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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融信托逾期兑付事

件爆发后，2023年，多家上

市公司业绩受到影响。今

年 5 月 27 日 ，安 旭 生 物

（688075.SH）披露，对购买

的 1 亿元中融信托产品计

提了7500万元公允价值变

动损失，公司预计可收回

金额为2500万元。

作为一家体外诊断企

业，2020年至2022年，在激

增的核酸检测需求带动

下，安旭生物累计实现净

利润44.33亿元。不过，随

着 核 酸 检 测 需 求 减 少 ，

2023 年，安旭生物营业收

入为 5.03 亿元，同比下降

91.84%；净利润为 1.42 亿

元，同比下降 95.35%。另

外，扣非净利润为 0.52 亿

元，同比下降98.25%。

据 安 旭 生 物 2023 年

年报，截至报告期末，公司

货币资金余额为 3.37 亿

元，占资产总额的 5.83%；

因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

存单、理财产品账面余额

为39.41亿元，占资产总额

的68.06%。

就信托理财产品违约

相关问题，5 月 30 日，《中

国经营报》记者联系了安

旭生物董秘办。工作人

员对记者表示，公司 2023

年业绩报告已经体现了

7500 万元公允价值变动

损失。对于中融信托产

品违约事项，公司根据事

态的发展在采取相应措

施，如有进展会及时进行

信息披露。

2022年9月29日，安旭生物使

用闲置资金1亿元购买了中融信

托的隆晟1号信托产品，预期年化

收益率为7%。产品期限为2022年

9月29日至2023年9月28日。

不过，从2023年8月起，市场

陆续传出中融信托产品逾期不能

兑付的信息。

同年10月9日，安旭生物披露

其购买的中融信托产品隆晟1号

逾期未兑付，该信托产品本金和投

资收益未收回。安旭生物在公告

中表示，正在积极联系各相关方，

督促中融信托尽快向公司兑付投

资本金及收益，尽最大努力保障公

司利益，公司保留采用法律诉讼等

其他维权方式的权利。

针对安旭生物 2023 年年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该事项进行了

问询，要求其说明相关信托理财

投资可收回性的预计情况。

5月27日，安旭生物在《对上

海证券交易所2023年年度报告问

询函回复的公告》中表示，公司持

有的中融信托产品隆晟1号预计

清偿比例为 40%，并参考四川信

托相关偿还时间自委托管理4年

后清偿的时间因素，公司预计可

收回金额为2500万元，计提7500

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2023年，安旭生物货币资金、

大额存单、理财产品的日均理财金

额为51.4亿元。银行存款、可转让

大额存单、美元大额存单、中融信

托、银行结构性理财产品，日均理

财金额分别为12.38亿元、14.26亿

元、21.75亿元、1亿元、2.02亿元。

收益金额为1.14亿元。

安旭生物相关公告搜集并整

理了11家同样购买了中融信托产

品的上市公司信息，包括先锋电子

（002767.SZ）、金博股份（688598.

SH）、传智教育（003032.SZ）、长光

华芯（688048.SH）、二六三（002467.

SZ）、安利股份（300218.SZ）、三德

科 技（300515.SZ）、善 水 科 技

（301190.SZ）、光云科技（688365.

SH）、法狮龙（605318.SH）、永新光

学（603297.SH）。11家上市公司合

计认购金额有10.41亿元，公允价

值变动损失合计为7.42亿元，确认

损失比例为71.31%。

记者查询相关公司年报了解

到，针对相关信托产品逾期未兑

付事项，其中有部分上市公司已

经提起诉讼。

二六三于2023年6月和7月，

共购买了中融信托2亿元信托理

财，期限为3个月。相关信托理财

均逾期未予兑付。二六三方面表

示，目前该2亿元信托理财的公允

价值为已投资本金的 10%，即 0.2

亿元。为此，2023年，二六三计提

减值准备金额1.8亿元。

在 2023 年年报中，二六三方

面称，公司已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法院依法判令中融信托返还公

司2亿元资金，并赔偿资金占有所

造成的损失。此案已于2024年1

月22日立案并依规进入多元调解

案件程序。截至目前，公司暂未

收到法院进一步的调解及开庭审

理通知。

2023 年，光云科技购买了中

融信托共9000万元的信托理财产

品，均已逾期未兑付。公司确认

对所持有的中融信托产品确认公

允价值变动损失6300万元。今年

4 月 11 日，光云科技发布公告表

示，已针对购买中融信托9000万

元信托理财产品逾期未兑付提起

诉讼。相关案件尚未开庭。

2023 年，法狮龙购买了中融

信托6000万元的信托理财产品，

年利率为6.8%，均已逾期未兑付。

法狮龙对此确认了公允价值变动

损失4800万元。同时，公司已向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解除公司与中融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上述信托合同，返还公司

6000万元本金并按银行同期贷款

利率赔偿资金占用利息，截至2023

年年报披露日法院尚未立案。

针对中融信托产品违约事

项，记者也联系了多家相关上市

公司。

传智教育董秘办表示，公司定

期会跟中融沟通，了解进展情况。

公司法务部门负责法律方面相关

业务，董秘办目前还没得到相关信

息，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搜集。善水

科技董秘办表示，目前还在持续关

注这方面信息，也跟相关投资经理

保持联系，财务部门也一直在进行

跟踪，公司保留通过法律诉讼手段

维权的权利。后续有进展公司会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三德科技董

秘办表示，暂时还没有采取法律诉

讼的措施，如后续有进展会及时进

行信息披露。

信托产品踩雷

安旭生物是一家体外诊断企

业，业务主要覆盖毒品检测、传染

病检测、慢性病检测、妊娠检测、

肿瘤检测、心肌检测、生化检测、

过敏原检测等领域。

新冠疫情暴发后，新冠检测

需求剧增。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安旭生物营收分别为 12

亿元、15.89亿元和61.66亿元，净

利润分别为 6.49 亿元、7.39 亿元

和30.45亿元。

不过，随着新冠检测需求的回

落，与大多数体外诊断上市公司一

样，安旭生物2023年营收和净利

润均出现骤降。公司表示，营收下

降的主要原因是全球性呼吸道传

染病结束，公司相关检测产品市场

需求大幅度减少，市场以常规产品

销售为主，故销售收入大幅度减

少。2023年，安旭生物非经常性损

益为0.89亿元，主要来自政府补助

和投资理财收益。

2024 年，安旭生物股票长期

处于破净状态。截至2024年3月

31 日，安旭生物每股净资产为

40.75元。截至5月30日，安旭生

物 股 价 为 34.12 元/股 ，市 值 为

43.36亿元。

在上市之初的2021年11月，

安旭生物募集资金10.56亿元，计

划主要用于6个项目。不过，截至

2023年11月30日，除了补充营运

资金项目以外，6个项目中的其余

5 个项目均已延期。部分项目的

延期与新冠疫情有关。

安旭生物 3 个募投项目投资

进展不足50%，具体为，营销与服

务网络体系建设项目、技术研发中

心升级建设项目、体外诊断试剂以

及诊断仪器研发生产项目的实际

投 入 比 例 仅 为 0.51% 、14.91% 、

45.37%。其余两个项目的实际投

入比例分别为67.14%和83.98%。

经过对相关项目必要性和实

施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论证，安旭

生物表示，募投项目符合公司战

略规划，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

行性，公司将继续实施上述项

目。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

环境变化，并对募集资金投资进

行适时安排。

2023 年，安旭生物研发投入

金 额 为 1.05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68.01%，主要原因为公司收入减

少，缩减研发投入，同期，研发人

员数量减少27.6%。

公司在回答投资者调研时表

示，在新冠检测需求下降之后，公司

产品目前以毒品类检测产品及传染

病检测产品为主。2023年，安旭生

物上述产品销售占比为87.59%。

在行业整体需求锐减之后，

公司如何应对？这成为投资者关

心的问题。

今年 3 月 20 日，在相关投资

者调研活动中，安旭生物相关负

责人表示：“公司认识到呼吸道传

染病出清后市场环境所带来的

挑战，需求下降确实影响到我们

短期内的财务表现。然而，公司

已经在多方面采取策略来应对

这一变化，并确保长期的增长和

稳定。”

安旭生物相关负责人称，公

司持续加强产品线的多样化和创

新，加大在国内外市场的营销和

销售力度。此外，剔除全球性呼

吸道传染病业务的收入影响，以

2019年为基点，公司在2019年至

2023年期间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复合增长率均维持在 20%左右，

公司在行业内具有核心竞争力和

市场适应能力。

2023 年，安旭生物境外销售

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91.06% 。 境 外 业 务 毛 利 率 为

46.71%，同比减少28.33%。

安旭生物披露，截至 2023 年

年末，公司境外客户应收账款账面

余额为1.98亿元。2024年1—4月

回款金额为1.02亿元，未回款金额

为 0.96 亿元。应收账款中，前五

名客户应收账款金额为 1.63 亿

元，占78.47%。其中，两家客户未

能及时回款的原因是，在2022年

对安旭生物销售的新冠检测试剂

存在质量投诉，另外三家客户经

营发展受到宏观经济及市场竞争

影响，存在超过信用期支付货款

的情况。

回归主营业务

本报记者 陈婷 曹学平 深圳报道

“约 270 万元卖掉 98%的股

权，然后再用近2亿元买回55%股

权，什么行业能这样飙涨超 100

倍？”“操作痕迹太明显，上市公司

是提款机吗？”……连日来，麦澜

德（688273.SH）投资者互动平台

上质疑声不断，事关公司近期披

露的一项关联交易。

5月23日晚间，麦澜德公告拟

用自有资金1.925亿元收购南京麦

豆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麦豆健康”）55%的股权，标的整体

估值约3.51亿元。公开资料显示，

麦豆健康原是麦澜德控股子公司，

于2019年9月被以269.84万元（对

应麦豆健康98%股权）出售，彼时

整体估值为275.35万元，交易对手

为麦澜德原股东郑伟峰。

麦豆健康估值在近五年相差约

127倍背后，其在2018年亏损16.53

万元，2023年亏损约364万元。以

高估值且溢价收购这样一家亏损扩

大的公司，麦澜德的用意何在？

公告显示，麦澜德此次交易

对手还包括其参与出资认缴的南

京新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新澜投资”），以

及郑伟峰实际控制的南京麦创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麦创合伙”）。交易完成

后，新澜投资退出麦豆健康，麦创

合伙的持股比例下降。值得一提

的是，除了麦豆健康，新澜投资和

麦创合伙未开展其他投资。

麦澜德从何时开始筹划买回

麦豆健康？后续是否继续收购标

的剩余股权？5月27日，《中国经

营报》记者致电致函麦澜德方面，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称，现正在准

备上交所下发的问询函答复，相

关问题届时会披露。5月30日下

午收盘后，麦澜德公告终止收购

麦豆健康。

“低卖高买”遭质疑 麦澜德近两亿元收购终止

在麦澜德宣布收购麦豆健康

55%股权的近 12 个月内，麦豆健

康发生两次增资。

公告显示，2023年6月16日，

麦豆健康注册资本由 814.5 万元

增至约 891.34 万元 ，新增的约

76.84 万元注册资本由新澜投资

以货币方式认缴；2024 年 3 月 6

日，麦豆健康注册资本增至约

956.84 万元，新增的 65.5 万元注

册资本由麦创合伙认缴。上述增

资事项均已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增资款已实缴到位。

麦澜德此次收购前，麦豆健康

分别由郑伟峰持股约81.94%、麦创

合伙持股约8.36%、新澜投资持股

约8.03%、吴恒龙持股约1.67%。

工商信息显示，新澜投资成

立于 2023 年 4 月，两个月后随即

投资麦豆健康，且截至目前未开

展其他投资。

麦澜德在公告中披露，新澜投

资是公司2023年参与设立的产业

基金，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新

澜投资47.31%的基金份额。同时，

公司董事长杨瑞嘉在新澜投资担任

投委会委员。因此，新澜投资为麦

澜德的关联法人，除此之外，新澜投

资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

系。截至2023年12月31日，新澜

投资总资产为2564.41万元，净资产

为 2564.41 万元，2023 年净利润

为-35.59万元。今年3月，新澜投资

新引进房计印、郑伟娟两名合伙人。

在此次交易中，麦澜德将接手

新澜投资持有的全部麦澜德股

权。新澜投资是否为投资麦豆健

康专门设立的实体？其他合伙人

又是什么背景？且待麦澜德解答。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新澜投

资，麦创合伙也是在近两年入股

麦豆健康，并在前不久单独对麦

豆健康增资。

工商信息显示，麦创合伙成

立于2022年2月，当年3月进入麦

豆健康，麦创合伙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为郑伟峰。去年11月，麦创

合伙的地址发生变更，其原先地

址在南京市雨花台区凤展路 32

号A2北栋708室，与麦澜德当前

办公地址在同一处。

值得注意的是，麦创合伙在

今年3月6日对麦豆健康增资的前

一天，麦创合伙自身也发生了一次

增资。其中，郑伟峰认缴出资

115.25万元，其他合伙人合计出资

48.5万元。至此，麦创合伙注册资

本增至200万元。通过这次增资，

郑伟峰对麦创合伙的持股比例上

升至 57.75%，增加了 57.0603%。

据此，郑伟峰是此次麦澜德收购麦

豆健康名义上最大的获益方。

郑伟峰原是麦澜德的创业股

东之一，其最初与杨瑞嘉、史志怀

等5人均委托亲属/朋友通过股权

代持的方式设立麦澜德。在麦澜

德2013年11月、2016年5月两次增

资中，由于其他股东资金紧张，增

资款均由杨瑞嘉一人代为出资。

后来，郑伟峰、史志怀等5人按1.2

元/注册资本的价格向杨瑞嘉进行

偿还。完成收购麦豆健康控制权

后，郑伟峰于2019年11月退出麦

澜德，共转让5.4487%股权，转让价

格为235.84元/注册资本。

郑伟峰为何在麦创合伙增资

麦豆健康之前突然“入主”麦创合

伙？其出资是否为本人实际认

缴？此次与麦澜德的交易是否存

在其他特殊安排？

公告显示，此次麦澜德收购

麦豆健康55%股权设置了业绩对

赌，郑伟峰、麦创合伙及吴恒龙共

同承诺麦豆健康 2024 年、2025

年、2026 年的净利润分别不少于

800 万元、1800 万元、2900 万元。

麦澜德在公告中表示，尽管公司

已对麦豆健康进行了充分的调研

和评估，但是在未来经营中可能

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变

化、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其未来

业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

此，该项交易的未来投资收益存

在不确定性风险。

5 月 30 日，披露交易仅一周

后，麦澜德在公告中表示，在推进

交易期间，由于受各种客观因素

影响，各方未能就股权转让事宜

取得预期实质性进展，决定终止

收购麦豆健康。

关联方突击入股

公告显示，麦澜德拟向郑伟

峰、麦创合伙、新澜投资、吴恒龙

分别受让其持有麦豆健康的

39.0266% 、6.2706% 、8.0306% 、

1.6722%股权。交易完成后，麦

豆健康将成为麦澜德控股子公

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届

时麦豆健康将分别由麦澜德持

股55%、郑伟峰持股42.9098%、麦

创合伙持股2.0902%。

麦澜德在公告中表示，收购

麦豆健康是为了有效推进麦澜

德在家用康复产品领域的战略

部署与发展规划，驱动公司进一

步完善营销体系，提升品牌影响

力，强化公司在盆底及妇产康复

领域的行业地位，从而提高公司

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公告披露，麦豆健康成立于

2017年4月，主要从事医疗器械、

健身器材的研发、生产、销售等业

务。2023年，麦豆健康经审计的

净资产约2386.8万元，当期营业收

入约6247.62万元，净利润约-364

万元，扣非净利润约-383.78 万

元。今年一季度，麦豆健康营收约

1409.3万元，净利润约91万元。

麦澜德在公告中披露，经收益

法评估，在未考虑股权缺少流动性

折扣的前提下，麦豆健康于评估基

准日（2024年3月31日）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约3.51亿元，较账面净

资产3869.6万元增值约3.12亿元，

增值率806.78%。但蹊跷的是，截

至今年一季度末，麦豆健康净资产

约2835.56万元，据此计算得出的

增值率约1237.45%。换言之，此次

交易定价溢价约12倍。至于麦澜

德为何以麦豆健康3869.6万元的

净资产数额进行计算并得出约8倍

溢价，暂无从得知。

麦澜德招股书显示，麦豆健

康最初由杨瑞嘉、史志怀（二者为

麦澜德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

郑伟峰共同出资设立。设立之初，

麦豆健康定位为主要采用互联网

销售模式经营盆底及产后康复领

域家用系列产品的公司。2018年

9月，为整合业务资源，麦澜德收

购麦豆健康控制权，转让价格为1

元/注册资本，这一定价依据是此

交易属于同一控制下的股权转让，

且麦豆健康成立时间较短。据此，

麦澜德对麦豆健康持股98%，吴恒

龙持股2%（由郑伟峰转让）。

但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运营，

麦澜德认为麦豆健康的整合效

果不及预期，欲将其注销。但郑

伟峰决定承接麦豆健康的控制

权自主创业，原因是其对于麦豆

健康的互联网经营模式较为熟

悉，对麦豆健康的互联网销售模

式有信心。2019年9月，麦澜德

与郑伟峰签订《售股协议》，参考

麦豆健康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的 评 估 价 值 275.35 万 元 ，以

269.84万元将持有麦豆健康98%

的股权出售给郑伟峰。

这一切都发生在麦澜德IPO

前夕。

郑伟峰接手后，麦豆健康仍

与麦澜德进行业务合作。招股书

显示，2019—2021年，麦澜德与麦

豆健康产生的销售金额分别为

110.5万元、207.06万元、145.49%，

均占公司当期整体营收不足

1%。与此同时，麦豆健康在2020

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间租用麦

澜德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凤展路

32号2栋7楼作为办公和研发场

所。目前，麦澜德的办公地址在

南京市雨花台区凤展路32号A2

栋，两家公司的注册地址都在南

京市江宁区乾德路6号。

标的估值相差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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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麦澜德披露拟以近2亿元收购麦豆健康55%股权，但很快终止。 视觉中国/图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麦豆健康净资产约2835.56万元，据此计算得出的增值率约1237.45%。换言

之，此次交易定价溢价约12倍。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新澜投资，

麦创合伙也是在近两年入股麦

豆健康，并在前不久单独对麦

豆健康增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