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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收官在即 7家企业将闯上市关

Laozhou�talking
老周侃股

警惕全聚德的
卖酒炒作风险

周科竞

知名烤鸭企业也要卖白酒，
全聚德成为了资本宠儿， 二级市
场股价接连大涨。 卖酒消息披露
后， 全聚德颇有些妖股的味道，7
天连续斩获了6个涨停板。 不过，
全聚德并没有销售酒类的优势渠
道，在京东、天猫等平台的月销金
额较低。此外，全聚德也没有白酒
的强势品牌，根据历史经验来看，
投资者要警惕全聚德借题材炒作
股价，谨防追高风险。

说起烤鸭名号， 全聚德的市
场知名度数一数二， 但要说卖白
酒，全聚德就是一个“新手”。全聚
德尝试自己卖白酒， 也算是一个
跨领域的尝试， 但如果因此股价
连续涨停， 恐怕就有过度投机的
嫌疑。

今年12月，全聚德在天猫官方
旗舰店上架了两款定制白酒产品
“全聚德·1864”和“全聚德·传奇”，
都是53度酱香型白酒， 规格均为1
瓶500ml， 售价分别为828元和568
元， 折后价分别为768元和538元。
有媒体计算全聚德白酒月销售金
额还不足10万元， 全聚德也在公
告中称该业务收入占比较小。

问题来了， 一个对公司利润
不会产生很大影响的新业务，却
推动股价连续涨停， 不禁让市场
思考，追涨的人是否过于疯狂？

从全聚德的财务数据看，公
司2020年度净利亏损，2021年度净
利亏损，2022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同
样亏损， 如果公司没有重大的新
增利润，2022年度扭亏难度也较
大。 对于一家连年亏损的上市公

司，就算它有很好的品牌，也无法
支撑公司股价连续涨停， 全聚德
当前19元的股价确有偏高的嫌疑。

那么投资者为什么会疯狂追
捧全聚德的股价？ 这还得从两个
方面来看， 全聚德销售白酒肯定
属于导火索， 但投资者也看好它
的疫情恢复属性， 投资者预期全
聚德会在疫情防控政策优化后的
消费复苏大潮中能够获得更多的
营业收入。

但是投资者也要注意到，全
聚德的业绩下滑并非从疫情出现
才开始，疫情发生之前，全聚德已
经出现了经营业绩不断走低的趋
势， 所以投资者寄希望于全聚德
能够通过消费复苏大潮恢复到鼎
盛时期并不现实。

所以本栏说， 全聚德的短期
股价上涨主要还是来源于投机炒
作， 即主力资金看到全聚德短期
内有望在消费复苏中获益， 也有
自产白酒题材， 股价又处于相对
较低的水平， 于是便疯狂拉抬股
价，吸引散户投资者跟风买入，如
果散户投资者买入了足够多的筹
码，主力资金就会借机出逃，完成
一波短平快的炒作行情。

市场上类似于全聚德这样走
势的股票并不在少数， 投资者如
果盲目跟风炒作， 将有很大的概
率会被套牢， 所以本栏建议投资
者，对于短期涨幅较大的股票，如
果没有实质性的业绩提升可能，
那么投资者最好以观赏的眼光看
待，不要盲目追高，安全永远是第
一位的。

中小银行热情高 IPO“预备役”扩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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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进入最后一周。根据安排，12月26日-30日这一周，将有宁波利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利安科技”）等7家公司首发事项上会接受大考，其中上海荣盛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荣盛生物”）系二度上会，此前曾遭暂缓审议。经东方财富Choice统计，全年一共有611家次公司IPO接

受大考，与去年同期512家次相比增近两成。过会率方面，若本周这7家公司全部过会，那年度过会率将

达到87.07%，与去年同期87.5%的过会率相比略降。值得一提的是，年内有30家企业被安排多次上会，

其中河南江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河纸业”）等3股在经历取消审核、暂缓审议后最终被否。

银行 IPO储备力量不断增强。12月25日，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近日四川证监局已受理
了成都农商行的上市辅导备案报告，这是继招
标IPO辅导机构后， 成都农商行的又一上市新
动向。除成都农商行外，此前宜宾商业银行、潍
坊银行也相继启动了 IPO辅导机构的招标工
作，均计划赴港上市。在分析人士看来，中小银
行通过上市提升融资能力、 公司治理规范，建
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是获得持续健康发展的重
要途径。随着注册制改革的持续推进，预计后
续中小银行上市前景会越来越好，难度也会有
所降低。

成都农商行启动上市辅导

继招标IPO辅导机构后，成都农商行又有上
市新动向。12月25日，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四
川证监局已受理了成都农商行的上市辅导备案
报告。根据报告内容，中信证券为成都农商行的
辅导机构， 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为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
务所。

辅导工作安排显示，成都农商行此次的IPO
辅导工作为期一年半， 自2022年12月开始至
2024年5月结束，辅导内容包括了解成都农商行
存在的问题形成辅导方案、 开展集中学习和培
训、完成辅导计划和上市申请文件准备。

据了解， 成都农商行曾为安邦保险集团金
融板块的重要一子，2011年该行通过增资扩股
引入“安邦系”后，安邦保险集团直接持股比例
达35%，成为成都农商行第一大股东。然而，随着
2018年2月安邦保险集团因存在违反保险法规
定的经营行为被监管实施接管后， 成都农商行
也一度陷入阴霾。

直至2020年， 成都市兴城投资集团接手了
安邦保险集团持有的成都农商行35%的股份后，
成都农商行逐步完成股权结构调整， 回归市属
国企属性。此后不久，成都农商行就订立了上市
计划，并于2021年发布聘请IPO保荐承销机构采
购项目供应商征集公告，欲冲刺A股市场。

在2021年年报中，成都农商行公开提出“一
年强本固基、三年达到上市条件、五年破万亿”

的战略愿景。截至2021年末，成都农商行总资产
为6181.71亿元。 从业绩情况来看，2021年成都
农商行实现营收138.56亿元， 同比增长9.32%；
实现归母净利润44.74亿元， 同比增长16.85%。
2022年上半年， 成都农商行实现营收75.52亿
元，同比增长18.13%；净利润31.23亿元，同比增
长16.09%。

在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看来， 国资入驻
后，成都农商行业绩有所提升，后续借着区域发
展的东风，维持住良好势头，若顺利一年半辅导
后能够进入上市排队流程， 如期实现上市的概
率较高。

IPO“预备役”队伍壮大

今年以来，中小银行上市动作频频。在成都
农商行之前，宜宾商业银行、潍坊银行相继启动
了辅导机构的招标工作，拟招聘保荐人、整体协
调人、会计师事务所等，迈出赴港上市第一步。

从2021年年报数据来看，宜宾商业银行、潍
坊银行资产规模都较小，截至2021年末，两家银
行总资产分别为618.41亿元和2042.88亿元。业
绩方面，2021年，宜宾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2.61
亿元，潍坊银行实现净利润11.75亿元。

按照上市的进程，IPO辅导只是上市的第一
步，辅导完成后将进入材料申报、沟通反馈阶段，
随后才能上发审会。“过会”后才能发行上市。

从A股上市排队情况来看，根据证监会披露
的最新“名单”， 仍有11家中小银行处于上市
“候场”状态，亳州药都农商行、江苏海安农商
行、江苏昆山农商行、湖州银行、湖北银行拟在
上交所主板上市； 安徽马鞍山农商行、 东莞银
行、广东南海农商行、广东顺德农商行、广州银
行、重庆三峡银行意在冲刺深交所主板。目前，
除湖北银行上市申请材料已于近期获得证监会
受理并反馈之外，其余10家均处于“预先披露
更新”状态。

谈及中小银行纷纷热衷上市的原因， 零壹
研究院院长于百程表示， 中小银行发展立足本
地，近些年发展也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其通过上
市提升融资能力、公司治理规范，建立起现代企
业制度，是获得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
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也指出，
中小银行需要充实自身资本金， 同时也要加快
扩张，对于银行业来说，当前国内银行竞争趋于
同质化，银行和银行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业
务规模带来的规模效应， 而股权融资是中小银
行扩大资产规模的好办法。

机遇与挑战并存

不过，在中小银行上市热潮下，整体上市节
奏却有所放缓， 今年仅兰州银行一家于年初登
陆A股。与此同时，不少银行还有中途撤回辅导
备案或IPO申请的情况。

例如，河北银行近期撤回了上市辅导备案，
对于撤回原因，河北银行回应媒体表示，该行是
根据监管指导意见，综合考虑资本市场动态，特别
是银行业估值情况和注册制改革推进等因素，决
定终止辅导，后续仍会择机启动公开上市。

而厦门农商行则是撤回了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申请，对此该行回应表示，调整上市计划是
基于股权优化目的。此外，亦有银行因未过会而
终止IPO，年内大丰农商行因首发上会未通过最
终IPO被终止。

于百程认为， 一些中小银行由于历史等原
因， 不少在股权结构、 公司治理等方面并不规
范，需要通过较长时间的上市辅导完成。不少公
司撤回上市辅导备案或IPO申请，主要是因为股
权结构不清晰， 重要股权变更或者核心管理层
变更等。另外，市场估值太低、流动性太弱也是
一些银行撤回IPO申请的原因。

“中小银行的资本实力较为薄弱，对于资本
市场来说，需要有盈利能力、有竞争力的银行资
产，此类资产在中小银行中占比不高。”盘和林
表示，大多数中小银行的资金实力不足，容易因
为宏观环境而出现较大波动。

对于后续中小银行的上市前景和建议，廖
鹤凯认为随着注册制改革的持续推进， 中小银
行未来上市前景会越来越好， 上市难度会有所
降低。不光是A股，未来港股也将成为中小银行
重要的上市方向。

北京商报记者 李海颜

耐科装备

江河纸业

兴禾股份

中健康桥

公司简称 首次上会时间 首次上会结果 二次上会时间 ���� �二次上会结果

部分被安排多次上会
IPO公司上会情况一览

5月16日 暂缓表决 7月15日 通过

12月15日 取消审核 12月22日 未通过

1月21日 取消审核 3月3日 未通过

5月12日 暂缓表决 6月2日 未通过

本周7家公司IPO上会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12月26日-30
日，将有7家公司IPO事项迎来上会大考，这也
是2022年最后接受考核的7家公司。

从上会时间来看， 荣盛生物将是本周第
一家接受大考的公司，于12月26日迎来考核。
12月27日、29日则各有一家公司上会，分别为
远江盛邦（北京） 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播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此外，12月30日
将是本周单日接受考核公司数量最多的一
天， 有利安科技、 中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仑新材”）、明阳科技（苏州）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三方控制阀股份有限公司4
家公司上会。

从申报板块来看， 申报创业板公司数量
最多，利安科技、中仑新材等3股均欲上创业
板。此外，荣盛生物等2家公司申报板块为科

创板，拟上市板块为北交所、深市主板的则各
有1家。

值得一提的是， 荣盛生物此次上会系二
度上会。 上交所官网显示， 荣盛生物科创板
IPO于6月27日获得受理，用时不到5个月，于
11月7日获得上会机会，不过在首次上会时遭
到暂缓审议。

招股书显示， 荣盛生物是一家从事疫苗
及体外诊断试剂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的高
新技术企业， 产品主要用于传染病的预防
及诊断。

在首次上会时， 上市委主要关注荣盛生
物两方面问题， 首先是要求公司说明在报告
期内多个期末月份水痘疫苗销售大幅增长、
随后月份销售迅速回落的原因及合理性；并
结合各期末月份销售剧增对报告期业绩的影
响， 说明公司是否存在于各期末突击确认销
售以满足上市条件的情形。

此外， 荣盛生物推广服务情况的相关问

题也是上市委关注的重点， 上市委要求公司
说明推广服务费用与推广服务业绩、 相关客
户回款是否直接挂钩， 公司在各期末月份销
售剧增是否与各主要推广服务商的推广活动
直接相关， 公司是否对该等主要推广服务商
构成重大依赖，是否与主要推广服务商、终端
客户存在未经披露的利益输送情形等问题。

经济学家宋清辉表示， 市场推广费一直
是医药企业发生商业贿赂的高发区， 也是监
管层审核的重点。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致电
荣盛生物董事会办公室进行采访， 不过对方
电话未有人接听。

年度过会率最高达87.07%

随着2022年进入尾声，2022年全年的IPO
审核情况也即将出炉。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
示，2022年全年，A股IPO上会大考公司数量达

到611家次，与去年相比同比增长近两成。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

共有512家次公司IPO事项接受了上会大考，
其中共有448家公司获得通过，经计算，过会
率达到87.5%。可以看出，与去年相比，今年
IPO审核数量增加了近100家，增幅近两成。

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科技产业投资分会
副会长兼战略投资智库执行主任布娜新表
示，伴随着注册制的推进，申报上市企业数
量正不断增加， 并且去年11月北交所开市，
A股新增上市板块，也导致IPO审核数量大幅
增多。

截至目前，2022年内过会公司数量为525
家， 如本周上会的7家公司全部获得通过，那
么2022年过会率将达到87.07%， 与去年相比
略有下降。如不将这7家公司纳入计算，目前
年内IPO过会率为86.92%。

从申报板块来看，2022年创业板IPO审
核数量最多，为237家次，占全部审核家次的

38.79%。创业板被否公司数量也排名第一，为
17家。

此外， 科创板上市委审核数量为130家
次，其中未有被否公司，仅有部分公司遭暂缓
表决及取消审核。 北交所审核的首发事项共
有124家次，其中108家公司获得通过，有2家
公司被否。沪深两市主板共有120家次公司上
会，其中9家公司被否。

值得一提的是， 年内有30家企业被安排
多次上会，其中江河纸业等3股在经历取消审
核、暂缓审议后被否。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 今年IPO上
会的公司中， 有深圳市兴禾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兴禾股份”）等30家公司被安
排多次上会， 其中27家公司二度上会获得通
过，而江河纸业、兴禾股份、中健康桥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健康桥”）3家
公司则不幸被否。

以已经在科创板上市的耐科装备为例，
耐科装备于5月16日进行首次上会大考，不
过遭到了暂缓表决。 时隔两个月， 公司在7
月15日再度上会， 在此次上市委会议上顺
利获得通过。成功过会后，耐科装备的上市
之路也较为顺利，公司已于11月7日正式登
陆科创板。

不过，江河纸业等个股则差点运气。在12
月22日结束的发审委会议上， 江河纸业首发
事项最终被否， 而这是江河纸业第二次被安
排上会，公司原定于12月15日进行上会大考，
最终被取消审核。 兴禾股份同样是经历了取
消审核后，第二次被安排上会时被否。此外，
中健康桥则是在经历暂缓表决后， 二度上会
被否。

从拟上市板块看，江河纸业、中健康桥拟
上深交所主板，兴禾股份则申报的是创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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