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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汇发展不能
肥了大股东饿着小股民

周科竞

放着国内低价猪肉不买，非要大量采购境外大股东的猪

肉，双汇发展的举动引发投资者非议。本栏认为，双汇发展不能

只想着大股东的利益，应该首先把上市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样才能对得起公司的所有股民。

国外猪肉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先不说到了是否还新鲜，就

说这价格，也比国内猪肉贵上很多。那么，双汇发展为什么非要

舍近求远地进口境外猪肉呢？如果换做是从双汇发展大股东的

角度看，似乎就能得到答案。当国内猪周期处于巅峰的时候，猪

肉价格高企，双汇发展需要进口大量猪肉生产火腿肠，此时境

外大股东也势必开足马力，全力养猪，结果当国内的猪肉供过

于求的时候，境外大股东的猪肉也有大量库存，人家也卖不掉，

但是作为双汇发展的大股东，总是有一定的“特权”的，就非要

让上市公司买它的猪肉，双汇发展的高管又怎么敢得罪大股

东？于是就有了国内猪肉价格明明很低，双汇发展依然要大量

进口猪肉的结果。

那么问题来了，双汇发展作为一家公众公司，究竟是大股

东的利益至上，还是上市公司的利益至上？公司高管是应该听

大股东的话，还是应该根据上市公司的利益做出决策？

本栏认为，双汇发展和大股东之间的购销猪肉，已经属于

关联交易，而且金额并不低。试想，如果这样一份舍近求远的购

买方案经过股东大会的分类表决会是怎样的结果呢？在大股东

弃权的前提下，由其他股东和中小股东两类投票，本栏认为，在

这样的投票结果中，这样的交易方案可能很难被通过。因此，双

汇发展的大量进口猪肉决策值得商榷。

此外，双汇发展先融资然后又分红80亿元的做法也有问

题。再融资实际上是通过增加股份获得现金，而大比例现金分

红则是在不减少股份的前提下，股东拿走现金，由于大股东持

股最多，那么80亿元现金分红大股东拿走的最多，而再融资稀

释的股份，则构成了大股东的变相减持行为，这种操作显示出

了极高的财技，中小投资者也相当于是按照市场价购买了大股

东的部分持股。

所以本栏说，双汇发展的操作极大地照顾了大股东的利

益，而忽视了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如果双汇发展不进口高价境

外猪肉，而是买入境内低价新鲜猪肉，那么其产品价格和产品

质量都会有更强的竞争力，上市公司获得的利润也会更高，唯

一不开心的或许只有大股东看着大量的猪肉库存卖不出去而

发愁。所以，如果大股东真的想把境外猪肉卖给双汇发展，应该

给出足够有竞争力的价格和质量保证，然后通过股东大会分类

表决，否则直接让上市公司高价接盘，不仅不厚道，还侵犯了其

他股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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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实控人抢公章 海伦哲武力夺权引关注

北京商报2021.10.12

深交所发函追问

10月11日，海伦哲收到了深交所下发的

关注函。

深交所表示，有媒体10月9日报道称，从

海伦哲现任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金诗玮处了

解到，原实际控制人丁剑平于10月9日上午

抢走公司公章及财务章并提出全面接管公

司。当天，丁剑平带了两车保安到海伦哲，公

司现任董秘报了警，海伦哲附近的派出所也

出了警。

针对上述情况，深交所要求海伦哲说明

上述媒体报道是否属实，如是，说明上述事项

对公司治理、日常经营管理的影响以及公司

已采取及拟采取的措施，同时核实说明公司

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公平的情形。

另外，深交所还要求海伦哲说明目前公

司公章、财务章等印章及证照管理的具体情

况，相关管理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存在缺陷，

目前公司的董事会及管理层是否能够有序运

作，内部控制是否能够有效实施，信息披露能

否正常进行。

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公章被夺取事件属于重大事项，上市公司

方面应该在第一时间进行对外披露，保障投

资者权益。

交易行情显示，10月11日，海伦哲小幅高

开0.52%，开盘后公司股价迅速下挫，一度跌

超3%，截至当日收盘，公司收跌2.62%，股价

报3.71元/股，总市值为38.62亿元。

针对上述情况，北京商报记者10月11日

致电海伦哲证券部进行采访，对方工作人员

表示，还是以公司指定官方披露信息为准。

10月11日，网上流出的一份金诗玮个人

声明显示，强烈谴责丁剑平等人员公然抢夺

公司财产的非法行为，该非法行为已严重影

响上市公司的正常运营和公司治理，对公司

造成极大损失，自2021年10月9日起，公司所

涉全部公文、文件及公司管理行为和经营行

为均未经本人及董事会授权，不具有任何法

律效力。

控制权之争白热化

伴随着丁剑平武力夺权，海伦哲控制权

之争也进入白热化。

据了解，丁剑平与金诗玮的恩怨还要从

2020年4月讲起，彼时海伦哲实控人为丁剑

平，不过上市公司披露公告称，第一大股东江

苏省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电研

究所”）要将5%的股份转让给中天泽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泽集团”），此外

机电研究所以及丁剑平还将持有剩余股权的

表决权委托给中天泽集团行使，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实控人变更为金诗玮。

股权关系显示，机电研究所、中天泽集团

分别是丁剑平、金诗玮控制企业。

不过，上述交易还有一个条件，即中天泽

集团方面之后还将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

份，进一步巩固控制权。但在今年4月2日，海

伦哲发布了终止定增公告，称鉴于目前相关

监管政策、资本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公司综合

考虑实际情况、发展规划等诸多因素，决定终

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之后，丁剑平开始将金诗玮方面诉诸法

庭，要求撤销此前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目前该

案尚在诉讼程序中，而市场也纷纷猜测，终止

定增恐是双方“翻脸”的导火索。

截至今年上半年，机电研究所仍是海伦

哲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15.64%；中天泽集

团为第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为6.09%；丁剑平

为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为4.34%。

从股权关系来看，表决权委托与否将直

接决定海伦哲控制权归属。针对相关问题，北

京商报记者分别致电中天泽集团、机电研究

所方面进行采访，其中中天泽集团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会将采访诉求告知负责人，不过截

至记者发稿，对方并未回复；机电研究所方面

电话则无人接听。

资料显示，海伦哲2011年登陆创业板，上

市之初公司主要从事研发、生产经营高空作

业车，2012年开始进入军品及消防车的研发

和生产经营业务领域，目前公司也从事LED

显示屏智能驱动电源和小间距LED显示面板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020年以及2021年上半年，海伦哲实现

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4.68亿元、2390万元。

北京商报记者马换换

年内逾40股重组失败 问题出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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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夺取控制权的戏码在A股再度上演。10月11日，就网传原实控人抢走公司公章

及财务章一事，海伦哲（300201）收到了深交所下发的关注函，要求公司说明上述情况是

否属实，公司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公平的情形。回溯海伦哲历史公告，公司控制

权争夺战早已打响，今年4月公司原实控人丁剑平就将现任实控人金诗玮方诉诸法庭，要

求撤销表决权委托协议，而这也将直接决定上市公司控制权归属。如今，伴随着丁剑平方

武力夺权，海伦哲控制权之争也进入白热化，未来该事件将走向何方也引发市场关注。

部分个股业绩承压

筹划未足月，吉电股份重组事项最终黄了，这也

使年内终止重组的个股队伍再次扩容。经北京商报

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10月11日，A股年内已有47只

个股重组事项折戟。

10月10日晚间，吉电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决

定终止筹划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据了解，

吉电股份原筹划向中国电力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

的部分清洁能源资产，并同时募集配套资金。公司

股票自9月16日起停牌。筹划不足一个月，该事项宣

告终止。

吉电股份表示，由于交易双方对交易核心条款

未能完全达成一致，考虑到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及

公司未来的长远发展，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终止筹

划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针对公司相关情况，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吉电股

份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对方工作人员表示，“领导

在出差，不方便接受采访，一切以公司公告为准”。

除了吉电股份，经北京商报记者统计，年内还有

弘宇股份、风神股份、未来股份、日盈电子等46股重

组事项告败。其中，瑞泰科技、沙钢股份、京城股份3

股是在上会阶段遭到并购重组委否决，其他个股均

为自己主动终止。

在上述个股中，部分个股业绩承压明显，投融资

专家许小恒认为，这可能是公司急于重组的原因之

一，拟通过注入新资产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诸如近三年两亏的ST九有。财务数据显示，

2018-2020年，ST九有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24.73亿

元、3.13亿元、1.93亿元，营业收入连年下滑；对应实

现的归属净利润分别为-2.71亿元、-3360万元、

2039万元。

2020年刚刚实现扭亏，ST九有今年上半年净利

又亏损了。2021年半年报显示，ST九有2021年上半

年净利亏损3941万元，同比下降97.14%。

跨界重组不理想

据了解，今年7月，ST九有拟购买北京和合医学

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不低于51%的股权，进军医

疗诊断业务。但事项筹划不足半个月，由于标的资产

股东人数众多、股权结构分散、股东各自利益诉求不

一等原因，交易双方未能就重要交易条款达成一致

意见，最终以失败告终。

资料显示，ST九有目前通过各子公司开展主营

业务。各子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广泛，按行业分包括公

关营销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直播服务、商品零售

业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而上述重组标的主营

业务包括医学检验科医疗服务、技术推广服务、医学

研究和试验发展等，可以看出，ST九有系跨界重组。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年内重组终止的个股中，跨界

重组的个股不在少数。

诸如，主业为纺织服装业务的美尔雅于2020年7

月起开始筹划收购医药零售行业优质资产甘肃众友

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3.11亿股股份，筹划近一年

时间，今年7月3日，美尔雅宣告终止该事项。

同样从事服装行业的棒杰股份则把目光投向了

AI行业。据了解，棒杰股份原拟与深圳市华付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51%的股权进行资产置换，但该事项最

终同样以终止告终。此外，华嵘控股、风范股份等个

股均于今年跨界重组失败。

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王晨光在接受北京商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多家上市公司跨界重组失败有

多方面原因。首先面临的是监管层对跨界重组的审

核越发从严。其次，近年来许多上市公司跨界重

组情况不甚理想，也使收购双方存在一定顾虑。此

外，王晨光指出，跨界重组存在的风险也较高。“被

并购企业如果从事与上市公司完全不相关的业务，

对上市公司来说，公司协同性问题将受到巨大考

验，日常经营管理等各方面都并非易事。”王晨光

如是说。

多股已筹划重组数次

值得一提的是，ST九有已并非第一次筹划重组

事项。2020年8月，ST九有筹划收购恩施州铁路有限

公司未果。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年内重组失败的个股

中，存在多次筹划重组经历的还有很多。

以近期公告终止重组的龙溪股份为例，龙溪股

份在八年内三度重组折戟。2014年、2016年、2020

年，龙溪股份三次筹划重组事项，但均未果。

同样多次筹划重组的个股还有和科达，于2016

年登陆A股的和科达上市以来筹划三次重组，但同

样均以失败告终。

具体来看，2017年2月，和科达发布停牌公告，并

于当年5月披露收购标的为深圳市宝盛自动化设备

有限公司100%股权，筹划8个月，由于对标的资产估

值及作价方案最终未能达成一致，和科达终止该事

项。2019年4月，和科达再次筹划重组，这次重组标的

变更为湖北东田光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拟收购其

100%股权，两个月后，该重组事项折戟。2020年10

月，和科达第三次筹划重组，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方式购买弗兰德科技（深圳）有限公司100%股权，

遗憾的是，上述事项仍以失败告终。

王晨光表示，多次重组的公司在重组时监管也

会加大审核力度，过去并购经历在重组过程中可能

会造成影响。此外，随着北交所设立、科创板设立及

创业板改革，中小市值的优质标的目前有了更为畅

通的上市通道，更多选择去独立上市，上市公司找到

适合的优质标的进行重组的难度也随之增大。

北京商报记者董亮丁宁

随着吉电股份（000875）重组终止，年内重组失败的个股又添一例。10月10日晚间，吉电

股份公告称，公司终止筹划向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力”）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经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年内已有47股重组事项告吹。记者还注意到，年

内重组失败的个股中，如美尔雅、棒杰股份等多股系跨界重组。此外，像龙溪股份、和科达等

多只个股已多次筹划重组，均以失败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