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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雪制药净利增四成五

拟

10

转

10

派

3

证券时报记者 孙琳

香雪制药 （

300147

） 今日发布了成功登陆

创业板的首个会计年度报告，

2010

年公司全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5.13

亿元， 同比增长

35.59%

； 实现利润总额

8805.14

万元， 同比增

长

45.07%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19.95

万元， 同比增长了

45.45%

； 基本每股

收益

0.81

元。

香雪制药在报告中提出了

2010

年度的利

润分配预案： 公司拟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

总股本

12300

万股为基数， 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3

元 （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

3690

万元；

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10

股， 转增后公司

总股本增至

24600

万股。

远光软件净利增

65.53%

拟

10

送

3

派

1

证券时报记者 向南

远光软件 （

002063

） 今日公告， 公司

2010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79

亿元， 同比

增长

54.46%

； 实现净利润

1.91

亿元， 同比增

长

65.53%

。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3

股

派现

1

元 （含税）。

远光软件表示， 去年电力行业受社会用电需

求增加影响， 全行业盈利状况普遍好转， 此外国

资委推进央企整合， 引发电力行业央企的资本运

作浪潮， 激发电力央企对 “超大型集团企业加强

管控能力” 的信息化需求， 推动电力行业信息化

建设的投资热潮， 公司紧密跟进电力行业市场

对超大型集团跨行业管控的信息化需求， 为包

括两大电网、 五大发电集团在内的电力央企用

户提供了成熟的远光集团资源管控解决方案及

相关配套产品， 各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

辰州矿业

控股股东减持

1.02%

股份

证券时报记者 向南

辰州矿业

(002155)

接到控股股东湖南金

鑫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知， 金鑫黄金集团

于

2010

年

10

月

11

日至

2011

年

3

月

4

日， 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559.27

万

股， 减持比例为

1.02%

， 减持后金鑫黄金集团

尚持有辰州矿业总股本的

40.09%

。

安纳达募资

3.77

亿

抢占钛白粉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孙琳

安纳达 （

002136

） 今日公告， 公司向控股

股东铜化集团等共计

7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2859

万股普通股， 发行价格

13.2

元

/

股， 募集

资金总额为

3.77

亿元。 发行完成后， 铜化集

团直接持有公司

32.5%

的股份。 本次发行新增

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上市日为

2011

年

3

月

8

日。 发行对象铜化集团认购的

股票自

2011

年

3

月

8

日起锁定期为

36

个月；

其他

6

名特定投资者认购的股票自

2011

年

3

月

8

日起锁定期为

12

个月。

安纳达是目前安徽省最大的钛白粉生产企

业， 公司拥有锐钛型钛白粉生产装置能力

3.5

万吨， 金红石型钛白粉生产装置能力

4

万吨，

锐钛型钛白粉产量居全国前列。

2010

年， 公

司主产品产销量均突破了

5

万吨， 产量较上年

增长

32.08%

； 销量较上年增长

37.77%

； 实现

营业收入

55002.28

万元， 较上年增长

65.79%

；

利润总额

3147.95

万元， 较上年增长

133.91%

；

净利润

2677.07

万元， 较上年增长

131.87%

。

*ST

张铜

获准启用新行业类别

证券时报记者 孙琳

*ST

张铜 （

002075

） 今日发布公告称， 公

司于

2010

年

12

月实施完成了向江苏沙钢集团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工

作。

*ST

张铜

2011

年

2

月

26

日披露的年报

中， 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经审计，

2010

年度公司通过黑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 （钢材、 钢坯等产品的生产与

销售） 实现的营业收入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

96.41%

。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

分类指引》 有关规定， 公司申请变更行业类

别， 由原来的 “

C6760

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业”

变更为 “

C65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经深交所批准， 公司于今日起正式启用新

行业类别。

2011

年

3

月

7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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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轮驱动 华茂股份剑指百亿工业园区

证券时报记者 李坤

2010

年是华茂股份 （

000850

）

在纺织主业与资本投资上同时获得

大丰收的一年， 也是自

2007

年以

来业绩最好的一年。 公司全年实现

净利润

3.6

亿元， 同比增长

4.06

倍， 其中纺织业务贡献

1.15

亿元

净利润， 减持宏源证券股份获利

2.23

亿元。

日前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 在

资本市场尝到巨大甜头的华茂股份

将继续采取 “产业

+

资本” 两轮驱

动的发展战略， 推动华茂国际纺织

工业园的建设， 使之成为年工业产

值高达

150

亿元的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

纺织产业重新布局

众所周知， 由于竞争激烈， 国

内多数纺织业企业的日子并不好

过， 但作为中国纺织工业领军企

业， 近年来华茂集团、 华茂股份却

保持了纺织业务规模和业绩的持续

提升。 在保持销售收入稳步增长的

同时， 公司的盈利水平也不断提

高。

2008

年

～2010

年华茂股份的

销售收入分别为

14.79

亿元、

15.81

亿元和

19.56

元； 销售利润率分别

为

7.97%

、

8.72%

和

15.96%

， 远高

于同期行业

3.5%

、

3.8%

和

4.5%

的

平均销售利润率水平。

据了解， 不断开发新品、 走精

品路线、 技术创新是华茂股份纺织

业务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

2010

年， 公司开发新品种

1054

个， 其

中多组份

/

多元素纤维素系列品种

织物、 涤棉抗静电斜纹类工装部

系列两大系列

12

个新品种获省新

产品认定。 在已获得

17

项国家专

利基础上， 当年又申请了

8

项专

利技术。

不仅如此， 为了获得稳定的棉

花等原材料供应，

2010

年华茂股

份还努力向上游产业延伸、 积极布

局资源丰富的新疆地区。

2010

年

8

月

18

日华茂股份与新疆兵团农一

师、 阿拉尔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协议

共同在阿拉尔市成立合资公司， 投

资建设

5

万锭优质棉纺和

200

台高

档无梭织机项目。 该项目是华茂股

份目前产能的五分之一。

2010

年

12

月

14

日， 华茂股份又出资

5860.94

万元收购新疆库尔勒利华

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35%

股权。 据

介绍， 利华棉业有限责任公司直辖

五个分厂、 一家分公司， 所属一家

全资子公司， 具备年产

20

万吨皮

棉、

7.5

万吨棉粕、

2.2

万吨棉油生

产能力。

华茂股份表示， 进军新疆， 与

当地企业在资源上建立稳定的战略

伙伴关系， 对稳定公司优质棉的供

应有重要意义， 可以保证公司实施

主营业务发展战略采购到足量且质

量可靠的原棉， 进一步完善公司纺

织主业的产业链。

资本投资陆续进入收获期

在纺织主业逐渐发展壮大、 迈

入新的发展阶段之际， 华茂股份多

年前在资本市场上的精心布局也陆

续进入收获期， 成为华茂股份业绩

大幅增长的重要利润来源， 同时也

成为华茂股份进一步发展壮大纺织

主业的重要资金池。

2010

年华茂股份通过减持宏

源证券股权取得投资净收益

2.2

亿

元， 再加上收到的宏源证券

2009

年度分红

503

万元， 全年从宏源证

券投资上获得的投资收益占当年公

司净利润的

63.31%

。

据了解， 其实除了已经减持套

现的宏源证券股权外， 华茂股份此

前还以极低的成本陆续投资了国泰

君安、 广发证券、 徽商银行和安庆

振风典当等多家金融机构的股权并

以财务投资的方式对

15

家以上的

公司进行了长期股权投资。

具体为广发证券

5723

万股，

国泰君安证券

9530

万股 （其中

1588

万股尚未完成变更手续） 和

徽商银行

6499

万股。 据华茂股份透

露， 这些股权的初始投资成本比宏源

证券还要低； 其中国泰君安证券和徽

商银行投资成本分别约合每股

1.01

和

1.21

元 （按成本法计算）。 为了在

股权投资领域获取更大的发展， 华茂

股份于

2009

年底还成立安徽华茂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 继续做大 “资本运

作” 之轮。

在上述股权投资中， 继宏源证券

之后， 广发证券股权也已经进入收获

期。 按照当前广发证券的二级市场股

价计算， 上述广发证券的股权市值近

25

亿元。 而且华茂股份已经授权董

事会

2011

年减持部分广发证券股权，

减持金额不超过

18

亿元； 同时华茂

股份拟用不超过上一年度经审计账面

净资产的

50%

、 总额不超过

18

亿元

的资金， 以不低于

27.41

元

/

股的价

格参与广发证券定向增发。 目前广发

证券二级市场股价接近每股

45

元。

另外， 据了解， 国泰君安已将上

市提上日程， 徽商银行对上市也表现

出很强的意愿。 这意味着， 华茂股份

在这两家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价值也

将会迅速上升。 同时这也意味着华茂

股份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布局将分批迎

来丰厚的回报， 公司的净资产值和变

现能力将会得到极大提升。

剑指百亿工业园区

虽然投资回报丰厚， 但是这并不

是华茂股份进行金融投资的最终目

的。 反哺主业， 为主业发展提供有力

的支撑， 推动主业持续发展， 这才是

华茂股份产业与资本两个轮子共同运

转的经营理念与实践。 如今推动华茂

国际纺织工业城建设正成为华茂股份

两轮驱动发展的新目标。

据介绍， 这个产业园是皖江产业

转移示范园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华

茂股份和大股东安徽华茂集团共同建

设， 项目总面积将达

310

公顷， 分两

期建设。 其中， 一期将建设创新研究

中心、 公共服务平台以及国际区、 染

整区及产业用纺织区等园区， 将于

2015

年建成。 工业城的目标是 ：

2015

年工业产值达到

150

亿元， 未

来工业产值达到上千亿元。 目前该工

业城已被列入安徽省重点产业规划，

省政府批准实施的重点产业项目， 并

申报了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

地” 和安徽省 “

861

” 重点工程项目。

虽然投资规模庞大， 但是在建

设资金安排方面， 华茂股份和华茂

集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 华茂集团

持有的华茂股份

46.4%

的股权以及华

茂股份自身的产业和资本运作所获

得的收益都将成为工业园区建设发

展的资金来源。 目前， 百亿工业园

区的建设已经拥有了政策、 资本和

自身产业基础的三重保障。

2011

年

1

月

11

日产业园已正式开工建设。

一个在纺织行业更具影响力的全新华

茂正在皖江经济带成型生根、 发芽、

成长、 壮大。

七星电子：光伏设备成未来重点发展方向

证券时报记者 刘杨

七星电子 （

002371

） 董事长王

彦伶日前在与网上投资者交流时表

示， 公司仍将以集成电路制造工艺

技术为核心， 不断培育集成电路装

备的竞争能力， 并向集成电路、 太

阳能电池、

TFT-LCD

和新型电子

元器件等领域拓展， 尤其是太阳能

电池制造 （即光伏） 等新兴行业未

来将成为公司重点发展方向。

他同时透露， 公司首发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半导体集成电路装

备产业化项目已具备部分生产能

力， 并已在

2010

年度实现效益；

超募资金投资项目———

TFT-LCD

专用设备产业化项目正安装调试设

备， 预计在

2011

年

1

月建成投产。

2010

年七星电子经营业绩实

现了快速增长， 实现营业总收入

8.1

亿 元 ，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37.94％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109.4

万元， 同比增

长

63.47％

。 主营业务中集成电路

制造设备收入比上年增长

62.37％

，

在主营业务收入中所占比重比上年

同期增加

9.99

个百分点。 公司预

计，

2011

年各项业务仍将实现稳

步增长， 将力争实现主营收入

9.5

亿元，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

亿元。

王彦伶认为， 公司在

2010

年抓

住了国家振兴装备业、 发展新能源产

业的战略机遇， 在我国光伏产业出现

高速增长的背景下， 在保持军工电子

元器件类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同时， 有

效利用区位优势和自身先进技术， 大

力拓展光伏设备市场， 使公司集成电

路制造设备类产品销售收入增长迅

速。 集成电路设备在太阳能电池等新

兴行业的应用， 进一步拓宽了公司产

品的市场空间， 在战略上光伏设备已

成为公司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 公司

目前已是国内最大的晶硅太阳能电池

设备制造商之一， 技术水平居于国内

领先地位。

七星电子两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均进展顺利。 其中半导体集成电路装

备产业化项目， 截至

2010

年末， 已

累计投入

2.17

亿元， 投资进度为

91.09％

， 目前项目的厂房建设和配

套净化系统已经基本完成， 主要设备

也基本就位， 项目已经具备部分生产

能力，

2010

年度已实现效益

1457.91

万元。

该项目总投资

2.38

亿元， 通过

建设净化厂房和购买设备仪器， 将逐

步形成年生产

8

英寸及以上立式扩散

氧化系统

30

台及清洗机

30

台和年生

产

4000

台数字化流量计的产业规模。

项目达产后， 将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3.2

亿元。

另外，

TFT-LCD

专用设备产业化

项目也将于

2011

年

1

月建成投产。

项目总投资

8099

万元， 项目完成达

产后， 实现年产

UV

固化炉

10

台，

磨边后清洗设备

10

台， 自动移载设

备

80

套， 预计年新增销售收入

1.15

亿元。

截至

2010

年末， 该项目累计投

入

5120.62

万 元 ， 投 资 进 度 为

63.23％

。 目前项目的厂房建设和配套

净化系统改造基本完成， 正在安装调

试设备， 预计

2011

年度将实现销售

收入

5000

万元。

科伦药业

2010

年净利增

54%

拟

10

送

10

派

5

预计

2011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40%～60%

证券时报记者 华雪

去年上市的科伦药业 （

002422

）

今日公布了

2010

年度业绩报告，

10

送

10

派

5

元的高送转方案备受

市场关注。

受益于募集资金的雄厚支撑、

软塑化带来综合毛利的快速提升、

产能扩大带来的销量增长等因素，

科伦药业的各项业务及财务指标均

表现出色。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科伦药业总资产达到

87.90

亿

元 ， 同比大增

163.69%

； 公司

2010

年全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40.26

亿元， 同比增长

24.04%

； 实

现基本每股收益

3.08

元， 同比增

长

29.41%

；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 润

6.61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54.55%

。 公司董事会已通过

2010

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

案， 推出

10

送

10

派

5

元 （含税）

的高送转方案， 共分配现金股利

1.2

亿元。

科伦药业推出的

10

送

10

派

5

元的高送转方案引起市场关注， 同

时投资者也关心高送转后的公司后

续发展潜力， 证券时报记者为此专

访了公司董秘熊鹰， 他表示， 公司

发展潜力巨大， 根据科伦药业

2011

年业务计划， 公司管理层预

计

2011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较

2010

年增长

40%～60%

。

据介绍， 科伦药业是我国大输

液行业龙头企业， 其大输液产品市

场占有率多年位居全国榜首， 其首

创的直立式软袋包装输液产品更是

以安全、 便捷等优势， 获得市场的广

泛好评， 并为公司的利润增长做出重

要贡献。

熊鹰表示， 积极并购、 战略扩张

是

2010

年科伦药业的重大举措， 尤

其是上市之后， 公司先后收购河南科

伦、 浙江国镜和广东庆发， 取得黑龙

江科伦药品包装和黑龙江科伦

100%

的股权， 不断完善产品、 营销等方面

的战略布局， 销售网络和物流系统辐

射全国。

同时， 科伦药业还利用募集资金

进行积极的产能提升， 如昆明南疆新

厂区的建设， 湖南科伦新建塑瓶和软

袋生产车间建设， 江西科伦新增塑瓶

生产线建设， 广安分公司直立式软袋

生产线的投产， 河南科伦新建塑瓶生

产线等， 并顺利通过国家局

GMP

认

证现场检查等， 这将进一步巩固其大

输液龙头企业的行业地位， 并将进一

步提升其综合竞争实力。

技术创新是医药企业的制胜法

宝。 一直以来， 科伦药业秉承技术创

新的核心理念， 不断引进具有硕士、

博士等高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 并强

化与国内知名医院、 大学及研究机

构开展产学研合作， 进行人才培养、

技术创新和新药开发， 并已取得卓

越成果。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科伦

药业及子 （分） 公司共申请

210

项专

利 （发明专利

97

项、 实用新型

99

项

和外观设计专利

14

项）， 其中有

92

项专利已获授权 （发明专利

34

项、

实用新型

52

项和外观设计专利

6

项）， 有

108

项专利申请被国家知识

产权局初审合格或受理或进入实质性

审查。

面对医药行业的历史性发展机

遇， 科伦药业始终坚持 “两条腿走

路”。

2011

年， 科伦药业 “输液类和

非输液类产品等强” 的目标或将取得

重大突破， 其于

1

月份首次收购非输

液企业———桂林大华， 或将为其实现

大输液业务与非输液业务板块发挥协

同效应奠定良好开端。

随着国家 “十二五” 规划政策

的展开及新医改的再度深化， 医药

行业将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基

本药物制度的推进更将带来市场需

求急剧扩大和医药行业的爆发式增

长。 未来几年， 行业并购的推进将

进一步提升行业集中度， 优势企业

将强者恒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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