追问。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马换换

伴随着瑞能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能半导”）IPO折戟，年内撤

单企业再添一家。经Wind统计，截至6月20日，年内撤单企业数量已超百家，达111

家，其中创业板撤单数量最多，有62家，占全部撤单企业的55.86%。其次，科创板撤

单企业数量有34家，沪市、深市主板共计15家。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在上述企业中，一

些系二度闯关A股告败，包括柠檬微趣、木瓜移动、上海拓璞等。

白酒一度成为并购的热门资产，就连食用菌产业的众兴菌业（002772）也打起了卖白酒

的主意。6月20日晚间，众兴菌业发布公告称，公司拟收购贵州茅台镇圣窖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圣窖酒业”）100%的股权。这也是众兴菌业欲打造双主业发展的重要一步，但收购

计划能否成行以及未来双主业推进是否顺利仍有悬念。值得一提的是，标的圣窖酒业曾试图

联姻*ST园城，但曲线上市计划遗憾落空。

时间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8年 81.09万元 -274.67万元 -279.48万元
2019年 2833.12万元 1047.58万元 810.03万元
2020年1-8月 3394.94万元 1367.31万元 1014.8万元

众兴菌业近两年及一期业绩情况一览

拟购标的圣窖酒业经营情况一览

时间 营业收入 归属净利润 扣非后净利润
2019年 11.56亿元 0.68亿元 0.38亿元
2020年 14.83亿元 1.89亿元 1.47亿元
2021年一季度 3.96亿元 0.43亿元 0.3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