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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意强

“由于屏幕的限制，在移动广告市场里很多品牌主一直没
有进来，这让我们都非常担心。”艾媒咨询 CEO 兼首席分析师
张毅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 1月到 6月，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披露的投资案例只
有 10起左右，远低于去年同期，而且其中至少有 5起投资案
例至今没有资金注入。

广告“牛皮癣”

根据互联网研究机构 MaryMeeker的报告，电脑桌面广告
的 CPM(每千人成本)价格为 3.5美元，手机广告这一数字只有
0.75美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移动互联网一直未能吸引很多品
牌广告主的入驻，中国市场在移动广告上的投入尚不及整个
广告预算的 1.5%。

相信很多用户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正在兴致勃勃地玩某
一 APP应用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块广告使得本来就很紧张
的屏幕显得更加拥挤。当你一不小心误点到它的时候，又不得
不花时间去关掉。

现状就是这样，移动互联网的用户不喜欢它的广告，它的
服务商想要通过广告赚钱，不得不强制性推送自己的广告。有
统计说，一个用户在一个小时内能看到的广告最多可以达到
20个，平均一个广告会展示 12次，用户形象地称之为“牛皮
癣”。

360公司副总裁李涛介绍，经检测，捆绑通知栏广告插件
的应用已超过了 5万家，其中大部分都具有匿名推送广告、强
制下载软件且无法关闭等流氓行为，且第三方广告公司与应
用开发者分工明确，共同牟利。
“我们要做到平衡。事实上，如果你做不到平衡的话你也

赚不到钱，如果一个户外广告不是他想要的东西的话它的点
击率也低了。”多盟联合创始人张鹤说，必须消除 APP与用户
在广告上的敌对态度。

商业化挑战

5月初，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在百度联盟峰会上发表了“移
动互联网像酒驾”的观点，在他看来，由于手机屏幕小等特点，
移动互联网商业化能力存在很大的挑战。

UC优视董事长兼 CEO俞永福其后在博客上提出了不同
看法，在他看来，屏幕小不是缺点而是特点，而谈商业化能力，
不能拿今天的移动互联网和今天的 PC互联网比，因为两者发
展阶段不同，今天移动互联网的商业化处于初级阶段，类似十
年前的 PC互联网。想想十年前的 PC互联网，今天的移动互
联网，商业化能力已经很强了。

不过，维旺明（VIVA）COO 王洁明坦言，移动互联网中大
部分都倾向于向消费者收费，无奈“中国人天生不愿意付钱”，
短期内培养有付费习惯的群体非常困难。

数据显示，近 5年，我国移动互联网活跃用户数以每年超
过 60%的复合增长率迅速扩大，2011 年底该规模已经达到
3.2亿；与此同时，我国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同期年复合增长
率仅在 30%左右，2011年整体市场规模约 400亿元，人均年
消费仅 120多元，远低于该行业已成熟国家的平均水平。
增值服务破冰

“移动互联网会越来越精彩，这里需要更加精细化，抓住
个性化的需求，才能开拓更广阔的空间。”针对中国互联网的
商业迷途，广东联通互联网营销服务事业部产品运营部副总
经理聂波的观点或许是条出路。
“相比传统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商业化才刚刚开始，未

来还有巨大的空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俞永福指出，对互联
网行业而言，盈利模式无非三种：广告、互联网增值服务和电
子商务。但这三种商业模式是逐步成熟的，广告先成熟，第二
个阶段是增值服务，最后是电子商务。

据了解，虽然 UC目前的收入仍主要来自广告，但增值服
务的成长已经非常迅速，而游戏就是最典型的互联网增值服
务模式。根据艾瑞咨询统计，2011年中国移动游戏的市场规
模为 39亿元人民币，到 2012年，同比增长率已经超过 70%，
因此到 2014年，移动游戏的市场规模一定会突破百亿元大
关。

纵观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全貌，广告、游戏、电子商务
等等，无一不是传统互联网商业模式的翻版。然而，移动互联
网不仅仅是互联网，更是移动的互联网，服务商需要据此开发
和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业务模式和具体应用。

例如广告，虽然受到用户的敌视，一些巧妙结合移动特点
的成功案例也不在少数。
“比如你看到一个可口可乐，你拿手机晃晃，这个可乐就

喷射出来了。这种案例在技术上已经不是问题了。大家会看到
大量的非常有意思的广告形式出现在智能手机上，这也是广
告行业的突破，未来也是非常值得期待。”张鹤说。

移动互联迷途

一纸公告揭露了隐藏在朗科科
技（300042）内部、自上市以来就存在
的公司两大股东意见严重不合而引
发的董事会与管理层矛盾。

今年年初，朗科科技公告称收到
本来广西北海市政府给予广西朗科
国际存储科技产业园项目的 3500 万
的产业扶持资金。在这份公告中，《中
国企业报》记者看到，作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的邓国顺、董事王荣、独立董
事钟刚对“将对广西朗科和公司未来
年度利润产生积极影响”的内容不予
认可；且对公告中“2012年至 2015 年
产业园的达产情况预计”不予认可。

早在 2011 年由 9 名成员组成的
董事会审议《关于建设朗科国际存储
科技产业园的议案》时，上述三名董
事不仅公开反对，还指出这一项目具
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的风险，且
没有说明巨额订单的来源及保证。

从 2010年初上市股价最高创下
60.83元，到 2012年除权后股价一度
跌至 9.26元，朗科科技到底是如何利
用资本市场达到个人商业目的？其上
市前夕包装的专利收费盈利商业模
式是否已经遭遇天花板？

工业园争议背后的
明争暗斗

与三大董事对于广西朗科国际
存储科技产业园项目的持续反对一
起公开的，还有来自朗科科技首次对
外披露的这一项目两大新风险。

根据《产业园建设合同》规定，广
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在广西朗科完成
约定投资经营计划的前提下给予资
金扶持，但《产业园建设合同》中并未
约定双方的违约条款，且北海市政府
给予的资金扶持时间及数额最终需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批复为准。因
此，广西朗科能否按照合同约定的时
间和数额收到产业扶持资金存在不
确定性。《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这
两大风险在此前的公告中并未做出
任何提示。
广西项目正是朗科科技第二大

股东成晓华接替邓国顺在公司的董
事长和总经理职务后，实施的一项战
略新兴业务布局。在与朗科科技证券
事务代表电话沟通中，《中国企业报》
记者了解到，“目前广西项目按照计
划正常建设之中，除了朗科项目，还
有当地政府对外招商的项目，暂时还
不能确定何时能够竣工投产”。

对于工业园是否能在今年达到
20 亿元产值，上述证券事务代表表
示，“很多项目都在谈，但没有签署最
终合同。对于招商结果是否公告也要
看是否达到要求标准”。并提醒，“我
们在公告里面已说得很清楚，这是一
项与地方政府合作的项目，不是朗科
一家就能推动的，包括征地、建设以
及政府扶持资金，都是建立在一定条
件基础上，企业与政府都有相互制
约，一旦哪个环节出现延迟都会影响
整个项目进展”。
在朗科科技 2010 年初上市 9 个

月后，公司第一大股东邓国顺便挂靴
而去，只留一个公司第一大股东的身
份。在邓国顺离职背后，则是邓国顺
被指责为不管公司事务，引起朗科科
技管理层内讧，导致几大股东早就有
计划重组公司管理层。

对此，上述证券事务代表也透
露，“邓国顺现在的身份只是公司股
东，他有权对公司发展提出不同的看
法，这也是提醒中小股东公司的一些
项目存在风险。不过，邓国顺的公开
反对还是对公司的股价造成比较大
的影响”。
不只是邓国顺对广西项目反对，

公司独立董事钟刚强在 2011年共对
公司 13个议案提出反对意见或者弃
权。

就在公司将上市超募资金 4900
万元投向广西项目用于增资时，《中

国企业报》记者也发现公司在 2010年
初上市募资用于闪存应用及移动存
储技术研究平台扩建、闪存应用及移
动存储产品开发平台扩建以及专利
申请维护运营和营销网络扩展及品
牌运营四个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全部
遭遇变数，有的或停止，有的或减少，
截至 2011年底投入金额为预计投资
总额的 18.32%。
专利盈利商业模式的
皇帝新装

如果说，董事会成员之间关于这
一项目的分歧严重只是掀起朗科科技
发展迷雾的“冰山一角”。那么，主营业
务的移动存储和闪存应用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连遭败绩，出现销售节节下滑
的态势就实在令人费解。就连在上市之
初被公司过度“包装”的专利盈利模式
也出现收入年年下滑颓势，并在今后面
临难以为继的严峻挑战。

上述一系列事件都直击朗科科技
董事会和管理经营层的软肋，也让人
们不得不质疑：朗科科技当初是如何
登陆资本市场的，未来是否会因为经
营难以为继沦为创业板首家退市股？

朗科科技在2010 年初实施 IPO
后，在移动存储和闪存应用两大业务
领域并未实现增长。2012 年一季度，
朗科科技经营业绩出现大幅下滑，营
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下滑 21.42%，营业

利润较去年同期下滑 75.15%。《中国
企业报》记者看到，这是自公司上市
以来连续三年，业绩较上市前的 2009
年业绩同比出现下滑：2009年公司营
业总收入 2.73亿元、营业利润 3977
万元、利润总额 4290万元。这成为横
在朗科科技面前的一道鸿沟。

令人不解的是，在上市之初曾被
公司大力传播的“专利收费盈利”商
业模式，也在上市后迅速出现下滑。
从 2006年至 2009年，公司实现专利
授权许可收入 1041万元、2813万元、
4009万元、2777万元，上市后的 2010
年、2011 年这项收入分别为 1138 万
元、1048万元，较 2009年最高峰时期
的专利收入下跌 70%以上。

在 iSuppli半导体首席分析师顾
文军看来，“朗科必须转型，专利总有
到期的一天，何况在有的市场专利保
护并不完好，很难通过专利收费来维
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同样，朗科科
技在年报中也坦承，“作为公司利润
重要来源的专利收费，存在着专利申
请和诉讼具有周期漫长、费用较高等
特点，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性”。

目前，从全球产业发展来看，至
今还没有出现一家公司可以完全依
靠专利生存、发展的成功案例。显然，
在上市之初被过度包装的“专利收费
商业模式”，无疑成为朗科科技的“皇
帝的新装”，将成为拖累企业在今后
几年保持快速扩张的战略短板。

见习记者 郭奎涛

就在短短 6个月时间里，10家光
伏行业企业上市之路戛然而止。

曾经风光无限的产业如今却少
了些许锐气与霸气。谈到上市，很多
光伏企业都感到有些无奈。但作为融
资的重要渠道，上市似乎成为这些企
业不得不走的一步棋。

有分析师表示，行业景气度下
降，导致企业难以出现盈利，造成上
市难，从而极易出现恶性循环。

10家拟上市企业受阻
日前，证监会创业板发审委审核

英杰电气 IPO申请未获通过。这已经
是截至今年 6月底年内第 10家首次
公开募股（IPO）搁浅的光伏企业。
根据 ChinaVenture投中集团数据

显示，2012年至今，已有 10家光伏行
业拟上市企业 IPO进程受阻，其中上
机数控、思可达光伏首发申请被否；恒
基光伏中止审查；快可光伏、日地太阳
能、天能科技及欧贝黎则被终止审查。
其中，天能科技更是被爆出虚增收入、
财务造假等重大财务问题，且多个光
伏应用案例披露不实、漏洞百出，最终
以上市进程终止而收场。
值得一提的是，英杰电气主要从

事的是功率控制系统装置为代表的
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其最大客户北京京运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正陷入与江西赛维 LDK
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的合同纠纷。

由于光伏产业的持续不景气，江
西赛维无法履行与京运通签下的采

购合同，为此，京运通对江西赛维提
出仲裁，涉及合同金额超过 10亿元。
受此影响，京运通今年第一季度的营
收下降幅度超过 80%，英杰电气对京
运通高达 700 万元的应收款因此面
临极大的信用风险。
“整个光伏行业进入了下降的通

道，2010年底，太阳能光伏每瓦售价为
12.5元，2011年 6月份之后，每瓦的售
价为 6元以下。”日地太阳能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振军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目前很多光伏企业已经
出现财务指标大幅下滑的现象。
“有的企业如果经营出现问题，

按照 6 元每瓦销售，根本不会有利
润。”一位不愿具名的光伏企业高管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光伏业行情持续性很短暂，如果持续
一年将有明显不同。

ChinaVenture投中集团分析师李
玲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主要是光伏企业生产经营受到很
大影响，无论是在国内上市的还是在
美国上市的企业，包括没有上市的企
业，大部分出现大面积亏损情况，证
监会认为，光伏企业持续盈利能力可
能受到一定影响，所以很多光伏企业
上市的申请因此被否决了。

或将蔓延至整个行业

尽管如此，在整个行业景气度急
剧下降的形势下，光伏企业资金周转
困难，企业融资需求扩大，同时,受 PE
机构退出压力加大等多重因素影响，
光伏企业上市募资的热度依然不减。

随着国内能源供需矛盾的日益

严峻及环保压力的加大，火力发电的
经济性越来越低，可再生能源发电将
越发受到重视；而光伏发电是目前最
成熟且最有前景的可再生能源发电
技术，在调整能源结构及减轻环境污
染等方面作用突出。
“纵观国内整个光伏产业链，多晶

硅、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等领域均处于
产能过剩状态，企业持续盈利能力成
为通过新股发行审核的一大门槛，未
来具有技术优势的细分领域以及产
业链下游的光伏电站，有望成为 PE
及二级市场资金的主要流向。”李玲
表示。
“虽然受行业景气度影响，公司

此次上市失败，但公司还会再申请上
市。”上述高管肯定地告诉记者。

在这位高管看来，能够上市的光
伏企业，可以算是“运气比较好。”
“还有就是，企业本身基数比较

小，比较容易实现翻番，但是相对比
较大的企业，本身基数就比较大，很
难实现翻番。”上述高管如是说。
“目前国家对整个光伏行业的规

划已经从过去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
创新。”李玲分析认为，“之前否决的

企业中大多数属于光伏设备企业，以
太阳能电池及组件为主，在技术创新
方面有所欠缺，没有吸引证监会发审
委的亮点，或因此被否决。”

在李玲看来，目前光伏行业上市
的前景并不乐观，如果能够上市，企
业的创新技术非常关键。如果企业有
先进技术作为支撑，那么企业就存在
盈利空间。

但事实上，企业选择上市，目的
正是为了融资，有了资金保障才能够
加大技术研发上的投入，如果不能成
功融资，那么何谈技术投入。“这就会
导致出现恶性循环。”李玲说。

在一位光伏分析人士看来，对于
依靠资本支撑的光伏企业而言，上市
之路的遇阻或将使其走上绝路。

对于众多光伏企业选择上市来
缓解融资问题，业内专家认为，一方
面是由于行业产能相对过剩、市场需
求不足；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其实每
家企业都存在资金流短缺现象，假使
上市融资可以缓解一时之急，但上市
的后果必然将进一步扩大产能，从而
又加剧了行业竞争压力，使得全行业
利润水平下滑。

朗科被指以专利套补贴盈利

光伏企业集体碰壁 IPO 拖累上下游

本报记者 陈玮英

一家 2011年营业收入仅 2.3亿元的公司，在包括大股东在内的三名董事长达 1年多的持
续反对中，仍执意要在广西投资 2.29亿元打造一家在 2012年产值达 21.75亿元、2015年产值
力争突破 200亿元的国际存储科技产业园项目。业内人士表示，这是朗科科技导演的一场“包
装专利盈利模式、套取地方政策补贴”的资本大戏。

对于依靠资本支撑的光伏企业而言，上市之路遇阻或使其走上绝路

除足球场之外，房地产企业把追逐目标定格在高端酒店。
目前，保利、恒大、万达等老牌房地产企业纷纷开始转战高端
酒店业，五星、六星、七星酒店正在以燎原之势全国各地开花。

5月 28日，万达商业地产豪掷 11亿成功摘取昆明泛亚
金融区 105亩商业用地，拟建商业综合体和高端酒店；进入 6
月，珠江新城拍地，最终恒大成功夺地。据知情人士透露，恒大
对该地块期待甚高，要打造一个填补广州乃至华南空白的超
五星顶级酒店。6月 28日，希尔顿酒店集团与卓达集团签约，
威海卓达希尔顿逸林酒店将在卓达香水海项目地块上奠基。
据悉 ,此次签约之后，希尔顿与卓达集团还将计划在烟台、青
岛、天津、太原等卓达项目中，全面引进国际顶级酒店等旅游
项目和品牌。

与此同时，房地产企业已在成都、郑州、长沙、天津等二三
线城市相继开始“跑马圈地”。

数据显示，到 2015年，河南省计划建设 30—50家五星级
酒店（力争每个省辖市均有 1—2家五星级酒店）、100个四星级
酒店；长沙市将有 10家以上国际品牌酒店开业；未来 2—3年，
成都将拥有超五星级酒店数量接近 50家；佛山市已有 9家五
星级酒店，5年内五星级酒店将建成 20家；今年天津市五星级
及按照五星级标准建成开业的酒店将达到 36家，“十二五”期
间，天津市五星级酒店数量将达到 40家。 （下转第十版）

高端酒店或成投融资新渠道

房产大鳄
“围猎”高端酒店

本报记者 张艳蕊

申报企业
上机数控
思可达光伏
恒基光伏
快可光伏
日地太阳能
天能科技
欧贝黎
英杰电气
辉煌太阳能
皇明股份

细分领域
光伏设备
太阳能玻璃
太阳能电池及组件
太阳能电池及组件
太阳能电池及组件
太阳能电池及组件
太阳能电池及组件
光伏设备
太阳能
太阳能

拟上市地
创业板
创业板
创业板
创业板
创业板
深交所
上交所
创业板
创业板
上交所

备注
申请未获通过
申请未获通过
中止审查
终止审查
终止审查
终止审查
终止审查
申请未获通过
终止审查
终止审查

朗科科技自上市以来就陷入了股价持续下跌通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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