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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委“首秀” 五公司迎考

要平常心看待股东减持
董亮

三连板后东港股份2月8日盘中
一度跌停，对于下跌的原因，部分股
民归咎于董秘刚刚披露的一份减持
计划。 但东港股份的股价真的是被
这折合市值不足25万元的减持计划
吓崩的吗？ 可能也未必。A股股民对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减持还是显得太
过敏感。

按照东港股份2月7日晚间披露
的公告， 公司董秘拟减持不超2.2781
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仅为
0.0042%。 以2月7日收盘价10.9元计
算，对应的减持市值约为24.8万元。对
于披露公告前三个交易日日均约4.8
亿元的成交额来说，这样的减持金额
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更何况减持还没
落地。

不过，部分股民还是习惯性地把
2月8日股价的大跌原因推到了董秘
身上。在他们看来，公司层面股东的
减持统统都是大利空，董监高的减持
金额不分大小，都是对公司未来业绩
不看好的表现，这才导致了众人踩踏
出逃压垮股价。

通常而言，股东减持对于上市公
司而言肯定算不上利好，但也绝对没
必要把股东的减持“妖魔化”。除了极
个别大股东不负责任地持续减持或
者违规减持以外，对于绝大多数股东
的减持行为股民还是应该平常心去
看待，不能成了惊弓之鸟，一看到减
持，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跌停板挂单忙
着清仓。

在任何一个资本市场里，减持都
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交易行为，正所
谓有买就有卖，只不过如果卖出的对

象是大股东，投资者会格外敏感。
就拿东港股份来说， 日常交易

中卖出金额超过25万元的散户大有
人在，谁会特别在意这些减持呢？只
不过就是因为减持的身份换成了董
秘且提前进行了预告，股民才会格外
关注。

有些股民之所以做不到对股东
减持平常心，归根到底是因为对所持
标的心里没有底。

无论是贵州茅台还是比亚迪，
这些大牛股在上涨的途中都曾无数
次遇到过股东的减持情况， 但长期
持股的股民早就习以为常。 那是因
为这些绩优股有真正的业绩打底，
较强的安全边际给了股民平常心的
底气，对于常规的减持行为，他们会
关注，但不会过度解读，更不会搞什
么拉高股价只为特定股东减持的
“阴谋论”。

再回到东港股份，2月3日-7日的
三个涨停板本来就有些无厘头，有人
说炒的是Web3.0概念，有人说炒的是
人工智能概念，但从公司披露的交易
异常波动公告来看，公司自己都不知
道市场在炒什么， 连公司都不知道，
跟风炒作的股民可能就更不知道股
价飙涨的原因了。如此看来，这种无
厘头的炒作本身就显得底气不足，随
着市场炒作情绪的降温，很可能即便
没有董秘的减持公告，东港股份的股
价也会出现大幅调整。

因此，股民要想做到对股东减持
平常心，就必须要对持股标的知根知
底， 只要在自己认知的合理范围内，
平常心对待就好。

第一大供应商实缴资本为0�中奥通宇IPO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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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控人刘向锋的带领下，北京中奥通宇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奥通宇”）也
要向A股主板市场发起冲击。不过，闯关A股背
后，中奥通宇大供应商疑点重重，其中河南泰
和鹿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和
鹿鸣”）等3家公司成立不久便跻身公司重要供
应商， 并且交易金额较高。 从3家公司资质来
看，出现实缴资本为0、参保人员数量极低的情
况。此外，纵观中奥通宇大供应商名单，各报告
期变动较大。

供应商成立首年即入围

报告期内， 存在3家公司成立不久便成为
中奥通宇大供应商的情况。

招股书显示，中奥通宇主要为银行、航空、
保险、快消等行业的企业客户提供忠诚度管理
服务， 主要有积分商城、 信用卡商城等业务，
2019-2021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约为
5.74亿元、5.5亿元、6.08亿元；对应实现归属净
利润分别约为 4545.41万元、6642.45万元、
6108.5万元。

此番闯关A股，中奥通宇拟募资3.34亿元，投
向运营服务体系升级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分别拟投入募资2.36亿元、9749.69万元。

闯关IPO过程中，中奥通宇也有不少疑点，
公司多家大供应商较为“年轻”。

具体来看，泰和鹿鸣成立于2020年2月，而
在成立当年，该公司就挤进了中奥通宇大供应
商名单，系中奥通宇第四大供应商。进入2021
年， 中奥通宇与泰和鹿鸣的交易更为频繁，泰
和鹿鸣一跃成为中奥通宇第一大供应商。

同样的情况还有常熟佳讯通讯器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佳讯通讯”）、常熟俊驰通讯器
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驰通讯”）两家企业。
资料显示， 俊驰通讯、 佳讯通讯分别成立于
2019年1月、2019年2月，两家公司成立当年便
共同成为中奥通宇第一大供应商。

中奥通宇表示，佳讯通讯、俊驰通讯两家

公司注册地址相同， 且与公司业务前期介绍
人、合作开始时间、合作终止时间基本保持一
致，两家公司合并披露采购额。

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 成立时间较短便成为IPO公司供应商的情
况之前也出现过，这其中容易滋生利益输送的
问题，也是监管层问询的重点。

实力存疑

从上述3家大供应商的工商资料来看，存
在认缴资本为0或者参保人数较少的情况。

首先来看泰和鹿鸣，该公司实缴资本为0，
参保人数10人，背后股东为谢浩楠、王文娟，两
人分别持有公司60%、40%的股份。

主营业务方面，泰和鹿鸣主要从事供应链
管理；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销售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化妆品、日用百
货、珠宝首饰、建筑材料、家具等。

虽然成立时间短，公司规模较小，但中奥
通宇向泰和鹿鸣的采购金额并不低，其中2020
年、2021年的采购金额分别约为1896.81万元、
5064.33万元， 占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4.76%、11.22%，采购内容为电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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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 交易规模较大的情况下，供
应商也应该有相应的实力， 如果偏差太大，其
中交易的合理性就存在疑问。

此外，佳讯通讯、俊驰通讯的参保人数则
分别为0人、38人， 背后股东也均是自然人，主
要从事家具、家电、照相器材、电子产品、五金
交电的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维护销售等。

数据显示，2019年，中奥通宇向佳讯通讯、
俊驰通讯采购金额也不小， 分别约为1429.34
万元、2325.08万元，占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3.07%、4.99%，采购内容为电子产品。

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向中奥通宇

方面发去采访函，不过截至记者发稿，对方并
未回复。

变动较大

报告期内，中奥通宇前五大供应商名单变
动较大。

2019年，中奥通宇前五大供应商分别为佳
讯通讯及俊驰通讯、深圳市优友供应链有限公
司及深圳市优友通讯器材有限公司、北京华通
安信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瀚朗商贸有限公司
等、北京中航智博科技有限公司。而进入2020
年，除了保定瀚朗商贸有限公司外，剩余公司
均消失在中奥通宇前五大供应商名单中，取而
代之的是伊丽莎白雅顿（上海）化妆品贸易有
限公司、鑫爵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泰和鹿鸣、
北京实诺商贸有限公司。

2021年，中奥通宇前五大供应商中又出现
了河南亿法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江西万年皇阳
贡米实业有限公司两家陌生企业。

经济学家宋清辉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IPO公司供应商变化较大是否正常还要根据企
业所处行业来看，但如果出现大面积变更的情
况，则可能会被监管层追问，企业采购端能否
保持基本稳定需要说明。

截至招股书签署日，刘向锋直接持有中奥
通宇325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4.47%，
为公司控股股东。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6月，
中奥通宇股东董文强将持有的公司2.7%股权
转让给了刘向锋，股权转让价格为2.3元/股，远
低于公司2018年末的每股公允价值7.15元。

履历显示，刘向锋1974年4月出生，重庆大
学机械工程本科学历，清华大学高级管理人员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6年10月同刘向飞、刘
菊芬共同创立中奥有限（中奥通宇前身），现任
中奥通宇董事长、总经理。刘向飞、刘菊芬两人
目前也在中奥通宇任职，其中刘向飞任副董事
长、副总经理，刘菊芬任董事、副总经理。

北京商报记者 马换换

沪、深第一届上市委首次审议会议待审公司情况一览

下周履新

沪、 深第一届上市委即将于下周开始
履新。

沪、深交易所官网显示，上交所、深交所
上市委定于2月13日召开2023年第1次上市委
审议会议，届时芯动联科等5家公司将成为第
一届上市委首批审核的对象。

具体来看， 深市将有浙江华业塑料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华业”）、湖南
耐普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耐普股
份”） 两家公司的首发事项上会接受大考，同
时会上还将审议百洋医药的可转债发行；沪
市方面， 将审议芯动联科的首发事项以及晶
科能源的可转债募资事项。

据了解， 为提高沪、 深两市发行上市审
核工作质量，2022年12月，沪、深交易所决定
组建第一届上市委和第一届并购重组委。对
证券发行上市、重组、退市相关事项进行审核
把关。

截至目前， 沪、 深两市新两委已组建完
毕，于2月3日披露聘任公告。根据公告，沪、深

两市上市委成员数量均为27人。
2月13日，沪、深交易所将各有5名委员

参与上市委2023年第1次审议会议。其中，
上交所上市委派出王建春、龙子威、吴洪、
赵志刚、谢文澜5名委员，深交所上市委则
派出刘翼鹏、李文英、吴年文、胡丹、蔡琦梁
5人参与。

细看上述10人履历，其中9人来自监管体
系。资料显示，吴年文系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副
主任；刘翼鹏、李文英、龙子威、吴洪4人工作
单位为地方证监局，王建春、赵志刚2人及胡
丹、蔡琦梁2人分别来自于上交所、深交所；仅
谢文澜一人不在监管体系内， 为上海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据了解， 本届上市委与以往核准制下的
发审委委员名单和科创板、 创业板上市委委
员名单的构成有着较大的不同， 此次不再有
来自行业协会、高校、买方机构、上市公司、中
介机构等方面的人员。 人员数量上也有所精
简，此前创业板、科创板第一届上市委人员数
量分别为49人、38人。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表示， 上市委委员以
具有证券监管经验的专职委员为主， 对信息

披露等方面的审核要求把握更加准确， 也避
免了中介机构等人员与被审核方存在过多的
连带关系，有利于更好发挥独立、专业履职的
把关作用。

3家公司首发审核

在首发事项方面， 闯关创业板的浙江华
业、 耐普股份以及闯关科创板的芯动联科成
为两市新任上市委首批考核的对象。

从主营业务来看， 芯动联科主营业务为
高性能硅基MEMS惯性传感器的研发、 测试
与销售； 浙江华业深耕于塑料机械配套件行
业，主要从事塑料成型设备核心零部件研发、
生产和销售；耐普股份主要从事工业泵、移动
应急供排水装备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和
服务。

经统计，这3家公司中，芯动联科拟募资
额最高，为10亿元。耐普股份、浙江华业拟募
资额分别为4.16亿元、6.72亿元。

从排队时间来看， 浙江华业排队时间最
长，公司创业板IPO于2022年5月30日获得受
理，当年6月20日进入已问询阶段；耐普股份、

芯动联科排队时间较为接近， 其中芯动联科
科创板IPO获受理于2022年6月24日；耐普股
份创业板IPO则于同年6月27日获得受理。

上海海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娄霄云在接受
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新组建的上市委
与此前科创板、创业板上市委相比，在审核内
容上变化不大， 只是进一步明确了审核工作
内容， 以及对委员工作纪律与监督管理等事
项作出更加全面、细化的规定。

晶科能源百亿募资待考

值得注意的是， 上交所上市委的首次履
职，还将审议一项大额再融资，募资方为晶科
能源，募资额为100亿元。

上交所官网显示， 晶科能源再融资事项
于2022年10月28日获得受理， 当年11月5日
进入已问询阶段。

据了解， 晶科能源本次募资为可转债募
资，本次可转债预计募集资金量为不超过100
亿元， 拟用于年产11GW高效电池生产线项
目、 晶科光伏制造有限公司年产8GW高自动
化光伏组件生产线项目、 上饶市晶科光伏制

造有限公司新倍增一期8GW高自动化组件项
目、二期20GW拉棒切方项目一阶段10GW工
程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5个项目。晶科能源表示，本次募资主要用于
扩大公司硅棒、电池片、组件等优质产品相
应产能。

值得一提的是， 晶科能源在补充流动资
金及偿还银行借款项目上拟投入的募资额较
高，为30亿元。对此，在问询阶段，上交所要求
公司结合本次募投项目非资本性支出情况，
说明实质上用于补流的规模、 相关比例是否
超过本次募集资金总额的30%； 并结合公司
现有资金余额、资金用途和资金缺口，说明本
次融资规模的必要性及规模合理性。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致电
晶科能源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 不过对方电
话未有人接听。

除了晶科能源外，2月13日， 百洋医药发
行可转债事项也将在上市委2023年第1次审
议会议上迎来考核。深交所官网显示，百洋医
药拟募资8.6亿元， 用于百洋品牌运营中心建
设项目等3个项目。

北京商报记者 丁宁

沪、深交易所新组建的第一届上市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上市委”）

和第一届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于近期公示委

员名单。沪、深交易所官网显示，沪、深交易所上市委2023年第一次审议

会议安排已经敲定，两市上市委将迎来“首秀”。根据安排，2月13日，沪、

深第一届上市委将对5家公司的首发、再融资事项进行审议。其中包括安

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动联科”）等3家公司的首

发事项以及晶科能源、百洋医药两股的再融资事项，其中晶科能源募资

额较高，为100亿元。

公司名称

晶科能源

芯动联科

浙江华业

百洋医药

耐普股份

待审议事项

再融资

首发

首发

再融资

首发

（拟）上市板块

科创板

科创板

创业板

创业板

创业板

拟募资金额

100亿元

10亿元

6.72亿元

8.6亿元

4.1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