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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典型的“夫妻店”
随着定制家居行业的快速发展，

科凡家居从此前单一生产定制衣柜的

企业，摇身成为定制家居研产销一体

化服务商，主要销售产品为定制衣柜、

定制家居产品及成品家居等。然而招

股书显示，定制衣柜依旧是科凡家居目

前的主要收入来源。2019年-2022年

上半年，科凡家居分别实现营收4.16亿

元、4.55亿元、6.26亿元和2.64亿元，归

母净利润分别为3903.51万元、4759.54
万元、8855.08万元和 1982.85万元，而

在该报告期内，定制衣柜部分的营收分

别为 2.55亿元、2.95亿元、4.40亿元和

1.99 亿元，在总营收中的占比一路走

高，从 2019年的 61.93%上升到了 2022
年上半年的75.82%。

新快报记者还注意到，近年来科

凡家居业绩的高增长，也与定制衣柜

业务分不开。2020 年-2021 年，定制

衣 柜 销 量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5.52% 和

49.31%，而单价从 2019年的 139.04元/
平 方 米 ，涨 到 了 2022 年 上 半 年 的

148.11元/平方米，涨幅达到了6.5%。

从科凡家居的股权架构来看，科

凡家居是一家典型的“夫妻店”，创

始人林涛及其配偶何倩芬直接和间

接共持有 65.92%股份与 78.50%股份

的表决权。

而股权占比仅次于林涛夫妇的王

飚直接和间接持有科凡家居18.31%的

股份，其曾任职索菲亚12年，并助力索

菲亚成功上市。有业内人士直言，王

飚加盟科凡家居可以称得上是定制家

居行业的重大事件。

第一大经销商已注销
对科凡家居来讲，冲刺 IPO 并不

容易。

2022年5月9日，科凡家居向深交

所主板递交招股书。9 月 23 日，证监

会对其保荐机构发出超万字的问询

函，其中包括科凡家居存在大量欠缴

员工社保公积金、原经销商涉嫌合同

诈骗等问题。目前，即使已更新招股

书，科凡家居有些问题却仍旧存在。

2019年末-2022年 6月，科凡家居

未缴纳社保人数为 571 人、336 人、48
人、66 人，未缴纳公积金人数为 1151
人、863人、64人、78人。按人次计算，

科凡家居目前欠缴 1021 人次社保和

2156 人次公积金，若未来被相关部门

要求补缴，以招股书中的数据计算，

补缴金额将超1200万元。

招股书显示，2022 年未缴纳社保

的原因有新入职错过当月申报、申报

前提出离职或离职意向、主动自愿放

弃购买。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等条例规定，缴纳社保是法

定义务，不能因用人单位或职工的意

愿而免除，并且其 2019年未缴纳社保

人数才占大头。

此外，证监会指出，科凡家居2019
年-2021 年 6 月曾使用个人卡对外收

付款项。对于一家企业来讲，使用个

人银行卡收付款有资金在主体外循环

涉嫌利益输送的问题。其中，第一大

经销商佛山市禅城区思凡建材店实控

人陈佳婧为科凡家居前员工，在报告

期内与科凡家居的个人卡、公司实际

控制人及亲属均存在资金往来。企查

查显示，思凡建材店已于 10 月 3 日注

销，在此之前，陈佳婧控制的多个经销

商也有注销情况。

对此，新快报记者三次致电科凡

家居。首次通话，对方称不是自己负

责直接挂断。随后，记者分别在上午

和下午致电了另一联系方式，得到的

答复为“负责人不在工位”和“负责人

正在开会，开一个下午”，截至发稿记

者并未得到有效回复。

新快报讯 记者林广豪报道 11
月 7 日晚，同方股份公告其转让同方

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下称“同方

全球人寿”）50%股权交易进展情况。

自同方股份公告和在产权交易所挂

牌后，多家意向方与其取得联系，但

在挂牌期间内，该项目涉及相关方暂

未对摘牌事宜达成一致。经慎重考

虑，同方股份决定暂时停止挂牌，将

结合自身及市场情况，审慎决定该项

目后续工作。

资料显示，2003年成立的同方全

球人寿经营范围包括人寿保险、健康

保险等保险业务，同方股份和全球人

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荷兰）各持

50%股权。

公告称，同方股份于今年 9 月 19

日起将所持有的同方全球人寿 50%
的股权在上海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

转让，挂牌底价为 62.5 亿元。记者

查询到，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

公司于 11 月 4 日发布公告称，经同

方股份申请，鉴于未征集到意向受

让方，根据相关规定终结上述股权

项目。

在股权交易挂牌前，同方全球人

寿股权因公司连续 5年实现盈利被部

分投资者称为“优质资产”。财务数

据显示，2017 年-2021 年，同方全球

人寿的净利润分别为 0.046亿元、1.33
亿元、2.58 亿元、4.26 亿元、2.68 亿

元。实际上，同方全球人寿期间的净

利润同比增长率连年下滑，2018 年-
2021 年 净 利 润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2778.4%、95.0%、64.9%、-37.1%。

随着今年第三季度业绩的披露，

同方全球人寿股权的“口碑”急转直

下，此次股权交易无人接盘也在不少

投资者的意料之中。偿付能力季度

报告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同方全球

人寿保险业务收入 14.2亿元，环比第

二季度下滑 4.6%，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5.3%；净利润为-1.10亿元，环比第二

季度下滑 618.9%，同比去年同期下滑

1268.2%。今年前三季度累计净利润

为-0.75亿元，同比下滑 155.3%。

记者注意到，今年前三季度同方

全球人寿营业支出同比增加5.60亿元，

增幅为10.6%。其中，退保金和提取保

险责任准备金分别增加 0.38 亿元和

8.49亿元，分别增长21.6%和30.2%。

科凡家居更新招股书冲刺深主板
欠缴员工社保公积金超1200万

近日，科凡家居更新了招股书，继续冲刺深交所主板。此前因存在欠缴员工社保公积金、使用
个人卡收货款等问题，科凡家居的保荐机构曾收到证监会问询函。对此，记者三次致电科凡家居，
得到的答复分别为“不是我负责”“负责人不在工位”以及“负责人正在开会，开一个下午”。

■新快报记者 张晓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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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生又保死”
两全险也没那么“神”

新快报讯 记者林广豪报道 为 2023
年保险“开门红”打头阵，“保生又保死”的

两全险贡献了部分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的

“半壁江山”。近年来，两全险因能提供稳

定长期的现金流，叠加自身保本甚至增值

的属性，受到险企和消费者的青睐。有业

内人士提醒，消费者需注意有部分两全险

存在保费高保额低、收益低的“坑”。

“两全其美”的保险
据了解，两全险指的是生死两全，同

时兼具“储蓄性”和“保障性”。通俗地说，

投保了两全险，被保人在保障期间无论是

不幸身故还是活到保障期满，保险公司均

会给付一笔钱。

记者注意到，两全险搭配万能险的组合

成为近年险企“开门红”的主力产品之一。

数据显示，分红型两全险的保费收入

可以占据中小型人身险企的“半壁江

山”。2021 年年度信息披露报告数据显

示，一款分红型两全险位居产品保费收入

的首位，并贡献了中邮人寿 42.4%的保费

收入；四款分红型两全险产品位列前海人

寿年度原保险保费收入前五；两款分红型

两全险产品合计贡献工银安盛人寿 42.9%
的保费。

有业内人士指出，这类产品简单，且

大多存续期短，个代团队稍逊的险企通过

银保渠道的销售可以迅速提升保费规

模。但对于险企来说，两全险是一把“双

刃剑”。由此获得稳定长期的现金流的同

时，险企的可持续发展将会受到影响。

“假两全”赔付后不再返还
对于消费者来说，更需注意的是两全

险的“坑”。有保险经纪人介绍，除了上述

分红型两全险，市场上更多见的是“两全

险+重疾险”“两全险+意外险”“两全险+
寿险”，这些产品实质是把保障和理财两

个功能杂糅在一起。“保险公司需从我们

交的保费中拿出一部分进行投资，另一部

分作为保障之用，这就导致了部分两全险

保费高、保额低。”

收益较低是两全险的另一个“坑”。

上述保险经纪人表示，“有事赔钱，没事返

本，多划算”“有病治病，无病养老”均为两

全险的销售话术。一方面，由于货币具有

时间价值，所谓到期返还所交的保费的价

值已经大打折扣。另一方面，部分两全险

的实际收益不如购买一份普通的年金险，

具体收益需计算 IRR（内部收益率）。

以太保寿险的安行宝两全保险（2.0增

强版）为例，基本保额为10万元，主要保障

航空等的意外身故/全残、非意外身故/全
残，缺少伤残保障。30岁男性选择5年交，

保障 20 年期，每年保费为 3800 元。据了

解，保障责任相似的消费型意外险一年保

费仅需数百元。从收益来看，上述男性可

获得满期保险金20900元，以此计算，IRR
仅为0.6%，比多数储蓄型保险低。

上述保险经纪人进一步提醒，部分

“两全险+重疾险”“两全险+意外险”产品

因在出险赔付后，不再具有到期返还的功

能，在业内被称为“假两全”，投保的性价

比不高。

新快报讯 记者范昊怡报道 11
月 8日，记者从广东银保监局获悉，今

年以来，面对复杂环境，该局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及中

国银保监会和广东省委、省政府各项

工作安排，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担当作为，

引导银行业保险业全力支持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保持了平稳运行的良好

态势。

数据显示，截至 9月末，广东银保

监局辖区（不含深圳，下同）银行业总

资产 22.55万亿元，同比增长 10.66%。

其中，各项贷款余额 15.57万亿元，同

比 增 长 12.50% ；在 资 产 中 占 比

69.05%，同比提高 1.13 个百分点。保

险业总资产 1.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22%；原保险保费收入 3510.61 亿

元，同比增长5.18%。

与此同时，广东银保监局辖内服

务实体稳步提质。9 月末，投向实体

经济贷款同比增长 16.28%，高于各项

贷款增速3.78个百分点。基础设施类

贷 款 余 额 2.28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42%。制造业贷款余额 2.16 万亿

元，同比增长29.51%，是各项贷款增速

的 2.36倍，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首

次突破万亿元。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贷款户数同比分别增长27.24%、

23.70%，新发放贷款利率年内稳步下

降0.28个百分点。农业保险保费同比

增长超 80%，提供风险保障金额 2111

亿元。

服务科技创新强省建设，高技术

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贷款比年初

分别增长 32.43%和 31.24%，科技保险

为科技型企业提供风险保障达1.33万

亿元。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推进发展

方式绿色转型，辖内主要商业银行绿

色信贷余额 1.43万亿元，前三季度环

境污染责任保险提供风险保障金额同

比增长28.01%。

截至 9 月末，广东银保监局辖内

不良贷款余额 1679.49 亿元，不良率

1.08%，保持在较低水平。不良资产处

置规模超 800亿元。银行保险机构流

动性总体保持平稳，法人银行流动性

比例较年初增加2.41个百分点。

广东银保监局：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首破万亿

同方全球人寿股转尚无意向受让方 项目暂停挂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