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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2022年美妆行业市场增量玩法改变
国货品牌逆袭出海“买买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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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讯 记者涂波报道 1月17
日，今年首只退市股将诞生，*ST凯乐

不仅面临重大违法类和财务类退市风

险，而且公司股价已连续13个交易日

低于1元，即使往后7个交易日每日收

盘价涨停，股价也不能回到面值(1元)

上方，这意味着已提前锁定面值退

市。昨日再次跌停收盘，报 0.67 元/
股，总市值为 6.67亿元。昨日*ST凯

乐发布了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

制退市的第七次风险提示公告。

*ST凯乐触及多种退市情形，包

括去年 12月 2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和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涉嫌

违法事实包括公司虚构专网通信业务

的实施情况，以及2016年至2020年定

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据证监会核

查，*ST凯乐在2016年至2020年连续5
年巨额造假，累计虚增营业收入512.25
亿元，虚增营业成本443.52亿元，虚增

利润总额59.36亿元，这意味着*ST凯

乐 2017年至 2020年归母净利润均为

负。如收到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ST凯乐将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

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此外，近日*ST凯乐披露 2022年

年报业绩预告，预计2022年度期末净

资产为-21.54 亿元到-23.22 亿元，

2022年年报披露后，公司将触及财务

类退市指标而被终止上市。

据了解，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ST凯乐）从事光纤、光缆、通信

硅管及其它通信管材等产品的研发、生

产与销售。2000年7月在上交所上市，

现有员工3000多人。截至2023年1月

13日，该公司股东人数（户）为69942。
*ST凯乐 1月 12日公告，控股股

东被动减持 284.13万股公司股份，拟

继续被动减持不超 1.14%股份。控股

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存在可能被

继续减持的风险。市场分析人士指

出，考虑到公司控股股东深陷债务

危机与诉讼泥潭，“自身难保”客观上

已无力“救市”，*ST凯乐退市已是“板

上钉钉”。

新快报讯 记者张晓菡报道 近日，

一家名为“兔宝宝”的上市公司迎来了

十天四板，股价创历史新高，被称为“兔

年第一妖股”。截至 1 月 17 日收盘，兔

宝宝股价报 15.9元/股，较 2022年 12月

30日上涨 46.4%。据悉，兔宝宝是一家

建材公司，从业绩来看，2022 前三季度

兔宝宝实现营收 58.73 亿元，同比下降

7%；实现归母净利润约3.9亿元，同比下

降25.63%。

业绩下降股价却上涨，市场普遍认

为背后原因与其证券名称有关。作为A
股中唯一证券名称带“兔”字的公司，兔

宝宝被投资者认为是“兔年概念股”。

股票互动平台上投资者的留言也印证

了这一点，新快报记者注意到，有投资

者表示，“兔年快到了，买个兔宝宝讨彩

头”“老公属兔，儿子属兔，不买你，难道

去买其他？”

除了讨彩头外，投资者选择兔宝宝

还有另一原因，那就是几乎每年都有“生

肖行情”的出现。如2022年为虎年，在海

外华人热炒“老虎证券”的时候，A股没

“虎”字股票，便玩起了“谐音梗”，湖北广

电因此受到追捧。2021年12月31日，湖

北广电股价报6.27元/股，次年1月20日

其股价涨到 2022 年的最高点，报 12.31
元/股，较上年年底上涨96.33%。

不过，“虎年概念股”湖北广电、“牛

年概念股”金牛化工、“鼠年概念股”联

环药业随后在其生肖年的 10月 11日、4
月 30日、5月 28日跌至当年最低点，分

别报 5.46 元/股、5.53 元/股和 9.76 元/
股。

对此，有资深市场人士对新快报记

者表示，“生肖概念股”一般是概念炒

作，持续性并不强，没有业绩支撑则需

注意追高的风险。如果是单纯的“生肖

概念”，则不要盲目参与，参与了也建议

逢高卖出；如果叠加了别的概念并有业

绩催化，后期有股价爆发的可能性，但

需投资者进行分析，仔细甄别。

新快报讯 记者陆妍思报道 2022年

中国美妆市场规模突破万亿，国货美妆迎

来“上市潮”。但在行业遭遇资本退潮、流

量红利见顶的情况下，市场增量玩法改

变，站稳脚跟的本土美妆企业纷纷出手收

购海外品牌，外资企业也不再一味收购本

土品牌或自主开发新品牌，而是以一种更

加灵活的方式进行商业投资。

过去的一年，巨子生物、爱美客、上美

股份、相宜本草等一众美妆个护品牌集体

冲击上市。不过，财报也暴露了不少企业

“重营销、轻研发”的短板。如近日冲击

IPO的拥有美肤宝、法兰琳卡、滋源等国货

美妆个护品牌的广州环亚化妆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环亚科技”），财报显示，

2019-2021年及2022年上半年，环亚科技

销售费用合计超过31.2亿元，销售费用率

超40%，显然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之下

研发投入占比偏低，分别为5819.05万元、

5734.57万元、6489.27万元和 3327.52万

元，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3%、2.88%、

3.01%和3.37%。

不过，也有站稳脚跟的国潮品牌开

始从“营销为王”转向“研发为王”，迈出了

更理性、从容的步伐。截至三季度末，逸

仙电商2022年研发投入累计已超过1亿

元，营收占比从去年同期的 2.7%上升至

3.9%。2022年3月，花西子首席科学家李

慧良宣布将在未来五年投入10亿元用于

科研，随后其CMF研发中心建成运营；来

自广州天河的护肤品牌溪木源宣布，其团

队将目标活性物三萜的萃取效率提升到

了世界原料巨头巴斯夫的 5.95倍，带动

产业向世界水平又近了一步。

随着中国美妆市场在渠道、品牌、供

应链各方面的成熟和优化，外资企业也

不再一味收购本土品牌或自主开发新品

牌。过去国际巨头大肆收购中国美妆品

牌的局面已发生逆转，国内美妆企业开

始形成了“买全球”之势。

据不完全统计，从 2018 年以来，分

别有逸仙电商、高浪、珀莱雅、水羊股份等

7家公司，投资或收购了国外美妆品牌及

公司，或针对境外优质美妆标的，设立了

相应的产业基金。2022年7月，水羊股份

发布公告称，拟以约3.37亿元收购法国高

端化妆品品牌EviDenS de Beauté母公司

90.05%的股权及部分债权。

新快报讯 记者刘艳爽报道 1月

16日，拉卡拉（300773.SZ）公告称，公

司股东孙浩然因与证券公司开展的

股权质押融资业务出现违约，其在该

证券公司质押的 1695万股公司股份

可能被证券公司进行强制平仓，用于

归还不超过1亿元融资款。记者注意

到，因发展遇阻，拉卡拉股价深度回

调，而在股价下跌之际，拉卡拉的大

股东又抱团减持，未来股价走势充满

不确定性。

资料显示，孙浩然是拉卡拉创始

人、董事长孙陶然的亲弟弟，二人为一

致行动人，孙浩然同时也是公司第三

大股东，但孙浩然本人并未在拉卡拉

有任职。记者在企查查看到，孙浩然

目前担任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其中

有两家与拉卡拉有股权关联关系。至

于公告中所述1亿元融资是否与拉卡

拉有关，记者就此事联系拉卡拉董事

会秘书处，截至发稿时未获接通。

孙浩然的被动减持与拉卡拉股

价不断下跌有关。2022年以来，拉卡

拉股价一路震荡走低，全年股价下跌

41.8%，而在 2023年开年的 12个交易

日又跌去近 5%。因股价下跌，孙式

兄弟此前多次被多家券商要求补充

质押股票，目前，孙陶然已经质押自

己持有的超56.11%股份，而孙浩然已

经将自己持有的超80%股份质押。

股价不断下挫与拉卡拉业绩相挂

钩，拉卡拉2022年的前三季度财报显

示，公司营收和净利均出现双位数的同

比降幅。公司经营毛利率也持续走低，

三季报显示，其毛利率为27.85%，而在

2019年初上市时，该公司的毛利率达

到了44.75%。

在这种态势下，大股东似乎已经

等不及了。作为拉卡拉最大的股东联

想控股在去年共减持了1682.29万股，

持 股 比 例 从 28.24% 降 至 26.17% 。

2022年，包括联想控股、鹤鸣永创、台

宝南山等在内的多名股东均对拉卡拉

实行了一定比例的减持。其中台宝南

山为孙浩然实控的一家公司，目前该

公司已经注销。

除此之外，孙浩然在此次被动减

持前已经完成过一轮减持，去年10月

13日至11月8日，孙浩然以个人资金

安排为由主动减持 775.5 万股，若以

期间均价（14.52元/股）计，孙浩然当

时共套现1.12亿元。

1月 17日收盘，拉卡拉股价报收

15.95元/股，较前一日下跌1.91%。

今年首只退市股诞生 *ST凯乐涉嫌财务造假超500亿元
面临重大违法类和财务类退市

“生肖行情”再现 A股猛炒“兔宝宝”
业内人士指出，一般是概念炒作，持续性不强，不要盲目参与

大股东遭强制平仓 拉卡拉股东“抱团”减持

中国人寿加码万达信息
二者合作项目仍亏损
今年险资首次举牌

新快报讯 记者林广豪报道 1 月

13日，中国人寿发布公告，于1月9日耗

资约 6 亿元增持并举牌万达信息。此

次权益变动后，中国人寿及一致行动人

国寿集团合并持股从 18.1719%上升至

20.3248%。中国人寿再度增持万达信

息之时，二者合作项目的持续亏损再度

被推向大众眼前。

万达信息定增“缩水”
中国人寿此次增持实为万达信息

定增的一部分，具有 18 个月的限售

期。相关公告显示，本次定增发行价格

为 7.74元/股，募集资金总额约为 19.78
亿元。

据了解，万达信息定增募资金额已

“缩水”，原计划定增融资 30亿元，用于

投入公卫和医疗创新管理服务项目、偿

还银行贷款等。

资料显示，万达信息是国内智慧城

市综合软件和服务提供商之一，近年业

绩并不稳定。2017年-2021年，万达信

息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3.27亿元、2.32亿

元、-13.97 亿元、-12.92 亿元、0.69 亿

元，2022年前三季度，万达信息亏损达

3.2亿元。

蛮牛健康新增用户数降约95%
记者注意到，中国人寿参与万达信

息定增在市场意料之中。自 2018年底

入股万达信息后，中国人寿频频增持，

成为前者的第一大股东。有业内人士

认为，这是因为万达信息在业务上与中

国人寿向互联网医疗拓展的需求相契

合。

然而，市场对于中国人寿与万达信

息的合作项目争议不断，焦点系中国人

寿成为万达信息第一大股东后首个重

点孵化的战略项目——蛮牛健康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下称“蛮牛健康”）。

记者梳理发现，蛮牛健康成立于

2019 年 11 月，现仍是亏损状态。2020
年、2021年，蛮牛健康分别亏损 0.92亿

元、1.55 亿元。2022 年上半年，蛮牛健

康亏损0.58亿元，其APP累计注册用户

数约 159万人，但报告期间仅增加 4.35
万人，较 2021 年同期的新增用户 87.57
万人降约95%。

因此，有投资者建议，万达信息可

以尽早结束蛮牛健康项目。

1 月 16 日，万达信息回应称，去年

下半年以来，蛮牛健康对专病管理、营

养管理等关键场景进行深入布局，并对

商城业务进行相应调整。同时，持续优

化APP和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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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加码万达信息 重点战略项目仍亏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