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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炒作闹剧完全是个笑话
周科竞

獐子岛总能刷新投资者对于想象

力的认知，这种炒作让投资者感到不

解，但这样的无厘头炒作却屡屡上

演，如果连如此离谱的传言都能作为

A股炒作的理由，那么A股何来的价值

投资？

汤加火山爆发，有传闻称太平洋的

扇贝会涌入獐子岛，可笑的是，市场竟

然真的买账，獐子岛的股价真的大涨

了，而后公司予以澄清，股价出现重挫，

这一系列的操作，是投资者在胡闹，还

是大资金有意为之？公司对此是默许还

是兴奋？总之，獐子岛才是真正的“妖”

股，涨跌皆有可能，扇贝来去均属合理。

关于网络上流传的新段子，明眼人

都应该有个基本的判断，玩笑而已，谁

会当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段子，让獐

子岛收获了一个涨停板。

这件事情的本质并非段子本身，而

是如此可笑的一个段子，竟然也能成为

獐子岛股价炒作的理由，正所谓想睡觉

就有人送枕头。

众所周知，散户即便真的相信了网

上流传的段子，也没有能力把獐子岛的

股价推上涨停板并且封住涨停，因此，

还是有大资金在其中推波助澜。那么，

如果说散户还有一点点可能是真的受

到了流传的段子误导，这些千万级甚至

上亿的游资可能会没有基本的判断吗？

显然不是，他们只是把这个段子当成了

一个炒作的由头，目的就是为了通过短

炒股价获利。

但这样的炒作闹剧尤其要引起监

管层的注意，连一个如此荒谬的段子都

能被当成炒作的理由，还有什么是这些

游资不能炒作的呢？对于他们而言，拥

有了资金优势，就等于拥有了操纵股价

的能力，尤其对于绝大部分中小盘股而

言，只要他们想炒作，就一定能炒得起

来，完全不需要理由，这样的投机市场

对于A股市场的伤害是巨大的，而且其

中还可能涉嫌违法违规的问题。

对于当前炒作题材看不懂的獐子

岛，投资者还是应该以避险为主，毕竟

公司的业绩亏损，每股净资产为负值，

这样的公司并不值得投资者投入太多，

而且即使按照传言所说，每股收益提升

100%，不过是提高到0.042元之上，那么

其市盈率依然高达100倍左右，这样的业

绩也不足以支撑公司股价上升，毕竟汤

加火山不可能每年都爆发，而且就算每

年都爆发，谁又能保证太平洋有没完没

了的扇贝游向獐子岛呢？

就算扇贝回来了，这也是一次性的

意外事件，引发的利润提升也是一次性

的，不能作为公司股价上涨的依据。关

键这个扇贝是不是真回来了谁也说不

好，而且预制菜这个事情，其实也存在

很多不确定因素。

严格地讲，最有优势发展预制菜的

企业不是獐子岛，也不是国联水产，而

是各大超市，超市有各种原材料，肉蛋

奶菜，什么都有，而且可以每日加工当

日销售，新鲜度也是最好的，所以本栏

说，獐子岛的预制菜并没有太强的竞争

力，只要超市感受到了预制菜的需求，

瞬间就可以抢走一大块预制菜的市场，

那时候预制菜的概念股都会受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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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先后入局

根据央行成都分行披露的信息，四川征

信注册资本5亿元，由四川金融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金控”）出资49380万元，

持股98.76%；遂宁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

资620万元，持股1.24%。公司董事长、法定代

表人为张宏宇。

在经营范围方面，四川征信主要围绕企

业征信业务开展企业管理咨询、企业信用修

复服务、企业信用管理咨询服务以及企业信

用评级服务等。

更早之前，央行上海分行于1月11日公示

了上海市联合征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联

合征信”）企业征信机构备案情况。信息显示，上

海联合征信注册资本2亿元，由上海联合产权交

易所有限公司全资控股。上海联合征信党委书

记、董事长为周小全，总经理为蒋玮芳。

深圳征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

征信”）则于1月10日正式完成备案。根据央行

深圳市中心支行介绍，深圳征信由深圳市国

资委全资控股的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全额出资，注册资本2亿元。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央行一直致

力于规范征信行业发展，而早在2020年，央行

在部署当年征信重点工作时，便提出要抓住战

略机遇，推动地方征信平台建设，完善“全国+

地方”双层发展体系。2021年，央行印发《关于

进一步推动地方征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

再次明确加快推进地方征信平台建设。

除了前述地区外，全国还有多个省市正

在积极推进地方征信公司建设。例如，央行兰

州中心支行在2021年12月对甘肃征信股份有

限公司备案企业征信机构进行了公示，该公

司股东包括甘肃金融控股集团、甘肃股权交

易中心等。央行沈阳分行也在同月披露，在继

续完善现有地方征信平台基础上搭建省级地

方征信平台，实现多个城市地方征信平台信

用信息共享共建。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各地建

设省、市级地方征信平台分别为10家、40余

家，支持65.38万户小微企业获得信贷2.34万

亿元。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盘和林指出，我国正在形成多层次的征信体

系，通过从国家到地方征信平台的建设，完

善、丰富征信体系，以征信系统督促市场主体

合规守法，为建立信用契约型社会提供助力，

有利于社会诚信体系的形成。

“地方征信平台的设立能够非常好地对

应央行规划中关于数据的发展目标，针对地

方实际情况形成可用、稳定的数据产品，并向

金融行业有序合规开放，能够给金融机构提

供系统的、准确的、合法合规的企业数据，推

动金融服务提质增效。”江苏苏宁银行金融科

技高级研究员孙扬进一步解释道。

破解中小微融资难题

从各地方征信平台的股东背景和业务范

围来看，相关机构背靠所在地国资企业，由多

方监管部门协力推进，主要通过归集、打通地

方企业、民生、公共事业等领域数据，形成征

信产品和服务，以此为金融机构赋能。

在深圳征信的建设中，采用的就是“政

府+市场”的建设模式，围绕解决中小微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题，归集分散

在各政府部门和公共事业单位之间的企业

信用信息和相关经营管理数据。截至1月10

日，深圳征信已完成对37个政府部门和公共

事业单位5.42亿条涉企信用数据的归集，实现

深圳380多万家商事主体全覆盖。

孙扬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地方政府和相

关行业过往已经有一些零散的数据开放动

作，但还是面临数据收集、使用不够规范和标

准的问题，金融机构在调用数据时，还需要重

复开发接口或多头对接。相较于地方建设大

数据平台，地方征信平台“持证上岗”，是在央

行的征信管理规定之下归集数据，面向金融

机构标准化、合法合规地进行数据开放。同

时，地方性征信平台也将结束地方数据无序

开放的情况，能够让地方政府实现统一的规

划、经营区域的企业数据。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通过地方征信平台，

就可以精准调用小微企业数据并进行后续授

信工作。盘和林表示，地方聚焦的信息维度和

国家、企业征信的维度各不相同，如地方征信

更加关注养老、社保、税收，有些数据不适合

市场主体获取。此外，地方征信平台可以通过

深化数据归集、加工整理，推动解决中小微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对中小企业信用通

过不同维度数据的采集，强化中小微企业信

用评定。

北京商报记者岳品瑜廖蒙

新年伊始，地方性征信平台建设正在加速推进。1月19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

到，央行成都分行于1月18日发布关于对四川征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征信”）

企业征信备案的公示。这也是2022年以来，继深圳、上海后，第三个在地方性征信平

台建设方面展现新动态的地区。在业内人士看来，地方性征信平台的建设能够结束

地方数据无序开放的情况，切实解决当地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