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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尚展示将易主 潮汕富豪林庆得上位

控股股东可能变更

10月24日晚间，易尚展示发布公告称，公

司于10月24日接到控股股东刘梦龙通知，其

正在筹划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林庆得转

让部分股权事宜。若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可能

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化。

根据易尚展示股权关系可知，截至6月

30日，刘梦龙持有易尚展示3225.03万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0.87%，为易尚展

示第一大股东；林庆得持有易尚展示773.8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5.01%，为

易尚展示第二大股东。

值得一提的是，刘梦龙在2018年就曾

筹划重大事项，彼时，刘梦龙与国有企业深

圳市鲲鹏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鲲鹏资本”）签署了《战略投资意向书》。

鲲鹏资本有意受让刘梦龙所持易尚展示部分

股份，成为易尚展示重要战略股东，易尚展示

实际控制人变动存在不确定性。2019年6月，

刘梦龙又欲引进深圳报业集团（以下简称“深

报集团”）为战略投资者。然而，无论是鲲鹏资

本还是深报集团，最终都没能成功受让刘梦

龙所持有的易尚展示股份。

针对公司相关情况，北京商报记者致

电易尚展示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但对方

电话并未有人接听。

接盘方资金力量雄厚

公告显示，林庆得系惠州市德威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威集团”）的创办人

及实际控制人，在房地产、建筑工程、投资

等领域拥有卓越见识和丰富经验。

公开资料可知，林庆得为潮汕地区极为

低调的一位大富豪，德威集团成立自2002

年，注册资金高达10亿元，主要以房地产开

发为主，集合资本运营、矿业投资、市政基础

设施投资、高端物业服务、餐饮等多元化产

业布局稳健发展。Wind数据显示，林庆得名

下有19家企业，其中，实际控制的企业有13

家。截至目前，林庆得旗下并未有上市公司，

若本次股权转让成功，林庆得将迎来首个

上市平台。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2019年底，易尚

展示就与德威集团曾签署过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以3D数字化展示、展厅、展馆建设、

3D智能家居、3D数字化新零售和智能制造

等业务的深度应用为契机，利用双方自身

的优势，深耕粤港澳大湾区业务，建立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

林庆得在今年3月起开始举牌易尚展

示。回溯易尚展示过往公告，林庆得于3月

24日以自有资金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增持易尚展示34.88万股股份，

增持均价为19.52元/ 股，增持后，林庆得合

计持有易尚展示773.8万股，持股比例达

5.01%，构成举牌。

资料显示，易尚展示是一家以文化创意

设计和三维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是国内较早致力于3D、AR、VR、

全息技术自主研发和商业化的上市公司，

公司主营业务由终端展示、循环会展、虚拟

展示、贸易服务及其他业务五部分构成。

今年上半年，易尚展示营业收入、归属

净利润均同比上升。具体来看，易尚展示今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69亿元，同比上涨

16.22%；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为3033万

元，同比增长56.27%。

实控人持股近乎满仓质押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刘梦龙所持易

尚展示股份还存在着近乎满仓质押的情

况。截至6月30日，刘梦龙质押股份数量达

3225万股，占其持有易尚展示股份的比例

为99.999%。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表示，控股股东近

乎满仓质押存在一定风险。“一般来说，质

押的股份数越多，后期在面临股票质押预

警时，所能补充质押的股票就越少，面临

的平仓风险也就越大。大股东高比例质押

有可能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和控制权的稳

定性。”

那股东持股满仓质押是否会对股权转

让造成影响呢？浙江信专律师事务所律师

娄霄云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股权质押后股东丧失了对股权的处置权，

在质押期间是不能转让股权的，但与质权

人协商同意的可以转让。

值得一提的是，易尚展示实控人刘梦

龙自今年以来两次减持公司股份，在业内

人士看来，刘梦龙或早生退意。

据了解，3月10日，易尚展示发布今

年以来首份减持公告显示，刘梦龙拟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

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

份不超过154.55万股（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1%）。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交

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股份不超过309.1万股（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2%）。

自此，刘梦龙走上了减持公司股份的

道路。9月25日，刘梦龙再次计划减持易尚

展示股份，拟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

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份不超过154.53万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

北京商报记者董亮丁宁

潮汕富豪林庆得在举牌易尚展示（002751）大半年后终于再次出手

了，欲进一步谋求上市公司实控权。10月24日晚间，易尚展示发布公告称，

公司控股股东刘梦龙正在筹划与林庆得转让部分股权事宜。若本次交易实

施完成，可能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化，这也将使林庆得迎

来首个上市平台。值得一提的是，易尚展示现实控人刘梦龙所持股份还存

在近乎满仓质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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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割裂安全隐患
AI家居难题待解

北京商报2021.10.25

北京商报讯（记者 石飞月）“万物皆可

AI”虽然还未实现，却已体现在众多厂商的

宣传语中。不管是智能音箱、智能门锁，还

是各种智能家电的厂商，都标榜自己的产

品关联AI技术。10月22日，众人期盼已久

的华为开发者大会2021成功拉开帷幕，鸿

蒙OS的升级也再次惊艳全场。而在10月

23日以“全屋智能 未来有迹可循”为主题

的全屋智能战略升级发布早餐会上，华为

消费者BG首席战略官邵洋同样也是全场

金句频出，更是立下了“华为全屋智能，实

现5年500万套，做空间智能化的领导者”

的“小目标”。

北京商报记者观察到，在消费者能接触

到的智能家居产品中，最为广泛应用的AI技

术就是语音识别、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尤

其是语音识别，几乎成了各大厂商关于AI最

为统一的输出点。

然而，语音助手毕竟不是人，不少用户

在使用这些产品时会发现，不少“聊天”内容

死板无趣，而且对于一些固定问题的回答永

远一致，被网友戏称是“人工智障”；此外，在

通过语音助手下达其他指令时，不少产品反

应缓慢迟钝，有时还会发生识别错误。

对此，小米公司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

记者分析，这是人工智能技术普及的必经之

路。通过有明确用户需求的产品品类率先培

养市场，引导用户尝试、体验智能设备，培养

用户使用习惯后，用户将会逐步建立属于自

己的人工智能设备体系。

除了产品智能化程度不够高，目前的智

能家居还存在无法形成生态闭环的问题。

据相关机构预测，到2025年，全球将有

超过630亿台物联网设备投入使用，智能家

居的场景和应用会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基于这样广泛的应用场景，用户对于

智能家居产品的诉求不仅是价格、功能，还

有如何能够串联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应用

闭环。

不过，现在的智能家居产品基本还是各

自为战的状态，虽然华为、小米等厂商都在

做自己的生态系统，但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

可以连接到某个系统中，对于消费者来说，

如果想实现生活场景的串联，势必要大规模

更换家里的电器和其他智能家居产品。“现

有连接协议非常混乱，彼此并不联通。”文渊

智库创始人王超说。

小米公司相关负责人指出，这是因为目

前很多品牌仅具备智能家居所需的部分能

力，大多数是硬件能力，硬件能够实现和传

统家居家电一样的体验，而收集来的用户使

用状态无法进行有效的处理和整合，无法实

现联动、场景化联动体验。

除了技术上尚未达到的目标，智能家

居行业要面对的另外一大威胁就是安全问

题。要实现产品的智能化和生态的闭环连

接，就离不开各种技术与网络的助力，然

而，智能家居的关联产品和个人、家庭生活

息息相关，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用

户隐私数据，一旦遭到黑客入侵，或者出现

其他技术漏洞，用户数据和隐私就会遭到

泄露。

此外，“很多智能家居产品的设计和制

作，都是生搬硬套的过程，加上一些传感模

块就标榜智能，但是并没有真正从消费者的

角度出发把产品做到实用、安全”。王超说。

像智能门锁这样的安防产品，如果技术不成

熟，或者设计不到位，就容易出现现实生活

中的安全问题。

商汤科技相关负责人指出，此前智能门

锁有两个痛点：一是“密码+指纹解锁”解决

方案暴露一些不足，比如，密码锁有被偷窥

或忘记密码的风险、指纹锁在使用中则有识

别率低以及无法解放双手等情况；二是当时

的2D面部方案在安全性上受到了很大挑战。

因此该公司推出行业内首款“3D面部识别智

能门锁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本身还处在发展、完善和升

级阶段，也面临着一轮‘良币驱逐劣币’的

淘汰洗牌过程。”家电行业观察人士许意强

总结道，AI的发展，不能成为一些智能家居

企业在市场上忽悠用户的概念和旗号，必

须要真正服务于用户，具备主动学习和服务

的能力。

四次递交招股书

三次折戟之后中国文旅集团又一次立下

了“战书”。10月22日，中国文旅集团再一次递

交了新的招股书，并更名为大湾区文旅康居

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招股书，大湾区文旅是一家文化旅

游物业开发商。同时，大湾区文旅也从事一系

列文化旅游业务，如提供文化旅游胜地相关

服务（包括酒店服务、景点咨询服务及景点管

理服务）、酒店咨询及管理服务及旅游代理服

务。根据仲量联行行业报告，按2020年广东省

江门和广东省房地产公司的住宅物业（包括

度假物业）合约销售总额计，大湾区文旅分别

排名第5及第220，在相关地区的市场占有率

分别约为4.5%及0.04%。

从财务方面来看，招股书显示，2018年、

2019年和2020年，大湾区文旅的收入分别为

3.35亿元、7.36亿元和9.68亿元，对应的净利

润分别为7260.5万元、1.04亿元和1.53亿元。

与此同时，大湾区文旅2021年前5个月的收入

为3.19亿元。

其实，此次已经是大湾区文旅第四次在

港交所公开递交招股书。早前，大湾区文旅分

别在2020年4月17日、2020年10月23日以

及2021年4月23日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

但均未能在6个月内通过聆讯，状态均显示

为“失效”。

“卖房”业务占总收入八成以上

销售度假物业占大头的大湾区文旅，却

要靠文旅业务来打出一片天地？根据大湾区

文旅招股书显示，度假物业发展为大湾区文

旅的核心业务分部。截至2021年8月31日，大

湾区文旅在恩平拥有包含18个度假物业发展

项目的组合，其中11个项目为已竣工、3个项

目为发展中及4个未来发展项目。

而从文化旅游业务方面来看，大湾区文

旅经营位于泉林黄金小镇的爱必侬泉林度假

村。该度假村为复星爱必侬独家管理的一个

酒店度假村，由泉林酒店别墅区与水禾田泉

世界、华侨公馆一期的一部分、悦湖湾二期的

一部分、那金谷景区及泉林黄金小镇内的配

套设施组成，收益主要来自租赁酒店客房、提

供餐饮及票务服务。另外，大湾区文旅还就英

德巧克力王国（由奥园集团拥有的文化旅游

胜地）的规划、设计及发展提供一站式景点咨

询服务。

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实在大湾区文旅的

收入中，文化旅游业务的占比要比销售度假

业务的占比少的多。根据其招股书显示，2018

年、2019年、2020年以及2021年前5个月，大

湾区文旅来自销售度假物业业务的收入占总

收入的比例分别为79.8%、80.7%、87.7%和

87.1%。而其来自文化旅游业务的收入占比分

别为20.2%、19.3%、12.3%和12.9%。

由此可见，大湾区文旅的销售度假物业

收入占比远远要超过文旅业务，大湾区文旅

更多的还是在靠卖房来换取收益，那么，为什

么大湾区文旅还要打着文旅IP的“旗号”冲刺

IPO呢？针对此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大

湾区文旅，但截至发稿还未收到回复。

知名地产分析师严跃进认为，这也是一

种企业经营商必然要经历的事情，因为当前

做文旅项目的企业，有时候做到最后要承受

资金方面的压力，所以必须要通过销售来进

行缓解。从大湾区文旅要打造文旅IP来讲，要

真正让市场认可其文旅业务，后续肯定还要

减少销售物业的收入，尽可能在文旅产业方

面形成比较好的导向。

能否实现IPO仍难说

一直坚持不懈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的大

湾区文旅，究竟能否在此次实现成功上市，也

成为了业内所关注的话题。

北京商报记者从其招股书看到，大湾区

文旅拟采取继续在现有土地储备上发展文化

旅游为重心的物业组合，同时继续扩展在大

湾区及现在并无业务的国内其他地区的项目

组合的策略，此外大湾区文旅还将采取把握

适当的策略收购机遇壮大以文化旅游业务等

策略。

与此同时，大湾区文旅还提出，拟采取透

过扩大文化旅游服务范围并推动文化旅游业

务多元发展，以及将泉林黄金小镇的成功经

验套用于国内其他地区，以达到持续发展大

湾区文旅的文化旅游业务的策略。从中也不

难看出，此次大湾区文旅也将要在文旅业务

方面多下功夫。

“从中国奥园来讲，现在的文旅板块非常

清晰，寻求具体板块上市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导向。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虽然现在大湾

区文旅上市面临着很大压力，但其确实在持

续推进这项工作。同时，大湾区文旅现在确实

需要各种产业支持，如果能够讲好这个故事，

那么对大湾区文旅来讲，其实还是会有很多

机会的。如果大湾区文旅向投资者宣传企业

一些经营理念、定位等，会让投资者对其的认

识更加清晰，至少在上市方面是加分的。”严

跃进坦言。

华美酒店顾问机构首席知识官、高级经

济师赵焕焱指出，上市是既定的目标，因此大

湾区文旅不会放弃IPO，因为上市不仅可以取

得发展资金，又可以实现混合所有制。而在未

来，大湾区文旅也需要针对聆讯的问题做出

令人满意的回复。

在业内人士看来，三次“战败”的大湾区

文旅此次能否顺利上市，仍然有待市场观察。

北京商报记者关子辰吴其芸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1-5月

79.8%

20.2%

2.67亿元

6771.4万元

80.7%

19.3%

5.94亿元

1.42亿元

8.48亿元

87.7%

12.3%

1.19亿元

2.78亿元

87.1%

12.9%

4109.4万元

销售度假物业 文化旅游

经历了三战三败后的中国文旅集团仍然没有放弃，第四次向港交所递交了招股书。10月24日，北京商报记者了解

到，中国奥园旗下的中国文旅集团再次递交了新的招股书，并更名为大湾区文旅康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湾

区文旅”）。而在此之前，中国文旅集团赴港上市申请已经三度折戟。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其招股书显示，2018年、2019

年、2020年以及2021年前5个月，中国文旅集团来自文化旅游业务的收入占比分别仅有20.2%、19.3%、12.3%和

12.9%。对比可知，中国文旅集团对销售度假物业板块的依赖性正在加剧。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文旅集团第四次究竟

能否成功上市，恐怕也很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