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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维电器登陆创业板，已是
创维集团第二次将旗下业务分
拆上市了。2020年7月，创维集
团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其已就
建议分拆酷开网络科技的业务
并在联交所或包括深交所的其
他交易所独立上市的事宜向联
交所提交分拆申请。去年2月，
深圳监管局披露了酷开网络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
案信息。

加上主营电视机机顶盒业
务的创维数字，未来创维系或将
拥有4家上市公司。

2018 年，创维为了加快转
型升级，提出打造多媒体、智能
电器、智能系统技术及现代服务

业的四大板块。截至2020年三
季度末，创维集团智能系统技术
业务在中国大陆市场的营业额
48.92 亿 元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35.7%；海外市场的营业额为
27.73 亿 元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11.6%。

除了创维，白电巨头美的也
在 进 行 多 业 务 的 分 拆 上 市 。
2020 年 7 月，美的集团发布公
告，计划分拆美智光电至创业板
上市，后者专注于照明及智能前
装产品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
此外，美的集团有意分拆上市的
子公司还有物流业务的安得智
联、工业互联网软件业务的美云
智数。

如何把握2022年A股投资
机会成为投资人关注的焦点。
上投摩根全景优势股票型基金
拟任基金经理倪权生表示，当前
并不需要对今年市场过于担
心。从较长时间来看，流动性和
企业盈利有望向好。当前需要
做的就是放平投资的心态，从投

资性价比的角度布局，选好品
种，耐心等待。

目前，拟由倪权生担纲管理
的上投摩根全景优势股票型基
金正在发行。感兴趣的投资者
可通过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及
券商代销渠道、上投摩根直销中
心及官方网站进行认购。（杨广）

募集资金总额近
560亿元

中国移 动 董 事 长 杨 杰 表
示，1997 年 10 月 23 日，中国移
动在香港联交所发行上市，成
为“央企海外上市第一股”。
今天，中国移动登陆 A 股，成
为“红筹公司回归 A 股主板上
市第一股”，这是中国移动发
展历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标
志着中国移动成功搭建起境
内外资本运作平台，为公司推
进数智化转型、加快高质量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移动是全球客户规模
最大的运营商。招股书显示，此
次回归 A 股上市，中国移动募
集资金总额将近560亿元，超过
中国电信的 479.04 亿元的融资
规模，成为自 2010 年 6 月农业
银行 IPO 后 A 股最大的新股融
资规模。募资用途将围绕“新基
建、新要素、新动能”，推进数智
化转型，构建新型数智生态，用
于 5G精品网络建设、云资源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千兆智家建
设、智慧中台建设、新一代信息
技术研发及数智生态建设 5 个
项目。

此前的 IPO文件显示，中国
移动初步配售包括19家战略投
资者名单和获配股数明细，国调
基金二期、社保基金、大基金二

期、正大投资和文莱投资局等在
列，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4.22亿股，约占绿鞋全额行使
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43.39%，合
计认购金额高达243亿元。

随着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
革的不断推进，自 IPO询价新规
发布后，A股打新不再“稳赚不
赔”，去年以来不少新股破发，
有投资者此前也对中国移动打
起“退堂鼓”。中国移动披露的
发行结果显示，公司遭网上投资
者弃购金额为 7.43 亿元。除了
遭网上投资者弃购之外，中国移
动还遭网下投资者弃购金额
1270.49 万 元 ，合 计 弃 购 金 额
7.56亿元。

不过，投资机构还是普遍看
好中国移动A股上市。有券商
表示，中国移动回 A 股上市是
通信板块的里程碑事件，对整个
板块有一定提振作用，产业链上
下游也会受益。

中国移动去年或
日赚3亿元

在上交所上市前夕，中国移
动还公布了 2021 年业绩预告。
根据公告，中国移动预计去年营
业收入为 8448.77 亿至 8525.58
亿元，同比增长幅度为 10%至
11% ；净 利 润 为 1143.07 亿 至
1164.64 亿元，同比增长幅度为
6%至8%。按此预计数额计算，

去年中国移动日均或赚约 3 亿
元。

根 据 招 股 书 ，2018 年 至
2020 年及 2021 年上半年（以下
简称“报告期”），中国移动实现
营业收入7368.19亿元、7459.17
亿元、7680.7 亿元、4436.47 亿
元，对应净利润分别为 1168.69
亿元、1064.75 亿元、1081.34 亿
元、591.86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上市前
夕，中国移动1月4日公告，公司
拟回购不超过20.48亿股港股股
份，相当于不超过 2021 年股东
周年大会当日公司已发行港股
股份总数的 10%。这也是中国
移动首次在香港H股市场进行
回购。

中国移动表示，回购将有利
于公司及股东的情况下进行，根
据市场情况及资金安排而定。
回购时间方面，中国移动将在人
民币股份发行超额配售选择权
行使期于 2022 年 2 月 7 日届满
后，依据回购授权在港交所场内
回购港股股份。

按照 1 月 4 日中国移动港
股收盘价 48 港元计算，上述回
购将耗资 983 亿港元。有投行
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移动公布
计划行使可回购最多 10%已发
行 H 股的股东授权，此举对市
场为正面信号，评级“增持”，给
港股的目标价65港元。有分析
指出，选择上市前夕回购股份，

会对回A股上市的中国移动股
价起到稳定作用。

大手笔投入5G网
络建设

在未来的发展中，5G 建设
是运营商的重中之重。公开数
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1 月，中
国移动 5G 套餐用户达 3.74 亿
户，渗透率近 40%。5G 基站超
过 56 万个。今年，中国移动将
继续发力5G，增强网络覆盖，推
动5G行业应用落地和商用。而
此次A股上市所募资金也将有
一半以上用于5G。从招股说明
书来看，280 亿元将投入到 5G
精品网络建设项目中。

近年来，5G 建设不仅掀起
了新一轮移动通信网络投资浪
潮，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持续
创新和用户信息消费转型升级，
更打开了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
新空间。数据显示，中国已建成
5G 基站超过 115 万个，占全球
70%以上；5G终端用户达到4.5
亿户，占全球 80%以上；全国所
有地级市城区、超过97%的县城
城区和40%的乡镇镇区实现5G
网络覆盖。

华泰证券研究报告预测，未
来，智能家庭网络构建将为运营
商在5G产业链中带来更多创造
价值的机会，进一步帮助运营商
打开新的市场空间。

今年或仍呈结构波动
展望 2022 年，大盘估计仍在

大区间内呈结构波动为主，阶段
机会或在于挖掘估值偏低的业绩
高增、稳定增长的品种，如跌出反
弹空间的高景气赛道品种、大消
费品种，以及经较长时间调整反
复筑底的医疗医药、农牧、金融地
产等相对低估值防御性品种上。

我国经济发展虽然面临短期
下行压力，但经济韧性强、长期向
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特别是产
业转型升级背景下，行业结构性
景气仍持续，电力、风电、光伏、氢
能源等清洁能源概念品种可望受
到反复挖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 2022 年
经济工作提出“稳字当头、稳中求
进”的要求，有关方面提出，努力
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多
措并举促进市场平稳运行，坚决
防止大上大下、急上急下。

从市场走势看，沪指去年以
来形成 3330-3730 点大箱体波动，
上 边 形 成 了 去 年 2 月 18 日 3731
点、去年 9 月 14 日 3723 点、去年 12
月 13 日 3708 点三个阶段高点。随
着上述大箱体上边与 2020 年 3 月
19 日 2646 点 、2021 年 7 月 28 日
3312 点、2021 年 11 月 10 日 3492 点
等低点连成的上升趋势线（现上
移至 3530 点上下）不断收敛，估计
在 今 年 第 一 季 度 内 抉 择 突 破 方
向，箱体上边压力带未有效突破
前结构性波动风险仍较大存在，
有效突破需放量和金融、地产等
周期股走强或才能上一台阶。

本周三沪指在半年线上形成
一定抵抗支撑，半年线、年线和上
述上升趋势线在 2022 年能否坚守
较为关键，如能坚守或可望再度
挑战上述大箱体上边甚至上一台
阶，如有效跌破，沪指或向大箱体
下边寻支撑，如此则 2022 年仍摆
脱不了大箱体内波动的格局。

近半个月来，创业板指走势
较弱，本周三更是跌破年线，年线
为创业板指近 3 年以来的上升趋
势线，如有效跌破则相关板块结
构性波动风险加大，尤其部分高
位股存在波动压力。 （黄智华）

近日，有网友指出，三只松
鼠此前发布的“331 补脑节”广告
图中，两名佩戴红领巾的少年画
面不合规，不能把少先队的相关
信息用于广告。1 月 3 日，三只
松鼠在微博上发致歉信，并表示
针对以上问题，公司已多方面开
展自查自纠。而在刚刚过去的
2021 年 12 月底，因为酸辣粉产品
广告模特的眯眯眼 、厚嘴唇形
象，有网友认为该广告阴阳怪
气、刻意丑化国人。随后，三只
松鼠官方称，针对网友反馈模特
妆容不符合大众审美并由此产
生不适感，三只松鼠深表歉意，
已进行页面的替换，杜绝类似情
况产生。

据 媒 体 报 道 ，早 在 上 市 初
期，三只松鼠股价一路高歌猛
进，从发行价的 14.68 元，在不到
一年时间里最高摸 91.09 元，巅
峰时总市值超过 360 亿元。然
而，在 2020 年 6 月以来，三只松
鼠股价出现持续下跌，到 2021 年
3 月一度跌至 34.01 元，股价仅剩
原来的 1/3 多一点，市值蒸发超
过 200 亿元。三只松鼠的营收也
在去年出现持续下滑。

三只松鼠是国内比较成功
的快消食品企业，它的崛起和网
络生活场景有着莫大的关系。
这种糅合了年轻人心态与网红
风潮的零食产品，确实有着更突
出更鲜明的时代烙印。既然如
此，那么一方面受到年轻群体的
青睐和裹挟，一方面又被同一个
年龄层和阶层的人士吐槽，也就
成了长期共存企业的生存现实。

作为一家食品企业，可以被
吐槽的链条实在也是很长的。
从广告风格、代言人、口味、保质
期、营养成分，统统都是可以被
深究的目标。以至于让网友“看

上去普遍感到不适”也可能成为
一大罪状。尽管网友和购买者
并非完全重叠，但是如果真的因
为广告造成业绩下滑，还屡屡犯
众怒，那么就是花钱砸自己的
脚，这个企业营销与品牌部门对
社会心理的理解与拿捏能力也
是值得怀疑的。

当前三只松鼠所在的零食
行业，因为其相对成本低而品牌
溢价成分高，因此是群雄逐鹿
的。一个新品出来，竞争者很快
就会有仿品出现甚至超越。至
于消费者，已经从当年的跟随品
类转变成跟随品牌，进而跟随品
牌的曝光量和流量。同样是一
粒普通的开心果，因为品牌甚至
仅仅是传播声浪不同，完全可以
卖出差别极大的价格。但是作
为交换，这种建构在网友善变心
态之上的经营策略，自然就会遭
遇更多的不确定风险。

既然依赖品牌优先来推进
企业发展，那么一方面要管控风
险，一方面又要让风潮为自己所
驾驭，这就需要更加敏锐、警觉且
成熟的营销传播思路。失败的公
关与营销策略，源于过分的自信，
也源于对市场心理的误判。就此
而言，国内新兴企业可谓是屡屡
犯错，显得很不成熟，很张狂也很
幼稚，甚至让人怀疑那些广告和
公关团队是不是网游打多了，完
全活在虚拟的世界中。

一系列低级错误结果，不但
是给企业的稳健经营带来冲击和
摇摆，同时，对于品牌稳定性的确
立也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长远来
说，消费者更愿意信赖那种有稳
定预期、稳定品质和稳定好感的
产品。确实，没有人会希望今天
把这个网红食品送给朋友，明天
就爆出这个产品的低级错误的。

数据眼

去年A股IPO成绩单出炉，524家新股募资超54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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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汇通集团2021 年 12月
31日在上交所挂牌，2021年A
股 IPO完美收官。在推进全面
注册制的大背景下，2021年A
股市场 IPO表现火热，IPO企
业数量和募资总额均已刷新历
史纪录。数据显示，截至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年 A 股上市
新股数量合计达 524家，其中
核准制下上市企业合计122家
(沪市主板88家、深市主板34
家)，科创板、创业板上市企业
分别为 162 家和 199 家，北交
所上市企业41家。整体来看，
2021 年 524 家上市公司合计
募资金额超过 5400 亿 元 ，
2021 年 IPO 企业数量和募资
金额分别同比增长了 20%、
13.21%。

这也意味着，2021年每个
月上市新股都超过 30家。尽
管受到春节假期以及十一黄
金周影响，2月和 10月上市新
股数量相对较少，但仍各有
34 家新股诞生。4 月 IPO 企
业数量最多，达到57家；6月、
7 月、12 月也均有超过 50 只
新股上市。 按照上市公司注册地来

看，广东以 92 家新股成为拥
有新上市企业最多的区域。
浙江、江苏则分别以87家、86
家位列第二和第三。而在四
大直辖市中，上海以 48 家力
压北京（40家），重庆（5家）和
天津（3家）则远远落后。

新股数量超过 10 家的地
区还有安徽18家，四川18家，
湖南 14 家，湖北 13 家，河南、
福建也各有10家。

值得注意的是，内地31个

省市区，只有甘肃和青海在
2021 年 没 有 产 生 新 上 市 公
司。整体来看，新上市公司数
量与 GDP 规模之间呈现强相
关关系。

而如果以城市注册地维
度看 2021 年新股数量，上海
则以 48 家新股居首，深圳以
41家新股险胜北京，排名第四
的为 36 家的杭州，广州则以
16家位列第五。

另外，按照 IPO公司的属
性来看，民营企业 430 家，占

比高达82%；地方国有企业36
家，央企 22家，国资企业共计
58 家，占比大约 12%；外资企
业15家，公众企业13家，其他
7家，集体企业1家，累计占比
约6%。

在22家新上市的央企中，
北京有8家，占比超过1/3。广
东、湖南各有3家，湖北、江苏、
上海等 6 省市各有 1 家。另
外，地方国企方面，浙江以6家
拿走第一，广东则以 5家位列
第二，上海和山东也各有3家。

在 IPO空前火热的同时，
“新股不败”的神话也被打
破。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上
市首日破发的新股共 20 家。
破发超过 10%的有 8家，成大
生物、迪哲医药、南模生物、百
济神州分别以破发27%、22%、
18%、16%列破发榜前四。

整体来看，新股首日平均
涨幅为158%，近半公司即251
家涨幅超过 100%，这也意味

着无涨跌幅限制的创业板、科
创板、北交所公司上市首日实
现翻倍成为常态。有3家公司
首日股价涨幅超过 10 倍，即
读客文化涨1943%，纳微科技
涨 1274% ，力 量 钻 石 涨
1112%。分板块看，科创板新
股平均涨幅 191%；创业板新
股平均涨幅 198%；深市主板
公司平均涨幅44%；沪市主板
公司平均涨幅42.4%。

虽然首日涨跌幅同样不
受限制，但北交所新股首日平
均涨幅为 72.7%，远远低于创
业板和科创板，这应该也和多
家北交所新股从精选层转至
北交所有关，此前它们已经过
二级市场检验。而从创新层
直接转至北交所公司的 10只
新股，首日股价都实现翻倍，
平均涨幅约 200%，超过科创
板和创业板新股首日表现。

创维分拆冰洗业务上市
如何在竞争激烈的白电市场分一杯羹？

羊城晚报记者 黄婷

根据招股书申报稿，创维电
器成立于 2013 年 4 月，主要从
事冰箱、洗衣机、平板电脑等产
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已
形成自主品牌与 ODM 协同发
展的业务模式，也即是通常所说
的白电业务。公司的冰洗业务
隶属于创维集团旗下的智能电
器业务板块。

值得注意的是，专注于白
电领域的创维电器的毛利率并
不出彩。2018 年到 2021 年上
半年，创维电器综合毛利率分
别 为 12.04% 、14.96% 、13.19%
及 11.03% ，低 于 同 行 业 平 均
值。例如，2021 年上半年其毛
利率远低于海尔智家、海信家
电和奥马电器等品牌。究其原
因，创维电器采取的 ODM 业
务模式拖了毛利率的后腿。

2021 年以来，原材料成本
的上涨也成了创维电器挥之不
去的阴霾。招股书显示，创维电
器采购的主要原材料包括吸塑
原料、异氰酸酯、压缩机、电机、
箱壳板材等，去年上半年直接材
料占主营业务成本比例为 87%
左右。

当前，国内白电市场已进入
存量竞争阶段，美的、格力、海尔
呈现三足鼎立之势。而相较于
黑电业务，创维的白电业务起步
较晚，意图在“三巨头”的夹缝中
求生并不容易。对此，创维瞄准
了国际市场，公司境外收入由
2018 年的 23.52%提升至 2021
年 1-6 月的 32.87%，2018 年-
2020年海外市场收入的年均复
合增长率接近30%，远高于本土
市场的14%。

ODM业务拖了毛利率后腿

创维系或将拥有4家上市公司

前有酷开后有白电，创维集团旗下业务分拆上市又
有新进展。赶在2021 年的最后一天，深交所正式受理
了创维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创维电器”）的创业板
上市申请，本次 IPO拟募资8.19亿元用于商用冷柜、多
门冰箱、干衣机和双子星洗衣机生产线扩建项目，以及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高效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等。

投资者们都为中国移动的上市捏了一把汗。虽然不久前
遭遇弃购金额超过7亿元，刷新了A股最高弃购额纪录，但是
中国移动A股上市第一天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

1月5日，近10年来A股最大 IPO、“巨无霸”中国移动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中国移动本次发行价为
57.58元，开盘涨9.41%，报63元，总市值超1.3万亿元。截
至当天收盘，股价回落，报57.88元，收涨0.52%，总市值为
1.23万亿元。至此，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
国内运营商齐聚A股了。

科创板募资规模第一

广东新上市企业最多

20家新股首日破发

A

B

C

除上市新股数量首次突破
500 家大关外，募资金额同样
是近年来最多。524家新上市
公司总募资净额5056亿元，平
均每家募资约9.65亿元。首发
募资超过百亿元的公司共有 3
家，分别是中国电信募资 475
亿元，三峡能源募资225亿元，
百济神州募资216亿元。

百济神州也是新股中唯一
在A股、港股和美股三地上市
的公司。其在A股募资金额远
远超过在港交所首发募资金额
59.4 亿元，以及纳斯达克首发
募资9.4亿元。

分板块来看，科创板新股
共募资 1889 亿元，平均募资
11.7 亿元；上证主板新股募资
1557 亿元，平均募资 17.9 亿
元 。 创 业 板 新 股 总 计 募 资
1330亿元，平均募资6.7 亿元；
深证主板新股募资 212 亿元，
平均募资6.2亿元。相比之下，
由于以中小企业为主，加上从
2021 年 11 月 15 日才开始挂

牌，北交所募资总净额远远低
于沪深两市，新股共募资 73.2
亿元，平均每家募资1.8亿元。

在募资金额排名前十的新
股中，除百济神州外，科创板还
有和辉光电、时代电气、大全能
源、禾迈股份、天能股份入选；创
业板则只有义翘神州进入前十。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抬升了科创板
公司整体和平均募资规模。

不过，尽管科创板募资规
模第一，但由于大型央企和银
行都选择在上证主板上市，因
此上证主板公司平均募资额
更高。

需 要 注意的是，中概股
2021年在美国资本市场首发募
集资金净额大约777亿元，其中
上半年36家公司上市，下半年
只有3家上市。中资股2021年
在香港资本市场首发募资净额
1793亿元；境外和港股市场合
计为中国企业募资净额约为A
股的一半，可见A股已经成为中
国企业募资来源的主要战场。

三大国内运营商齐聚A股
中国移动登陆A股，收涨0.52%，总市值为1.23万亿元

中国移动股价首日微涨 视觉中国供图

智华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