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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以地铁、公交等领域户外电子屏广告为主营业务的广告公司，在登陆美国纳

斯达克市场刚满四年便上演一场“凤凰变乌鸡”的概念股狂跌浪潮，如今更是面临着

“股价 180天低于 1美元便会遭遇退市”的新风险，如何扭转经营业绩和利润的节节
下滑、公司股价的只跌不涨，成为未来 110多天考验华视传媒的生死时刻。

本报记者 陈玮英

“疯子”黄鸣仍被质疑口说无凭
“疯子最大的特点是‘人来疯’。”

皇明集团董事长黄鸣如是说。
黄鸣把自己比作疯子，但他认为

有的人比他疯的严重，竟然把皇明和
黄胜案件、儿女亲家、太阳空谷、三千
亩地、政府补贴……放在一起大肆评
说。这些也让皇明陡然间被推至舆论
的风口浪尖之上。

7月 20日 14时，皇明《全球新能
源未来求索白皮书》发布会如约举
行。黄鸣在山东省德州市太阳谷国际
会议中心激情澎湃地宣讲了 4 个半
小时。这是黄鸣自 6月 29 日———第
三次 IPO 失败以来首次站在媒体面
前，发泄心中的不满与愤慨。

不过，有业内人士分析，纵观黄
鸣在整个新闻发布会现场的表现，其
实就是在对自我、对皇明太阳能做最
后的“救赎”。“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口
说无凭’，只有自己一个的‘眼泪加愤
怒’”。

反击谣言

皇明在举行发布会之前，曾预告
将发表《致“同行恐怖主义”及“买凶
杀企”者的公开信》、《将企业同行恶
性陷害案列入刑法》的人大代表建
议、《曝光行业潜规则者应受鼓励及
保护》的呼吁书。但发布会现场黄鸣
并没有过多的评说这些内容。

发布会上，黄鸣气愤地将矛头直
指向了媒体，否认低价拿地、儿女亲
家、政府补贴等质疑，并咆哮着说这
是媒体在“泼脏水”。

在回应与原山东省副省长黄胜
之间的谣言时，黄鸣承认与黄胜有十
几年的交情，“他是皇明的恩人，人讲
究知恩图报，哪怕这个人正在遭难。”
并且表示，“黄胜的问题自有司法机
关处理，我们应该相信法律是公正
的，他的千秋功过自有后人和法律来
评说，他原来对我们有恩，我只是不
愿‘落井下石’而已。”

当转到儿女亲家问题时，黄鸣显
得格外激动。“我女儿在澳大利亚读
书，并不是在加拿大，还没有未婚夫
何来亲家、结婚。”黄鸣不想女儿的婚
姻受到“企业需要”的影响。
“拿到太阳谷这块地的价格不仅

没有低于市价 1/3，反而高出德州市
当时开发区中心位置地价的 20%。”

黄鸣让记者们去调查，现场媒体纷纷
低声议论“这还能调查到吗。”
“如果有人说，政府投入的太阳

城大会的筹备建设办会费是对皇明
的补贴，那么皇明为建主会场和筹办
会议投入的 13亿元，又是给谁的补
贴？”黄鸣高声问道。

随后，黄鸣将矛头指向行业潜规
则，并放言未来 1到 2个月内将曝光
行业潜规则。

而之所以迟迟未公布行业潜规
则，黄鸣的解释是“我过去一直想揭
短，但是行动迟缓的原因是从民众
角度上，揭同行的短会被认为是攻
击同行抬高自己，行业里的厂家为
了自身利益，也会反对强制标准和
揭黑，在我们公司内部也有这样的
阻力。”

但是这次或将不同往日，黄鸣在
发布会上挥舞着双臂高呼，“我现在
就是要这么做，这是为了这个行业。
作为一个商人，不能这么无耻！”
“我这么做，不是请求，而是逼

迫，逼迫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台和太
阳能有关的强制标准。”黄鸣愤怒地
说。

近期将剥离太阳谷

2012年，皇明第三次 IPO申请终

止，虽然也有盈利因素的原因，但是
最大因素就是非经营性资产过重。由
此，中国太阳谷再次成为皇明资本市
场折戟的“罪魁祸首”。

从 2007年开始，皇明开始了 IPO
之路，但截至目前三次闯关都未顺利
通过。

此次“终止 IPO是皇明主动提出
放弃的，因为我们的非经营性资产太
多太大，过不了会，我们给证监会做
了很多解释工作都没有成功。”7 月
19日，在与部分媒体见面时黄鸣如是
说。

皇明内部人士透露，微排国际
酒店、国际会议中心、光立方等这
部分资产已经超过 10 亿，正是由
于这部分非经营性的固定资产过
大，摊薄了主营业务的利润率，这
给皇明太阳能上市造成不确定性
因素。
“对于上不上得了市，我最对不

起的还是两个投资者（美国高盛、私
募鼎晖）和家人。”黄鸣表示。

在发布会现场黄鸣说，皇明建设
太阳谷期间资金链极度紧张，13亿资
金中有 4亿来自鼎晖和高盛。

2006年，黄鸣在世界可持续能源
大会承诺要建中国太阳谷，要搞微排
地球。

2010年，皇明建成了这座梦想已

久的太阳谷，定位为世界未来之谷。
从太阳城大会主会场的宏伟构

想到局部实现，黄鸣花了 4年以上的
时间。而整盘棋局则是一个耗资数十
亿、集太阳能制造、研发和教育、旅游
等为一体的太阳能建筑园区———“皇
明太阳谷”。

很多人看不懂太阳谷，它不是纯
商业产物。在黄鸣看来，太阳谷建成
就是一座丰碑，可以探索未来新能源
产业的出路。

如何大规模的复制和应用，并快
速地获得回报，成为太阳谷商业模式
之难，也成为黄鸣之难。
“太阳谷有空谷的时候，你们为

什么偏偏等空谷的时候来，为什么
不是在它热闹的时候来。”黄鸣在发
布会上气愤地回应“太阳空谷”的质
疑。

在发布会现场发放的一份资料
中，记者看到：中国太阳谷从简单的
理解形式，或者从短期的经济价值
看，的确是一座空谷，因为这里不是
繁华的商业闹市、不是喧嚣的企业集
群，更不是什么文化产业孵化园创造
不了太多的 GDP。

而在 7 月 19日举行的部分媒体
见面会上，黄鸣也表示，皇明近期将
剥离太阳谷，然后再上市。但他未透
露太多细节。

沸沸扬扬的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邦快
递）和优比速包裹运送（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UPS）申请
国内快递牌照的争议还在继续。

日前，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在给《中国企业报》记者
的书面答复中，对申请国内快递牌照作出回应，“根据《邮政
法》有关规定，联邦快递已经提交了国内服务经营许可的申
请。我们将继续与政府机构就该申请保持紧密沟通与合作。国
家邮政局网站上在 6月 21日公布的信息指的是联邦快递现
有的开展国际快递业务经营许可通过年度审核。联邦快递目
前照常开展业务。”
“联邦快递和 UPS目前还没有拿到国内快递的资质。”国

家邮政局一位主管官员日前回答媒体时表示，“按照法律规
定，相关程序正在履行当中。”

中国快递咨询网首席顾问徐勇则认为，牌照之所以迟迟
还没有下发，是因为两家外资快递企业不满足于现有经营城
市，有意扩大经营范围。

事实上，联邦快递和 UPS这两家国际快递巨头早在多年
之前就开始经营中国国内快递业务，由于快递业务一直隶属
商务部管辖，商务部对外资公司的运营并无限制。随着我国邮
政政企分离的进程和 2009年《中国邮政法》正式颁布实施，才
有了对外资企业经营国内信件业务的运营限制，并要求快递
企业重新向邮政局申请运营牌照。

徐勇认为，外资快递企业市场份额不到 1%，而且我们的
法律对它还有限制，那就是不准许外资快递企业经营信件业
务，而这块业务目前占市场总份额的 20%。国内快递企业之间
的竞争主要靠的是价格，而联邦快递和 UPS这样的国际快递
巨头靠的是服务，目前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程度远高于对服
务的敏感。

针对最近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质疑联邦快递和 UPS本身如
取得国内快递经营许可，将对我国航空货运发展造成冲击，徐
勇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快递经营权是我们在 WTO总承若
中已经放开的，《邮政法》规定“外商不得投资经营信件的国内
快递业务”，规定之外都是可以经营的。

徐勇还说，WTO 还有一个规定，只要没有特别规定不准
经营的，外资企业在中国享受和国内企业同等待遇。国内企业
可以包租飞机，托运行李、快件，那么外资企业也是被允许的。

中航协的担心也就在于此。
《邮政法》对快递解释是“快递是指在承诺的时限内快速

完成的寄递活动。”而寄递包括“收寄、分拣、运输、投递等环
节。”中航协市场研究部部长朱庆宇对《中国企业报》记者指
出，外资快递企业完全可以根据《邮政法》的解释，以完善运输
的名义申请组建航空运输企业。

因为我国《邮政法》关于快递定义有广义“运输”的含义，
而并没有规定“运输”具体的业态，这意味着获得快递许可的
企业（包括外国企业）从国家法律层面已经可以“依法”来运营
陆运、水运、空运甚至铁路运输来从事快递业。尽管我国水运、
空运和铁路主管部门还可以使用部门法规进行约束，但是我
国行业部门层级的法规或者国务院法规都是不能抵触全国人
大通过的《邮政法》的，也就是说，部门性法规已经不能够阻止
外资企业进入我国境内运输业，而只能对其进行专业性规范
管理而已，到这时外资企业涉入我国境内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的合法性“大门”，已经从另一端洞开。

外资快递牌照迷雾未散
本报记者 穆瑞

本报记者 许意强

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来形
容当前的华视传媒，再合适不过。

7月 18日，华视传媒宣布已收到
纳斯达克通知函。通知函称，华视传
媒美国存托股份价格在连续 30天交
易日中收盘买入价低于 1美元。根据
规定，华视传媒有 180天宽限期，即在
2013年 1月 9日之前期间，如果股价
收盘买入价能够连续 10个交易日达
到或高于 1美元，则视为已重新符合
纳斯达克上市规则的要求。否则，华
视传媒将会进入粉单市场步入退市
通道。

从 2007年底以“户外电子媒体”
的全新商业模式登陆纳斯达克，2008
年，成为唯一一家实现成功增发的中
国企业，2009 年又并购 DMG 完成从
公交向地铁广告资源的全面整合。短
短 4年多时间，华视传媒的股价却从
最高时的 22.38美元一路下跌至不足
1美无，跌幅超过 95%。

到底是什么因素让这家曾经的
资本市场明星企业迅速沦落至退市
的尴尬境地。截至《中国企业报》记者
发稿前，华视传媒投资关系总监一直
未能回复电话、短信和邮件等采访。

节节下跌的业绩

与股价连续 30 天不足 1 美元相
比，今年以来，华视传媒呈现给市场
和投资者的还有一份持续下跌的市
场销售业绩和经营利润业绩报告。

继今年一季度，华视传媒营业收
入较去年同期的 3250万美元同比下
降 13.1%，净亏损为 2110万美元，较
去年同期的净亏损 1300 万美元同比
扩大 62.3%。日前，《中国企业报》记者
看到，华视传媒再度下调今年第二季
度业绩预期：预计广告收入为 2800

万—2900万美元，净亏损将高达 2000
万—2200万美元。此前，华视传媒预
计今年二季度营收最高可达 4300万
美元、净亏损最少可以控制在 500万
美元。

这意味着，今年上半年华视传媒
在营收仅为 6000多万美元背景下，却
创下高达 4000多万美元的净亏损。对
此，华视传媒董事长兼 CEO李利民解
释称，“一是行业回暖的速度不如预
期快，其次传统行业大客户削减预
算。再者，互联网电商网站在户外广
告的投入也在削减”。去年，华视传媒
互联网广告营收占比可以达到 10%、
但今年占比仅有 2%—3%左右。

接下来，摆着华视传媒面前的市
场挑战更为严峻。产经评论员于清教
指出，“尽管当前我国整体增长发展
势头保持着稳定的增长，但是不少产
业和企业的发展都开始受到经济冲
击下的经营业绩下滑，广告支出费用
首当其冲要面临缩减甚至停止。这对
于包括华视传媒在内的一大批国内
广告公司，都是不小挑战，业绩继续
下跌已无可避免”。

如果说，经济环境只是华视传媒
业绩下跌的外部诱因。近年来，面对
户外广告媒体形式的层出不穷、竞争
对手的步步紧逼以及自身经营成本
的“居高不下”，给华视传媒的内部经
营带来巨大挑战。有户外广告从业人
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当初
华视传媒为了抢夺地铁、公交等广告
资源，在与对手的竞争中抬高了这些
广告载体的成本支出。近年来由于户
外广告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又压低
客户购买这些广告的价格，这样就直
接将企业的整体经营拖入了‘卖是
亏、不卖亏得更多’怪圈之中，华视传
媒只能在这种惨淡的环境下艰难求
生”。

北京科技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生

导师刘澄教授认为，“华视传媒的错
误，也是中国绝大多数企业经常犯的
错误，容易患上‘发展饥渴症’，一旦
事业发展顺利，头脑就开始不冷静起
来，为企业制定近乎疯狂的并购扩张
规划，最终直到资金耗竭为止”。

悬而未决的官司

面对来自外部市场的经济环境
持续恶化、广告客户投入锐减、广告
新媒体出现，导致的整个广告市场
竞争白热化以及企业内部的公司并
购难产遭遇官司拖累、业绩下滑导
致裁员风波、业绩下滑导致人心湟
湟等经营问题。此外，地铁、公关电
子屏广告的“经常无声、突然中断”
效果，也让广告客户开始重新反思
华视传媒这种“已经不再新”媒体的
效果。
有接近华视传媒的人士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当前最让李利民头
疼的，还是一年前对于 DMG那项耗
资 1.6亿美元并购案，这不仅没有完
成华视传媒在户外电子屏广告营收
上的节节攀升，反而因为双方围绕一
份未经审计的公司财报最终对簿公
堂，拖累了华视传媒股价、增加整合
成本，还将企业的商业信誉和品牌形
象滑向危险边缘”。

从剑拔弩张的市场对手，到兼并
收购的握手言和，华视传媒对 DMG
收购不久后，因未及时向对方支付剩
余 6000万美元并购款，被对方直接
告上美国纽约法院。《中国企业报》记
者掌握的消息显示：华视传媒指责控
制 DMG 的两家风投存在财务欺诈，
而后者则认为前者觉得自己买亏了、
股价下跌后想赖账，各执一词尚未让
真相“水落石出”。

2010年 1月，完成对 DMG并购
的华视传媒的股价在当时一路上涨

到接近 12美元。但随后受到市场环
境、行业竞争及公司经营等方面的影
响，股价开始大幅下跌，到 2010年底
股价只有 4美元出头。就在 2010年
12月，华视传媒宣布将对 DMG包括
戈壁投资和橡树资本在内的多家前
股东因为涉嫌财务欺诈而发起诉讼。
2011年 11月纽约法院驳回华视传媒
诉讼请求。此后，DMG两大风投向法
院申请扣押华视传媒 6000万美元资
产请求获得批准。

最新消息显示：6月 30日美国纽
约州最高法庭批准一项动议，要求华
视传媒及其子公司 Vision Best 将
6000万美元资产转到纽约州，这笔资
产将由纽约州司法长官暂时扣留，或
在经过橡树资本与戈壁投资同意后
转到由纽约州司法长官控制的一个
托管账户中。

当前，华视传媒正在积极上诉，
应对这一轮的诉讼大战。不过，在于
清教看来，“不管讼诉结果最终如何，
最大的受害者还是华视传媒。毕竟这
会消耗企业太多的资源和精力，同时
还将影响其在美国纳斯达克的公司
及品牌声誉”。如果华视传媒迟迟不
拿出 DMG 两大风投财务欺诈的证
据，最终的结果无疑会让华视传媒
“雪上加霜”。

华视传媒的糟糕业绩还让公众
传媒及其创始人江南春很受伤。2010
年底分众传媒曾斥资 6100万美元购
买华视传媒新发行股份 15%，江南春
个人认购 1%。如今，华视传媒的暴跌
亦让分众传媒此前的投资出现约
5000万美元出现巨额浮亏。

目前，还无法看清华视媒体靠什
么在今年第三、四季度扭转经营业
绩，但纳斯达克留给企业的时间却在
一天天滑过。如果退市最终成为华视
传媒的唯一出路，那么众多纳斯达克
中概念股也将因此而蒙羞。

华视传媒退市大考 百货行业陷入群体性苦境。“目前国内楼市、股市低迷，物
价高企，这一系列现象最终都会反映到零售终端消费市场
上。”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秘书长范君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7月 18日，范君向商务部递交了一份《年中百货行业发展
形势情况汇报》材料。《中国企业报》记者从这份材料上看到，
今年上半年百货行业发展平缓，大部分企业业绩有小幅增减。
一些企业虽然销售额有所增长，但增速却出现下降，利润出现
下滑。还有些企业则没有完成既定的销售额和利润额双重目
标。

关张倒闭似乎就成了商超最后的归宿。一个最具标志性
意义的案例就是，上海从第一百货到第十二百货，这些直接以
号码命名的老字号百货商店目前仅剩下五家。其中，上海第一
百货淮海店变宝马 4S店备受关注。

近日，对于引进宝马旗舰店，尽管第一百货所属的友谊集
团总经理李国定坚持说，第一百货淮海店的关张是根据商圈
结构进行的调整，并不是因为经营不善、长期亏损而关店，但
事实证明，长期以来传统百货商店盈利模式单一、促销力度空
前、利润大幅下降，陷入泥潭已经很难自拔。

由于目前商业地产成为热钱投资的重点，各地购物中心
和城市综合体蓬勃发展，整体商业面积呈几何数上升。据了
解，未来一年半时间内，仅广州将有至少 80万平方米的全新
项目上市。最重要的是，消费需求也随之变化，消费者到商场
的需求已经从单纯购物变成需要娱乐、餐饮、休闲等多功能支
持，年轻一代消费者选择单体百货店消费的比例越来越低。传
统的单体百货的生存受到巨大的挑战。

愈发惨烈的电商大战也让传统百货雪上加霜。范君表
示，一些电商的营销活动有的是零利润，有的甚至售价低于成
本，这不仅是对线上业务的残杀，也直接影响了线下业务。同
时，经营成本不断上涨。通货膨胀带给零售业不断增长的客单
价的同时，也推高了经营成本。房租、人工费用的增长成为零
售企业重负。

据了解，最近一年来，零售企业租金成本不断上涨，不仅
仅是中小零售企业，对于有实力的零售企业来说，曾经占据城
市中心地段的旺铺也正在面临租金的重压。《中国企业报》记
者调查了解，为了维持消费群体的稳定，商家不敢把上涨的租
金转嫁给消费者，只能压缩自己的利润空间。一旦门店租金大
幅上涨，摆在零售企业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压缩利润甚至
亏本经营；要么关店，重新选址开张。但是，网点资源稀缺，关
店重新选址的前景并不乐观。

专家表示，经营模式日显乏力也是造成当前百货业经营
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行业内部看，长期以来，品牌联营所
形成的零供关系，使零售企业失去了商品购进权和渠道，品牌
商的直营或地区多级分销代理制给零售企业自行采购品牌商
品造成种种壁垒，零售企业即使形成连锁化网络化的发展格
局，也难以凭借规模优势取得规模效益。由于体制机制、经营
模式等诸多原因，致使流通渠道淤塞、效能低下、成本高昂依
然是困扰百货零售行业发展的根本性要害问题。

虽然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成为“十二五”经济增长转型的
热点，但今年百货零售业的生存状况却并不乐观。《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已经有许多企业开始已经陆续下调
今年业绩预期和计划，预计今年行业收入增速和净利润增速
仍将下滑。

本报记者 李金玲

电商火拼殃及传统百货

反击媒体“泼脏水”，否认低价拿地，否认与黄胜儿女亲家，
痛斥竞争对手无耻，黄鸣独自宣泄 4个半小时

在 7月 19日举行的部分媒体见面会上，黄鸣也表示，皇明近期将剥离
太阳谷（左），然后再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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