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市公司重要股东等增持自家股票被认为是一种“护盘”的常规操作，最终的增持结果

也备受关注。北京商报记者通过Wind数据统计发现，截至12月23日，年内共254家公司合计

552名股东或高管有增持计划，其中六成以上已兑现承诺。但也有增持“画饼”的情况，目前

有7股的增持成了“空头支票”，恒泰艾普等公司的股东均是一股未买。这些“食言”行为背后

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记者梳理发现，“食言”的类型包括缺钱型、甩锅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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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板股集体跌停不意外
周科竞

连续涨停的妖股集体跌停，出现这样的情形并不意外，毕竟

它们的业绩和成长性无法支撑连续上涨的股价，而且过度地无

厘头炒作连续涨停股票对其他好股票也不公平。

本栏曾说过有真东西的妖股才是真好，现如今，没有真东西

的妖股集体跌停。投机炒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股票高价卖给别

人，现如今股价已高，关键就是什么时候卖给别人。卖给别人的

关键因素是看散户投资者，因为所谓卖给别人，主要指的就是

卖给散户投资者，当有散户投资者集体接盘的时候，庄家才有

可能出逃大量的筹码，如果实在找不到大量散户接盘，那么就

只能让股价高位跳水，把货出给抄底的短线买盘，然后最好能

够股价跌停，防止已经进场的短线客止损卖出，同时也阻止其

他持股的散户投资者出局。

为什么现在的妖股出逃都喜欢直接封住跌停板？因为现

在的散户投资者也都不傻，只要看到走势不对，就会割肉出

局，所以庄家必须要利用交易制度把散户投资者扣在板里。

只要庄家大单封死跌停，散户投资者就算挂跌停板卖出，也

会因为时间优先排队在庄家之后，那么庄家就能和所有的抄

底买盘成交，次日如果庄家继续封死跌停板，其他散户投资

者还是无法卖出，哪怕散户投资者第一时间申报跌停板卖单

也很难成交。

所以对于炒作妖股的投资者来说，不必介意涨跌停板究竟

是10%还是20%，对于庄家出逃时的走势基本没有影响，庄家只

要不出现惜售心理，跌4天10cm和跌2天20cm结果是一样的，投

资者在炒作妖股的时候，选择右侧交易非常危险，而进行右侧

交易却是很多投机者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因为过去进行右侧交

易总是比左侧交易更好。

本栏认为，如果散户投资者一定要进行妖股炒作，那么还是

应该选择左侧卖出，即不要等到股价下跌之后再采取卖出申

报。而是应该每天都思考为什么还要持有这个股票，如果找不

到持有的理由，那么就立即卖出，即使股价看起来还是封死涨

停板。股价从涨停直接封死跌停，并非不可能，历史上也曾经出

现过。

最好的方案还是进行价值投资，不要炒作这些没有优质业

绩支撑的妖股，哪怕股价看起来上涨几倍，但只要投资者追涨

买入，庄家就能立即结束涨势。

有几个事情投资者其实并不明白。第一，散户投资者的想法

基本都差不多，这就是人称的散户思维。第二，庄家虽然看不到

个人投资者账户的持仓情况，但是却能看到散户群体的整体持

仓，因为除了他的，都是散户的。第三，散户投资者虽然人数众

多、资金量庞大，但是却没有自己的判断，总是人云亦云，很容易

被庄家误导，所以散户群体大概率亏损，哪怕是在牛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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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

涉专利侵权 熵基科技IPO刚过会就被告

缺钱、甩锅 年内7股增持成“空头支票”

北京商报2021.12.24

六成增持计划已兑现

据Wind数据统计，A股上市公司中，截至

12月23日，年内共有254家上市公司合计552

名股东或高管等有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从整体进展来看，多数公司股东或者高

管等都已兑现承诺。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

12月23日，共有346名公司股东或高管等已经

完成增持承诺，占年内增持股东或高管等数

量的比例约62.68%。

还有一部分公司的股东或高管等的增持

计划正在进行中，涉及到南钢股份、花园生

物、伟明环保、杭州高新等公司。据了解，南钢

股份于2021年11月18日收到控股股东南京南

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钢联”）

的《告知函》，南京钢联计划自此次增持计划

披露之日起12个月内，以自有资金择机增持

本公司A股股份，累计增持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1亿元、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2021年11月

25日-12月10日，南京钢联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

1436.4043万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0.23%，已支付的总金额约5198.16万元（不含

交易费用）。

相比之下，不少公司股东或高管等的增

持却成了一张“空头支票”。以恒泰艾普为例，

该公司曾于2021年6月7日披露《关于收到山

能发电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告知函的公告》，关

联方山西山能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能

发电”）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公司价

值的认可，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法律法规

认可的其他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为

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

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

价格波动情况及二级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

施增持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实

施完成。而上述增持计划于2021年12月6日届

满，山能发电在承诺期限内增持公司股份0

股，未完成本次增持承诺。

这并非孤例。今年1月14日，*ST实达披

露了《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关联方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昂展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的关联方北京昂展关联方实达信息计

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不少于

实达集团已发行总股份的1%且不超过2%的

股份，期限为自2021年1月13日起不超过6个

月。截至今年7月13日，实达信息未增持公司

股份，未能完成本次增持计划。

据Wind数据统计，除了恒泰艾普，*ST实

达外，*ST米奥、*ST新亿、*ST环球、游族网

络、凯撒旅业6家公司的股东或高管等也存在

在承诺期内未完成增持计划的行为。

“画饼”理由五花八门

这些股东或者高管等对于“失诺”行为给

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北京商报记者梳理

发现，“食言”的类型包括缺钱型、甩锅型等。

首先是缺钱型。对于一股未买的原因，

山能发电给出的理由为“由于自身业务发展

需要，加大对清洁能源发电项目投资力度，

造成公司资金压力，融资渠道受限，截至公

告日未实施增持计划。在此期间公司一直协

助控股股东山西能源总公司处理被法院列

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历史遗留债务问题，由于

遗留债务发生时间久、数量多，致使处理难

度加大，也造成一定的资金压力，影响了增

持计划”。

甩锅型的案例较多。彼时*ST实达发布的

公告显示，增持计划发布后，实达信息积极筹

措资金，但由于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实达集团

股价频繁出现波动，实达集团2020年年报及

2021年一季报于2021年4月30日方披露，实

达信息关联方北京昂展发生被动减持。综上，

实达信息未增持公司股份，未能完成本次增

持计划。

凯撒旅业和*ST实达有相似的说法。公开

信息显示，今年1月11日，彼时凯撒旅业公告

称“公司董事长刘江涛计划于未来6个月内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数量不

低于50万股且不超过100万股”。但截至7月

10日，刘江涛未能兑现承诺。凯撒旅业的公告

显示“刘江涛承诺的增持计划实施期内，因公

司定期报告敏感期及重大事项敏感期影响，

其未能按计划实施增持”。

香颂资本董事沈萌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或高管等

提出增持计划，主要是认为二级市场股价处

于低位，为了提振投资者信心。因此当股价重

新回到相对稳定合理的价格区间后，增持计

划的目的已经达成，实际增持行为的需求减

低，有可能出现没有如期增持的结果。如果股

价回升是受市场环境或板块表现的影响，那

么即使不增持，投资者也不会过多在意，但

如果股价回升是受增持消息推动，那么不增

持，可能股价仍会因为缺少后续支撑动作而

回落，对投资者影响很大，容易造成投资者

不满。

在投融资专家许小恒看来，增持是稳定股

价的一种利器，股东或高管等欲通过增持行

动来表达公司管理层对公司未来发展的看

好，显示信心，并做表率。因而市场对于上市

公司、公司高管以及股东购买增持自家股份

的信息是非常关注的。不过，“食言”的行为也

会伤害到公司信誉度和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

北京商报记者刘凤茹

熵基科技被告侵权专利

汉王科技的一则提起诉讼公告，将IPO公司熵基

科技推上了风口浪尖。

12月23日早间，汉王科技披露公告称，公司于近

日就人脸识别相关发明专利被侵权案件向北京知识

产权法院提起诉讼，并于12月21日收到北京知识产

权法院出具的9份《民事案件受理通知书》。

据汉王科技介绍，上述9起诉讼中，原告均为汉

王科技，其中8起案件的被告为熵基科技、北京京东

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剩余1起案件的被告为厦门

熵基、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对于诉讼事实与理由，汉王科技表示，公司在人

脸识别领域拥有多项核心技术及自主知识产权，生

产的产品在领域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公司于2008

年6月25日申请了名称为“一种斜坡式图像获取装置

及人脸识别系统”的发明专利，该专利授权公告日为

2016年3月23日。

近期汉王科技发现熵基科技或其全资子公司厦

门熵基生产的IFACE102/302/702/702-P等9种型

号的产品侵犯了公司上述发明专利，北京京东世纪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全国范围销售上述侵权产品。

上述9起诉讼案件分别对应9个型号的侵权产品，北

京市长安公证处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保全证据公证并

出具了公证书。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被告之一熵基科技目前正

处于IPO关键阶段，公司欲闯关创业板，并在今年12

月2日上会获得通过。

对于汉王科技的上述指控，12月23日，北京商

报记者也致电熵基科技董事会办公室进行采访，对

方工作人员表示，公司目前还未收到相关诉讼文

件，也是在当天早上通过汉王科技公告得知被告，

目前公司内部正在核实相关情况，也在积极跟法院

沟通。

索赔额是上半年净利的1.5倍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此次诉讼案件中，汉王科

技要求的赔偿额并不低，合计1.1亿元，是熵基科技今

年上半年净利的近1.5倍。

汉王科技表示，公司请求法院判令上述9起案件

的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专利权的行为，即立即停

止生产、销售侵权产品；此外，判令上述9起案件的被

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1.09亿元、维权合理

支出公证服务费共计136.87万元、侵权产品购买成

本共计1.01万元，合计约1.1亿元；请求判令上述9起

案件的被告承担案件诉讼费。

根据熵基科技披露的招股书，2018-2020年以

及2021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约为16.55

亿元、17.51亿元、18.01亿元、9.2亿元；对应实现归属

净利润分别约为1.31亿元、1.83亿元、1.86亿元、

7366.88万元；对应实现扣非后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

1.23亿元、1.79亿元、1.77亿元、6471.9万元。

经北京商报记者计算，1.1亿元是熵基科技上半

年归属净利润的1.49倍，是上半年扣非后归属净利

润的1.7倍。

招股书显示，熵基科技是一家以生物识别为核

心技术，专业提供智慧出入口管理、智慧身份核验、

智慧办公产品及解决方案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其

中智慧出入口管理产品也是公司的拳头产品，在报

告期内贡献营收占比近七成。

数据显示，2018-2020年以及2021年上半年，智

慧出入口管理产品实现营业收入分别约为10.68亿

元、11.97亿元、12.76亿元、6.41亿元，占主营业务收

入的比例分别为64.63%、68.5%、70.93%、69.81%。

并非年内首例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这已并非近期首家IPO公

司由于专利纠纷被诉诸法庭，此前帝科股份就披露

称，重组标的由于专利纠纷将聚和股份告上法庭，而

聚和股份也在IPO阶段。

具体来看，今年9月，帝科股份发布一则公告显

示，公司重组标的江苏索特就聚和股份侵害发明专

利权纠纷提起国内、国外两项诉讼，其中国内诉讼要

求聚和股份赔偿1.98亿元，而聚和股份彼时正在排

队科创板。

相比聚和股份净利，1.98亿元的赔偿款也并非小

数目，经北京商报记者计算，聚和股份2018-2020年

合计净利才2亿元。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发明

专利权纠纷不同于其他诉讼纠纷，大多数会得到监

管层的重点关注，并且一般涉及金额也较大。

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进而指出，除了可能面临

巨额赔偿款之外，侵权产品对被告人营收的贡献情

况也很重要，如果占比较高，可能会对公司盈利能

力、后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不良影响，这些都是公司

需要面临的问题。

据熵基科技招股书，公司不少产品均用到了人

脸识别、虹膜识别，不过无法计算被告侵权产品占

公司营收的比例。针对所涉诉讼产品的具体情况，

熵基科技工作人员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公司内部

正在核实，如果有必要公司会在更新披露的招股书

中进行披露。而对于该诉讼是否影响公司提交注册

以及何时提交注册的相关问题，对方工作人员则表

示，“这个不由公司把控，是根据深交所那边的安排

来进行”。

北京商报记者马换换

A股年终红黑榜系列策划6

继聚和股份之后，又有IPO公司由于专利权纠纷被上市公司告上法庭。12月23日早间，汉王

科技（002362）披露了一则提起诉讼公告，称公司于近日就人脸识别相关发明专利被侵权案件向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包括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熵基科技”）、北京京东

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厦门熵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熵基”），其中厦门熵基系熵基科

技的全资子公司。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被告之一熵基科技目前正在闯关创业板，

并且公司在今年12月刚刚上会获得通过，目前尚未提交注册，上述侵权事项是否会对公司IPO进

展造成影响也引发市场关注。12月23日，熵基科技方面回应北京商报记者称，公司还未收到相关

诉讼文件，相关消息也是从汉王科技公告得知，目前公司内部正在核实相关情况。

年内部分增持未完成案例相关情况一览

证券简称 拟增持股东名称 拟增持金额/股份比例/股票数量 增持结果 原因

恒泰艾普 山西山能发电有限公司 1.5亿-3亿元 0购买 资金压力

*ST实达 福建实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2%股份 未增持 股价波动、定期报告敏感期

凯撒旅业 时任董事长刘江涛 50万-100万股 未增持 定期报告敏感期及重大事项敏感期影响

*ST环球 实控人关联方 5%-10%股份 增持0.43%，未完成 未明确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