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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26家上市公司变更为无实控人状态

●本报记者 董添

12月21日晚，北大医药公告称，

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 自

此， 今年以来共有26家上市公司从

有实际控制人状态变更为无实际控

制人状态。 从变更为无实控人状态

的上市公司公告看， 不少是因为其

他上市公司看好公司的产业价值，

对上市公司原有股东股权进行收

购，导致上市公司实控人发生变更。

多家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北大医药12月21日晚公告称，

公司收到第一大股东合成集团发出

的 《关于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告知函》，告知

函称， 为执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于2021年6月28日裁定批准的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家公

司重整计划》，合成集团股东方正商

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已变更

登记至新方正集团名下， 北大方正

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持有的新

方正集团的股权已变更登记至新方

正（北京）企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和珠海焕新方正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名下。

截至公告日， 新方正集团成为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平安人寿的全

资子公司新方正（北京）企业管理

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新方正集团

66.507%股权，中国平安为平安人寿

的控股股东， 平安人寿及中国平安

通过新方正集团间接控制公司。 因

间接控制公司的中国平安无控股股

东、无实际控制人，故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W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22日

晚，A股共有306家上市公司处于无

实际控制人状态， 占A股数量的

6.06%。

中国证券报记者进一步梳理发

现，上述306家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状

态的上市公司中， 今年以来有26家

从有实控人状态变更为无实控人状

态。 其中，16家上市公司的原实控人

是自然人，10家上市公司的原实控

人是机构或国资。

看好上市公司产业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 从变更为无实

控人状态的上市公司公告看， 不少

是因为其他上市公司看好公司的产

业价值， 对上市公司原有股东股权

进行收购， 导致上市公司实控人发

生变更。

盾安环境披露的实控人变更公

告显示，格力电器受让盾安精工所持

盾安环境27036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

的29.48%， 转让价款约为21.9亿元。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 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已发生变更，格力电

器直接持有上市公司29.48%的股份，

为公司控股股东。 由于格力电器无实

际控制人，故盾安环境的实际控制人

由姚新义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

公告显示， 盾安环境的空调制

冷元器件业务具备较深的技术积累

和良好的生产制造能力， 新能源热

管理器相关产品矩阵完善， 已同国

内众多知名企业开展业务合作。 格

力电器看好盾安环境作为全球制冷

元器件行业龙头企业的产业价值，

拟通过本次交易进一步提高空调上

游核心零部件的竞争力和供应链的

稳定性， 发挥盾安环境与格力电器

的业务协同， 完善新能源汽车核心

零部件的产业布局。

另以路畅科技为例， 公司披露

的实控人变更公告显示， 中联重科

成为公司单一拥有表决权份额最大

的股东，即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由

于中联重科无实际控制人， 故公司

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

公告显示，通过本次交易，中联

重科将成为路畅科技的控股股东，

有助于未来发挥中联重科与路畅科

技的业务协同效应， 提升交易双方

的业务拓展能力和竞争实力。 本次

交易完成后， 中联重科将充分利用

自身运营管理经验， 进一步优化路

畅科技法人治理结构， 提高路畅科

技的经营及管理效率， 促进路畅科

技持续稳定发展。 本次交易不以终

止路畅科技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上游原料价格下降

光伏中下游企业盈利空间有望释放

硅片价格大跌引发市

场高度关注。 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最新

数据显示， 本周硅片价格

跌幅较大， 其中M6、M10、

G12单晶硅片成交均价分

别降至5.08元/片、5.41元/

片、7.25元/片，周环比跌幅

分别为15.2%、20%、18.4%。

业内人士表示， 硅片

价格大幅下跌原因包括企

业库存高企叠加硅料价格

下跌、 年底终端需求不振

导致企业降价去库存意愿

明显。 展望后市，产业链中

下游电池片、 组件及光伏

电站等环节有望受益于上

游原料价格下降。

●本报记者 孟培嘉

见习记者 罗 京

硅片价格大幅下跌

硅业分会最新数据显示，本周硅

片价格大幅下跌， 其中M6、M10、

G12单晶硅片成交均价分别降至5.08

元/片、5.41元/片、7.25元/片，周环比

跌幅分别为15.2%、20%、18.4%（本

周跌幅包含前两周降价幅度）。

PV� InfoLink最新数据显示，硅

片已成为光伏供应链价格跌幅最大的

环节， 其次是硅料。 截至12月21日，

182mm硅片、210mm硅片现货均价

跌至5.5元/片和7.2元/片，周环比下降

10.6%和11.1%；多晶硅致密料现货均

价跌至255元 /千克 ， 周环比下降

7.9% ；182mmPERC 电 池 片 和

210mmPERC电池片现货均价均跌

至1.15元/片， 环比分别下降6.5%、

5.7%；182mmPERC单面单玻组件和

210mmPERC单面单玻组件现货均价

均跌至1.91元，环比均下降1%。

对于硅片价格大幅下降的原因，

上海有色网光伏分析师史真伟告诉

中国证券报记者：“根据我们统计，全

社会硅片的库存量已达到11亿片左

右，硅片企业库存压力大，又恰逢年

底终端需求减弱，企业降价去库存意

愿明显。 ”

另一大影响硅片价格下跌的因素

是硅料。 “硅料价格持续下降致使硅

片企业存在一定让利空间。 ” 史真伟

表示。

硅业分会表示， 本周硅片价格大

幅下跌的根本原因是硅料降价。 供给

方面， 一线企业和专业化企业再度降

低开工率， 一方面企业对上游硅料降

价持观望态度， 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

硅片供应过剩造成的库存问题。 需求

方面，全产业链降价，终端需求萎靡。

“目前，硅片整体库存量高于硅料

环节，且企业间价格战更为激烈，部分

硅片企业已出现成本倒挂，导致硅片价

格跌幅大于硅料。 ”史真伟表示。

利好中下游产业链

硅料价格下行对光伏产业链各

环节的影响会逐步体现，并惠及中游

制造和下游电站端。 史真伟认为，短

期内电池片、组件等环节企业将受益

于上游原料价格下降， 长期来看，光

伏电站企业项目投资回报率将逐步

提升。

硅片龙头隆基绿能表示，光伏行

业总体趋势是度电价格降低，硅料降

价对下游需求是个利好，需求会带来

整个行业利润的增长。

光伏电站运营商太阳能近期在接

受机构调研时表示， 硅料价格下行带

动了光伏电池、组件价格的回落，有助

于降低光伏电站投资成本， 保证较好

的项目收益率， 增加光伏电站投资运

营商投资积极性， 有利于项目的开发

建设。

深耕于分布式光伏电站的芯能科

技在回复投资者提问时也表示， 硅料

价格的下降， 有望带来组件价格的下

降。光伏电站投资成本中，组件成本占

比较高， 组件价格的下降将使得电站

投资回报率进一步提升。

中信建投研报表示，2021年以来

硅料是整个光伏产业链的核心瓶颈，

硅料价格近两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

涨， 并且产业链大部分利润也留存在

硅料环节。 随着2023年硅料供给放

量，将刺激行业需求进一步释放，进入

经典降价放量模型， 产业链利润将再

分配，电池片、组件、逆变器相关企业

有望受益。

视觉中国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