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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意强

闽灿坤 B的退市玄机
牵动整个国内证券市场的“闽灿

坤 B（200512）退市风波”一波三折。
就在市场各方认为闽灿坤 B 退

市已经铁定之际，8 月 2 日公司的一
则“将筹划重大事项进入停牌”公告，
在最终“定生死”的两个交易日内，上
演逆市大反转。就在三天前，公司还
发布公告称，“三个月内不存在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事
项”。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今年所颁
布的退市新规，股价已经连续 18 个
交易日低于股票票面 1元的闽灿坤 B
（200512），成为新政颁布实施以来最
接近“退市”的企业。在这一诡异的变
局背后，到底是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
无能，还是上市公司闽灿坤 B 的退市
阴谋？

自 1993 年在深交所 B 股市场挂
牌上市，《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作
为我国 B 股证券市场第一家台商独
资股份制公司，闽灿坤 B 的退市还是
在市场上引发诸多争议，有专家认
为，“作为一家经营业绩、资产、盈利、
现金流等均无硬伤的企业，被退市制
度错杀”，最终会造成“该退市的没退
市”。也有业内人士指出，“灿坤近年
来已经沦为一家小家电 OEM 企业，
在 B 股市场融资功能几乎没有背景
下，退市是一种必然。但公司赶在退
市前两天却突然推翻此前表态，这其
中必定暗藏阴谋”。

制度错杀质疑

连日来，闽灿坤 B退市事件，一
下子让公司董秘刘美美成为最忙碌
的人。在公司股价连续 10个交易日
低于 1元后，刘美美不仅每天要通过
向投资者发布风险提示公告，还要接
听来自全国各地投资者和新闻媒体
的电话咨询。

在连续一个小时内，《中国企业
报》记者都无法拨通闽灿坤 B专门为
接受投资者咨询设立的电话。随后，
《中国企业报》记者致电上市公司董
秘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听电话
咨询后显得很不耐烦，称，“现在每天
发布的风险提示公告，让投资人都很
紧张。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该透露的消息每天都会公告的。你想
了解的话，就每天看公告，行不行”，
随后便急忙挂断电话。

面对闽灿坤 B退市已成定局，不
少投资者还是表达对深交所新政的
不满。“无论是公司的盈利能力、现金
流，还是对于投资者的回报，一直都
很好，为什么因为股价低于 1元就要

被退市。这不是让一些价值投资者再
度成为受害者，相反助长一些投机者
的人为投机空间？”来自上海的一位
已经持有闽灿坤 B 股票 5 年多的贡
姓投资者称，这个新规就是让价值投
资者再度欲哭无泪。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闽灿坤拥有近 3.3万名股东。

从 1993年上市至 2011年，闽灿
坤 B累计分红达到 2.02亿元。当年登
陆 B股的时候，扣除发行费用后，公
司实际募集得到的金额仅有 1.78 亿
元。这意味着，闽灿坤 B上市以来分
红的数额已经超过当时的实际募资
金额。

对于闽灿坤 B引发的退市争议，
深交所公开表态，“对于纯 B 股公司
因触发市场指标而非财务指标引发
退市的，一方面鼓励公司通过大股东
增持、公司回购、缩股等方式，维持上
市地位；另一方面支持公司选择自愿
退市”。

退市阴谋猜测

相对于闽灿坤 B 退市引发的舆
论争议，实际控制人吴灿坤却表现得
相当淡定。《中国企业报》记者曾多次
向身在台湾的灿坤集团所有人吴灿
坤发去采访邮件，希望能够听到他对
于下属公司退市一事的态度和看法，
截止本报截稿前，未能获得回复。

不过，相对于上市公司的淡定、

不自救表现，B股公司融资能力差已
成为不争的事实。自 1993年上市以
来，闽灿坤 B于 1999年决定申请发
行 5000 万 B股、2000年获得中国证
监会批准、2001年呈报相关资料后一
直没有下文。

有分析人士指出，“相对于目前
市场投资者的着急表现，闽灿坤 B的
不急不慌应该另有隐情。”就在市场
各方认定闽灿坤 B 铁定退市的最后
两天，上市公司却给市场投资者杀了
一个回马枪———停牌筹划重大事项。
“不排除闽灿坤 B的退市风波就

是上市公司的一次阴谋，其目的就是
浑水摸鱼，让知情人士以超低股价大
量买入中小投资者抛售的公司股票，
最终公司赶在退市前夜发布停牌重
组公告，让大股东谋利”，上述贡姓投
资者向《中国企业报》记者分析到。

华泰证券一位分析师也认为，
“保壳对于上市公司大股东来说，是
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通过一些人为操
作就可以避免股价的下跌，甚至还可
以通过战略重组推动股价上升。”

此前，公司在公告中多次提醒投
资者，“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同时承诺至少 3 个月内不存在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事
项”。这让不少闽灿坤 B的投资者确
定公司退市无疑，现在却又突然转变

口径，背后动机令人生疑。
投资者上述猜测并非没有道理。

《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此前已将灿
坤事业退守台湾的吴灿坤，为在台湾
发展灿坤 3C连锁事业，曾涉嫌以“高
买低卖”方式打压竞争对手顺发兴柜
股票，导致对手的现金增资案流产，最
终遭遇台湾市场监管当局的“处罚”。
“无论是被制度错杀，还是企业

借机退市，对于吴灿坤来说，这都是
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中国家电营销
委员会副理事长洪仕斌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从当年高调在大陆开展
灿坤 3C连锁电器、实施灿坤自有品
牌小家电扩张，到最后又陆续退出，
灿坤留给市场的就是一个“失败者”
的形象。

主业下滑之痛

相对于闽灿坤 B 在资本市场的
低调，公司创始人吴灿坤却是台湾有
名的“小家电代工”大王，并曾在大陆
掀起过一股灿坤的“黄色风暴”。

1988年，吴灿坤带着东拼西凑的
90万美元到福建厦门设立“厦门灿坤
电器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小家电的
生产，当时员工只有 82人，年营业额
只有 60万美元。2002年，灿坤赢得煎
烤机、电熨斗、咖啡壶、面包机等共 6
项产品世界产销量第一的好业绩。

（下转第十版）

海底捞跨界迷局

本报记者 陈玮英

涉足商业地产令海底捞再次成为媒体追踪的焦点。据悉，
在海底捞的发源地四川简阳，当地政府已经给海底捞一块商
业用地，后者正在规划 20万平方米的商业综合体。

8月 2日，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在给《中国企业
报》记者的邮件中回复，海底捞长期从事的是火锅业态的经
营，除了火锅经营以外，有很多领域是我们不了解和不擅长
的，目前公司仍然是致力于把火锅这个业态做好。

海底捞相关负责人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海底捞简
阳店是海底捞的发源店 ，随着简阳城区的不断发展，该店也
受到了发展的制约，在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海底捞将另择土
地进行改建、扩建。

业内人士猜测，海底捞进军商业地产领域是在探索企业
的多元化发展。也有人认为，海底捞或许是为其上市做准备，
由于餐饮企业的上市之路一直不太容易，海底捞若进军商业
地产，可拓宽企业的业务范畴和盈利空间。做餐饮做的是现金
流，做商业地产则是为资产。

中投顾问酒店餐饮行业研究员严明航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表示，海底捞本身的资金储备非常充裕，此次的综合体项目
只要拿到国土证就能通过抵押贷款进行融资，目前只需要将
土地预付款拨付到账即可。

事实上，在土地价格和租金频频推高的当下，已经有不少
服务型企业涉足地产行业，这样的例子在业内并不少见。而同
样身陷盲目多元化泥淖的案例也不在少数。

雅戈尔就是一个实例。随着房地产业务营收、利润双降等
原因，雅戈尔公司不得不从地产转身回归到服装主业，做出了
“严格控制房产投入，适时调整投资规模，集中资源向品牌服
装投入”的决定。

此前就有业内人士曾指出，雅戈尔在宁波发展地产业务
时，凭借着获取土地的低廉价格，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在
公司进军其他地区后，这一优势逐渐丧失。以杭州为例，雅戈
尔拿到的多数地块都以高价为代价。而与此同时，公司以高端
定位刺激销售的策略又惨遭消费者的“不买账”。价格拼不过
广宇、品牌比不上绿城的尴尬处境使得公司竞争力甚微。
“跨界经营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丰富海底捞的多元化发

展战略。”严明航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伴随着餐饮业的
利润率不断出现下滑的局面，海底捞跨界进行商业地产的开
发可以拓宽企业的增长空间和盈利渠道，有利于公司转型的
长远可持续发展。

尽管如此，业内依然不乏对多业态、多元化经营风险的提
示。不久前，全国最大连锁浴足品牌富侨因开发了一座酒店而
陷入债务困境，河南面粉大王盲目投资房产陷困境 3亿投资
打水漂等案例令人心有余悸。

业内人士担心，在楼市调控的大背景下，投资房地产的风
险较大。著名商业地产投资专家刘智勇指出，在多种因素的作
用下，我国商业地产从 2006 年起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尤其是
2009年末国家开始逐步对住宅地产进行调控后，商业地产的
开发呈现出爆炸性增长。但商业地产开发一哄而上的做法，给
商业地产业带来了很大的风险。目前，我国大量的商业地产开
发已经出现亏损和失败的案例。

困境之中，国内大部分钢厂不得
不选择停产检修。
“钢材价格已经逼近成本线，部分

钢材品种甚至卖出1吨要亏损400元，
不得已的情况下，公司选择了部分高
炉停产检修。”河北一家钢厂副总林先
生8月3日告诉记者。

林先生所在的钢厂在7月份已经
停掉了一个高炉，近日，又停掉了高
炉。按照林先生的预计，此次停产检修
至少要持续一个月。

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林先生一
家钢厂身上，进入到7月份以来，包括
武钢、柳钢在内的大中型钢厂陆续开
始停产检修。首钢、河北钢铁、唐钢、济
南钢铁、日照钢铁、沙钢、武钢、鄂钢、
冷钢、涟钢、柳钢、重钢、昆钢等都已经
或者即将进行高炉停产检修。

行业的不景气是此次停产检修的
主要原因，近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
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74家会员钢企
累计实现利润仅为23.85亿元，同比大
幅减少545.49亿元，减幅为95.81%。亏
损企业亏损额达142.48亿元，亏损面
达33.75%。

中钢协常务副会长张长富说：“行
业实现利润水平已经极低并处于亏损
边缘，如果扣除投资收益，钢铁主业实
际处于亏损状态。”

高产能下的“例行停产检修”

中钢协会长朱继民近日曾表示，
钢铁行业的苦日子才刚刚开始。
“苦日子”源于钢铁行业产能和投

资的持续增加，导致严重的供过于求。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国内粗钢

产量已经连续4个月超过6000万吨，令
人惊心。

此外，国家统计局的另一项数据
显示，2012 年6 月钢铁冶炼固定资产
投资为668.2 亿元，同比上升40.98%。
1—6月钢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合计为
2910.8 亿元，相比较2011 年同期增长
33.8%。这显示出在产能产量严重过剩
的情况下，钢铁行业的投资并没有放
缓的趋势。

在市场需求无法打开的情况下，
钢厂不得不选择停产。

据兰格钢铁信息研究中心监测数
据显示，7月份共有18家钢厂棒材产线
安排减产检修，影响产量65.85万吨，
检修量较上月翻近3番。热（冷）轧、中
厚板、带钢检修量总计近50万吨。同
时，8、9月份钢厂计划检修量也很大，
8、9月份已知包括沙钢、太钢、八钢、唐
钢等大厂在内的6家钢厂计划检修高
炉，预计将影响产量79.5万吨。
“其实每年的7月至8月，钢厂都会

安排一定的停产检修，这样的检修一
年共有两次左右，另一次是在年底。这
一次，钢厂实在是扛不住了，借这个机
会大面积停产检修。”山东一家钢厂的
中层告诉记者。

林先生也认同这个情况：“今年的
停产检修确实和往年不太一样，以往
检修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这次我听说
有的钢厂检修时间长达近两个月。主
要是因为行情不好，价格低于成本，卖
得越多就赔得越多。”

北京一家钢材贸易商马飞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常用的钢材价格曾掉到

每吨3500元至3600元，钢厂的成本至
少也在这个价格之上，价格已经倒挂
了，我们贸易商根本没法卖。这种情况
持续了很久，钢厂肯定是无法承受了，
所以才会借这个机会停产。”

马飞说：“此前，我们很多贸易商
都向钢厂表达了希望减产的意思。此
外，这一次，不少民营钢厂也参与到了
停产的行列中，据我所知，河北有不少
民营钢厂已经采取了停产措施。”

兰格钢铁网分析师孙长瑞分析
说，此次钢厂减产不是形式上的，而是
有了实质性的行动。钢厂减产拉开序
幕，将有利于缓解市场的恐慌情绪，并
促成供需面的实质改善。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钢厂减产对
市场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影响，并且
还得看后期是否有更多钢厂限产。

低迷的市场需求

7月份国内主导钢厂出厂价格下
调仍是主基调。宝钢、武钢、鞍钢、首
钢、马钢、本钢、本浦以及河北钢铁集
团均有不同幅度下调钢材出厂价格动
作。

但这一举措并未带来需求的改
善。
“正常年份的话，我的电话必须24

小时开机，订单多的每天要换两块电
池，现在一天的订单电话也响不了两
三次。”林先生说。
“上半年，下游各个行业的运行都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下半年基本
都以稳增长作为目标，全年预期都难
有较大增速。”兰格钢铁信息研究中心
研究员徐莉颖分析说。

兰格钢铁信息研究中心数据显
示，冷轧的消费“大户”，汽车、家电产
销数据不温不火。6月汽车生产153.13
万辆，环比下降2.37%，同比增长
9.09%；6月汽车销售157.75万辆，环比
下降1.66%，同比增长9.86%。6月空调
产量973.8万台，同比下滑16.1%，较5
月下滑5.9%；6月空调销量1056.5万
台，同比下滑7.6%，其中内销621.5万
台，同比下滑8.1%，出口为435万台，同
比下滑6.7%；冰箱则持续负增长，补贴
政策刺激效果低于预期。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固定资产投
资增速从去年的25%左右降到了今年
的20%上下，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
长速度从30%以上下降到20%以下，
造船完工量同比下降10.1%，同时上半
年汽车产量同比只增长6.7%，这些都
对钢材的需求打击巨大。

钢材出口情况也难言乐观，今年
上半年中国对欧盟出口钢材大幅下降
27%。张长富判断，下半年我国对欧盟
出口钢材的难度会继续加大。欧元区6
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已陷入三年
以来的谷底，PMI终值为45.1，而美国
PMI三年来首次跌破50，为49.7，这些
情况将增大下半年中国机电产品和钢
材出口欧美的难度。

上述山东一家钢企的中层告诉
记者，公司的板材一直以来都有稳
定的订单，但今年订单已经减少了5
成，没办法，只能停掉两条板材生产
线。

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钢厂把希
望寄托在了第三季度，希望能有所好
转，依据在于国家的投资拉动，应该会
促使钢材需求量增长。

大批钢厂实质性停产减压
本报记者 张龙

无论是被制度错杀，还是企业借机退市，对于吴灿坤来说，这都是一件
不光彩的事情。灿坤留给市场的就是一个“失败者”的形象。

行业亏损面超三成，产能和投资持续增加

乱象丛生的医疗美容行业即将迎来卫生部史无前例的规
范整治。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卫生部医管司了解到，继去年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监督排查后，卫生部今年将出台《医疗美容
机构准入标准》、《医疗整形美容连锁管理办法》以及《医疗整形
美容行业发展规划纲要》等一系列行业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
对医疗美容行业的规范治理力度。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自 20世纪 90年代，民营医疗美容机
构纷纷成立，我国的医疗美容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数据显示，
截至 2012年，整形美容已成为居房地产、汽车销售、旅游之后
的第四大服务行业。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内地已有包括美容院、
整形门诊、综合性整形科室、整形医院等不同性质的整形机构
34000多家。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秘书长赵振民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中国整形美容行业市场规模已达到 100亿—200亿元，并且每
年以 20豫的速度迅速增长。“然而，由于准入门槛低，机构规模
小，缺乏日常监管，合格的从业人员短缺等原因，医疗美容行业
乱象丛生。”赵振民说，大量的顾客流向国外、诚信问题、不正当
竞争、规范管理问题成为目前阻碍行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久乱必治。“去年卫生部组织全国各地卫生部门对医疗美
容机构进行了一次集中整顿治理，同时组织业内人士和相关行
业协会开展了拉网式监督排查。”卫生部医管司有关负责人范
晶表示，此举加强了从业人员管理、广告宣传等方面工作，处理
了一批不法机构和个人，有效遏制了行业的不良发展势头。
“行业法律法规的完善才是治根之策。”赵振民表示，目前

指导行业发展的法规规章只有 2002年颁布实施的《医疗美容
服务管理办法》和《美容医疗机构、医疗美容科(室)基本标准 (试
行)》。之后，便没有新的法规出台。

对此，赵振民表示，卫生部已经委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起
草“整形美容医疗机构评价标准体系”，国家医学考试中心正在
研究落实医疗美容主诊医师考试办法，从而逐步完善医疗美容
行业的机构、人员和技术准入标准。
“我们正在制定医疗美容机构人员、技术、信息宣传等各方

面的指标，根据指标，我们会定期对医疗美容服务机构服务质
量进行评价和考核。”赵振民表示。

同时，中国整形美容协会还在修订《医疗美容机构准入标
准》与制定“医疗整形美容连锁管理办法”。据悉，除了硬件指
标，修订后的准入标准加入了服务管理等内容。

据范晶透露，卫生部与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将在今年 11月
中国（北京）国际医疗整形美容产业博览会期间，召开第二届中
国医疗整形美容行业监管工作研讨会。“届时，这些行业的法律
法规都会出台。”赵振民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整形美容行业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
实施也已经有了初步的时间表，“可能会在监管工作研讨会后
予以公布。”赵振民透露，规划纲要将明确我国医疗整形美容行
业发展的目标、总体部署、基本策略、重点领域以及保障措施。
“淘汰一批规模小、服务差、水平低的医疗美容机构以及培

育扶持一批上规模、服务好的大中型机构，尤其鼓励医疗美容
机构的连锁经营将是行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赵振民表示，
未来行业的淘汰洗牌将更加明显，兼并重组也会越来越多。

医疗美容行业将加速洗牌
本报记者 李志豹

年内出台多项法律法规，卫生部加大整治力度

离退市仅 2天的闽灿坤 B紧急停牌，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秘密？

在土地价格和租金频频推高的当下，不
少服务型企业涉足地产行业，而同样身陷盲
目多元化泥淖的案例也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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