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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美国医药流通行业
三巨头之一的康德乐计划出售
中国业务的消息传出后，有报道
称中国医药流通界有意竞购，昨
天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确认竞购康德乐中国，目前处于
非排他性第二轮竞价阶段。

上海医药发布公告称，公
司已于2017年7月21日及9月
15日分别向康德乐提交了第一
轮及第二轮报价。截至公告
日，该项目仍处于非排他性竞
价阶段，公司是否能够竞得该
项目尚存在不确定性。其表

示，因涉及商业秘密和竞购程
序的保密要求，故包括竞价金
额在内的竞标条款、康德乐中
国具体运营及财务状况等信息
尚无法披露。

康德乐是美国医药流通行
业三巨头之一，于纽约证券交易
所上市，其中国业务分成五大板
块，分别为：药品分销、医疗器械
分销、医院直销、特质药、以及特
质药房与商业技术板块。

康德乐中国拥有14个直销
公司，17个分销运营中心，其分
销商网络覆盖322座城市，服务
近11000家医疗机构等下游客
户，同时拥有30家DTP药房。

“不差钱”的美团点评再获40亿美元巨资 累计融资已超百亿美元

融资九次，美团距IPO还有多远？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昨日，传闻不断的
美团点评新一轮融资终于落地，
美团点评宣布完成新一轮40亿
美元融资，投后估值 300 亿美
元。除了原有的股东腾讯领投，
红杉资本、新加坡政府投资公
司、加拿大养老金投资公司等国
内外机构跟投外，还引入了新的
战 略 投 资 方 The Priceline
Group，此投资方还投资了在线
旅游平台携程。

根据媒体统计，自从2010
年3月的天使轮融资开始，美团
已经先后进行了9次融资，不包
括大众点评此前的融资，累计
融资已超百亿美元，虽然经营
规模巨大，账上现金储备充足，
但上市前景仍不明朗。美团点
评距离IPO还有多远？

获流量入口与资金加持
美团点评表示，此轮融资

后，美团点评将在人工智能、无
人配送等前沿技术研发上加大
投入，进一步推动现代服务业
升级。

2017年以来，与美团点评
融资相关的传闻时不时传出。
5月前后，“创始人王兴表弟离
职”、“大股东腾讯弃投”等针对
美团点评的“唱衰”声音不断。
5月16日，美团点评以最新业
绩回应融资困难传言。美团点
评称公司日完成订单量超1800
万，年度活跃买家2.4亿。美团
点评集团高级副总裁陈少晖称
整体业务已经实现盈亏平衡，
账上实际资金储备已超30亿美
元，并否认存在对赌协议。

而在饿了么收购百度外卖
后，其和口碑与支付宝的联合
行动更加频繁。先是口碑APP
独立上线，对标大众点评。10
月16日，饿了么宣布正式接入

支付宝与口碑的外卖服务线上
运营。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支
付宝APP首页应用中的“外卖”
切换为“饿了么外卖”，饿了么
成为支付宝原生首页界面 11
个默认应用之一。从此，手机
淘宝和支付宝，都已经成为饿
了么的重要流量入口。

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团外
卖早已加入微信钱包页面，同
时拥有美团外卖与大众点评两
个独立的二级入口，背靠微信
的巨大流量。在双方都各方面
都已经势均力敌的时候，市场
则在关注美团的财务问题。在
此次的新一轮融资中，腾讯继
续领投，意味着美团点评在与
阿里系的饿了么+口碑竞争中
进一步获得资金、资源加持。

生态业务范围不断扩大
美团点评 CEO 王兴表示：

“完成此轮融资后，公司进入了
一个全新的阶段。秉承让大家

‘吃得更好，活得更好’的企业
使命，美团点评将承担更多社
会责任，带动就业发展，建设更
加开放合作、与全社会协调发
展的社会企业。”

腾讯总裁刘炽平表示：“我
们很高兴继续成为美团点评的
股东和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
在过去的发展中，美团点评深刻
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饮食和生
活服务业，它在多个领域的领先
优势和规模化发展，为消费者提
供了优质和便利的服务，并为中
国互联网生态的健康和多元化
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在餐饮传统
核心业务之外，近年来美团点评
业务呈现全线出击姿态，陆续进
军酒旅、打车、生鲜甚至共享充
电宝领域，引起了相关领域玩家
的警惕。2017年1月组织架构
调整后，餐饮生态平台、美团平
台及酒旅事业群、点评平台及综
合事业群成为美团点评的“三驾
马车”。其中，美团平台及酒旅
事业群由美团平台与酒旅事业
群合并成立；点评平台及综合事
业群由大众点评平台与到店综
合事业群合并成立。

酒旅方面，根据美团官方
公布的数字，4月29日，美团旅
行酒店日入住间夜量超 120
万。4月30日，美团旅行景点门
票单日入园人次超115万。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全国股转公司公
布了新三板最新的主办券商执
业质量评价结果，方正证券、
首创证券并列第一，排名靠前
的券商还有招商证券、万联证
券、渤海证券、华龙证券、财达
证券等。

根据《主办券商执业质量
评价办法》，纳入评价的指标
包括执业质量负面行为记录；
被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
分、行政监管措施和行政处罚
的情况；对市场发展的贡献以
及其他重要事项等。

据了解，9月共有100家主
办券商参与评价，28家主办券
商评价点值在90点以上，占比
29.17%，46 家主办券商评价点
值 在 80- 90 点 之 间 ，占 比
47.92%，20家主办券商评价点值
在70-80点，占比20.83%，2家主
办券商评价点值在70以下，占

比2.08%。
统计显示，9月份全国股转

系统共记录主办券商负面行为
139条，涉及59家主办券商。从
统计结果看，推荐挂牌类负面
行为记录数与其业务量比值最
高的为第一创业证券、东莞证
券、广发证券、西部证券；挂牌
后督导类负面行为记录数与其
业务量比值最高的为申港证
券；交易管理类负面行为记录
数与其业务量比值最高的为华
西证券；综合管理类负面行为
记录数与其业务量比值最高的
为大同证券。

负面行为记录的情形需重
点关注的问题有四类，一是推
荐挂牌类中，负面行为清单第4
条问题突出，主要为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关联方交易情况限售股份数量
等信息存在错误。二是挂牌后
督导类中，负面行为清单第17
条问题突出，第17条记录的问

题主要为临时公告标题与内容
不符，公告内容存在错误，公告
上传错误等问题。三是交易管
理类中，负面行为清单第26条
问题突出，主要为前次做市申
报撤销或其申报数量经成交后
不足1000股的，未在5分钟内
重新报价。四是综合管理类
中，负面行为清单第38条问题
突出，主要集中在变更主办券
商业务中相关协议的生效条件
不符合要求、各类业务中部分
申请文件未加盖公章或骑缝章
等问题。

全国股转公司表示，主办
券商执业质量月度评价结果主
要体现主办券商执业质量变化的
动态情况，是全国股转公司实施
动态监管的需要。各主办券商
需重点关注负面行为记录的主
要记录事项和情形，加强合规风
险管理，及时采取措施提高执业
质量，切实落实执业质量评价工
作对提升执业质量的推动作用。

9月主办券商执业质量结果出炉
方正证券、首创证券并列第一

上海医药竞购康德乐中国
目前处于非排他性第二轮竞价阶段

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7年1至9月份全国房地产
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显示，随
着楼市调控不断加码，商品住
宅销售增速已连续 3 个月回
落。三季度以来，虽然多数房
企的销售面积总体处于下滑态
势，但在急于做大销售规模的
心态下，部分房企的土地储备
规模仍在上行。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
9月份，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
同比增长7.6%，比1至8月份回
落 2.7 个百分点。另据克而瑞
研究中心监测，“金九”期间，全
国商品住宅成交量与去年同期
相比回落40%。

易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
分析称，总体来看，今年以来，
全国商品住宅销售累计同比增
幅按平均每月下滑两个百分点
的走势收窄。此数据说明房地
产市场在不断降温。

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
曦表示，不断增加的信贷成本
让购买者的出手意愿有所下
降。随着更多城市加入调控队
伍，10月全国房地产整体销售
将面临压力。

从近期公布的房地产开发
企业业绩来看，全国房屋销售
数据也在持续走低。克而瑞发
布的《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房
地产企业销售排行榜TOP100》
显示，全国房企前100强在第三
季度的销售规模显著低于二季
度，整体环比减少11.8%。其中
排名21至 30位的房企销售业
绩较二季度环比下降幅度最
大，高达29.3%。

易居企业集团CEO丁祖昱在
“2017年三季度地产金融形势发
布会”上表示，虽然三季度的销售
业绩增速相较于二季度放缓，但
各梯队的房企反应不一，“大鱼吃
小鱼”的趋势愈加明显。

“房企前100强的市场占有
率越来越高，前三季度累计金
额已占约50%。其中，排名前10

的房企已占近25%的市场份额，
集中度较2016年末提升5.7个
百分点。而排名在51至100名
的房企市场占有率则较2016年
底降低了 1 个百分点至 8.5%。
排名第51位到第100位的房企
销售金额累加亦未超过碧桂
园、万科和恒大这前三名的销
售总额。”丁祖昱说。

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已
有 11 家房企销售规模突破千
亿元。其中，碧桂园前三季度
的销售规模已超4000亿元，万
科和恒大的销售金额也接近
3000亿元。在楼市调控持续高
压、住宅销售增速放缓、行业竞
争日益加剧的市场环境下，仍
有10余家房企提出“冲击千亿
房企”的目标。如新城、旭辉、
中南置地、阳光城、泰禾、融信
等企业正在冲刺；金茂、佳兆
业、禹洲等企业则提出三年内
达到千亿元目标。

“销售金额突破千亿元是
一个里程碑。”丁祖昱说，在未
来企业集中度不断上升、优胜
劣汰的行业格局下，规模房企
的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未来标
杆房企的数量将越来越少，但
是房企的规模会越来越大。”

在“千亿计划”的刺激下，
标杆房企正积极增加土地储备
规模。数据显示，1至9月份，土
地成交量和价格的增速仍双双
保持“两位数”增长。1至9月
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
面积1673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2.2%，增速比1至8月份提高
2.1 个百分点；土地成交价款
8149亿元，增长46.3%，增速提
高3.6个百分点。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末，金科股份、首开股份和金融
街的土地储备规模同比增幅均
翻 番 ，分 别 为 160% 、143% 和
138%。严跃进认为：“这体现部
分房企提高销售业绩的急迫
性，正积极进行扩张的心态。”

据新华社电

外卖行业的新一轮融资已经展开。 青年报资料图

住宅销售增速连续3月回落
房地产行业竞争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