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以来民生证券保荐破发居前个股（截至2024年3月25日）

股票简称 现价(元) 区间跌幅(%) 发行价(元)
宏源药业 17.81 -59.43 50
科净源 33.37 -58.29 45
昊帆生物 46 -58.09 67.68
森泰股份 14.74 -53.71 28.75
信宇人 20.04 -52.26 23.68
威尔高 30.68 -51.30 28.88
双元科技 59.65 -50.29 125.88
科瑞思 33.95 -45.86 63.78
飞沃科技 39.29 -44.54 72.5

来源：同花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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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报告

财眼观券券

新快报讯 记者涂波报道 强化 IPO
监管，今年首季度，“撤单潮”依旧层出不

穷。近日，排队21个月的翌圣生物终止上

市申请，直接原因是公司及保荐机构民生

证券撤回申报/保荐。据粗略统计，今年以

来，民生证券已撤回申请不少于七单。值

得一提的是，去年以来，23只民生证券作

为主承销的上市个股中，有21只股价破

发，破发比例超90%。

民生证券撤回数量居前
记者了解到，翌圣生物是一家从事

分子类、蛋白类和细胞类生物试剂的研

发、生产与销售的企业。2022年6月23
日，翌圣生物的科创板 IPO 申请获受

理，预计融资11.09亿元，公司经历两轮

审核问询及一轮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原

定于 2022 年 11 月 25 日上会受审。由

于公司尚有相关事项需要进一步核查，

上交所决定取消该次审议会议。此后

翌圣生物上会进程一再延后，最终该公

司 IPO 项目于今年 3月 20日宣告终止

上市审核。

翌圣生物是民生证券今年 IPO 撤

回的第七单。此前，被撤单的还有宁波

敏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卓立

膜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和特能源（福建）

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吉锐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江西凯安新材料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和大庆华理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数据显示，严监管的威力正在逐渐

显现，今年以来，IPO 终止数量创下了

阶段高峰，达到了 77家，民生证券撤回

数量居前。2022年、2023年同期，这一

数值分别为55家、72家。

保荐质量与收入成反比
在已上市的公司方面，据同花顺数

据统计，从去年以来，民生证券作为主

承销商的 23家上市公司中，已有 21只

股票股价破发，其中股价腰斩的有 8

家，跌幅达 59.43%的宏源药业居首，其

次是科净源和昊帆生物，均跌超58%。

值得关注的是，民生证券 2023 年

承销 IPO 项目中，有 13 家实现了资金

超募，其中 3家实际募资为预计募资的

两倍以上。年度“超募之王”宏源药业

计划募资 8.18 亿元，实际募资 23.63 亿

元，超募15.45亿元，在民生证券保荐的

20个项目中位居榜首。仅此一个项目，

民生证券就获得近1.4亿元的承销保荐

佣金收入。从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

2023年证券公司投行业务质量评价结

果来看，民生证券是唯一一家评级为C
级的大型投行。

新快报讯 记者张晓菡报道 近日，

江苏省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

院发布的一份公告指出，该检察院在履

行职责中发现，同盾科技、博盾习言科

技、蒋韬、张新波、董骝焕、徐斐等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违法行为涉嫌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

织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新快报记者注意到，本次事件中涉

事各方均与同盾科技有着直接或间接

的关联关系，博盾习言科技为同盾科技

关联公司；蒋韬为同盾科技创始人；张

新波、董骝焕为同盾科技联合创始人；

徐斐同样也在同盾科技任职高位。由

于公告中未详细提及该事件具体缘由，

针对相关情况，3月 25日下午，新快报

记者联系同盾科技方面，但截至发稿时

暂无回应。

同盾科技是一家专注决策智能先

进技术研发和应用，帮助政企客户防范

风险、提升决策效率的人工智能公司，

主要客户来自新金融行业，包括 P2P、

消费金融公司、小贷公司。去年底，同

盾科技的项目型创新联合体项目《基于

隐私计算的可信数据要素市场共享平

台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入选了浙江省

科学技术厅 2024年度“尖兵”计划项目

清单。

天眼查显示，该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成立至今共获得 6 轮融资，投资

方包括华创资本、IDG 资本、启明创

投、信达汉石等，融资总金额超 2.6 亿

美元。

新快报讯 记者陆妍思报道 近日，

广百股份发布 2023年年度报告，报告期

内公司录得营业收入53.44亿元，同比增

长9.24%；归母净利润3616.52万元，上年

同期为-1.43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

2127.48万元，上年同期为-1.16亿元，成

功扭亏为盈，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现金红利0.3元(含税)。
对于营收、利润双涨，广百股份表

示，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企稳回升以及

政府部门密集出台的扩大消费政策，实

体零售门店客流量有所恢复，公司把握

市场机遇加大营销力度，同时优化组织

结构，提升内部管理效率，持续推进企业

降本增效。

财报显示，2023 年广百股份营收增

长，仍然主要来源于商品销售收入，但须

注意的是租赁收入同比大涨。主营业务

中，商品销售收入 48.21 亿元，同比增长

8.21%，占营业收入的 90.21%；租赁收入

2.93亿元，同比增长 47.76%，占营业收入

的5.47%。

广百股份表示，围绕公司战略规划，

将坚持轻重资产拓展模式并举，顺利完

成天河万科广场项目资产整体收购，从

化莱茵汇项目开业以及广州友谊收购时

代广场商铺。其中，天河万科广场项目

为公司近年来重大资产购置项目，强化

了公司在天河未来核心区域的本土优

势，助力打造公司未来发展新引擎。

去年 10月，广百股份与万科集团旗

下南方区域、印力集团达成战略合作，计

划在商业、酒店、文商旅等业务板块探索

多元化合作、协同融合，此举被视为广百

股份进一步从百货业态向购物中心大型

商业综合体方向转型。

受新项目收购影响，财报中广百股

份资产及负债均有重大变化，截至 2023
年年末，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较上年末增

加 163.49%，占公司总资产比重上升 8.11
个百分点；公司短期借款较上年末增加

80.00%，占公司总资产比重上升 3.80 个

百分点。

公司报告期内，期末资产总计为

98.32亿元，应收账款为 4765.05万元；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4.76 亿

元，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97.51亿元。虽然应收账款体量较大，但

应收账款周转率平均为 103.09(次/年)，
显示公司收账迅速。根据同花顺财务诊

断大模型分析，广百股份近五年偿债能

力、现金流、盈利能力较弱，但成长能力

良好，资产质量优秀。

随着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实体零售

加速转型升级，百货零售企业在 2023
年迎来强劲复苏。记者梳理发现，除

广百股份外，多家百货零售行业上市

公司的2023年度业绩预告均呈显著增长

趋势，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6.5亿到 7.8亿元，与上年盈利

1.95 亿 元 相 比 ，同 比 增 长 233.47% 到

300.17%；天虹股份预计实现净利润 2亿

到2.5亿元，同比增长66.54%到108.17%，

预计实现扣非净利润超 1 亿元，系 2021
年以来该指标首度转正。此外重庆百

货、合肥百货、南宁百货、银座股份、东

百集团、欧亚集团等企业业绩较上年同

期均有所增长。

民生证券今年撤回多个IPO保荐项目
去年以来主承销新股破发比例超90%

IPO
探热针

新快报讯 记者刘艳爽报道 近日，

嘀嗒出行向港交所递交了招股书。作

为国内第二大顺风车平台，嘀嗒出行已

连续三年实现盈利，其中轻资产化的顺

风车业务做出主要贡献。不过随着市

场竞争日趋激烈，严重依赖顺风车这一

单一业务的嘀嗒出行，亦被业内质疑是

否具有稳定可持续盈利能力。此前该

公司四度赴港 IPO，但均未成功。

顺风车营收占比超90%
嘀嗒出行成立于 2014 年，是最早

在国内经营顺风车业务的公司之一。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按交易总额

及顺风车搭乘次数计，嘀嗒出行是截至

2022年中国第二大的顺风车平台，顺风

车交易总额为61亿元。

目前，嘀嗒出行的业务共分为三

类，分别是顺风车业务、智慧出租车

业务（网约车）以及广告业务。从财

务数据看，顺风车业务是嘀嗒出行绝

对的营收主力，2021 年至 2023 年，嘀

嗒出行从顺风车业务上获取的收入

分别为 7 亿元、5.1 亿元、7.7 亿元，占

总营收的比重超 90%。总体上，嘀嗒

出行近三年的营收分别为 7.81 亿元、

5.69 亿元、8.15 亿元；经调整利润净额

分别为 2.38 亿元、8470 万元、2.26 亿

元。这个成绩在网约车市场上已属

不易，行业龙头滴滴出行截至 2023 年

才实现扭亏为盈。

毛利率已呈下降趋势
嘀嗒出行作为老牌网约车玩家，在

资本市场摸爬滚打多年。资料显示，嘀

嗒出行已经至少进行 5轮融资，此前该

公司亦先后 4次向港交所递交申请，不

过均未获成行。

有分析指出，嘀嗒出行的连续 IPO
失利或与资本市场对网约车市场的长

久盈利能力存疑有关。事实上，尽管嘀

嗒出行连续三年实现盈利，但其毛利率

已呈下降趋势，从 2021年的 80.9%降至

2023 年的 74.3%，其中顺风车业务从

85.4%下降至75.9%。嘀嗒出行解释称，

主要系持续增加了向私家车车主提供

的补贴，同时成本亦有提高。数据显

示，2021年，嘀嗒出行提供给私家车车

主的补贴占总服务成本的 5.9%，2023
年占比上升至13.8%。

智慧出租车业务本为嘀嗒出行

意图打造的第二增长曲线，但该业务

现亦面临挑战，目前对营收的贡献已

不足 5%，同时 2022 年和 2023 年该业

务的毛利率为负值。嘀嗒出行坦言，

该业务 2023 年平台上的月均活跃认

证出租车司机人数减少，平台未增加

补贴来吸引用户，而大量司机涌入网

约车行业，导致车费下跌、可供乘车

量过剩，加剧了出租车网约服务面临

的竞争，从而对嘀嗒服务量造成了负

面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当下网约车市场正

经历 IPO潮，除嘀嗒出行外，万顺叫车、

如祺出行、享道出行等均传出上市计

划。2023 年 7 月，T3 出行完成 10 亿元

A+轮融资，并在推动pre-IPO轮融资，

计划在融资完成后启动 IPO并实现港

股及A股发行上市。

嘀嗒出行再度递表港交所
营收重度依赖顺风车业务

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未来可持续盈利能力待观察

同盾科技被指侵犯个人信息 关联公司及高管均牵涉其中

促消费助营收净利双涨
广百股份去年扭亏为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