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3地产２０23年 6 月 5日 责编 | 左宇

退市房企众生相

◎ 记者 孙婉秋

碧桂园新舵手杨惠妍启动了上任后第一次

大规模调整。

5 月 31 日，市场有消息称近期碧桂园调整了

公司的组织架构。 《国际金融报》记者了解到，当

日上午，碧桂园召开全国区域中心总会议。 会议

结束后，碧桂园集团内部发文官宣了组织架构调

整和相关人员任命。 这份加注特急的公文，一天

前便完成拟稿。

实际上， 过去几年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碧

桂园为适应外部环境， 曾多次调整组织架构，但

动作大多聚焦于区域的拆分合并，此次调整则直

接“动刀”中枢，侧重控股集团治理结构的变化。

组织变阵

具体思路是对控股集团的业务进行梳理，将

强地产属性的组织架构迭代为多元发展的新架

构。

最直观的表现是一分为四，控股集团层面下

设地产集团、科技建筑集团两大产业集团和新业

务事业部、创新投资事业部两大业务板块，上述

四个业务板块为平行关系， 由控股集团统一管

理。

调整后， 控股集团将主要负责战略管控，下

设财务资金中心、招采管理中心、人力与行政中

心、品牌与社会责任中心、风控审计监察中心、数

字化管理中心 6 个职能部门。

地产集团负责房地产开发及代管代建业务，

下设 6 个职能部门（投资策划、品牌营销、运营管

理、招采管理、财务资金、人力行政）和 2 个事业

部（海外及特区事业部、代管代建事业部）。

新架构之下，管理层的职权也发生了变化。

控股集团层面的最高领导为莫斌， 地产、科

技建筑、新业务、创新投资四个业务板块的负责

人依次是程光煜、丁杰、黄宇奘和周鸿儒。

具体来看， 莫斌除了控股集团总裁一职外，

还担任科技建筑集团的董事长。

集团层面副总裁共有 8 位， 包括程光煜、丁

杰、伍碧君、黎晓林、杨丽兴、黄宇奘、李静、欧阳

宝坤。

排名最高的是常务副总裁程光煜，其还任地

产集团 CEO，三个月前的人事调整中程光煜已是

碧桂园管辖业务条线最多的高管，此番变动后程

光煜将全面掌舵地产业务；原博智林机器人公司

董事长、广清区域总裁丁杰职责不变，现多了科技

建筑集团总裁的任职；CFO 伍碧君分管财务资金

中心；黎晓林分管人力与行政，3 月的调整中黎晓

林卸任了运营中心负责人职务，此番其职权范围

在人力资源的基础上多了行政管理；杨丽兴负责

招采管理；黄宇奘除了此前统筹协调博意设计院

业务开展的职责外，还将担任新业务板块负责人，

这里的新业务指现代农业等；李静负责品牌与社

会责任；欧阳宝坤在福建区域、浙江区域总裁的基

础上，还将分管控股集团资金中心法务部。

一体两翼

虽然分拆为四项业务，但地产开发依然是当

前碧桂园的权重业务，此次人员任职除了控股集

团层面也包括地产集团。

CEO 程光煜之外，碧桂园的地产集团还设有

5 名副总裁，他们都是当前碧桂园的“封疆大吏”。

老臣苏柏垣依然主管海外业务，其还担任海外

特区事业部总经理；副总裁杨志成、谢金雄、姚舒

扬、卜德华、欧阳腾平分别为江中区域、沪苏区域、

粤东区域、佛肇和深莞惠州区域、贵州区域总裁。

碧桂园方面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本轮

组织架构调整，旨在通过科学有效的业务布局和

治理模式调整， 提升集团整体资源配置效率、风

险把控能力和各子业务板块对市场机遇的快速

反应能力，有利于稳住地产基本盘的同时，支持

科建等战略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稳步实现集团

新战略目标。

实际上，3 月业绩会上，碧桂园便披露了“一

体两翼”的新发展战略，其中“一体”指以房地产

主营业务为主体，“两翼”则是科技建筑和代管代

建。

此前地产开发主业、机器人业务、现代农业

构成了碧桂园的 “三驾马车”。 去年行业形势剧

变，碧桂园对多元业务进行了调整，具体动作包

括整合旗下建筑子公司和原博智林旗下的总包

单位，成立科技建筑集团，同时大力拓展代管代

建市场。

彼时楼市持续底部徘徊，碧桂园把河南当地

项目的“代管代建代销”列为了未来一年内“最重

要的工作”之一，莫斌在投资人电话会上透露，目

前“监管机构的政策支持力度很大，河南政府很

希望（公司）参与保交楼稳民生工作，希望政府投

资平台收购后， 清理干净后交给我们 ‘代管、代

建、代销’”。 据悉，碧桂园未来要接手的代建项

目，主要由政府投资平台委托建设，收入会相对

更有保障。

年初业绩会上，杨惠妍也强调了碧桂园建筑

起家，全链条发展，这些都是其做代建业务的先

天优势。 虽然对代建业务寄予厚望，但记者了解

到，考虑到当前碧桂园的代建业务体量，此次调

整依然置于地产集团旗下。

另一翼———科技建筑被视为碧桂园的第二

增长曲线，此前杨惠妍表示，要把发展新兴产业

的主要精力放在科技建筑和代管代建上，为公司

中长期发展做铺垫，“非常有信心能做成功”。 公

开资料显示， 截至 2023 年 2 月， 博智林已有 28
款建筑机器人投入商业化应用，累计交付超 1700
台。

地产式微，这艘巨轮试图在稳定基本盘的前

提下，寻找更多前行的动能。

◎ 记者 吴典

2022 年的 3 月，有一批港股房企缺席了年报

季， 这场缺席后来催生了内房股历史上最大的

“停牌潮”，其中有企业至今仍未复牌，更有甚者

已经被退市，消失在资本市场的视野中。

一年后，A 股市场也上演了相似剧情。

2022 年年报披露完毕后，包括嘉凯城、宋都

股份、阳光城、泰禾等在内的十余家房企开始“披

星戴帽”，站在退市的悬崖边。

面对退市风险，房企们有挣扎求生的，大股

东出手拟提前兑现业绩补偿， 将转型提上日程，

释放增持信息以提振股价；也有尝试自救失败后

无奈躺平的；亦不乏认清形势、放弃资本市场幻

想，继续埋头保交付的。

它们没能挺过这一轮调控的冲击，但在退市

的悬崖边却表现各异。

花式求生

5 月 30 日午盘后，被债权人提请破产重整的

金科股份股价异动拉升，期间一度涨超 9%，截至

收盘上涨 6.98%，报收 0.92 元 ，总市值 49.13 亿

元。

这是公司股价跌破 1 元后的第 5 个交易日，

也是增持计划开启的阶段性成果。

今年初，金科股份股价在 2 元附近，距离触

发 1 元面值退市条款还有一定距离，随着持续阴

跌，5 月 19 日金科股价来到 1.24 元，债权人申请

破产重整加速了股价的下坠。 5 月 22 日 、24 日、

25 日三个交易日里金科遭遇 3 个跌停，股价直接

来到 0.86 元，危险逼近。按深交所相关规定，若上

市企业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低于 1
元，则会被强制退市，且没有退市整理期，直接终

止上市。

为避免面值退市，提振投资者信心，金科股

份打响“保卫战”。

24 日晚间，公司抛出一则增持公告，称包括

董事长周达、 总裁杨程钧等在内的 18 位董高监

及核心骨干将在自公告披露日起 6 个月内，以自

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 金额合计不低于 500 万元， 且不超 1000 万

元。

根据相关数据，5 月 25 日及 26 日，大股东金

科控股指定的增持主体财聚投资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累计增持股份 1462.91 万股， 成交金额

合计 1285.10 万元，26 日金科股价上演地天板。

29 日， 财聚投资继续增持 410 万股， 成交金额

354.6 万元，均价 0.865 元/股。

真金白银的护盘下， 金科股份股价走出谷

底，从最低的 0.77 元回升至 0.92 元，但困境显然

没有结束，一方面大幅波动的股价距离安全线仍

有距离， 另一方面公司面临的纠纷还在继续，30
日晚间，金科股份公告称金科服务要求公司返还

15 亿元借款。据悉，该笔借款源于去年 7 月，彼时

金科服务称为应付金科控股资金危机，将向其借

款 15 亿元，年利率 8.6%。

和金科一样，嘉凯城也曾尝试挣扎自救。

4 月底，随着年报的发布，嘉凯城股价逼近 1
元大关，警报在其头上拉响。

公司随即打响组合拳， 先是释放影院前景，

随后为支持公司发展，增厚净资产、优化资本结

构，其大股东华建控股在近期发函表示，拟将一

笔大额业绩补偿的履行时限提前至 2023 年末，

为了提振市场信心，二股东浙江国大集团更是直

接派出“援军”支援嘉凯城董事会。

消息放出后，嘉凯城连续三个交易日涨停（5
月 11 日、12 日、15 日），股价回升至 0.9 元，一度

看见曙光。 可惜这一势头没能持续，此后其股价

转头继续向下狂奔，15 日至 30 日的区间跌幅达

到 39.53%，市值缩水至 9.38 亿元。

相较于金科股份和嘉凯城，“河北王” 荣盛发

展未雨绸缪，在股价逼近 1 元之前便开展新动作，

不同于上述两家，荣盛发展将转型提上了日程。

5 月 28 日荣盛发展对外表示，拟以发行股份

的方式购买控股股东持有的荣盛盟固利新能源

68.38%股权，布局新能源锂离子电池赛道，助力

公司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公开资料显示，盟固利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

用锂离子动力电池、储能用锂离子电池及锂离子

电池关键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 中国汽车动力电

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4 月国内三元动力电

池装车量前 15 名中未见盟固利的身影。3 月行业

排名中盟固利以 0.01GWH 位列第 15 名，市占率

0.06%。

因该则收购事项，荣盛发展目前已处在停牌

状态，这也为公司争取了更多喘息机会。 停牌前，

荣盛发展的股价为 1.17 元，距离安全线仅一步之

遥。

无力挣扎

有企业挣扎着求存， 也有企业无奈躺平，任

由自己滑落。

例如新力，在停牌了 18 个月后，其于今年 4
月 13 日被摘牌，从港交所退市，成为爆雷房企退

市第一股。 它的退市源自 2021 年 9 月，彼时董事

长张园林在投资者的“逼债”下退出群聊，公司股

价随即暴跌，而后紧急停牌，此后再未复牌。

流动性危机面前， 新力的境况急转直下，董

事长所持股票被强制平仓、 主要财务人员离职、

财报无法正常发布、项目陷入停工……2022 年 8
月，公司债权人提出清盘呈请，新力未提出反对，

同年 12 月被正式颁布清盘令， 复牌可能一降再

降，最终走向退市。

有业内人士震惊于新力的“躺平”，但也有声

音认为，该公司已经陷入无力回天的局面，挣扎

无用。

如今，A 股市场也有一批“新力们”，它们或

正躺在退市的路上。

如蓝光发展， 在连续 20 个交易日每日收盘

价低于 1 元后， 其收到了上交所下发的告知书，

内容指出公司已触及终止上市条件，公司需做好

股票终止上市的有关工作；再如中天金融，其在 5
月 19 日收到关于终止上市的告知书， 原因同样

是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 1 元。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 5 月 30 日，A 股还

有 7 家房企股价低于 1 元， 分别为泰禾集团、嘉

凯城、粤泰股份、阳光城、宋都股份、海航投资、金

科股份。

其中， 泰禾集团已经连续 17 个交易日收盘

价低于 1 元，5 月 17 日起至 5 月 30 日连续 10 个

交易日跌停；阳光城则从 5 月 5 日开始，至 5 月

30 日连续跌停 18 个交易日，股价从 1.38 元跌至

0.55 元，连续 12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 1 元；粤泰

股份也是从 5 月 5 日开始下跌，18 个交易日录得

17 个跌停。

这些企业的退市已成定局。 在广东省住房政

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看来，于目前的情

况来看，部分房企退市在情理之中，虽然这意味

着其在资本市场再融资的渠道被关闭，但其他融

资渠道并未关闭； 同时因企业债务问题未解决，

境内外投资主体对其风险比较担忧的情况下，不

管是融资功能，还是公司治理能力等，也都被大

大削弱了，留在资本市场上的意义并不大。

按照相关规定，倘若被终止上市，这些企业

股票将转入全国股转公司代为管理的退市板块

挂牌转让。

“预计重新回归主板的可能性较低。 ”同策研究

院研究总监宋红卫同记者分析道，主要有两方面原

因，一是出险房企近两年仍然面临较为集中的到期

债务，而销售市场在今年依旧较为低迷，销售现金

流很难覆盖短期债务； 二是尽管给予政策支持，提

供并购贷、纾困资金等，但这些仅限于优质房企去

收并购出险房企资产，从当前执行情况来看，基本

都有很大折扣，若按折扣力度来看，资不抵债是大

概率事件。 因而，退市房企中的大多数很难做到还

清债务，更不要提扭亏为盈，回归主板。

不过宋红卫也表示，退市危机下，出险房企

的债务重组进程可能会加快，债权人和企业的预

期可能都会发生变化，“有优质资产的房企还是

值得一搏的，例如大股东增持提升股价、拓展新

的融资渠道、 加快项目处置及销售回款等方式，

但若既没有优质资产，又有债务压力，破产是大

概率事件”。

一个事实是，在资本市场无力扭转局面的房

企在交付端依然没有躺平。

有即将退市的房企员工对记者表示，公司并

非想躺平，而是“无能为力”。 据其透露，公司当前

主要的精力不在保壳，而是在保交付。

以泰禾为例，其当前正在通过“一项目一策”

盘活存量资产。 截至 2023 年 4 月底，泰禾已得到

批复的政策性纾困资金额度为 22.18 亿元， 其中

已收到 10.09 亿元， 未收到部分将随工程进度而

逐步发放，纾困资金的注入让此前停止的项目得

以重启。

资本市场的大门正在关上，但房企的项目还

得继续……

杨惠妍“动刀”碧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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