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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接班问题引发的种
种矛盾，让当时的华帝股份
经营也深陷泥潭。矛盾最为
激化的 2015 年第三季度，华
帝营收、利润总额和净利润
分 别 同 比 下 降 12.06% 、
25.66%和26.37%。

掌舵后，杀伐果断的潘
叶江订立了一系列目标，如
2016 年，提出“3 年做到 100
亿元（营收和市值），5年做行
业第一”；2017 年，提出营业
增长 38%，利润增长 60%；到
2018 年，业绩目标已定为增
长 65% ，利 润 增 长 目 标 为
100%。用潘叶江自己的话
说，是要强化“数字说话、业
绩导向”，因为没有效率难以
应付目前的竞争。

事实上，从 2015 年年底
开始，华帝股份的市值扶摇
直上，到 2017 年年底达到最

高峰，突破百亿元。然而近
几年来总市值呈下降趋势，
已经回落到百亿元之下。截
至 12 月 6 日收盘，华帝股份
的总市值为51.28亿元。

今年以来，受房地产行
业景气度以及原材料变动影
响，华帝股份的业绩并不乐
观。根据今年三季报，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39.65 亿元，同
比增长 33.37％；实现归母净
利 润 2.7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8％，盈利能力仍未恢复至
疫情前水平。同时，2019 年
前三季度到今年前三季度，
华 帝 股 份 毛 利 率 分 别 为
48.90% 、45.62% 和 41.61% ，
呈现下滑趋势。

天风证券研报分析，受
公司产品特点决定，原材料
占公司营业成本比重较大，
其中冷轧板、不锈钢板等为

主要原材料，2020 年 5 月起
钢材价格持续走高，为公司
成本端带来一定的压力。

面对成本上升和业绩下
滑的压力，华帝今年打出了
两个战略：套系化高端厨电
和“家居一体化”。在年轻化
方面推出华帝魔尔套系，并
启用了欧阳娜娜作为产品代
言人。对此，刘步尘认为，作
为厨电三大专业品牌之一，
华帝优势主要体现在品牌的
时尚感和科技感较强，颇受
年轻群体喜爱；近年来产品
创新力度也比较大，推出一
大批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

“不过，无论品牌力还是
产品力，华帝仍有较大上升
空间，如何做到从优秀到卓
越的跨越，是摆在华帝管理
决策层面前的一道思考题。”
刘步尘表示。

当初实控人发起“兜底式增
持倡议”，如今股价几近腰斩，中
顺洁柔宣布终止员工持股计划。
近 日 ，深 交 所 向 中 顺 洁 柔
（002511）发出关注函，要求公司
“进一步说明公司连续推出员工
持股计划、‘兜底’增持倡议的真
实用意，是否存在误导投资者的
情形”。中顺洁柔昨日收盘跌
3.63%，收报16.21元。

员工持股计划突然叫停
这个故事可以追溯到半年

前，中顺洁柔的实控人发起“兜底
式增持倡议”，表示公司及下属控
股公司全体员工积极买入公司股
票，并承诺对连续持有至2022年
5月 30日并在职的员工，若因在
今年 5 月 10 日至 5 月 31 日期间
内买入公司股票产生的亏损，由
邓颖忠予以全额补偿；若产生收
益，则全部归员工个人所有。

中顺洁柔在随后的董事会及
后来的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
过了《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草案
显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
人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
核心骨干人员，合计不超过 200
人，员工持股计划设立资金总额
上限为2亿元。

然而此后，中顺洁柔却多次
表示：“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
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尚未开始
购买公司股票。”

12月1日，中顺洁柔披露《关
于终止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公
告》称，鉴于目前相关融资政策发
生变化及市场原因，导致继续推
进员工持股计划的难度较大，为
更好地维护公司、股东和员工的
利益，公司决定终止本次员工持
股计划。

公开市场数据显示，曾涨势
大好的中顺洁柔从6月份便开始
下跌，至今已累计跌 50%，股价

几近腰斩。

盈利数据首次出现下滑
当初提出的持股计划用意何

在？是否只是虚晃一枪？深交所
在关注函中提出，中顺洁柔相关
主体“兜底”承诺的履行进展，若
无实质性进展，需进一步说明公
司连续推出员工持股计划、“兜
底”增持倡议的真实用意，是否存
在误导投资者的情形。

同时，深交所还指出，今年以
来，除董事会换届外，中顺洁柔总
裁邓冠彪、副总裁叶龙方、董事岳
勇、戴振吉、董事会秘书周启超等
多名董监高主动离职。深交所要
求中顺洁柔说明，今年以来，多名
董监高人员变动对公司生产经
营、内部管理是否产生不利影响。

中顺洁柔表示，公司终止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不会对公司发
展战略、经营规划等方面造成影
响，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羊城晚报记者梳理发现，中
顺洁柔不仅是广东中山的一家本
土企业，更是国内首家A股上市
的生活用纸企业，专业生产生活
用纸系列产品。公司拥有洁柔、
太阳等国内生活用纸知名品牌，
主要产品为卷纸、手帕纸、软抽纸
和盒巾纸等。

自2015年起，中顺洁柔从单
一的经销商渠道拓展为目前 EC
（电商渠道）等六大渠道，公司的
盈利水平提高较快。6 年间，中
顺洁柔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
增长了1.65倍和9.26倍。

然而，如今该企业经营情况
不容乐观，净利润正大幅下滑。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中顺洁柔实
现营收约 62.75 亿元，同比增长
12.95%；归母净利润为 4.84 亿
元，同比下滑27.88%。值得注意
的是，这是公司自 2015 年以来，
同期盈利数据首次出现下滑。

羊城晚报讯 记者戴曼曼报
道：“我们会加快第一批首只产品
筹备的工作，首批品种有两个备
选的产品：第一个是工业硅，主要
是跟新能源、光伏发电有关的产
品；第二个是叫综合商品指数期
货，这个也是将填补了中国期货
市场产品上的空白。”在广州南沙
举行的国际金融论坛（IFF）第 18
届全球年会上，广州期货交易所
总经理朱丽红透露，这两个产品
正在紧锣密鼓地加快研究。

据朱丽红介绍，广州期货交
易所在今年4月19日揭牌成立之
后，中国证监会也正式批复了广
州期货交易所两年产品研究规
划，这个产品的规划里面总共含
了四个板块和16个产品。

“在 16个产品中有一半是跟
绿色金融有关的，它也确实在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广期所的
定位，服务绿色发展，服务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服务‘一带一路’倡
议，在这三个服务里面，绿色发展
放在了首位。”朱丽红表示，在这
些品种里，比如说碳排放权期货、
电力期货以及和新能源有关的六
个金属的产品，都是服务于绿色

发展的，所以广期所的定位上是
非常明确的。

朱丽红表示，落地广州，落地
南沙，广州期货交易所非常愿意
也应该主动融入大湾区的建设，
我们要跟深交所和港交所共同搭
建引领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枢纽建
设的三个极点，来发挥金融基础
设施的作用。

对于大家关心的广期所现在
筹备进展情况，朱丽红表示，首先
把碳排放和电力作为广州期货交
易所的战略产品，这两个产品对
于广期所的发展、对于粤港澳大
湾区的建设会发挥非常重要的战
略作用。

“一家期货交易所的建立也
是非常复杂繁重的一个系统工
程，我们在业务的规则准备、技术
系统的搭建，以及人员队伍的建
设方面，都在不断加快速度，在广
东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以及
南沙区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将会
以最快的速度做好筹建的工作。”
朱丽红表示，按照中国证监会党
委的整体部署来确定最后上市的
时间，大家可以共同期待首只产
品的敲锣上市。

创二代董事长
兼任华帝总裁

公告中的当事人为叔侄关
系，潘叶江和潘垣枝分别是华帝
创始人之一潘权枝的儿子和弟
弟。潘叶江出生于1977年，22岁
就开始了创业之路，如今 44岁的
他成了华帝股份实控人、董事
长。截至 12 月 6 日，潘叶江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 8692 万股，持股比
例为10%；此外，还通过石河子奋
进股权投资普通合伙企业间接持
有股份。

潘垣枝出生于 1961 年，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201.6 万股，为石河
子奋进的合伙人，同时还是华帝
子公司中山百得厨卫有限公司的
董事长、总经理。此外，潘权枝还
在 十 大 股 东 之 列 ，直 接 持 有
1251.83万股，占比为1.44%。

1992 年，是农民积极下海创
业的年代，涌现出一批“92派”企业
家。其中，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
黄文枝、黄启均、关锡源、李家康、邓
新华、潘权枝、杨建辉七位老乡“洗
脚上田”，凑了100万元启动资金创
办了华帝，并将其发展成为本土第
一家A股上市公司和中国燃气灶冠
军，而这七名创始人也被称为“华帝
北斗七星”“华帝七君子”。

从一开始，父亲潘权枝就放
手让 22岁潘叶江自主创业、另起
炉灶，同时也遵守了“华帝七君

子”订立的“不许亲戚进厂”约
定。1999 年，潘叶江在中山创办
优加电器。“那时，小冰箱、抽油烟
机……什么小家电有市场机会就
做什么，客户有需求，给我订单，
我就开发，只要管好成本。”潘叶
江曾回忆说，开始时以电器出口
为主，后来也替国内品牌做OEM
代工。

潘叶江的接班，乃至潘氏家
族的掌权，可以追溯到 2012 年。
彼时，随着创始人步入退休年龄，
企业的接班故事正徐徐拉开帷
幕，潘叶江进入了创始人们的视
野，曾经的约定也开始松动。先
是潘氏家族的另一家公司“百得
厨卫”与优加电器进行合并；再是
华帝于2012年 12月斥资3.8亿元
全资收购“百得厨卫”；直到 2013
年4月，潘叶江当选华帝股份的副
董事长。

在华帝收购百得厨卫的过程
中，由于对百得厨卫的 100%控
股，奋进投资顺理成章地成了华帝
第二大股东。而奋进投资的实际投
资人是潘氏三兄弟，其中潘权枝持
有32.5%的股权，两个弟弟潘锦枝
与潘垣枝各持22.5%的股权，加上
潘权枝之前在华帝所持股份，潘氏
家族直接和间接持有华帝15.31%
的股权。

对于华帝股份最近的人
事变动，有观点称是潘叶江
集中和巩固权力的过程，也
有观点认为兼任总经理只是
过渡，总裁未来或另有其人，
家电行业专家刘步尘则倾向
于认为这是华帝正常的人事
变动。

“潘垣枝年纪偏大，退出
总裁职务由董事长潘叶江兼
任，对华帝管理层进一步年
轻化有利，也有利于华帝治
理结构进一步优化。”同时，
谈到公司的管理模式，刘步
尘向羊城晚报记者分析称，
华帝是一家按照现代企业管
理模式运营的企业，而非家
族化治理的企业。

华帝到底是谁的华帝，
这个问题早在1999年就被提
出来。当时，由于华帝一直
推崇投票解决问题，企业决

策效率较低，限制了企业的
发展。对此，华帝七位合伙
人宣布同时退出公司的经营
管理，宣布同时退出公司的
经营管理，让姚吉庆担任职
业经理人，实行公司所有权
与经营权的分离。这“精彩
一退”也让姚吉庆成为中国
第一职业经理人。

然而，“话事权”问题并
未得到彻底解决，被委以重
任的职业经理人黯然退场。
2001 年，姚吉庆却在未获得
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被七位
老板决定解职。事后，姚吉
庆向媒体表达了两个不理
解：一个是对被解职的不理
解，一个是酝酿过程不被通
知也不可理解。

一开始，7个创始人各持
10%的股权，但后期股份越
来越集中于潘家之手，这与

华帝的另一位创始人黄文枝
的努力不无关系。创始人之
一李家康曾向媒体透露：“当
时华帝收购潘家建立的百得
厨卫公司时，小潘也没有机
会控股。直到后来，黄董（黄
文枝）为了培养扶持第二代
接班人就帮助他上位，让黄
启均和关锡源都退出公司。”

颇具戏剧性的是，2015
年 10 月，潘氏家族联名提议
召开董事会，以“业绩下滑”
为由公开罢免了董事长黄文
枝，并由潘垣枝取代了黄文
枝支持的区迪江任总裁，后
顺势解散了制衡潘氏家族的

“九洲投资”，彻底摆脱了“七
君子”对华帝股份的影响，38
岁的潘叶江正式成为董事
长。2016 年，黄文枝等部分
创始人曾为此起诉华帝股
份，但以败诉告终。

从打破创始人亲戚不进厂的惯例，到 2015 年“踢
走”创始人之一成为企业掌门人，华帝股份“创二代”潘
叶江的接班故事堪称传奇。

最近，似已平息许久的接班故事又有了新情节——
12月5日，华帝股份（002035）公告称，由于工作调整的
原因，潘垣枝申请辞去公司总裁职务，转任副董事长，而
总裁一职由董事长潘叶江兼任。

羊城晚报记者 黄婷

从华帝七君子到亲戚也进厂A

曾打破创始人亲戚不进厂惯例，
接班风云再起？

曾开创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先河B

接班后市值突破百亿后又回落C

过会率走低是偶发还是必然？
全年总体保持在高位水平，达到92.89%

数据眼
文/表 羊城晚报记者 丁玲

一家公司要登陆 A 股市场，从
上市资料获受理再到成功发行，可
谓是一次“修行”。对于 11 月申请
IPO 过会的企业来说，修行之路稍
显波折。易董数据显示，11月上会
的38家拟上市公司中，有31家通过
审核，过会率仅 81.58%，这也是过
会率连续三个月走低。

作为 11月 IPO的主阵地，在过
会的31家拟上市企业中，科创板独
占 21 家，占比近七成；其次是创业
板和沪市主板，分别有 7家和 2家；
刚开门“营业”的北交所也迎来了首
家过会企业威博液压，若注册获同
意，威博液压将成北交所第83家上
市企业。

IPO被否公司原因各不同
在新股发行从严监管的态势

下，问题公司成为监管的重点“照
顾”对象，这一大背景下，11月 IPO

“闯关失败”情况也时有发生。从原
因上看，一是企业主动撤回材料，二
是IPO被否。

IPO 被否方面，11 月 11 日晚
间，证监会公告才府玻璃首发事项
未获通过。两次“折戟”IPO 的背
后，是才府玻璃的行业环保压力、业
绩下滑、多家供应商问题重重、募投
项目必要性等顽疾待解；11 月 18
日，正和科技 IPO被否，主要与客户
集中度较高、总装产能利用率逐年
下降、毛利率明显高于同行等问题
有关。

菲仕技术则在 11 月 24 日闯关
失败，主要因公司存在新能源汽车
业务板块客户集中度较高、毛利率
低、净利润亏损、盈利能力较差等风
险；11月 25 日，深交所对华泰永创
IPO 申请“亮红牌”，公告中提到对
华泰永创的几大质疑，包括实控人
无息借款、大客户失信、突击入股、
关联资金拆借、高管核心人员曾任
职于同行等。就在同一天，梦金园

告别冲A，这是2天内 IPO被否的第
三例。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加盟
模式，以旧换新业务占当期相关产
品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较高，存货账
面价值金额较大、占总资产比例较
高，存货周转率逐年降低等问题成

“拦路虎”。
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单个月

撤否率高更大概率是因为申报企业
中质量差的、浑水摸鱼的，或者抢时
间窗口提前申报的多了，“被否的公
司，绝大多数都是有问题的，可能是
经营、财务或规范性方面的”。

全年过会率高达92.89%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上周（11 月

29 日—12 月 3 日），共有 12 家公司
被安排上会，其中 11 家成功过会，
周过会率跃升至91.67%。本周也将
有5家公司迎来首发上会。

而纵观今年过会情况，A 股
IPO发行过会率总体保持在高位水
平，全年过会率达到 92.89%。上半
年除了 3 月份下探至 84.62%外，过
会率均能达到九成以上。下半年
情况恰恰相反，仅 8 月过会率超九
成；此外下半年 IPO 过会率走出

“过山车”般态势，8 月达到峰值
97.3%后掉头直下，逐月下滑至 11
月的谷底。

有券商投行人士表示，近来确
实明显感到过会率逐渐走低。但各
月的过会率变动，并没有必然的关
系，更多是偶发性因素，某段时间
IPO被否较多，并非审核尺度有明显
变化，可能只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

数据显示，今年 1-11 月，A 股
上市企业数达到 438 家，超过 2020
年全年 396 家，追平此前 2017 年最
高纪录。

分板块来看，北交所过会率最
高，为 97.06%，未过会精选层挂牌
企业为扬子地板。9月 11 日，扬子
地板发布撤材料公告，公司称由于

第一大客户的商业承兑汇票逾期未
能兑付，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持续经
营及盈利情况，公司决定终止精选
层挂牌的申请。

科创板和创业板今年 IPO发行
热度不减，今年向创业板发起冲刺
的拟上市公司有 190 家，过会率高
达96.32%；“闯关”科创板的公司次
之 ，为 138 家 ，过 会 率 也 达 到
92.03%；相形之下，沪深主板 IPO过
会率则偏低，两者均为83.33%。

57家券商喜拥过会项目
今年上会的 IPO 项目共有 442

个，由 61 家券商“保驾护航”，其中
57 家券商喜拥过会项目，4 家券商
暂无收获。从过会家数来看，头部
券商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遥遥领
先，分别收获54个、40个过会项目；
第二梯队中华泰联合（27 个）、民生
证券（25 个）、海通证券（24 个）、中
金公司（23 个）和国泰君安（21 个）
基本势均力敌，过会项目超过 20
个。作为投行黑马，民生证券跻身
前五，将一众老牌券商压在身后。

过会率方面，40家保荐机构均
保持零失误的“战绩”，其中不乏中
信证券、民生证券等保荐大户。与
此同时，也有21家保荐机构过会率
不足 100%，占比超三成。其中，国
泰君安4单被否，分别是海和药物、
汇川技术、林华医疗及派特罗尔；华
泰联合 3 单被否，中金公司和国信
证券也各有2单未获通过。

广发证券、华龙证券、宏信证
券、瑞信证券（中国）4 家投行今年
尚未“开单”。值得注意的是，广发
证券重启保荐业务后迎来首个上会
项目，11月 18 日，其保荐的百合股
份 IPO 遭遇暂缓表决，这或与百合
股份涉嫌未披露同业竞争内容有
关。过会率较低的券商还有东北证
券（66.67%）、华安证券（66.67%）、银
河证券（50%）和华创证券（50%）。

这家中山公司增持存在误导？
中顺洁柔突然终止员工持股计划

羊城晚报记者 孙绮曼

与此同时，羊城晚报记者
注意到，今年以来，中顺洁柔管
理层频繁发生变动，除董事会换
届外，中顺洁柔总裁邓冠彪、副总
裁叶龙方、董事岳勇、戴振吉、董
事会秘书周启超等多名董监高主
动离职。

其中，前中顺洁柔总裁邓
冠彪正是中顺洁柔创始人邓颖
忠之子。公开信息显示，邓冠
彪从小便参与家族生意，在早
些年中山的一档本地节目采访
中，他自称是“1.5 代”。

天眼查数据显示，邓冠彪
于 2011 年担任中顺洁柔公司副
董事长，2015 年起担任中顺洁
柔公司总经理。直到今年 1 月，

邓冠彪出任中顺洁柔的总裁，
也令众人觉得这个中山家族企
业即将交棒给二代。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3
月23日，刚上任两个月的邓冠彪，
辞去总裁职务。4月，中顺洁柔公
告称，邓颖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
长职务，刘鹏被选为新任董事长。

至此，邓氏父子没有在中
顺洁柔担任主要管理职务，企
业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体系。
有业内人士表示，邓氏父子辞
职后，公司告别了“家族企业”
的管理模式，两人还担任公司
战略委员会委员，更多的是从
宏 观 领 域 把 握 企 业 未 来 的 发
展。 （孙绮曼）

创始人父子已先后辞职相关链接

广州期货交易所总经理朱丽红：

首批品种有两个备选产品

华帝董事长兼总裁潘叶江 视觉中国 供图

从中顺洁柔周 K 线来看，股价已被腰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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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二代来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