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９５

股票简称： 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１－００４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 本次配股简称： “中孚配股”； 配股代码： “

７００５９５

”； 配股价格：

７．３２

元

／

股。

２

、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上交所”） 正常交易时间， 请股东注意申购

时间。

３

、 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本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登记公

司网上清算， 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公告配股结果， 本公

司股票复牌交易。

４

、 本次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 将另

行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 或 “中孚实业”） 配

股方案经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发行人配股申请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２８

次工作会议审核通

过， 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８７１

号文核准。

一、 本次配股的基本情况

１

、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２

、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 配售比例及数量： 本次配股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股权登记日，

Ｔ

日）收市后中孚实业总股本

１

，

１８３

，

０６０

，

０６９

股为基数， 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 可配售股份总额为

３５４

，

９１８

，

０２０

股。

４

、 中孚实业主要股东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承诺全额现

金认购其可配股数。

５

、 配股价格：

７．３２

元

／

股。

６

、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５９

，

８００

万元 （含发行费用）。

７

、 发行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

Ｔ

日）下午上交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

份的全体中孚实业股东。

８

、 发行方式： 网上定价发行。

９

、 承销方式： 代销。

１０

、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交易日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Ｔ－２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

周四

）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发行公告

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Ｔ－１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

周五

）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Ｔ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

周一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Ｔ＋１

—

Ｔ＋５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

Ｔ＋５

：

周一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配股提示性公告

（

５

次

）

全天停牌

Ｔ＋６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

周二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网下验资

全天停牌

Ｔ＋７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

周三

）

发行结果公告日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

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１

： 以上时间均为正常工作日。

注

２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配股，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将及时

公告， 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 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

Ｔ＋５

日）的上交

所正常交易时间， 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 认购缴款方法

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 电话委托、 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

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

“

７００５９５

”， 配

股简称 “中孚配股”， 配股价格

７．３２

元

／

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

登记日股东持有

Ａ

股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

０．３

），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

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请股东仔细查看 “中孚配股” 可配证券余额）。 在

配股缴款期内， 股东可多次申报， 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数

量限额。

三、 发行人、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１

、

发行人

：

名 称

：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河南省巩义市新华路

３１

号

法定代表人

：

贺怀钦

董事会秘书

：

姚国良

电 话

：

０３７１－６４５６９０８８

传 真

：

０３７１－６４５６９０８９

２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名 称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静安国际广场

法定代表人

：

徐浩明

电 话

：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１０１

、

２２１６９１４５

、

２２１６９１００

传 真

：

０２１－２３０１０２７２

联 系 人

：

资本市场部

特此公告。

发行人：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主承销商）：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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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调结构呼唤银行

戒除 “融资癖”

王莹

“三年不再融资” 的承诺语

音未落， 银行就开启了新一轮的

融 资 潮 ， 各 家 银 行 纷 纷 表 示

“很差钱”。

1

月

6

日， 农行宣布拟发行

不超过

500

亿元人民币次级债；

7

日， 兴业银行公告称董事会决议

发行不超过

150

亿元次级债以补

充附属资本； 同样在

7

日， 民生

银行也发布公告称， 拟定向增发

47

亿股

A

股， 募资近

215

亿元。

尽管有专家称， 银行大型融

资潮已经结束， 小规模融资都在

预期之中， 且目前看来本轮融资

以发债为主， 预计不会对资本市

场造成太大冲击。 但在监管层实

施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及巴塞尔

Ⅲ

的背景下， 央行差别准备金将

资本管理和信贷管理合二为一，

为了防止监管部门进一步出台更

加严格的资本规定， 银行业新一

轮融资狂潮已苗头初显。

在

2010

年， 银行已经掀起过

一轮融资潮。 股市责无旁贷地承

担了为国民经济服务的历史使

命， 尽管沪指全年下跌

14%

， 但

11

家上市银行再融资规模超过

4000

亿元， 农行和光大银行

A

股

IPO

融资额约

900

亿元， 共占全

年

A

股股权融资额

50%

以上。

中国银行业融资的频繁度着

实难以让人理解。 例如， 兴业银

行于

2009

年

9

月、

2010

年

3

月，

分别发行

100

亿元、

30

亿元次级

债，

2010

年

5

月下旬又启动

180

亿元配股计划； 民生银行于

2010

年

6

月、

12

月， 分别发行

58

亿

元、

100

亿元次级债券， 以补充

附属资本； 农业银行在逆市

IPO

获得天量融资额之后

6

个月不

到， 就提出发债以补充资本金，

这多少有点让人怀疑， 国有银行

亮丽的业绩是华而不实的外衣。

从表面上看， 中国银行业扩

张速度惊人， “赚钱能力” 也荣

膺全球之最。 尤其是

2010

年，

再融资与大规模放贷之后银行利

润普遍看上去很美。 某银行半年

报 显 示 ， 上 半 年 实 现 净 利 润

458.6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超 过

40%

， 据有关人士分析， 全年利

润增幅可达

50%

左右。 不过在此

次向上周期内， 银行可能会更多

考虑困难时期的利润平滑， 同时

也考虑到诸多负面影响等， 银行

可能不会以如此高的利润增幅示

人。 但不管如何， 预计金融类上

市公司年报都将非常光鲜。

但事实上， 国内银行业的造

血机制并不完善。 尽管银行系统

利润增速相当之快， 但依旧赶不

上其资本的消耗增长。 国有商业

银行通常靠存贷差生存， 信贷扩

张期资源全部集中到了地方政府

投融资平台、 大型企业与房地产

市场， 也正是银行一手造就了目

前中国投资至上与重化工业倾

向 。 一直以来， 银行走的都是

“信贷扩张—资本消耗—上市圈

钱” 的发展模式， 由于信贷需要

占用较高的资本金， 因此银行贷

款规模扩张的越快， 占用的资本

金就越高， 拨备也越高， 就越面

临资本饥渴。

如果恰恰遭遇监管层提高资

本充足率要求， 更会加大资本缺

口， 无法依靠利润填平缺口带来

的必然是银行将资本充足率监管

红线直接与资本市场融资需求挂

钩， 将压力转嫁给投资者。 信贷

井喷及监管的日益严格已让银行

系统的资本金补充变成了一个无

止境的融资过程， 因此， 尽管上

一轮融资潮尚未远去， 但近两年

来接近

20

万亿的信贷投放早已让

今天的圈钱成为必然。

无论是股权融资、 还是债券

融资， 在折射出银行业贪得无厌

的资金渴求的同时， 加剧的是市

场资金 （二级市场 、 银行间市

场） 的紧缺度。 尽管目前系统重

要性银行的具体名单尚在确定

中， 但鉴于国内大中型银行几乎

已经全部是

A

股的上市银行， 这

就也意味着， 未来银监会针对银

行的各种监管措施都无可避免地

会打在股市的屁股上。

补充资本金如果绝大部分由

投资者承担， 如果上市金融机构

基本上以低成本的圈钱解决未来

坏账风险， 充其量只能表示我国

制度性的资金调动能力强， 而绝

不能说我国的银行竞争力强， 财

富分配体制公平。 依靠规模和政

策壁垒赢得数据上的亮点， 无法

掩盖弱竞争力短板。 国内银行同

质化， 是缺乏竞争力的表现， 也

是根源之一。 国有银行依靠政策

和规模优势获得盈利优势， 亦是

国人皆知的秘密。

尽管正在承受密集调控， 而

银行业目前的放贷冲动依然不

减， 多方消息显示， 年初集中放

贷的情况或将重演， 一月份信贷

出现井喷的概率非常之大。 而在

政策紧缩的预期之下， 银行依然

有恃无恐地大量放贷， 依仗的就

是拥有再融资的渠道。

严格地说， 当前银行业缺的

不是资金， 而是良好的盈利模

式。 银行业若是不能戒掉 “融资

癖”， 就不会有业务创新的动力。

在惯性和惰性依赖下， 依靠资本

市场输血维持生命的结果将不言

而喻。 不客气地讲， 这样的银行

非但不能承担中国经济调结构的

重任， 更有甚者或将再次成为负

担和累赘。

欧元区增长将略有改善

在

2011

年， 欧元区各国经济增速

仍将分化， 主要经济体与边缘国家呈

现 “冰火两重天” 的经济形势。

主要国家方面， 德国和法国经济

增长势头向好，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德法两国制造业复苏步伐较快，

PMI

指标总体呈稳步上扬的趋势； 二是

德法两国房地产市场明显改善， 德国

已批准的住宅营建相应价值在近几个

月的同比增长均为

5%

以上， 法国独立

房屋和公寓的可供销售月数降至了历

史正常水平； 德国就业市场好于美国，

德国的失业率从

2010

年

1

月的

8.1%

下

降至

11

月的

7.5%

。

然而， 对于受债务危机困扰的几

个国家而言， 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西

班牙的经济状况较好。 西班牙的一些

经济先行指数， 例如工业新订单、 消

费者信心指数和企业信心指数相比

2009

年都出现了明显的好转。 而葡

萄牙和希腊的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

足， 加上财政紧缩， 这些国家经济在

2011

年仍将萎靡不振， 经济增速将在

零以下。

因此， 总地来看， 德国和法国的

经济总量之和占了欧元区的一半， 它

们将继续扮演 “火车头” 的角色， 而

一些边缘国家的经济还是会受到财政

紧缩的困扰， 经济增速较慢， 例如希

腊和葡萄牙。 由于希、 葡两国经济总

量之和在欧元区比重不到

5%

， 对欧元

区整体的经济增速拖累很小。

2011

年

欧元区经济在德法等主要国家推动下，

GDP

增长率将接近

2%

， 比

2010

年略

有改善。

第二轮债务危机可能不大

2011

年全球经济的最大风险点是

欧洲债务危机 ， 如果发生第二轮危

机， 将会对全球经济复苏和全球资本

市场走势产生巨大影响。 进一步来

看， 可能引爆危机的国家是葡萄牙和

西班牙。

葡萄牙由于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

自身经济基础薄弱， 次贷危机以来削

减财政赤字的步伐缓慢， 进展不如西

班牙等国。 它在

2011

年的融资需求为

385

亿欧元， 占

GDP

的比重在欧元区

各国中处于数一数二的水平， 加上其

市场融资成本一直处于上升状态， 葡

萄牙在

2011

年的融资压力不容乐观，

最终可能寻求欧盟和

IMF

援助。 我们

认为， 在

2011

年， 葡萄牙的财政漩

涡会让市场风险情绪在一段时间内有

所上升， 但由于其经济总量小， 对市

场的负面影响和爱尔兰差不多或者低

一些。

2011

年是否会发生类似于

2010

年

上半年那么严重的欧洲债务危机， 我

们得密切关注西班牙。 西班牙是欧元

区第四大经济体， 其经济规模是希腊、

爱尔兰和葡萄牙三者之和的两倍。 如

果西班牙在未来出现巨额财政赤字或

银行出现大规模倒闭而欧盟、

IMF

和欧

洲央行未给予及时有效的援助， 那么

欧洲将会迎来第二轮债务危机， 同时

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从西班牙的政府债务、 银行体

系和经济增长状况几方面来评估其发

生危机的可能性。 西班牙政府债务状

况正朝着稳健的道路上发展。 首先，

西班牙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目前仅

略高于国际公认的

60%

警戒线， 比欧

洲其它边缘国家都低。 第二， 西班牙

的财政收入状况良好， 能为未来几年

财政巩固计划执行奠定基础。 第三，

西班牙的财政赤字在近几个月已经处

于下降的趋势。 最后， 西班牙政府债

务由外国投资者持有的比重较小， 在

一定程度上能抑制恐慌造成的非理性

抛售行为。

西班牙银行体系并不糟糕。

2009

年以来， 西班牙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

率呈现了快速回升的趋势， 目前已经

回复到了历史正常水平， 在巴塞尔协

议的

8%

以上。 西班牙银行体系的信贷

功能恢复得较好， 其对私人部门贷款

的同比增长率在

2010

年出现了正增长，

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增强。

从西班牙当前的财政状况和银行体

系及更深层的经济增长数据来看， 当

前西班牙并不需要外界救助。 即使西

班牙万一需要救助， 由于其经济在欧

元区发挥着系统性的重要作用， 虽然

救助成本偏高， 但欧盟、

IMF

和欧洲央

行也会尽快实施援助以防西班牙危机

扩散带来的传染效应。

因此， 欧洲边缘国家的债务问题会

时不时地令市场避险情绪略有上升，

但其造成的负面影响远不会如希腊债

务危机时那么大。

2011欧洲经济前景与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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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氰胺成明星， 水货扮演害人精。

奶粉是真还是假？ 奸商要钱不要命。

休怪洋奶抢市场， 但恨国企丢诚信。

外来竞争属好事， 逼升质量促多赢。

全球 “粮价冲击”

是在为超发货币埋单

陈和午

物价上涨再次成为全球经济复苏

之路上的一道风景线， 食物、 衣服、

水电、 石油、 交通全都涨声一片， 而

农产品价格更是伴随着南北半球的灾

害天气而飙升， 糖、 谷物以及油类作

物等价格不断上演着疯狂。 粮农组织

食品价格指数去年

12

月连续第六个月

上涨， 达

214.7

点， 打破

2008

年

6

月

创下的

213.5

点这一历史纪录， 达到

1990

年以来最高值。

全球农产品步入疯狂时代， 印

度洋葱危机引发骚乱， 莫桑比克面

包涨价抗议不断， 种种迹象表明 ，

全球 “粮食危机” 可能重演的态势

在加剧。 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阿

卜杜勒

-

礼萨·阿巴西安近日发出警

告， 世界面临 “粮价冲击”。 世界银

行行长佐利克也呼吁二十国集团采

取共同举措， 努力稳定全球食品价

格， 帮助贫困国家的民众应对食品价

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究竟是谁导演了农产品价格的疯

狂？ 在笔者看来， 这是金融危机之下

全球央行大放水的后遗症， 是超发货

币的滞后效应。 众所周知， 为了应对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 世界各国央行纷

纷开动印钞机开闸 “放水”， 向市场注

入了空前庞大的流动性。 作为金融危

机发源地的美国， 更是不断进行货币

松绑， 目前

6000

亿美元国债购买计划

的

QE2

仍在进行之中， 但美联储的量

化宽松货币政策却没有结束时间表，

QE3

是否出炉的概率也尚难排除。 天

量货币流入到市场之中， 无疑成了推

升物价之主力。

不过， 相关调查却表明， 美国、

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坚持量化宽松政

策， 导致流动性泛滥， 但是物价却依

然平稳， 波动不大。 倒是像中国、 印

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 承受着物价上

涨、 通胀压力巨大的困扰。 显然， 这

就是所谓的 “发达国家猛泄洪， 发展

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忙筑坝” 了。

实际上， 在面对高通胀加息的同

时， 目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的一场 “热钱阻击战” 已然全面打

响。 南美洲的智利上周宣布创纪录

地斥资

120

亿美元干预汇市， 巴西、

秘鲁、 韩国、 泰国等多个新兴经济

体也纷纷祭出直接干预汇市或是加

强资本管制等措施， 抵消热钱涌入

带来的负面影响。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作为美

国的最大债主， 中国高通胀压力尤其

不轻松。 上个月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 持续两年的 “适度宽松” 货

币政策转向 “稳健”。 中国央行行长周

小川

1

月

5

日也警告， 中国经济面临

通胀预期加大、 通胀压力上升等问题。

而央行

1

月

6

日披露的

2011

年年度会

议内容则显示， 稳定物价被放在今年

央行四项主要任务的首位。

在此背后，

2010

年

11

月份

CPI

“破五”， 创下

28

个月新高；

2010

年

第

4

季度居民对物价满意度则创

1999

年

4

季度以来最低， 未来物价上涨预

期明显加剧。 尽管部分农产品在行政

性调控物价声中有所回落， 但新年伊

始， 贵州、 湖南等地出现大范围的低

温冻雨、 降雪或雨夹雪天气， 运输受

阻导致部分地区的菜价又开始上扬，

无疑给高企的

CPI

火上浇油。 而除了

海外热钱的汹涌， 国内上万亿资本从

实体经济溢出， 产业空心化的现象不

断加剧， 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进一

步给高通胀增压。

对于中国来说， 稳健货币政策本

质上可能趋于紧缩， 加息的脚步只会

是不断加快。 据统计，

2006

年

4

月至

2007

年

12

月期间， 央行总共加息

8

次， 利率增加

1.89%

， 但通胀仍在

2008

年

2

月攀上高峰的

8.7%

。 显然，

中国经济刺激的退出将遭遇覆水难收

之苦， 高通胀的压力或逼出 “三率齐

发” 的举措。 不可否认的是， 新一轮

高通胀已然降临， 全球 “粮价冲击”

恐难消停， 各国都在为央行超发货币

买单， 中国更不例外。

（作者为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公司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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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欧元区经济在德法等主要国家推动下

，

GDP

增长率将接近

2%

，

比

2010

年略有改

善

。

当前西班牙并不需要外界救助

，

即使西班牙需要救助

，

欧盟

、

IMF

和欧洲央行也会尽快

实施援助以防危机扩散

。

因此

，

欧洲边缘国家的债务问题会时不时冲击市场

，

但其造成的负

面影响远不会如希腊债务危机时那么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