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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半闯关北交所 11家企业迎IPO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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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因素决定海天味业股价走势
周科竞

国庆假期期间，海天味业的股东们过

得是提心吊胆，受添加剂风波的影响，节后

公司股价的表现让股民们担心不已。在本

栏看来，决定海天味业股价能否承受住压

力测试的因素有三点，机构投资者的态度、

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层的护盘决心以及散户

投资者的选择。

首先，机构投资者的态度无疑是最重

要的，因为他们持股集中，虽然从总量上看

不一定比散户投资者持股更多，但是如果

机构投资者态度集中，容易形成合力。

从海天味业的持股机构数量看，持股

基金大约469只。公募基金在策略选择上很

多都是听投资总监的，而投资总监也有自

己的内部交流，他们也参考行业研究员的

意见，所以说，基金经理最后的执行策略，

大概率都是雷同的，而私募基金等其他机

构也会参考公募基金的意见，所以最终这

些机构数量虽然不多，但决策基本相同，

故他们对于海天味业的走势具有很强的决

定性。

当然，除了持股机构之外，还有空仓机

构的态度，空仓机构也有可能借机逢低吸

纳，如果空仓机构认为问题并不严重，股价

不会持续下跌，那么空仓机构的抄底动作

也会支撑住股价，所以本栏说，机构投资者

对于海天味业的股价走势影响最大。

其次，上市公司以及大股东的态度也

很重要。因为上市公司的态度可以影响到

广大投资者的信心，假如上市公司能够给

出很有说服力的澄清公告，并附加上市公

司回购或者大股东增持等举措，那么也能

让投资者对公司后市充满信心。

在10月9日晚间，海天味业在披露的澄

清公告中表示：“海天味业产品销往全球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

际市场，公司均有高中低不同档次的产品，

均销售含食品添加剂的产品及不含食品添

加剂的产品。”这是对此事件最直接的回

应，更能表现出上市公司的一种积极护盘

的态度。很明显，海天味业不希望此事件对

公司的股价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

不过，本栏认为，这样的澄清公告力度

并不够大。如果大股东再追加一个承诺，增

加三年内不减持股份，将能让投资者更具

有持股信心。或者大股东、公司管理层等抛

出一份拟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也能让公

司的澄清公告更加具备说服力。

最后，则是散户投资者的选择。从总量

上看，散户投资者的持股量一定是最大的，

但是散户的问题就在于心不齐，做不到统

一步伐，而且很多都是“墙头草”，于是最后

的结果大概率就是一半人看好，一半人看

坏，同时还要兼顾跟随机构投资者的操作，

以及观察上市公司和大股东的态度，所以

散户投资者正是机构需要争取的对象以及

收割的韭菜，而机构投资者在制定交易策

略的时候，也会考虑散户投资者的态度，要

么想办法吸引散户投资者保持持股，要么

想办法制造恐慌，让散户投资者低位割肉，

自己能够拿到廉价筹码，总之，散户的作用

很大，但也最容易被收割。

对于散户投资者来说，其实很难分辨

出食品添加剂对于上市公司未来业绩的影

响，所以对于股价的影响也是难以估计的，

投资者研究更多是机构投资者的认知，而

非事件本身，一旦出现这种突发事件，投资

者能够确定的只有上市公司和大股东是真

心维护股价的，机构投资者则是寻找收割

散户的机会，散户投资者研究所有信息，然

后选择趋利避害，这就是博弈，但最终股价

的长期走势，则会根据上市公司的基本面

和业绩的预期发生变化，即事件的初期谁

也不知道真理，当股价稳定后，真理也就自

然浮现。

不管是塑化剂、瘦肉精抑或是现在的

添加剂，事件本身的对错最终都会尘埃

落定，股价的震荡也会随着向右突破而

成为历史走势，投资者唯一能够正确操

作的就是在股价低估的时候抄底以及在

预期上市公司业绩出现下滑时逃顶，业

绩和成长性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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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会速度放缓

历经19家、21家企业上会之后，下周IPO

市场上会速度放缓，有11家企业IPO迎考。

经梳理，在10月10日-14日这周有11家

企业迎来上会大考，其中主板、科创板各1家，

分别是多利科技和龙迅股份；闯关创业板数

量有3家，分别是万邦医药、儒竞科技、凯实生

物；过半企业则闯关北交所，有雷特科技、星

昊医药、柏星龙、康普化学、倍益康、迅安科技

6家。

从上会日期来看，10月10日有倍益康、迅

安科技2家公司上会；10月11日龙迅股份上

会；10月12日有雷特科技、星昊医药、柏星龙、

康普化学4家闯关北交所企业上会；10月13日

则有儒竞科技、凯实生物、万邦医药、多利科

技4家企业上会；10月14日无上会企业。

从首发募集资金方面来看，仅多利科技

一家公司预计募资额超10亿元，公司预计募

资15.91亿元。招股书显示，多利科技主要从

事汽车冲压零部件及相关模具的开发、生

产、销售，具备较强的配套开发和生产制造

能力，此次发行上市公司共有4个募投项目，

分别是公司汽车零部件自动化工厂项目，常

州达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生

产项目，昆山达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汽车

电池托盘、冲压件生产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

金项目。

据了解，多利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为曹达龙，持有公司63.21%股权，其一致行动

人为邓丽琴、蒋建强、曹武、曹燕霞、邓竹君，

曹达龙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公司98.13%

的股权。

首发预计募集资金排在多利科技之后的

则是儒竞科技，募资额约为9.82亿元，凯实生

物预计募资额7亿元，闯关北交所企业倍益康

拟募资5.085亿元；剩余公司预计募资额则均

在5亿元以下，雷特科技垫底，预计募资额1.38

亿元。

招股书显示，雷特科技是一家专注于智

能照明控制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主营业务为智能电源及LED

控制器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投融资专家许小

恒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闯关主

板企业体量较大，募资方面也会比较多，相对

而言，闯关北交所一般是“专精特新”类的中

小企业，募资方面也相对较少。

龙迅股份二度闯关

在上述11家企业中，龙迅股份已是IPO市

场的熟悉面孔，公司曾有过一段IPO未果经

历，此次已是二度冲击科创板。

上交所官网显示，龙迅股份科创板IPO在

今年4月29日获得受理，之后在5月24日进入

已问询状态，前后共经历了两轮问询。从时间

上来看，龙迅股份上会速度较快，排队不足半

年时间。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此次并非龙迅股

份首次冲击科创板，公司曾在2020年10月申

报科创板上市，之后在当月26日获得受理。不

过，仅排队3个月，龙迅股份在2021年1月27日

撤回了发行上市申请，公司首次IPO告败。

据了解，龙迅股份主营业务为高清视频

桥接及处理芯片和高速信号传输芯片的研发

设计和销售，2019-2021年以及2022年上半

年，龙迅股份实现营业收入分别约为1.05亿

元、1.36亿元、2.35亿元、1.22亿元，公司最近三

年营业收入的复合增长率为49.86%，今年上

半年公司营业收入较2021年上半年增加

2169.93万元，增幅为21.59%，相较于前三年

的增速有所下降。

另外，报告期各期，龙迅股份实现归属净

利润分别约为3318.55万元、3533.39万元、

8406.74万元、4041.66万元，最近三年公司归

属净利润的复合增长率为59.16%，今年上半

年公司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2021年上半

年增加999.83万元，增幅为32.87%，相较于前

三年净利润的增速也有所下降。

对于公司上半年业绩增长有所放缓的原

因，龙迅股份表示，主要系2022年以来半导体

行业产能紧张状态逐步缓解，芯片产品整体

市场价格普遍呈回落趋势，同时半导体行业

需求整体放缓，并呈现出结构化特征，公司面

向消费电子、安防监控、车载显示及视频会议

等不同应用领域的产品市场呈现了不同的供

需发展态势，2022年上半年消费电子市场总

体需求较弱，部分细分领域存在一定的库存

消化压力，此外地缘冲突、新冠疫情的不断反

复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等因素加大了市场

增长的不确定性，公司下游客户下单和提货

趋于谨慎。

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龙迅

股份方面进行采访，不过未能获得回应。

北京商报记者马换换

“十一”长假过后首周，

IPO市场审核速度有所放缓。

根据安排，10月10日-14日这

周共计有11家企业迎来上会

大考，其中闯关北交所的数量

较多，有雷特科技、星昊医药、

柏星龙等6家，占比过半。从募

资额方面来看，11家公司中仅

多利科技预计募资额超10亿

元，剩余公司预计募资均在10

亿元以下。另外，闯关科创板的

龙迅股份已是二度冲击A股市

场，公司曾有过一段IPO未果

经历。

正邦科技回怼大北农

10月9日晚间，针对大北农单方终止

收购公司子公司股权的事项，正邦科技作

出回应称，大北农公告中部分内容与事实

不符。

正邦科技表示，9月30日，大北农发布

公告称其单方面解除了与正邦科技的合

作。经核查，该公告中部分内容与事实不

符，正邦科技目前暂未收到法院的通知。

对于大北农公告中有损公司声誉的不当

陈述，公司将保留进一步追究法律责任的

权利。

据了解，正邦科技原拟出售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德阳正邦农牧科技有

限公司、丹棱正邦饲料有限公司、重庆广联

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同时出售云

南广联畜禽有限公司、昆明新好农科技有

限公司等5家公司51%的股权。本次合作的

资产交易总额约为20亿-25亿元。

决定终止收购的大北农给出了三点理

由。大北农表示，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

后，公司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正邦

科技支付了预付款人民币5亿元并推进完

成了本次交易的反垄断审查。首先，在财务

审计和资产评估过程中，经公司多次要求，

正邦科技方面未能充分配合导致评估报

告、审计报告无法出具，对公司在尽职调查

中发现的问题未能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其次，正邦科技方面拒绝根据《股权转让协

议》的约定配合公司人员参与过渡期的管

理工作。另外，正邦科技在收到公司支付的

5亿元预付款后，也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

的约定将预付款用于清理对标的公司的债

务。针对上述问题，经公司与正邦科技方面

多次沟通均未能得到解决。

正邦科技则表示，公司于3月1日收到

了大北农的股权转让预付款5亿元。同时，

公司已按照交易约定的先决条件，履行并

达成自身责任义务，履约过程积极配合以

促进交易的顺利进行。

上海东方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娄霄云

表示，合同一方单方解除合同，并不表示该

合同已经解除，只是其认为对方违约且该

违约行为已达到可以解除合同的程度。如

果对方当事人认为自己没有违约且不同意

合同解除的，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

机构确认解除行为的效力。

两家公司业绩均出现承压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大北农还是正

邦科技，今年上半年归属净利润均出现亏

损，业绩承压严重。

先看大北农，财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大北农实现营业收入约为133.9亿元，同

比下降12.28%；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约

为-5.11亿元，同比下降202.35%。2021年，

大北农归属净利润亏损约4.4亿元，今年半

年就亏超去年全年。而在2021年之前，大北

农则持续多年盈利。

与大北农相比，正邦科技业绩承压更

为严重。财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正邦

科技实现营业收入约为100.8亿元，同比下

降62.23%；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约为

-42.86亿元，同比下降199.68%。而在今年7

月，正邦科技还曾陷入“猪吃猪”风波。

在拟出售之初，正邦科技表示，本次合

作预计可回笼资金20亿-25亿元（以实际交

易价格为准），获得11亿-19亿元投资收益。

公司拟通过本次合作与大北农形成优势互

补的产业协同，为双方创造更大的商业价

值和经济效益，共同推进行业的健康持续

协同发展，共同营造良好的行业发展秩序。

而随着本次交易生变，也意味着正邦科技

上述愿景落空。

大北农则是在不停收购资产。深交所

还曾向大北农下发关注函，要求公司结合

当前各板块业务开展情况、公司战略及未

来业务的主要发展领域等，详细说明公司

收购资产的背景、必要性与合理性。

频繁收购也带来了更多潜在的风险。

除了与正邦科技的争端外，大北农与另一

家公司的收购事项也引起争议。今年9月1

日，大北农曾发布公告称，鉴于交易对方杨

林已经根本违约，导致收购事项难以继续

进行，合同目的难以实现，公司董事会决定

依法依约解除与杨林、湖南九鼎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科技”）签署

的《股权转让协议》和《合作框架协议书》并

终止收购九鼎科技30%股权。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分

别致电大北农、正邦科技董秘办公室进行

采访，不过对方电话均未有人接听。

北京商报记者董亮丁宁

国庆节前，大北农（002385）一纸公告宣布终止与正邦科技的

交易事项，并要求正邦科技返还预付款。大北农表示，正邦科技存

在违约，因而公司有权利单方面解约，彼时正邦科技未对此作出回

应。上述事项在国庆节期间引发了两家公司股民的激烈讨论。10月

9日晚间，正邦科技终于对该事项作出回应，称大北农公告中部分

内容与事实不符，公司目前暂未收到法院的通知。对于大北农公告

中有损公司声誉的不当陈述，公司将保留进一步追究法律责任的

权利。上述争议究竟孰是孰非？北京商报记者将持续关注。

10月10日-14日企业上会情况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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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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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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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板、创业板

拟上市板块

北交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