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年报高派现公司前十

证券代码公司名称 分配预案
０００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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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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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
Ａ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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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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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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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煤股份每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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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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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６００５９６

新安股份 每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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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元
００２２５４

烟台氨纶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派现
１０

元
６００１５０

中国船舶 每
１０

股派现
１０

元
６０１６９９

潞安环能 每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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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元
９００９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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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股 每
１０

股派现
１０

元
００２００３

伟星股份 每
１０

股派现
１０

元

去年一季度至今年一季度高库存行业存货总金额

行业
２００８

年一季度末
（

亿元
）

２００８

年三季度末
（

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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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季度末
（

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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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季度末
（

亿元
）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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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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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家电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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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设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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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航史上亏损最多公司：

S T东航

对
ST

东航来说
, �

出现经营亏损并不是
什么新鲜事

，

公司上市以来在
1 998

年
、

2003

年和
2006

年也曾出现较大幅度亏损
。

但
2008

年年报披露出来的
1 39.28

亿元的中国
航空史上最大亏损

, �

却让世人大跌眼镜
。

该
亏损额不仅贡献了全球民航业亏损的四分之
一

，

还贡献了全国民航业去年亏损的一半
，

并
毫无悬念地获得了

A

股
2008

年亏损最多的
上市公司

“

殊荣
” 。

不过
，

在二度戴帽之后
, �

也有人认为
，

该
公司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

，

目前已经开始踏
上复苏之路

，

并可能于
2009

年上演凤凰涅
?

，

对此投资者拭目以待
。

2008年累计派现最多公司：

烟台氨纶

谁也没有想到
，

在不景气的纺织行业
，

在
中小板的上市公司中

，

竟然诞生了
2008

年
A

股上市公司的
“

派现王
” 。

如果仅仅从年报披露的情况看
，

烟台氨
纶

1 0

派
1 0

的方案当然落后于盐湖钾肥的
1 0

派
1 6. 7 2

、

张裕
A

的
1 0

派
1 2

、

贵州茅台
的

1 0

派
1 1 . 56

。

但由于去年中期烟台氨纶还
实行过

1 0

派
1 0

，

而前述三家公司去年都是
仅年报派现一次

，

因此
，

烟台氨纶去年累计派
现为

1 0

派
20

，

成为当之无愧的年度
“

派现
王

” 。

每股收益最高公司：

中国船舶

尽管中国船舶早就从
300

元的
A

股股价
之王跌落到目前

60

元左右的水平
，

但其
2008

年年报披露的
6.28

元的每股收益
，

却让
其名列

A

股上市公司每股收益榜首
。

显然
，

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船舶去
年四季度的业绩造成重大打击

，

但受益于前
三季度世界船舶市场兴旺

，

该公司
2008

年全
年还是实现了较好的业绩

，

营收
27 6

亿元
，

同
比增长

4 8%

；

利润总额
51

亿元
，

同比增长
27%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 1 .6

亿
元

，

同比增长
4 9%

。

净利润增幅最高公司：

岳阳兴长

明星基金经理王亚伟的眼光就是不一
样

，

尽管他当初买入岳阳兴长的理由或许并
非是看好其主业前景

。

作为中石化集团旗下的公司
，

岳阳兴长
的主导产业是化工

，

但就是在这个传统行业
，

公司去年净利润却同比增长了
9231 %

，

居
A

股上市公司净利润增幅榜首
。

该公司对此的解释是
，

主要受益于营业
利润增加和所得税税率由

33％

降为
25％

。

不
过从年报看

，

岳阳兴长扣除非经常损益的净
利润增幅降至了

1 4 62%

，

可见非经常损益带
来的增长

，

才是该公司净利暴增的主因
。

收入增幅最大公司：

S T 中福

1 4 97

倍
！

这是
ST

中福
2008

年度营业收
入的增幅

，

为
A

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增幅之
最

，

称之为去年最具成长性公司恐不为过
。

不
过

，

快的不一定就是好的
，

在营业收入高速增
长的同时

，

ST

中福的净利润却下降了
86%

。

ST

中福没有隐瞒其中的秘密
。

该公司解
释

，

在资产重组之前
，

主营业务基本处于停滞
状态

，

但
2008

年
1

月该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实施完毕后

，

其生产经营情况发生了重大变
化

，

因此
，

与
2007

年度相比
，

2008

年度公司
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发生重大变化
。

并购市场最受瞩目公司：

三元股份

或许是拜
“

三元及第
”

这个好词儿之福
，

三元股份在三聚氰胺事件中大受其益
，

并在
去年的资本市场上演了一场

“

蛇吞象
”

的大
戏

，

成为年度并购市场最受瞩目的公司
。

去年
9

月
，

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之后
，

由
于市场对三元股份收购三鹿的热切关注

，

该
公司股价连拉

6

个涨停
，

从
3.01

元一直涨到
5.59

元
。

其年报显示
, � 2008

年实现营业收入
1 4 . 1 4

亿元
，

同比增长
28%

；

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

4 07 5

万元
，

同比增长
87%

；

实现
基本每股收益

0.06

元
，

同比增长
1 00%

。

（尹振茂）

上市公司一季度存货量微增
高库存行业去年下半年去库存化效果显著

证券时报记者
李 坤

� � � �一季度存货同比增

7.82%

， 环比

增

0.87%

。 这是对

1353

家已披露年报

和季报的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得到的结果。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去年下半年以

来各行各业去库存化的努力失败了，

相反，数据显示，那些高库存行业去年

下半年的去库存化效果非常显著。 上

市公司总体库存增加的原因是， 中央

推行的经济刺激方案已经开始在一些

行业产生效果。

数据显示， 上述公司今年一季度

末的库存总金额为

14866

亿元， 同比

增长

7.82%

， 环比上一季度增长

0.87%

，总体上呈增长趋势。 但是从行

业来看，不同行业、不同上市公司的存

货有增有减。

一季度末存货余额最大的行业分

别为房地产、石油化工、工程建筑、钢

铁等四个行业， 四个行业的库存总额

占到上述全部上市公司总库存的

58%

。 其中房地产行业的库存总额最

高，达到

4060

亿元，其次为石油化工

行业

1886

亿元， 工程建筑行业

1331

亿元，钢铁行业

1286

亿元。

从去年三季度开始， 这四个行业

的库存变化就表现各异。房地产、工程

建筑行业的库存同比、 环比均表现为

增加； 石油化工和钢铁行业表现为大

幅下降。 其中库存量最大的房地产行

业的库存表现为逐季增加， 今年一季

度达到最高水平，同比增长

21%

，环比

去年第四季度增长

1.77%

， 增长的绝

对额和增速呈现出逐季下降的趋势。

工程建筑行业的存货则表现出先

降后升的走势。 去年第四季度存货量

环比略微下降， 但是今年一季度环比

增长

10%

以上。从原因上分析，主要是

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央的经济刺激政

策与该行业紧密相关， 不少公司为了

抓住发展机遇，纷纷加大了投入。 比如

中国中铁表示，国家的重视和投入，给

国内建筑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为建筑业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

间。 公司将紧紧把握新一轮建设高潮

带来的机遇， 不断强化建筑业一体化

优势， 形成有限相关多元化的产业结

构。

去年底经受巨大库存压力的钢铁

行业和石化行业， 库存则表现为逐季

下降。 其中钢铁行业相比去年库存高

点下降了

3

成以上， 石化行业下降了

接近

4

成。 从去年第三季度末到今年

一季度， 两个行业削减的库存总金额

合计达到

1673

亿元，去库存化效果相

当明显。

统计数据显示， 除了上述几个库

存量大的行业外，汽车、白色家电、有

色金属等几个受益于家电下乡、 汽车

下乡以及国家收储政策的行业也出现

了库存大幅下降的情况。 而电力、煤

炭、机械、电气设备、通讯设备等受益

于中央经济刺激政策的行业库存则明

显表现为先降后升。

866

家公司分红不打折
证券时报记者

郑 昱

� � � �尽管经济危机来袭， 上市公司

2008

年的整体分配情况依然可观，分红

和送股金额较上年增长

4.84

个百分点。

据本报信息部统计，截至

4

月

29

日， 沪深两市已经发布年报的

1545

家上市公司中有

866

家拟进

行分配，占比

56%

。其中提出现金

分红方案的有

828

家，

181

家拟进

行转增，

73

家拟进行送股。

统计显示， 已披露年报的

1545

家公司里面，

2007

年有分配

方案的是

879

家。虽然分红和送转

的家数略有下滑， 但是在去年整

体业绩同比下降的情况下， 上市

公司分红和送股的金额占净利润

的比重较上年有所增长。

2008

年

上述公司分红和送股金额约

2887

亿， 占净利润总额的比重为

35.4%

。而

2007

年上述公司分红和

送股金额约

2921

亿， 占净利润总

额的比重为

30.56%

。

从送转股的情况来看， 已有

25

家公司公布

10

转

10

以上的优厚

分配方案，

3

家公司公布

10

送

10

以

上方案。 西飞国际计划向全体股

东按每

10

股转增股份

12

股， 创下

两市近年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的纪录， 不过这一纪录很快被维

维股份

10

转

12

派

0.3

元刷新。

中金黄金昨日公布拟

10

转

12

派

2

元， 这也是继山东黄金和恒邦

股份披露

10

转

10

的分配方案后，第

三只高送转的黄金股。此外，小商

品城

10

送

10

派现

2

元、 国金证券

10

送

10

派现

1.2

元、凯乐科技

10

送

10

股

派现

1

元的分配方案也相当诱人。

现金分红方面， 每

10

股分红

10

元以上的高派现公司有

10

家，而去年

同期为

6

家。盐湖钾肥每

10

股派

16.72

元，占据现金分红榜首，其次是张裕

A

和贵州茅台， 每

10

股分别派现

12

元、

11.56

元。其中

487

家公司每

10

股派现

1

元及以下，占派现公司的六成。

作为鼓励长期投资者进入市

场的一项措施， 证监会在去年

10

月出台新规， 再次提高上市公司

申请再融资时现金分红的标准，

要求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

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

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 这一事

关再融资的限制， 也增加了上市

公司的分红动力。

数据显示，去年中期就进行分

红的有包括烟台氨纶在内的

49

家

上市公司，其中有

25

家公司选择派

现。 每

10

股派现

10

元的有烟台氨

纶、新和成以及中材国际。此外，转

增和送股的分别有

24

家和

11

家，

10

转

10

以上的有世荣兆业、科达机电

等

9

家。中远航运进行

10

送

10

派

2

元

的中期利润分配，公司表示这是为

了积极响应监管部门鼓励上市公

司向股东分红的要求。

中小板分红送转的热情依然

高涨，目前已有

225

家中小板公司

提出

2008

年分配预案， 占中小板

公司总数八成以上。其中，烟台氨

纶、 伟星股份均提出每

10

股派现

10

元的分配方案， 给投资者带来

惊喜。需要指出的是，烟台氨纶去

年中期也提出每

10

股派现

10

元，

全年累计派现额达

2.51

亿元。而伟

星股份此次派现额将达到约

2

亿

元， 公司

2008

年实现净利润约

1.6

亿元， 派现额度已经占到当期净

利润的

125%

。

股权投资你方唱罢我登场
证券时报记者

向 南

� � � �股价大涨大跌为股权投资者演绎

了一出好戏。如今看来，那些敢于在去

年

2000

点以下出手的， 都抓住了机

会。

去年年中， 山东京博对国通管业

发起了一场二级市场收购战， 通过二

级市场收集到筹码后，去年

7

月

11

日

举牌，尽管历经波折，最终如愿以偿，

开创了全流通时代通过二级市场收购

掌控上市公司先河。

深圳不愧是资本市场改革试验

田，由于较早接触资本市场，不少公司

深谙其中精髓， 茂业系和宝安系因频

繁举牌引起市场关注， 这两系总部都

位于深圳。

茂业系从去年

8

月份开始， 购入

渤海物流、深国商、商业城超过

5%

，

由于增持过猛， 公司甚至没按规定及

时披露。 之后，茂业系并未停止脚步，

不断通过二级市场购入股票， 并二度

举牌深国商。被举牌公司也发动反击，

深国商制定反收购的 “毒丸计划”，商

业城大股东则选择转让控股权， 都为

茂业系谋求控股地位增加了障碍。

中国宝安举牌深鸿基也显得矢志

不渝，收购从

7

月

23

日开始，此后每

隔一段时间就增持一次， 如今中国宝

安持股已紧逼大股东东鸿信。 与此同

时， 中国宝安还通过控股子公司马应

龙增持同行。

与以上两家相比， 海螺水泥和宝

钢股份则选择快进快出，两家公司都有

批量增持同行股票的经历。海螺水泥去

年三季报披露， 公司逆势增持多家同

行，在去年第四季度，已经将持有的祁

连山、江西水泥全数抛出，净赚

3067

万

元，还减持福建水泥

1297

万股，华新水

泥

326

万股。宝钢股份去年年末成为南

钢股份的二股东，今年一季度已经悄然

退出股东前十。宝钢股份和海螺水泥延

续了他们的一贯做法，即对同行增持采

取“高抛低吸”策略。

不过，去年发生的最精彩篇章，是

政府鼓励控股股东增持。 证监会于去

年

8

月

28

日公布规定，允许控股股东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

份的

2%

；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于

9

月

18

日明确表示支持央企增持其所控

股上市公司股份。

在此背景下，从

8

月

29

日新兴铸

管大股东增持开始， 共

151

家上市公

司发布大股东增持公告，其中央企

30

家，地方国企

65

家（据天相投资

4

月

20

日统计）。 大股东增持在稳定公司

股价方面效果显著， 尽管之后一段时

间股价依然在下调，但是从去年

10

月

份开始大多数公司股价开始稳步回

升。 自发布增持公告以来，

151

家公司

中仅有不到十只个股出现个位数小幅

下跌， 其余个股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

上涨，大股东在稳定股价同时，还大得

其利。 同时部分公司进行的高管增持

也让不少高管获利匪浅。

上市公司违规事件逐年减少
S T

公司仍是违规事件高发区
证券时报记者

颜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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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上市公司因违规被监管

部门查处的事件有

50

起，而

2007

年，

这个数字是

80

家，在

2006

年，这个数

字是

98

家。 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因违

规被查处的事件数量逐年减少。

根据

WIND

资讯的统计，

2008

年

期间，共有

50

起上市公司违规事件被

公开披露，不过，这里面存在一家上市

公司多次违规的情况， 比如， 中捷股

份、 北海港等几家公司就是披露了

2

次以上的违规事件。

从违规主体来看，

ST

公司仍然是

高发区。 在

2008

年的

50

起违规事件

中，

24

起发生在

ST

公司身上的，并且

这些

ST

公司很多是一年内多次违规。

比如，

*ST

九发、

*ST

张铜、

*ST

威达都

是一年两次或以上的违规。 回忆

2007

年的情况，

ST

公司同样是违规事件的

主力军，在

80

起违规事件中，

ST

公司

占据了其中

45

件，也就是说，这些违

规事件半数以上由

ST

公司导演。 同

样，在

2006

年的

98

起违规事件中，

55

起是

ST

公司所为。

分析人士认为，

ST

公司大多数是

因为自身存在着经营、 治理方面的问

题才会被扣上

ST

帽子。 与其他公司

相比，

ST

公司存在“先天不足”，要么

盈利能力差，要么公司治理有问题，甚

至存在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等情况。

因此， 作为违规事件高发区，

ST

公司

一方面需努力改进自身经营、 治理情

况，防止违规行为产生，另一方面，也

需要监管机构给予高度关注。

从违规类型来看， 违反信息披露

规则是违规事件的主力。在

50

起违规

事件中，有

27

起违规是关于信息披露

违规的，而在这

27

起违规里面，又有

18

起是关于“未及时披露公司重大事

项”的，另外有多家公司未及时披露定

期报告、 信息披露虚假或存在严重误

导性陈述。

处罚金额方面， 从开出的罚单来

看， 有

15

起违规事件被处以了罚款。

华盛达的处罚金额最低， 为

10

万元，

而延长化建被处罚金额最高为

60

万

元， 延长化建被处罚的原因是信息披

露方面“涉嫌虚假陈述行为”。另外，

ST

琼花等

20

家公司被监管机构立案调

查。

值得注意的是，

2009

年以来，上

市公司违规被查处的数量似乎有增多

趋势。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28

日，

已经有

19

起违规事件被监管机构查

处。 在这里面，高管、股东违规买卖股

票被查处的事件较多，在

2009

年

4

月

初，就有恒生电子、南化股份、祁连山、

海螺水泥等几家公司的高管或股东因

违规买卖股票被立案查处。

分析人士认为， 此前类似高管违

规买卖股票的事情， 一般是责令违规

者将违法所得上缴上市公司。但是，近

期证监会对此类案件多坚决进行立案

调查，无疑提高了违规炒股代价。从查

处的力度和数量可以看出， 监管机构

正努力加强监督力度， 维护市场的公

平公正。

����在 2008 年整体业绩同比下降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分

红和送股的金额占净利润的比重较 2007 年有所提高。

2008年年报高转增公司前十

证券代码公司名称 分配预案
６００４８９

中金黄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２

股派现
２

元
６００３００

维维股份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２

股派现
０．３

元
０００７６８

西飞国际 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２

股
００２２４９

大洋电机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派现
８

元
６００２４６

万通地产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派现
３．５

元
００２２３７

恒邦股份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派现
３．５

元
００２２４１

歌尔声学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派现
３

元
６００５４７

山东黄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派现
３

元
００２１５３

石基信息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派现
３

元
００２１６８

深圳惠程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派现
３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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