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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奇虎360公司获悉，美国东部时

间2016年7月15日，中国互联网公司

奇虎360科技有限公司宣布私有化交

易完成。届时，奇虎360的股票将不再

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

事实上，早在2015年就有360预计

私有化的风声传出，当时业界普遍认

为，这不过是360拆分旗下业务的烟幕

弹。但随着6月17日奇虎360创始人

周鸿袆的一份不具约束的提案，让雾里

看花的360私有化之路最终盖棺定论。

“私有化”走热

奇虎360只是近两年来摘牌纽交

所的中国科技型企业大军中的一员。

曾经接二连三热火朝天的中国企业赴

美上市，登陆纽交所的热潮一去不复

返，取而代之的“私有化之路”开始成

为中国企业追逐的新名词。

回顾近期以来，宣布退出纽交所

的中国企业，一拨接着一拨。

若追溯更早时候，空中网、盛大游

戏、完美世界、巨人网络、分众传媒等

互联网公司，其私有化进程，似乎从来

不缺故事。直至2016年上半年，已经

有 24 家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收到了

私有化要约。

中国企业为何纽交所频频摘牌？

中研普华研究员谭小龙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

企业海外退市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

三点：一是上市企业受到股东的限制

太大，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公众的眼中，

企业决策受到太大影响；二是近年来

全球经济一直较为低迷，特别是近期

英国退欧事件对全球经济影响很大，

股市受到的不良波动明显，企业估值

有很大的下降风险；三是国外投资者

与国内投资者有很大的认知差异，以

阿里巴巴来说，在我国阿里巴巴算得

上是“如日中天”，但是在纽交所上市

之后一路跌停，美国投资者根本不看

好“阿里巴巴”，很多在纽交所上市的

我国企业普遍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歧

视”，估值并不能让上市企业满意。

巨大的利益驱使

几乎所有拟私有化的企业，都表

明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美上市的

中国互联网企业价值被低估。

在 2016 年 6 月致公司内部员工

邮件中，奇虎 360 创始人周鸿袆就曾

表示，于纽交所上市的 360 估值较

低，并未充分体现公司的价值。以主

营业务跟360相似的A股海隆软件为

例，其市值突破 700 亿元，但 2014 年

净利润只有1.18亿元。而奇虎360的

同年净利润是21.8亿元，是海龙软件

的17.8倍。从市盈率的角度来看，海

隆软件为 382 倍，而奇虎 360 市盈率

只有 38.4 倍。换句话说，奇虎 360 盈

利是海隆软件17.8倍，市值却几乎一

样。

从与A股的市场估值对比来看，

互联网概念股受A股投资市场热捧，

而美股市场对科技股的认可则大打折

扣。乐视网与优酷土豆作为相同的互

联网视频公司，前者在创业板总市值

接近1000亿元，而在美国上市的后者

市值为350亿元，三倍差距。

目前来看，A 股股价的飙升以及

公司的高估值是吸引中概股回归的重

要因素。以奇虎 360 为例，一旦回归

A 股，按照目前软件股 150 倍的市盈

率，其市值将会飙升4倍以上。

赛迪智库互联网研究所马英才

博士指出，国内政策环境利好刺激在

美上市中国互联网企业私有化退

市。随着国家陆续出台的各类“互联

网+”支持政策，给予了互联网企业

通过私有化退市回归 A 股市场的决

心。

此外，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改革激

励企业国内上市。新三板、战略新兴

板一方面具有限制少，门槛低、无需排

队等一系列优势吸引互联网企业；另

一方面在企业规模、现金流、盈利标准

等上市条件上更具包容性，受到互联

网企业的青睐。

谭小龙告诉记者，从纽交所退市，

很多企业都有回归A股的意向，比如

盛大游戏在回归之后就一直在筹备重

新在A股上市，当然这种意向，受国内

A股高估值情况很大影响，同一行业

的企业，在A股的估值，往往要比国外

纽交所的估值要高出十倍甚至百倍以

上，从纽交所退市以后，再从A股重新

上市，凭借国内A股的高估值，可以实

现几倍的资本增值。

巨大的利益驱使，显然给了退市

企业回归A股巨大的动力和空间。

重开战略新部署

中概股的回流，体现着企业对自

身发展战略的规划。

以奇虎 360 为例，作为一家较早

的信息安全类公司。随着政府部委、

央企以及大型名企在信息安全上的愈

加重视，国内的信息安全产业得到长

足发展。而360在部委和央企的采购

名单中处于优先级。

虽然中国政府没有明令禁止外国

信息安全公司进入，但在未来将会越

来越困难。

作为中资背景的美国上市企业，

奇虎360无疑非常尴尬。纽交所的外

衣，国内的安全业务，这种“纠缠”无疑

使360地位尴尬且未来发展方向不明

朗。

有消息表明，中国政府在 360 回

归A股的问题上相当“积极”，这也就

不难理解周鸿袆为何有底气“大胆”提

出私有化。

市场估值过低通常是企业私有化

行为的一个诱因，企业的管理层对公

司的发展长期看好，股东认为把上市

公司变为私有公司更有利于长期发

展。但市场估值不应当成为私有化的

唯一重要标准，纯粹的价值驱动而不

结合企业战略规划，无疑是一种短视

的行为。

奇虎360退出纽交所
欲借“私有化”再狠赚一把

本报记者 李丽萍

2015年6月10日

2015年6月17日

2015年6月22日

2015年6月23日

人人公司宣布收到CEO陈一舟的私有化建议，人人将结

束长达5年的纽交所上市，成为一家私人公司。

奇虎360宣布收到CEO以及花旗的私有化要约，将于今

年完成摘牌。

中概股中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宣布，拟以每普通股4.43

美元的价格进行退市准备工作。

陌陌公司董事会接到来自董事长、经纬中国、红杉、华泰

瑞联基金的非约束性私有化要约。

2016 年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

发布会 7 月 12 日召开，大会发布了

“2016 年(第三十届)中国电子信息百

强企业”名单。榜单显示，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位居榜首，联想集团、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集团分列第二、第三名。据

悉，这是华为连续9年蝉联榜单首位。

本届百强企业共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2.96万亿元，与上一届相比，增长了

32%。总资产合计达到3.4万亿元，比

上届增长25.9%。由此可以看出电子

信息百强企业研发创新成效显著，使

整体规模快速攀升，核心竞争力明显

提升。华为、联想、海尔、中兴通讯等

7家企业超过1000亿元的营业收入。

企业成绩显著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空间的进

一步拓展，电子信息产业一直存在比

较好的上升势头。尤其是在大数据、

云计算的时代背景下，电子信息产业

的开发、运行、部署和服务发生着重大

的变革。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联想集团、中

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是中国电子信息

技术行业培育的“丰硕果实”，其中尤

以华为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

“华为摘得桂冠实至名归。”中研

普华研究员王骏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经营数据方面来

看，华为2015年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共

计 1.08 亿部，超过其 1 亿部的战略目

标，相比于2014年的7500万台同比增

长44%。在2016年第一季度，华为公

司智能手机全球出货量就突破了

2830万台，较2015年第一季度出货量

大增64%。从营收上看，2015年，华为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营业收入 3950 亿

元人民币，净利润为369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33%。在专利技术方面，根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专利公报显

示，2015 年企业专利排名方面，华为

以3898件排名第一，大幅领先排名第

二和第三的高通和中兴。

其他进入前十的企业还有三星、

三菱电机、爱立信、LG电子、索尼、飞

利浦和惠普。目前，单从上面的两组

数字就可以看出华为无论在国内还

是国际市场的强大企业竞争力，因

此，继续蝉联榜首是情理之中的事

情。

与国际差距还很大

华为的核心竞争力源自于实施全

球化经营和以客户为中心的竞争战

略。

“提供有竞争力的通信解决方案

和服务，持续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王骏同时对记者表示，对技术和研发

的持续投入是华为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和竞争力的有力抓手，倒金字塔形的

人才储备使华为具有雄厚的人力资源

保证。

华为、联想等巨头为电子信息技

术产业起到了良好的“招牌”作用，为

广大中小电子信息类企业树立了标杆

和榜样。但是，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的

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

在王骏看来，国内电子行业技术

应用范围及规模较广，但技术含量还

有待提高，难以达到国际顶尖标准。

比如在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内有着举足

轻重影响的三星 、苹果、微软等企业，

远在国内电子信息技术企业之上，两

者差距甚远。这主要还是由于产业结

构不合理，限制了国内电子信息技术

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软件服务业与信

息服务业比重还有待提升。

出口贡献率下滑

电子信息产业是研发和生产各种

元件、器件、仪器以及电子设备的工

业，一直以来，我国的电子信息产业在

国民经济中起到了积极的带领作用，

我国的产业增长动力已经从原来的要

素驱动进一步向创新驱动转变。

尽管企业发展“声势壮大”，但

2016年一季度数据表明，电子信息行

业内整体增速放缓，行业恶性竞争问

题依然突出，技术研发、人才交流和标

准规范等高水平合作深度不够。

从大环境来看，多数电子信息类

企业缺乏产品创新力，产品结构单一

属性雷同等问题间接降低了产品质

量，导致竞争力下滑。

“十二五”以来，出口贡献率从

85%下滑至不足 55%，电子信息产品

出口出现负增长状态。

面对工业经济下行的困难，电子

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将会遇到相当大

的挑战。如何转型升级、提升创新、完

善产业体系是构建电子信息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石。

华为连续9年问鼎电子产业百强榜首
本报记者 李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