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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报转亏 格力博等年内新股业绩“变脸”

警惕大股东质押式减持
周科竞

减持新规获得市场普遍
好评， 效果更是立竿见影，部
分上市公司大股东宣布停止
减持。不过，对于减持受限的
大股东而言，还要警惕他们打
着质押融资的幌子变相减持
的风险。

有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
或因为股价破发，或因为分红
不达标，短期内没有减持的机
会，但是大股东们或许还有其
他方法可以实现变相减持，管
理层不可不防。

其中最直接的就是质押
式减持。例如大股东可以先宣
布不减持，这样投资者就可以
放心炒高股价，等到股价到了
高位，大股东可以进行股权质
押融资， 理由可以有很多，改
善生活也行，借给上市公司也
行，再或者说有其他欠款需要
偿还也可以，总之找个理由并
不是什么难事。关键的问题则
是，大股东可以把股票质押给
金融机构， 拿走大把的资金，
这样一来，大部分的价值已经
实现， 剩下的就算都烂在锅
里，大股东也能知足，这就是
所谓的质押式减持。

当然， 在股权质押期间，
大股东还可以不断行使股东
权利， 例如参与定向增发，配
售可转债， 以及获得公司分
红。如果未来公司股价保持在
高位， 且公司获得了减持资
格，大股东还可以解押一部分
股票然后通过二级市场减持，
这样一来还能获得更多的价
值。如果公司经营不善，股价
不断下跌，大股东可以不予理
会， 就那么看着股票被动减

持，然后公告说因为资金不足，
无力追加抵押物或保证金，股
票只能被动减持， 这样不仅绕
过了减持新规， 还能不受减持
比例的限制。

所以本栏说， 对于没有
减持资格的上市公司， 大股
东持股理论上应该也不能被
质押，或者管理层应明示，不
符合减持条件的上市公司股
权，即使出现抵押物不足，也
不能到二级市场减持， 质权
方自己去想别的办法，总之
不能减持的股票就是不能
减持。

除了质押式减持， 大股东
还可以通过巨额恶意分红来达
到变相减持股份的目的。 虽然
管理层不允许不符合规定的大
股东减持股份， 但是如果上市
公司通过定向增发获得大量的
资金， 然后再择机大比例现金
分红，这样一来，大股东的持股
虽然被稀释， 但现金分红大部
分还是进入了大股东的账户，
这与直接减持股票并无二致，
好处是既能获得现金分红的美
誉，同时也能变相实现减持，这
一点也需要管理层提防， 比例
过大的“自杀式” 现金分红行
为，也不是投资者所期待的。

事实上， 真正想让大股东
认真经营好上市公司，需要大
股东意识的转变，把投资者不
再视为股民，而是股东，股东
大会也应该发挥应有的效力，
大股东“一言堂”的股东大会，
很难会考虑小股东的利益，如
果民营企业的大股东都能有
央企大股东那样的社会责任
感，A股市场必然会越来越好。

188股中期分红 51股系三年来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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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股推中期分红方案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 截至8月31日，A
股共有188股对外披露了中期分红的计划。

与2022年相比，今年进行中期分红的个股数
量出现明显增加。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
2022年上半年，共有131股进行中期分红，同比增
加43.51%。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 上市公
司的业绩和盈利能力是其进行分红的底气， 上市
公司公布分红预案， 意味着公司具有可供实际分
配的利润，也愿意惠及投资者。

监管层一直对上市公司分红持鼓励态度。诸
如，8月18日，证监会表示，下一步将强化分红导
向， 推动提升上市公司特别是大市值公司分红的
稳定性、持续增长性和可预期性。通过引导经营性
现金流稳定的上市公司中期分红、 加强对低分红
公司的信息披露约束等方式，让投资者更早、更多
分享上市公司业绩红利。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证监会公告称，将进一步
规范股份减持行为，其中特别提到，上市公司存在
破发、破净情形，或者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分红、
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30%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
本公司股份。

在投融资专家许小恒看来， 此举有利于增加
上市公司进行现金分红的意愿， 从而提升投资者
的信心。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将进行现金分红
的188家上市公司中，有西藏矿业、吉电股份、恺
英网络等51股三年内未进行现金分红。

以恺英网络为例，公告显示，恺英网络拟以公

司目前总股本21.53亿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已
回购股份2194.73万股后的总股本21.31亿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经计算，派现金
额约为2.13亿元。

财务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 恺英网络实
现归属净利润为7.24亿元 ， 母公司净利润为
569.27万元，截至6月30日，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
未分配利润为27.94亿元，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未分
配利润为29.74亿元。

东方财富显示， 恺英网络前次分红可追溯到
2018年，距今已有五年。此外，秦川机床、吉电股
份等个股也已多年未进行分红。

吉比特最慷慨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 从分红类型来看，
176股分红类型为现金分红，8股的分红类型为转
增，另有4股在进行现金分红的同时进行转增。

从分红力度来看，吉比特分红最不手软，成为
现金分红个股中，每股派息金额最高的个股。吉比
特公告显示，为积极回报广大投资者，综合考虑公
司未来可持续发展所需资金、 对投资者的合理回
报，吉比特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70
元（含税）。

截至公告披露日， 吉比特总股本7204.11
万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5.04亿
元，占2023年半年度合并报表归属净利润的比
例为74.6%。

值得一提的是， 这并非吉比特首次大手笔派
现。2022年前三季度， 吉比特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140元（含税）。2022年度，吉比特再
次进行现金分红，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30元（含税）。
除了吉比特之外， 爱美客中期分红每股派息

金额也相对较高。爱美客公告显示，公司拟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8.48元（含税）。预计合
计派发现金股利39977.79万元（含税），占2023年
上半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归属净利润的41.5%。

航天长峰成为中期分红每股派息金额最低的
个股。航天长峰公告显示，以2023年中期利润分
配实施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分配基数，预计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0.035元（含税）人民币，共计拟向
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167.29万元（含税），占公
司2022年度实现的归属净利润的30.54%。

逾四成个股净利下滑

值得一提的是， 将进行中期分红的188只个
股中，逾四成个股上半年净利出现下滑，其中更有
湘佳股份等个股上半年净利出现亏损。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上述188股中，有
77股上半年归属净利润出现下滑， 占比约为
40.96%。其中拱东医疗、桂冠电力等13股净利下
降幅度超过50%。

湘佳股份系其中净利下滑幅度最大的个股。
财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湘佳股份实现营业收
入约为17.8亿元，同比增长9.35%；对应实现的归
属净利润约为-8351万元，同比由盈转亏，同比下
降1812.66%。

湘佳股份表示， 公司所处畜禽养殖行业是典
型的周期性行业， 受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及行业景
气程度影响， 公司活禽产品销售价格面临较为明
显的波动风险， 从而导致公司经营业绩也面临明
显波动风险。

湘佳股份利润分配预案显示，公司拟以截至6
月30日总股本1.02亿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预计合计转增4075.24
万股，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1.43
亿股。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向湘佳股
份方面发去采访函，不过截至记者发稿，未收到对
方回复。

此外，拟进行利润分配的华阳变速、天马科
技上半年同样面临归属净利润由盈转亏的情况，
且上述两股2022年半年度均未进行现金分红。

北京商报记者 丁宁

6股上半年净利转亏

经同花顺iFinD统计，截至8月31日，今年
共有243只新股上市，从上述个股上半年的业
绩表现来看，20股净利出现亏损，20股中有6
股去年同期为盈利状态。

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中芯集成、智翔
金泰、百利天恒、安达科技等20股净利亏损，
亏损额超亿元的有7股， 剩余13股亏损额在1
亿元以下。其中，安达科技、裕太微、格力博、
晶合集成、智信精密、通达海6股在去年上半
年净利为正， 这也意味着公司上市后首份半
年报就出现了业绩“变脸”。

从6股亏损额来看，安达科技居首，公司
今年上半年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2.4亿元。
据了解， 安达科技今年3月23日登陆A股市
场，公司主要生产磷酸铁、磷酸铁锂等锂电材
料。冲击上市前，安达科技2021年、2022年实
现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2.31亿元、8.12亿元。

然而，刚登陆A股市场，安达科技今年上
半年净利就同比转亏。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
报记者向安达科技方面发去采访函， 不过截
至记者发稿，对方并未回复。

裕太微、 格力博上半年实现净利则分别
约为-8276万元、-5391万元， 均同比由盈转
亏， 两股分别在今年2月10日、2月8日登陆A
股市场。

剩余3股晶合集成、智信精密、通达海上
半年净利亏损额则均在5000万元以下， 其中
晶合集成上半年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4361
万元，公司在今年5月5日登陆A股市场。

智信精密、 通达海上半年实现归属净利

润则分别约为-604万元、-509万元， 分别在
今年7月20日、3月20日登陆A股市场。独立经
济学家王赤坤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监管层
尤为关注上市后业绩“变脸”的公司，对于公
司业绩出现变化的原因以及合理性可能会被
监管层发函追问。

格力博近年来业绩波动大

据了解，格力博被称为“新能源园林机械
第一股”， 主要从事新能源园林机械的研发、
设计、 生产及销售， 公司以自有品牌销售为
主，产品按用途可分为割草机、打草机、清洗
机、吹风机、修枝机、链锯、智能割草机器人、
智能坐骑式割草车等。

财务数据显示，2018-2022年，格力博实

现营业收入分别约为31.12亿元、37.25亿元、
42.91亿元、50.04亿元、52.11亿元； 对应实现
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1.44亿元、1.54亿元、
5.65亿元、2.8亿元、2.66亿元。不难看出，近年
来格力博业绩波动较大。

对于公司今年上半年的业绩表现， 格力
博则表示，因北美地区零售商库存积压较多，
再加上高通胀的压力，2023年上半年零售批
发商逐步转向主动去库存阶段， 从而放缓了
对供应商的采购节奏，受此影响，报告期内公
司产品销售也有所下降，2023年上半年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25.81亿元，同比下降18.79%。

今年上半年，格力博销售费用出现大增，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约为3.98亿元， 同比增长
40.93%。格力博对此表示，为了抢占市场有利
位置，争取未来更大的收益，公司加大了销售

投入，上半年公司持续加大品牌建设力度，销
售人员增加、市场推广费用上升，并且由于公
司规模和库存商品的增加， 仓储费用也同比
大幅增长，相应的销售费用支出显著。

另外，2023年上半年， 格力博研发投入金
额为1.59亿元，同比增长48.71%，主要系研发人
员增加、大功率电机电控、车规级电池PACK的
研发、储能技术研发等相关费用增加所致。

4股已经破发

没有了业绩支撑，6股中已经有4股股价
出现破发。

在上述6股中，裕太微、通达海发行价较
高，分别为92元/股、95元/股，其中通达海股
价已经破发。

格力博、 晶合集成首发价格则分别为
30.85元/股、19.86元/股，而截至8月31日收盘，
两股最新股价分别为18.78元/股、18.86元/股，
均已破发。其中，晶合集成8月28日披露称，8
月1日-28日，公司股价已连续20个交易日收
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19.86
元/股， 触发关于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履行条
件。按照规定，晶合集成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以及部分高管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至2026年11月4日。

值得一提的是，安达科技在上市首日便出
现破发。 今年3月23日， 安达科技登陆A股市
场，首发价格13元/股，然而公司上市当天股价
大幅收跌13.22%。截至8月31日收盘，安达科
技股价报4.78元/股，总市值为29.23亿元。

近期，证监会曾发文称，突出扶优限劣，
对于存在破发、破净、经营业绩持续亏损、财
务性投资比例偏高等情形的上市公司再融
资，适当限制其融资间隔、融资规模。

面对公司低迷的股价走势， 安达科技实
控人也抛出了增持计划“护盘”。6月6日晚间，
安达科技披露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刘建波拟以不超过600万元自有资金增持
公司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副总经理李忠拟
以不超过200万元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增
持系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
司投资价值的认同。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上市公司股价最终反映的是公司基本面，
在业绩下滑、“变脸”的情况下，公司股价也会
遭到投资者“用脚”投票，想要公司市值实现
高增长，努力搞好经营才是硬道理。

北京商报记者 马换换

8月31日，A股2023年中报披露收官，A股上市公司中期分红的情况也随之出

炉。在监管层的鼓励之下，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用真金白银回馈投资者。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显示，共有188股计划进行中期分红，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明显。值得

一提的是，近期证监会表示，将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其中上市公司分红情况

成为了限制条件之一。东方财富Choice统计，今年计划中期分红的188股中，有51

股三年内累计现金分红为0，系近三年首度进行现金分红。

<<�年内部分上市新股业绩变脸一览 >>

2023年半年报披露已经收官，年内上市的243只新股也交出了上半年“成绩单”，部分新

股出现业绩“变脸”的情况。经同花顺iFinD统计，年内上市新股中，安达科技、裕太微、格力博、

晶合集成、智信精密、通达海6股上半年净利同比由盈转亏，公司上市后首份半年报就出现了

亏损。业绩不理想下，6股中也已有4股股价出现破发。

公司 2023年上半年净利润 2022年上半年净利润 上市日期

安达科技 -2.4亿元 6.2亿元 3月23日

格力博 -0.54亿元 2.54亿元 2月8日

晶合集成 -0.44亿元 26.29亿元 5月5日

智信精密 -0.06亿元 0.06亿元 7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