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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将所持有我公司

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我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接到通知，第一大股东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我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

50,800,000

股，占我公司总股本的

25.4%

）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解除手续，将其质押在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我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000

万股（占我公司总股本的

5%

）解除质押。

特此公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０９

证券简称：天富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１５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第二次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曾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新疆天富

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

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再次公告股东大会通知。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上午

１０

时

３０

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二、会议地点

新疆石河子红星路

５４

号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四、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３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与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７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８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９

、《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上述

１－８

项议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３９

次会议审议通过，第

９

项议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４１

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资

料”。

五、社会公众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社会公众股股东进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卖股票，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六、股权登记日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七、相关说明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同一股

份通过现场和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附件：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７３８５０９

；

投票简称：天富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申报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顺序号，以

１．００

元代表第

１

个需

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以

２．００

元代表第

２

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以此类推。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

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序号 议案 申报价格

（

元

）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

１

至议案

９

所有议案同意表决

９９．００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２．２

发行方式及时间

２．０２

２．３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０３

２．４

发行数量

２．０４

２．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０５

２．６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２．０６

２．７

限售期

２．０７

２．８

上市地点

２．０８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２．０９

２．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０

３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公司与新疆天富电力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修订

《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关于修订公司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９．００

（

３

）在“表决意见”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投票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天富热电”的投资者，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有议案投同意票、反

对票或弃权票，其申报流程分别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３８５０９

天富投票 买入

９９．００ １

股 同意

７３８５０９

天富投票 买入

９９．００ ２

股 反对

７３８５０９

天富投票 买入

９９．００ ３

股 弃权

（

２

）股权登记日持有“天富热电”的投资者，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一个议案《关于公司

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同意票、反对票或弃权票，其申报流程分别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３８５０９

天富投票 买入

１．００ １

股 同意

７３８５０９

天富投票 买入

１．００ ２

股 反对

７３８５０９

天富投票 买入

１．００ ３

股 弃权

５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本次会议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

得撤单。

（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

３

）本次会议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会

议，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处理。

（

４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各议案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

案投票，以股东对议案中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

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各议案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子议案的投票

表决为准。

（

５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遵照当日通知。

证券代码：

000628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2011-24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2006

年

7

月以来， 本公司就为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成都市武侯支行的

8000

万

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涉诉及其进展情况陆续进行了披露。 近日，本公司收到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

法院民事裁定书（

2008

）广法执字第

43-7

号。 该裁定书载明：

一、 续行查封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房产证号为： 监证

0823525

、

0895390

、

0799278

、

1040340

、

0602180

项下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证号为：成国用（

1995

）第

100

号、

102

号、成高国用（

2002

）第

1972

号、成高国用（

2001

）第

719

号、成高国用（

2005

）第

9200

号项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二、续行查封的期限为

2011

年

4

月

13

日起至

2012

年

4

月

12

日止。

（相关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和

2010

年

4

月

9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２

证券简称：博深工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１．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召开的二〇一〇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的《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本次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７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

金股利

２．５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２．２５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

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本次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７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总股本增至

２２５

，

４２０

，

０００

股。

三、分红派息日期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新增股份（可流通部分）上市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方法

１．

本次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公司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

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若投资者在除权

日办理了转托管，其转增股份和股息在原托管券商处领取。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姓名 股东账户

１ ０１＊＊＊＊＊０５８

陈怀荣

２ ０１＊＊＊＊＊５５１

吕桂芹

３ ００＊＊＊＊＊３２６

张淑玉

４ ０１＊＊＊＊＊７６６

任京建

５ ０１＊＊＊＊＊９９６

程辉

６ ０１＊＊＊＊＊３８４

陈怀奎

７ ０１＊＊＊＊＊０５４

王志广

８ ０１＊＊＊＊＊１７５

靳发斌

９ ０１＊＊＊＊＊０６０

王焕成

１０ ０１＊＊＊＊＊０１１

孟凡爱

１１ ０１＊＊＊＊＊０５９

李俊忠

１２ ００＊＊＊＊＊６２５

王振东

１３ ０１＊＊＊＊＊３８９

李艳敏

１４ ０１＊＊＊＊＊０８０

庞建华

１５ ０１＊＊＊＊＊２０２

沈祥清

１６ ０１＊＊＊＊＊５５３

田金红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５

，

０２５

，

９５０ ６６．３４％ ３４

，

５０７

，

７８５ ３４

，

５０７

，

７８５ １４９

，

５３３

，

７３５ ６６．３４％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０５

，

４３９

，

１００ ６０．８１％ ３１

，

６３１

，

７３０ ３１

，

６３１

，

７３０ １３７

，

０７０

，

８３０ ６０．８１％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０５

，

４３９

，

１００ ６０．８１％ ３１

，

６３１

，

７３０ ３１

，

６３１

，

７３０ １３７

，

０７０

，

８３０ ６０．８１％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９

，

５８６

，

８５０ ５．５３％ ２

，

８７６

，

０５５ ２

，

８７６

，

０５５ １２

，

４６２

，

９０５ ５．５３％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８

，

３７４

，

０５０ ３３．６６％ １７

，

５１２

，

２１５ １７

，

５１２

，

２１５ ７５

，

８８６

，

２６５ ３３．６６％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８

，

３７４

，

０５０ ３３．６６％ １７

，

５１２

，

２１５ １７

，

５１２

，

２１５ ７５

，

８８６

，

２６５ ３３．６６％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７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２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５２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２２５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参数调整

实施转增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数

２２５

，

４２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３０

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石家庄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河道

１０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０３１１－８５９６２６５０

传真电话：

０３１１－８５９６５５５０

九、备查文件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上接

A9

版）

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及预收账款等经营性负债已经成为公司重要的负债融资渠道。 随着变压器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原材料采购也逐渐增加；

同时，为控制财务费用，公司增大了资金成本较低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 因此，报告期内公司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有所增加。

在业务发展过程中，公司树立了良好的市场品牌及信誉，并且在与许多供应商长期交往中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公司通过预收账款、应付

账款、应付票据等无利息的商业信用融资提供了有力支持。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性负债成为公司流动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

（

３

）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主要为公司收到的专项企业扶持资金。

２００９

年末公司其他应付款增加

２

，

５５８．８６

万元，增加比例为

４３．６８％

，主要原因为天威四川收到

专项企业扶持资金，用于

２０１０

年产能提升、新产品开发。

（

４

）其他流动负债

为拓展融资渠道、改善债务结构，节约财务费用，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以贴息的方式发行了

７９

，

０００

万元短期融资券。

２００８

年公司已筹集资金偿还该笔短期融资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末，公司其他流动负债

１２

，

６７７．７４

万元，为天威合变收到因政府拆迁旧厂区对企业重新购建固定

资产给予的补助，计入递延收益科目。

３

、非流动负债分析

公司非流动负债主要包括长期借款与专项应付款，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借款

４９２

，

４００．００ ４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专项应付款

－ － １

，

０８６．２０ １

，

０８６．２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４９５

，

９６６．７０ ４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７

，

０８６．２０ ３６

，

０８６．３８

２００８

年末，公司长期借款为

２９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７４５．７１％

，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变压器生产规模扩大以及新能源重点项目建设的需要

以及便于长期资金筹划。

２００９

年末，公司长期借款为

４６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５５．４１％

，主要是薄膜太阳能电池项目和新津

３０００

吨

／

年多晶硅等新

能源项目贷款增加。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末长期借款较为

４９２

，

４００．００

万元，较上期增加

３２

，

４００．００

万元，主要是公司通过长期借款筹集资金，满足天威薄膜、天威

四川、天威风电等生产规模扩大的资金需求。

（三）股东权益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股本

１１６

，

８００．００ １１６

，

８００．００ １１６

，

８００．００ ７３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１０７

，

８３１．５９ １０９

，

３３１．５９ １１２

，

６４６．１８ １２０

，

６５８．５４

盈余公积

２５

，

４８４．９９ ２５

，

４８４．９９ ２０

，

１３７．０４ １０

，

８１１．８２

未分配利润

２１２

，

６１６．５７ １５８

，

８２０．３６ １２８

，

９４２．３８ ４３

，

９５６．２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４６２

，

７３３．１４ ４１０

，

４３６．９４ ３７８

，

５２５．５９ ２４８

，

４２６．６４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末、

２００９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较年初分别增加

５２

，

２９６．２０

万元、

３１

，

９１１．３５

万元， 主要是由公司实现的净利润相应增加了未分

配利润及盈余公积。

２００７

及

２００８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加主要是由于实现的净利润以及联营企业外方股东单方溢价增资时本公司按照权益法确认享有的

资本公积

（四）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偿债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１．３８ １．３０ １．６５ １．０５

速动比率

１．０１ ０．８７ １．２６ ０．７８

资产负债率

（

合并口径

、

％

）

６８．５０ ６９．７３ ６３．８４ ６５．５７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

）

５８．９０ ６２．７６ ５９．９９ ６３．０１

利息保障倍数

３．２４ ２．９８ ４．８４ ５．６２

１

、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平均值分别为

１．３８

、

１．０１

，维持在合理水平。

２００８

年，为保障新能源重点项目的建设，便于项目长期资

金筹划，公司增加了长期借款，因此，公司流动负债规模相对降低，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较上年提高。

２００９

年，公司流动负债规模相对提高，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较上年下降，主要原因为：变压器生产规模扩大、新能源项目建设所需流动资金增加，公司主要通过银行短期借款进行筹集。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货币资金集中管理，加大应收款催收力度，提高营运资金管理能力，并将回笼的货币资金及时投入到主营业务中去，在保持

速动比率处于合理状态的同时，保证了营运资金的高效运转。

２

、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发展所需资金主要来源于负债融资，资产负债率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

２００７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末的资产

负债率（合并口径）分别为

６５．５７％

、

６３．８４％

、

６９．７３％

及

６８．５０％

。由于借款规模及利息费用的增加，

２００８

年的利息保障倍数较

２００７

年略有下降。

２００９

年，由

于公司借款规模扩大导致利息支出增加，因此利息保障倍数进一步降至

２．９８

，但仍处于正常水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较上年末下降、利息

保障倍数回升，偿债能力得到增强。 本次配股将有效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提高利息保障倍数，增强公司的长期偿债能力。

（五）营运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周转能力指标处于良好状态，反映公司资产管理能力较强。 具体情况如下：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应收账款周转率

２．１０ ４．２８ ４．５８ ４．２０

存货周转率

１．５１ ２．１３ ２．１６ ２．４２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较高，资产周转速度较快，资产管理能力较强。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了对应收账款及存货的管理，将

应收账款回收作为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按照生产进度合理安排原材料采购进度，以控制应收账款及存货规模的增长，提高资产周转效率。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营运能力指标同其他上市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应收账款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

特变电工

８．１４ ４．２３

长城电工

１．９５ ２．２２

三变科技

２．８８ ２．５９

平高电气

１．７８ ２．９８

许继电气

１．９２ １．８７

平均值

３．３３ ２．７８

天威保变

（

２００７

年

）

４．２０ ２．４２

天威保变

（

２００８

年

）

４．５８ ２．１６

天威保变

（

２００９

年

）

４．２８ ２．１３

从上述指标来看，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的应收账款周转率高于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公司存货周转率略低于上述同行业公司平均水平，主要是由于：

公司主要产品为单位价值较高的大型变压器，存货规模相对较大；而上述其他公司产品结构中变压器以外的其他输变电产品如电缆等所占比例较

高，存货规模相对较小。

二、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公司变压器业务收入持续增长、产品结构不断改善，并且随着天威薄膜、天威风电等新能源业务的投产，带动营业收入持续快速增长。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对于天威英利、新光硅业的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造成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公司整体盈利

水平出现下滑。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４４

，

９７９．４０

万元、

９４

，

３２１．３９

万元、

５８

，

６１５．５４

万元、

５３

，

７９６．２１

万元。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经营成果如下表：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金额

增长率

（

％

）

金额

增长率

（

％

）

金额

增长率

（

％

）

金额

增长率

（

％

）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４７０

，

７９１．８３ １．２４ ６００

，

９６９．２７ ３７．５６ ４３６

，

８６２．４８ ３８．４１ ３１５

，

６２６．９１ －０．６４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５６

，

４７８．１８ －２．０７ ６０

，

５２２．７８ －３９．０４ ９９

，

２８７．２２ １０２．８６ ４８

，

９４４．４９ ６５．７９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６４

，

４９４．６５ ６．７３ ６７

，

７２２．４４ －３３．６６ １０２

，

０８６．８０ ９９．８１ ５１

，

０９１．２２ １２２．３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

万元

）

５３

，

７９６．２１ ４．２８ ５８

，

６１５．５４ －３７．８６ ９４

，

３２１．３９ １０９．７０ ４４

，

９７９．４０ ２２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６ ３７．５０ ０．５０ －３８．３７ ０．８１ ３０．６５ ０．３９ ２２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

１２．３４ ２．２４ １５．６３ －４６．６４ ２９．２９ ４３．６５ ２０．３９ １０１．２８

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营业收入收入比

２００６

年略有减少，是由于公司对天威英利合并范围变化造成的。由于天威英利股权发生变动，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起不再纳

入本公司合并范围，因此，

２００７

年天威英利太阳能电池业务收入不再反映于合并报表。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主要是因为：公司加大高附加值产品研发，优化变压器产品结构，变压器产销量以及单位售价得以同时提高；此外，天威风电开始生产经营，

２００９

年实

现收入

４５

，

８６０．７３

万元。 由于电力行业投资增速放缓、市场竞争激烈，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比较低，为

１．２４％

。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业务收入主要包括材料销售收入以及综合服务收费等收入，金额较小，对公司业务收入及盈利无重大影响，因此以下主要

通过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对盈利能力进行分析。

（一）主营业务收入构成分析

１

、按业务分类的收入构成

序

号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收入

（

万元

）

比例

（

％

）

收入

（

万元

）

比例

（

％

）

收入

（

万元

）

比例

（

％

）

收入

（

万元

）

比例

（

％

）

１

销售商品

４１２

，

５８２．７６ ９９．４９ ４８９

，

６７７．３４ ９８．３５ ４０７

，

８３４．１３ ９７．９７ ２９４

，

６３７．３５ ９６．８３

其中

：

变压器

３３５

，

０９３．７３ ８０．８０ ３９６

，

８２３．７５ ７９．７０ ３７４

，

６３４．３０ ９０．００ ２４９

，

１２３．８２ ８１．８７

新能源产品

５６

，

８８８．０２ １３．７２ ６１

，

５５５．４０ １２．３６ １０５１３．６８ ２．５３ － －

２

提供劳务

２

，

１３１．７３ ０．５１ ８

，

２１７．１７ １．６５ ８

，

４４６．８８ ２．０３ ９

，

６３９．７７ ３．１７

总计

４１４

，

７１４．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４９７

，

８９４．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６

，

２８１．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４

，

２７７．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９

年， 公司变压器产品销售收入持续增长， 构成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变压器业务收入分别

２４９

，

１２３．８２

万元、

３７４

，

６３４．３０

万元、

３９６

，

８２３．７５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达到

８１．８７％

、

９０．００％

、

７９．７０％

。 公司于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进一步优化了产品结构，提升了技术

含量、单位价值高产品的比例，变压器销售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了

５０．３８％

、

３９．６０％

。

２００９

年，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公司变压器销售收入增长放缓，

仅比上年增长

５．９２％

。 进入

２０１０

年，电力行业投资增速放缓、市场竞争激烈，公司在巩固高压、超高压变压器市场地位和技术优势的同时，通过强化基

础管理、 技术研发和国外市场开拓， 来提高公司综合竞争能力。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公司变压器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３３５

，

０９３．７３

万元， 占

２００９

年全年的

８４．４４％

。

公司销售商品收入除变压器外还包括销售互感器、电抗器、套管、太阳能电池等收入。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随着天威薄膜、天威风电等公司投

产，新能源产品销售收入逐渐增加，因此变压器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降低。 报告期内，提供劳务收入主要是公司提供变压器加工所取得的

收入。

２

、按销售区域的收入构成

地区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金额

（

万元

）

比例

（

％

）

金额

（

万元

）

比例

（

％

）

金额

（

万元

）

比例

（

％

）

金额

（

万元

）

比例

（

％

）

华北

１２４

，

８８８．５０ ３０．１２ １７５

，

６８１．２１ ３５．２８ １６３

，

５２２．００ ３９．２８ １２３

，

３１５．１８ ４０．５３

华东

６１

，

３３３．８７ １４．７９ ９０

，

５６５．６４ １８．１９ ５１

，

５１２．７０ １２．３７ ３９

，

９０９．４２ １３．１２

华南

６２

，

３４２．７１ １５．０３ ６７

，

２５４．８６ １３．５１ ５６

，

０４１．４７ １３．４６ ２１

，

３４１．２３ ７．０１

华中

４４

，

２０９．６１ １０．６６ １２

，

１７４．２０ ２．４５ ３０

，

６１８．６１ ７．３６ ４０

，

０２７．０８ １３．１５

东北

１０

，

８３２．３８ ２．６１ ３１

，

８２３．９８ ６．３９ １３

，

９０７．１０ ３．３４ １６

，

４５５．３２ ５．４１

西北

６７

，

４３０．９７ １６．２６ ５７

，

２２５．０４ １１．４９ ４２

，

４２７．９９ １０．１９ １５

，

３８１．５４ ５．０６

西南

３０

，

２３１．３８ ７．２９ ５３

，

６２９．０８ １０．７７ ３８

，

９１４．２７ ９．３５ ２２

，

３９６．４１ ７．３６

出口

１３

，

４４５．０７ ３．２４ ９

，

５４０．４９ １．９２ １９

，

３３６．８８ ４．６５ ２５

，

４５０．９３ ８．３６

合计

４１４

，

７１４．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４９７

，

８９４．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６

，

２８１．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４

，

２７７．１２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国内外市场需求，内部加大技术创新及产品研发力度，外部着力进行市场拓展，凭借良好的产品质量及市场信誉，收入规模

不断增加，市场份额及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受外需疲软和人民币升值影响，公司的出口收入有所下降。

２０１０

年公司加大了印度等海外市场的开拓力度，中标了印度国家电网公

司输变电工程项目

１７

台

７５０ｋＶ

级变压器，合同约

３．５

亿元人民币。

（二）主营业务收入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前三季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

万元

） （

％

） （

万元

） （

％

） （

万元

） （

％

） （

万元

） （

％

）

销售商品

４１２

，

５８２．７６ ２．９１ ４８９

，

６７７．３４ ２０．０７ ４０７

，

８３４．１３ ３８．４２ ２９４

，

６３７．３５ －０．５７

其中

：

变压器

３３５

，

０９３．７３ －３．３５ ３９６

，

８２３．７５ ５．９２ ３７４

，

６３４．３０ ５０．３８ ２４９

，

１２３．８２ ３９．６

新能源产品

５６

，

８８８．０２ １４３．７１ ６１

，

５５５．４０ ４８５．４８ １０５１３．６８ － － －

提供劳务

２

，

１３１．７３ －６９．６７ ８

，

２１７．１７ －２．７２ ８

，

４４６．８８ －１２．３７ ９

，

６３９．７７ －３０．２８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４１４

，

７１４．４９ １．６６ ４９７

，

８９４．５１ １９．６１ ４１６

，

２８１．０１ ３６．８１ ３０４

，

２７７．１２ －１．８９

变压器销售收入实现了持续增长，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分别比上年增加了

５０．３８％

、

３９．６０％

，是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

２００９

年在金融危机

的严重影响下，公司的变压器销售收入仍保持了

５．９２％

的正增长。

近年来，国家加大对电力设施的建设投入，加强对输变电行业的产业政策支持，主要产品的市场需求旺盛。 同时，公司加大了国内外市场的开拓

力度、优化产品结构，坚持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着重加强国家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以及高附加值、高端产品市场的开拓，变压器产量销量有较大幅

度增长。 随着天威秦变与天威合变于

２００７

年建成与投产，公司的未来变压器产能进一步提升，业务规模将持续扩大。

年度 销售

（

台数

）

销量

（

万

ｋＶＡ

）

２００７

年

４１７ ５

，

８９１

２００８

年

３４７ ７

，

５８９

２００９

年

４０２ ７

，

９１１

２０１０

年前三季度

３３３ ６

，

６８９

进入

２０１０

年，尽管存在电力行业投资增速放缓、市场竞争激烈的不利因素，公司通过巩固加大市场开拓、技术研发投入、加强基础管理等措施，提

供综合竞争力，巩固市场、技术方面的优势地位。

（三）主营业务毛利及毛利率情况

１

、主营业务毛利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营业务毛利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前三季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

％

） （

％

） （

％

） （

％

）

主 营 业 务 毛

利

（

万元

）

８０

，

８８８．１１ －１０．８９ １０８

，

０４３．４８ １７．４３ ９２

，

００９．６０ ５６．０９ ５８

，

９４８．１４ １５．３４

综 合 毛 利 率

（

％

）

１９．５０ －１２．３５ ２１．７０ －１．８１ ２２．１０ １４．０９ １９．３７ １７．５４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度主营业务毛利主要来源于变压器业务，变压器毛利分别占主营业务毛利的

７７．６０％

、

９３．２１％

、

８９．８３％

。 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的

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

万元

） （

％

） （

万元

） （

％

） （

万元

） （

％

） （

万元

） （

％

）

销售商品

８０

，

５８６．４７ １９．５３ １０６

，

８２４．９８ ２１．８２ ９１

，

９０１．３９ ２２．５３ ５８

，

９２１．３４ ２０

其中

：

变压器

７３

，

６６８．３６ ２１．９８ ９７

，

０５３．３７ ２４．４６ ８５

，

７６４．４９ ２２．８９ ４５

，

７４５．０２ １８．３６

新能源产品

２

，

４５７．８４ ４．３２ ２

，

６８０．３８ ４．３５ ７７２．６７ ７．３５ － －

提供劳务

３０１．６４ １４．１５ １

，

２１８．５０ １４．８３ １０８．２１ １．２８ ２６．８ ０．２８

合计

８０

，

８８８．１１ １９．５０ １０８

，

０４３．４８ ２１．７０ ９２

，

００９．６０ ２２．１ ５８

，

９４８．１４ １９．３７

公司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９

年主营业务毛利以

３５．３８％

的年均复合增长率稳定增长。 主营业务毛利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公司变压器业务规模和技术实

力的不断提升。

２

、毛利率情况分析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销售商品

１９．５３％ ２１．８２％ ２２．５３％ ２０．００％

其中

：

变压器

２１．９８％ ２４．４６％ ２２．８９％ １８．３６％

新能源产品

４．３２％ ４．３５％ ７．３５％ －

提供劳务

１４．１５％ １４．８３％ １．２８％ ０．２８％

合计

１９．５０％ ２１．７０％ ２２．１０％ １９．３７％

（

１

）变压器业务毛利率

由于国内电力投资增速有所放缓，市场竞争压力加大，

２０１０

年前三季度变压器毛利率为

２１．９８％

，较

２００９

年略有下降。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公司变压

器业务的毛利率持续上升，分别为

１８．３６％

、

２２．８９％

、

２４．４６％

。 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①２００６

年变压器生产所需硅钢片、电磁线（铜材）、变压器油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而

２００５

年及

２００６

年初签订合同时未充分预计到原材料涨价

幅度，因此这些合同收入于

２００６

年实现时，毛利率水平较低。 上述原材料

２００７

年的涨价幅度有所回落，并且由于

２００５

年及

２００６

年初签订的合同在

２００６

年基本履行完毕，之后签订的合同价格相应作了上调，一定程度上能够消化原材料的涨价因素，因此，原材料涨价因素对

２００６

年以后变压器业务

毛利率的影响相对较小。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原材料价格趋于稳定，促进了变压器产品毛利率的提高。

２０１０

年由于行业内企业产能扩张、供给增加，市场

竞争加剧，造成变压器业务的毛利率有所下滑。

②

报告期内，一方面公司加强对新产品及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新产品设计开发能力和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如

２００７

年，公司自行开发研制的我

国首台黄河拉西瓦水电站

２６

万

ｋＶＡ／８００ｋＶ

主变压器一次试制成功， 设计研制我国首条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线路用单相

１００

万

ｋＶＡ／１

，

０００ｋＶ

特高压交

流变压器，开发研制国内首台整体铁路运输三相一体

５００ｋＶ

变压器等重大新产品；

２００８

年，公司自行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首台

世界最高电压等级和最大容量的

ＯＤＦＰＳ－１０００ＭＶＡ／１０００ｋＶ

特高压交流变压器顺利通过所有试验；

２００９

年， 公司历时仅

１３５

天就一次试制成功云广

±

８００

千伏特高压换流变压器。 另一方面在大力进行市场拓展时，强化了对投标的测评机制，向技术含量及附加值高的业务倾斜，优化了产品结构，附

加值高的大额合同订单逐年增加。 如

２００７

年，公司成功中标了向家坝

－

上海特高压直流换流变压器

４．４

亿元订单，还取得了贵广直流换流变压器、南方

电网公司云广特高压

±８００ｋＶ

直流输电设备承制以及我国第一个自主设计、自主建造的岭澳二期扩建

２×１１５０ＭＷ

核电站项目等重点项目的订货合同。

２００８

年，公司成功中标了广东粤电惠来电厂、浙江苍南电厂两个

１０００ＭＷ

级大型火力发电厂项目共

１１４０ＭＶＡ／５００ｋＶ

超大型三相一体变压器合同；

２００９

年，中标了国家电网葛沪直流综合改造工程中枫泾和荆门共计

２８

台换流变压器的供货合同。 随着新产品及新技术的应用，公司取得的重点合同数量

增加，产品结构得到优化，市场占有率及产品毛利率进一步提升。

③

公司以“节约型企业”为重要发展目标，通过提高产品设计水平实现了节材降耗，并且内部加强成本管理，制定一系列节能管理措施，降低了

水、电、蒸汽等原辅料的消耗，降低了单位产品成本。

（

２

）新能源业务毛利率

公司新能源业务由天威薄膜、天威四川、天威风电等控股子公司实施，这些公司设立及投产时间较短，目前尚处于市场开拓阶段，此外，受金融危

机的影响，风电设备及光伏产品市场需求及销售价格出现下滑，对公司新能源业务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因此，报告期内新能源业务盈利能力未能得到

充分体现。

（

３

）综合毛利率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变压器业务毛利率逐渐提高，并且变压器业务在公司主营业务中所占比例也逐渐加大，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分别达到

８１．８７％

、

９０．００％

，因

此，该两年公司的综合毛利率也逐渐提升，分别为

１９．３７％

、

２２．１０％

。

２００９

年，变压器业务在公司主营业务中所占比例降低至

７９．７０％

，新能源业务收入

占比增加，由于新能源业务产能仍未完全释放，因此，该年公司的综合毛利率较前一年略有降低，为

２１．７０％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由于变压器市场竞争激

烈，毛利率下滑，带动了公司主营业务整体毛利率较

２００９

年有所下降，为

１９．５０％

。

（四）期间费用分析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期间费用逐年增加，但公司通过完善各项制度，加强内部成本管理，期间费用率维持在较低水平，最近

三年及一期期间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

１１．７３％

、

１３．５０％

、

１３．８８％

、

１４．２７％

。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期间费用及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前三季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金额

（

万元

）

比例

（

％

）

金额

（

万元

）

比例

（

％

）

金额

（

万元

）

比例

（

％

）

金额

（

万元

）

比例

（

％

）

销售费用

８

，

８２４．４８ ２．１３ ９

，

２９９．９７ １．８７ ８

，

５６５．４９ ２．０６ １１

，

０６６．７８ ３．６４

管理费用

２１

，

６８３．８５ ５．２３ ２５

，

９７１．４４ ５．２２ ２２

，

２９８．４１ ５．３６ １３

，

５７７．１９ ４．４６

财务费用

２８

，

６６１．６３ ６．９１ ３３

，

８５７．２９ ６．８０ ２３

，

４５５．２９ ５．６３ １１

，

０５１．３３ ３．６３

期间费用

５９

，

１６９．９６ １４．２７ ６９

，

１２８．７０ １３．８８ ５４

，

３１９．１９ １３．０５ ３５

，

６９５．３０ １１．７３

１

、销售费用

由于公司产品销量及销售收入增加，以及天威合变、天威秦变及新能源业务子公司等报告期内相继投产需要进行市场开拓，因此，

２００７

年公司销

售人员增多、差旅费、包装费用等销售费用相应增长。

２００８

年销售费用较

２００７

年减少主要原因包括：一是合并范围的变化，

２００７

合并报表包含巨力天

威

１－１１

月份销售费用，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起巨力天威不再纳入合并范围；二是在公司强化了费用管理，在销售收入快速增加同时销售费用并未同比例增长。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由于天威风电、天威四川、天威薄膜等陆续投产，处在市场开拓阶段，销售费用分别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２

、管理费用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同时新能源子公司进入经营阶段，管理机构逐步健全以及研发费用加大，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逐年增大。

２００８

年

管理费用较

２００７

年增加

６４．２３％

，主要原因包括：一是合并范围增加，

２００８

年天威薄膜、天威四川、西藏华冠等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其筹建期开办费等

增加了合并报表管理费用；二是随着业务规模增加及产品技术含量提高，公司及子公司研发支出、差旅费用等相应增加。

２００９

年管理费用较

２００８

年略

有增加，主要是因为天威四川等子公司开办费纳入合并报表的管理费用，同时公司及子公司研发支出、差旅费用等也相应增加。

报告期内，研发费用支出及营业收入的比重情况如下表：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研发费用

（

万元

）

３５

，

６７３ ３９

，

０９０ ３２

，

４３２ ２１

，

６９２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４７０

，

７９１．８３ ６００

，

９６９．２７ ４３６

，

８６２．４８ ３１５

，

６２６．９１

占比

７．５８％ ６．５０％ ７．４２％ ６．８７％

３

、财务费用分析

公司的财务费用主要为利息支出。 随着业务快速发展，公司经营所需资金迅速增加，该部分资金主要来源于负债融资，银行贷款规模在报告期

内逐年增加，相应利息支出增加。

２００８

年财务费用较上年增长

１１２．２４％

，主要原因是短期融资券以及借款利息费用增加较大，其中，

２００８

年末借款余额

为

５６１

，

９５０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１６２．７８％

。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４．３５％

、

２４．０４％

，主要原因为：一是生产经营规模扩大、资金需

求增加，公司增加了银行借款；二是新能源项目建成投产后，原进行资本化的利息费用列入了财务费用进行核算。

综合上述，由于公司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期间费用随主营业务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而增加，期间费用率处于合理水平。 其中，销售费用、管理费

用与公司业务规模扩大相适应，且销售费用率、管理费用率保持稳定。 由于公司资本性支出、对外投资及流动资金需求的增加，财务费用增长较快，

若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到位后，银行借款规模将会减少，财务费用将有效降低。 整体上看，公司期间费用占比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持续

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五）投资收益

１

、报告期内投资收益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收益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股权投资收益

１３

，

２７４．２０ １９

，

４２８．４１ ５９

，

２７５．５３ ２４

，

８３２．４８

其中

：

权益法核算

１１

，

６９９．２０ １９

，

３２３．６２ ５９

，

２６０．５３ ２４

，

８０２．４８

成本法核算

１

，

５７５．００ １０４．７９ １５．００ ３０．００

其他

１３．１８ ５０６．５２ ５１４．２９

合计

１３

，

２７４．２ １９

，

４４１．５９ ５９

，

７８２．０５ ２５

，

３４６．７７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投资收益持续快速增加，主要是由于公司对太阳能电池及多晶硅材料等新能源业务的投资取得了良好的回报。

２００９

年，由于受国

际经济危机影响，公司参股的新能源企业天威英利、新光硅业利润降低，因此投资收益大幅下降。

２００７

年股权投资收益较

２００６

年投资收益增加了

１９６．６８％

，主要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是

２００７

年公司对新能源业务的投资收益显著增加，

２００７

年天威

英利太阳能电池及相关产品产能及销量快速提升，经营业绩大幅增长，公司对天威英利投资收益达到

２１

，

２５２．４９

万元；新光硅业多晶硅项目在

２００７

年

初建成投产，公司按权益法确认

２００７

年的投资收益

３

，

９６０．０９

万元。 二是由于对天威英利合并范围的变化，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起天威英利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因此，

２００６

年仅计入了天威英利

８－１２

月的投资收益，而

２００７

年公司按股权比例享有的天威英利实现的净利润全部计入了投资收益。

２００８

年股权投资收益为

５９

，

７８２．０５

万元，较上年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公司对天威英利及新光硅业的投资收益快速增长，分别实现了

３０１

，

２４９．０１

万元、

２８７

，

７３８．２８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股权投资收益分别为

１９

，

４４１．５９

万元、

１３

，

２７４．２０

万元，较上年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外对于光

伏产品的市场需求及市场价格大幅下滑，造成天威英利、新光硅业等子公司的净利润降低，因此公司按股权比例享有的投资收益大幅下降。 随着随

着国内外宏观经济的好转，以及国家对新能源产业的日益重视，天威英利的太阳能电池及新光硅业的多晶硅产品的市场需求及价格将进一步回升，

公司对新能源业务的投资回报前景良好，新能源业务投资收益已成为公司重要的利润增长点。

２

、投资收益对公司盈利能力影响分析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投资收益占公司净利润的比例较高，分别为

５４．９１％

、

６２．２０％

。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投资收益占公司净利润的比例有所下降，

为

３１．９６％

、

２４．１７％

。 报告期内，公司的投资收益主要为对天威英利及新光硅业的股权投资收益。 目前，公司是天威英利、新光硅业的第二大股东，若未

来天威英利、新光硅业的经营方向、业务模式、利润分配等发生较大改变，将对公司盈利能力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天威英利与新光硅业均为本公司与长期合作伙伴共同投资建设，投资各方对新能源业务有着共同的投资理念，合作关系良好，为天威英利与新

光硅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本公司为天威英利及新光硅业的第二大股东，对公司的经营决策有着重大的影响，可以促进其业务经营保持稳

定。 此外，未来在新能源业务的投资中公司将更多采取控股的方式，包括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投资的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项目，从而提高公司对新

能源业务的控制力，有利于新能源业务持续稳定的发展。 近年来，以光伏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业务发展十分迅速，新能源企业的盈利能力显著提升，

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天威英利、新光硅业分别为太阳能电池以及多晶硅材料行业的国内领先企业，随着天威英利实现海外上市以及新光硅业建成投

产，两家企业的业务规模和市场竞争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天威英利、新光硅业效益下降较多；未来随着国内外市场的恢复，

两家公司的盈利水平将有所回升。

（六）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政府补助

８

，

０４９．０２ ７

，

２７１．３３ １０

，

８９９．４５ ２

，

３１０．５２

固定资产处置利得

３．４２ ４３５．７７ ６２．５６ ４０．１８

其他

１４２．６６ ３８８．６０ １

，

３２０．７４ ５８．４５

营业外收入合计

８

，

１９５．１０ ８

，

０９５．７０ １２

，

２８２．７５ ２

，

４０９．１５

营业外支出合计

１７８．６３ ８９６．０４ ９

，

４８３．１７ ２６２．４２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公司营业外收入主要包括政府补助及固定资产处置利得。

２００７

年营业外收入为

２

，

４０９．１５

万元，其中政府补

助为

２

，

３１０．５２

万元，主要包括政府奖励、税收返还和专项拨款；

２００８

年营业外收入为

１２

，

２８２．７５

万元，主要包括天威合变收到的搬迁补偿款以及收到的

宝硕股份清偿债务受让其股票的市值；

２００９

年营业外收入为

８

，

０９５．７０

万元，较

２００８

年减少的主要原因为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有所减少。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公司的营业外收入合计

８

，

１９５．１０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５５．９１％

，主要是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贴息、生产补助款增加。

２００８

年营业外支出较

２００７

年

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天威合变厂区搬迁损失

８

，

６９５．７２

万元。

（七）非经常性损益分析

公司最近三年一期的非经常性损益主要由政府补助、处置固定资产损益等构成，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２７．８１ －８０．９３ －８

，

６１８．６２ －１９５．５７

政府补助

８

，

０６９．３０ ７

，

２７１．３３ １０

，

８９９．４５ ２

，

３１０．５２

其他

１８

，

６８０．２８ ８０．９３ ３１９．２８ －６５８．６８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２６

，

６２１．７７ ６

，

５２２．９３ ２

，

６００．１１ １

，

４５６．２６

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例

４９．４９％ １１．１３％ ２．７６％ ３．２４％

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的非经常性损益在净利润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３．２４％

、

２．７６％

、

１１．１３％

、

４９．４９％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由于公司持

有的巨力索具股票按公允价值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因此取得大额投资收益，导致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例提高至

４９．４９％

。

三、现金流量分析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公司保持了良好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并且呈现持续增加趋势。随着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销售回款资金相应增加；另一方

面，通过加强对应收款项和存货的管理，提高资产运营质量和周转速度，严格控制成本费用支出，加强货币资金集中管理等一系列措施，公司经营活

动现金净流量明显增加。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

－６２

，

３３６．００

万元，主要原因是：（

１

）天威保变的经营特点是一般于上半年进行集中原材料采购，现金支

出较大，而客户资金结算时间特点为上半年回款较少、下半年回款较多；（

２

）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

由于公司销售规模的扩大及对应收账款管理的加强，未来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将继续增加，为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以及为股东分配现金股利提供保

障。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市场的有利时机，加大了对变压器及新能源业务的投资力度，固定资产及权益性投资支出增加，因此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出较

大。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投资活动净现金流量分别为

－１７５

，

２７１．１６

万元、

－１８６

，

７５２．５０

万元，主要原因为天威四川、天威薄膜、天威叶片等新能源重点项目购

建固定资产支出增加。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由于新能源项目由建设期转入经营期，购置固定资产支付现金减少，因此公司投资活动净现金流量为比上年同

期增加了

６８．２８％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均为正值，主要原因是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经营所需资金增加，公司通过银行借款等渠道筹集了所需

资金。 为拓宽筹资渠道，

２００７

年公司还发行了短期融资券

７９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增加，主要原因为保障公司新能源重点项目的建

设，公司增加了对兵装财务的长期借款及其他银行借款。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为：一是新能源项目由

建设期转入经营期，项目贷款增量减少；二是偿还到期的银行债务增加。

第五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一）调整前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并经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配股拟募集资金

３１９

，

７９５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称

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

（

万元

）

项目备案情况

１

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项目 非晶硅薄膜电池项目

１１８

，

１００

冀发改工机备字

［

２００８

］

２１７

号

２

新津

３

，

０００

吨

／

年多晶硅项目 新津硅业项目

４８

，

１９５

成发改政务

［

２００８

］

１３８

号文

３

乐山

３

，

０００

吨

／

年多晶硅项目 乐山硅业项目

２４

，

５００

［

５１１１０００８０１２８１０

００５

］

备案通知书

４

偿还短期融资券

－ ７９

，

０００ －

５

补充流动资金

－ ５０

，

０００ －

－

合计

－ ３１９

，

７９５ －

（二）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为顺利推进公司本次配股发行工作，按照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五项议案第十项决议的授权，

即“根据有关主管部门要求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等内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配股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该项议案的决议，公司对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具体安排进行了调整，即新津

３

，

０００

吨

／

年多晶硅项目、乐山

３

，

０００

吨

／

年多晶硅项目不再作为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本次配股方案涉及的其

他内容不变。 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称

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

（

万元

）

项目备案情况

１

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项目 非晶硅薄膜电池项目

１１８

，

１００

冀发改工机备字

［

２００８

］

２１７

号

２

偿还短期融资券

－ ７９

，

０００ －

３

补充流动资金

－ ５０

，

０００ －

－

合计

－ ２４７

，

１００ －

如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投资需要，公司将以银行借款或其他融资方式予以补足。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根据项目进度的实

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议案的有效期延长一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非晶硅薄膜电池项目将以本公司对项目实施主体天威薄膜进行增资的方式进行。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主体与本公司关系

１

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项目 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持股比例为

９７．２０％

三、本次募集资金与主营业务的关系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根据公司业务发展战略围绕主营业务进行。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公司光伏发电业务的产业链将进一步完善，新能

源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将得到提高；同时，以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改善财务结构，有利于变压器等主营业务的持续快速发展和综合竞争实力的增

强。

目前，本公司新能源业务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光伏发电业务的投资取得了良好的回报，成为公司盈利增长的重要来源。 本公司依靠新能源业务

在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的积累，拟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薄膜电池项目。 通过薄膜电池项目的建设，公司将开拓市场潜力巨大的非晶硅薄膜太阳能

电池业务领域，完善光伏发电业务产业链，增强抗风险能力。

随着公司变压器业务规模持续扩大，未来流动资金需求将快速增加，需要拓展融资渠道加大对流动资金的供给。 目前，公司资产负债率处于较

高水平，限制了公司的融资能力及主营业务持续发展能力。 以本次募集资金偿还短期融资券和补充流动资金，可以解决公司主营业务快速增长带来

的流动资金需求，并且有利于改善财务结构，增强在未来发展过程中的持续融资能力，为公司主营业务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项目

１

、项目概况

本公司拟以本次募集资金

１１８

，

１００

万元对天威薄膜进行增资，用于投资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项目。 该项目将建设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生产

线，形成年产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

４６ＭＷ

的生产能力。 本公司依托在新能源领域市场、人才、技术等方面的积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生产设备

及工艺技术，实现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的规模化生产。

２

、项目背景

（

１

）项目背景情况

作为最理想的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特点，同时，利用光伏发电具有环保优势，不必考虑核能所存在的安全性问题，所

以在发达国家得到了高度重视，包括日本、德国、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都出台了旨在鼓励太阳能发展的“太阳能屋顶计划”、“新能源法”等等。 我

国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可再生能源法》，提出“国家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列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国务院颁布

的《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开发利用光伏发电是其重要的内容。 在能源短缺、环境保护问题日益严重的中国，低成本高效率地利用太

阳能尤为重要。

在太阳能光伏电池中，硅基太阳能电池工艺成熟、性能稳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因为硅材料储量丰富（硅是地球上储量第二大元素），而且无毒、

无污染，是人们研究最多、技术最成熟的材料之一，硅材料的加工工艺由于信息产业的发展而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另外，硅基太阳能电池工业与集成

电路工业遥相呼应，可以形成经济上互相促进、技术上互相渗透、成本上综合节约的良性循环。 硅基太阳能电池又可分为晶体硅和非晶硅电池两大

类，太阳能电池种类划分情况如下：

在硅基太阳能电池中，晶体硅太阳能电池一直是主流产品，其市场份额长期保持在

９０％

左右，但是由于晶体硅太阳能电池所需的原材料高纯度

多晶硅成本高，加上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拥有其独特的应用领域，最近几年，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以其低廉的成本在世界范围引起了新一轮研

制热潮，势头强劲。 目前，非晶硅薄膜太阳电池已经成为光伏能源中的一支生力军，对太阳能电池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薄膜太阳能电池行业发展迅速，

２００８

年全球薄膜电池产量占全部太阳能电池的比例约为

１３％

，而

２００９

年这一数据上升至

２０％

。 预计在未

来的几年时间里，薄膜太阳能电池的占全部太阳能的比例将会继续保持上升的态势，并将占到全部太阳能电池的

３０％

。 薄膜太阳能电池行业未来市

场空间巨大， 在光伏建筑一体化等应用需求推动下将迅猛发展， 根据国际权威光伏杂志

Ｐｈｏｔ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的预测，

２０１５

年产值有望达到

１

，

０００

亿欧

元。 在薄膜太阳能电池行业中，非晶硅薄膜电池由于具有技术成熟度高、发展路径清晰、原材料易得性与清洁安全等优势，已经成为薄膜太阳能电池

的主力产品。

２００８

年全球硅基薄膜太阳能电池产量为

５８５ＭＷ

，而

２００９

年增长至

１１０４ＭＷ

左右，增长率为

８８．７％

。

（

２

）项目产品的特点

非晶硅薄膜电池虽然在转换效率方面略逊于晶体硅太阳能电池，但制造成本低廉、能耗小是晶体硅太阳能电池不能比的，其具有以下特点：

①

耗材少、制造成本低。 非晶硅薄膜电池的硅基厚度小于

１

微米，不足晶体硅电池厚度的

１／１００

，大大降低了材料成本。

②

采用低温工艺技术，这不仅可节能降耗，而且便于采用玻璃、不锈钢等廉价衬底以及柔性衬底。

③

非晶硅薄膜采用气体的辉光放电分解沉积而成，可以通过改变工艺方便的改变电池结构，具有工艺简单、方便灵活的优点。

④

弱光及高温响应好，充电效率高。 非晶硅薄膜材料的吸收系数在整个可见光范围内，使得非晶硅薄膜电池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使用中对弱光

及高温都有较好的适应。

⑤

适于大面积、自动化生产。

（

３

）项目产品的应用

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应用范围包括光伏建筑一体化、大规模太阳能独立电站、照明和家用电源、电子消费品等，此外，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

可以轻质柔性材料为衬底，在航天、军事等领域具有明显的应用优势。

①

光伏建筑一体化应用

除传统的太阳能电池产品外，由于非晶硅薄膜电池独特的优点，使其在建筑领域具有巨大的潜在市场。 非晶硅薄膜电池以其独特的美观性能、

稳定可靠的发电性能、经济低廉的成本和设计选型的多样性，能够比较完美的实现光伏建筑一体化（

ＢＩＰＶ

）。 根据权威部门预测，光伏建筑一体化将

成为非晶硅薄膜电池应用的最大市场。 太阳能光伏系统和建筑的完美结合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想范例，国际社会对此十分重视，国际能源组织

（

ＩＥＡ

）于

１９９１

年和

１９９７

年相继两次启动建筑光伏集成计划，获得很大成功。

在节能的基础上发电无疑是光伏建筑一体化应用的最大优点。 非晶硅薄膜电池以玻璃为衬底，制成光伏幕墙形式的电池组件，通过调节薄膜厚

度来调节室内采光，透光度可从

５％

到

７５％

，而运用到建筑上的最理想的透光度为

２５％

。 尽管随着透光性的增加，光电池的转化效率会随着下降，但是

这种半透明光伏组件的价格并不比建筑玻璃高很多。 也就是说，采用非晶硅薄膜电池作为光伏幕墙可以在成本提高不多的情况下实现建筑物能源

的自给自足。 许多国家相继制定了本国的光伏屋顶计划，对光伏建筑集成等新科技采取鼓励与扶持政策，大大加速了光伏建筑集成的发展，可以预

见光伏建筑一体化是未来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最大市场之一。

②

大规模低成本发电站

１９９６

年美国加州建立了一个

４００

千瓦的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站，引起全世界光伏产业和学术界的震动，从此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站在全球范围

内获得迅速推广，在欧洲，兆瓦级的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站很多见。 非晶硅薄膜电池组件的成本相对低廉，而且由于在弱光及高温下响应好，即使在

多云天气也能很好的发电，与同样标定功率的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相比，年发电量要高

１０－１５％

，投资成本回收期要短

２０－２５％

。

③

太阳能照明光源

由于非晶硅薄膜电池的弱光响应好，同样功率的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灯具，其照明时间要比晶体硅太阳能路灯的照明时间长

２０％

，而其成本每瓦

要低约

１０

元，这个优势使非晶硅薄膜电池组件在太阳能交通灯和公共照明系统上的应用更具优势。

３

、市场容量及行业竞争情况

由于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石油价格高，全球光伏发电行业多年来均保持高速增长，未来仍有望延续前

１０

年

３０％

以上的增长率。

２０１０

年全球新增光

伏装机容量预计达到

１４．５ＧＷ

，同比增长

１０１％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市场容量分别达到

２ ０ＧＷ

、

２６ ＧＷ

。从目前的市场情况看，尽管晶体硅太阳能电池依旧

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然而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市场占有比例快速增长。 在晶体硅原材料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成本相对较低的非晶硅薄膜电池越

来越受到生产企业和投资者的青睐，并随着新兴应用领域的不断开发（如

ＢＩＰＶ

），其市场地位越来越巩固。 根据国际权威光伏杂志

Ｐｈｏｔ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的预测，到

２０１３

年非晶硅薄膜电池市场占有率将达到

３０％

。 按照非晶硅薄膜电池所占比例为

２０％

的保守比例测算，其国际市场需求预测如下：

年份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

市场需求

（

ＧＷ

）

４０ ３７０

在非晶硅薄膜电池领域，生产商主要集中于日本、美国和欧洲国家。 当前世界上实力雄厚的制造商分别是：美国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ＯＬＡＲ

、日本

ＫＡＮＡＫＥ

、

夏普、德国

ＲＷＥ

、英国

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ＡＲ

、加拿大

ＩＣＰ

、法国

ＦＲＥＥ ＡＮＥＧＥＲ

。国内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生产企业较少并且产能较小，主要有天津津能电池

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日月环太阳能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创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哈尔滨克罗拉太阳能电力公司等

几家。

４

、项目介绍

（

１

）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将建设年生产能力

４６ＭＷ

的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生产线，并建设相应动力配套及辅助设施。

（

２

）投资概算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１１９

，

１００

万元。 其中新增建设投资为

１１３

，

９５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为

５

，

１５０

万元。 其中，本次配股发行募集资金投入

１１

，

８１００

万

元，如募集资金金额不足，则剩余部分自筹资金解决。

序号 项 目 名 称

投资估算额

合计

（

万元

）

比例

１

建筑工程费

９

，

３１５．３９ ７．８２％

２

设备购置费

８４

，

２９３．０２ ７０．７７％

３

设备安装费

２

，

２９０．５０ １．９２％

４

工具器具及生产用具购置费

６０８．００ ０．５１％

５

其他工程和费用

９

，

６０５．３３ ８．０６％

６

预备费

７８３７．７６ ６．５８％

建设投资小计

１１３

，

９５０．００ ９５．６８％

８

铺底流动资金

５

，

１５０．００ ４．３２％

合计

１１９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

、主要设备及技术来源

本项目主要生产设备全部从国外成套引进，天威薄膜选择了瑞士欧瑞康公司作为项目主要设备供应商，该套生产线将有利于项目产品及早实现

规模化生产。 本项目的辅助生产设备为国内采购。

本项目采用了知识产权完善的瑞士欧瑞康生产线，设备商在销售设备的同时提供了先进、成熟的技术及生产工艺。 此外，公司聘请了曾任职于

薄膜太阳能电池领域世界顶级科研机构—德国

Ｊｕｅｌｉｃｈ

国家研究中心光伏研究所与荷兰

ＵＴＲＥＣＨＴ

大学德拜研究所技术专家并建立了研发团队， 公司

的研发团队将和设备供应商的研发实验室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引进生产设备的基础上，共同提高设备的性能并改进工艺，逐步在非晶硅薄膜太阳

电池的器件研究、规模化生产和核心设备制造方面确立自身优势。

为加强对欧瑞康公司设备及相应技术、生产工艺的消化、吸收和掌握，天威薄膜与欧瑞康公司签署的协议不仅包括设备提供内容还包括技术资

料提供、工艺整合及生产能力保障、人员培训等方面内容，上述约定将有助于公司掌握技术和生产工艺并尽快建立自身的技术人才队伍。

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行业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发展的产业，技术工艺仍然存在持续改进的过程，需要生产厂商拥有强有力的研发与技术团

队。天威薄膜通过建立高水平的研发团队，将在现有基础上逐步实现自行设计更为先进的工艺设备，在技术和成本方面超越依赖设备供应的厂商，从

而在市场领域中取得竞争优势。

６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期

１８

个月，项目计算期内平均税后利润为

２７

，

３１７

万元，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１８．７７％

，静态投资回收期（税后）为

５．３４

年。

７

、项目建设用地

本项目位于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

日，天威薄膜项目用地与保定华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书》，取得了保定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三期向阳大街西侧面积为

２００

，

５７７

㎡ （约

３００．８４

亩） 土地的使用权。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天威薄膜取得了上述证号为保定市国用

（

２００８

）

１３０６００００５１０７

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８

、备案及环保情况

本项目已经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５

日获得了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批准（冀发改工机备字［

２００８

］

２１７

号），并且已经取得河北省环境保护局环评

备案批复文件（冀环表［

２００８

］

４５５

号）。

（二）偿还短期融资券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本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了

７９

，

０００

万元短期融资券，该部分短期融资券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到期。 本次募集资金拟

安排

７９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该部分短期融资券。 以本次募集资金偿还该部分到期的短期融资券，有利于降低银行借款规模、节省财务费用，有利于公

司保持合理的财务结构并提升经营效益。

１

、项目实施必要性

（

１

）改善财务结构

公司资产负债率指标目前处于较高水平，

２００９

年末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末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分别为

６０．７３％

、

６８．５０％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分别为

６２．７６％

、

５８．９０％

。 由于公司业务规模快速扩大以及重点业务投资增加产生了较大的资金需求，除自有资金滚存外，公司主要通过负债融资筹措业务

发展所需资金。 如果以本次募集资金偿还短期融资券将能够改善公司财务结构，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

２

）降低财务费用

公司本次短期融资券的利率贴现

５．２５％

，尽管低于银行借款利率，但是每年产生的利息费用为

３

，

９４０．６０

万元。 若本次短期融资券到期后，公司以

银行借款偿还该笔短期融资券，按照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５．８１％

测算，则每年的利息费用为

４

，

５８９．９０

万元。 如果以本次募集资金偿还短期融

资券将有效降低利息负担，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２

、项目实施方式

公司短期融资券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到期，公司已以银行借款等资金先予偿还，待募集资金到位后进行置换。

（三）补充流动资金

近年来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流动资金需求量持续增加。 但受资产负债率等财务指标的影响，公司继续通过银行借款等负债方式

进行融资的空间越来越小。 公司虽然采取了诸如银行借款、发行短期融资券等措施来缓解流动资金紧张的局面，但随着业务的不断增长，流动资金

不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公司本次拟利用募集资金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是非常必要的。

１

、从进一步提高公司偿债能力，防范财务风险的角度看，有必要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近年来，公司业务规模实现了迅速扩张，与此同时，公司的负债规模及资产负债率也不断增加。

２００９

年末及

２０１０

年末负债情况如下：

负债

（

合并

）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０９．３０

资产负债率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０９．３０

流动负债

（

万元

）

４５５

，

６４５．２０ ４２５

，

９２２．１０

母公司

６２．７６％ ５８．９０％

负债合计

（

万元

）

６８２

，

６４５．２０ ６５６

，

４８８．８０

合并

６０．７３％ ６８．５０％

在负债结构中，流动负债比例较高，公司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相对较低，短期偿债能力偏弱。

尽管公司通过合理统筹安排各项业务及投资项目、优化资金管理和结算流程、控制银行借款规模保证营运资金的高效运转，但随着公司经营规

模的持续增长，继续通过银行借款等负债方式补充流动资金的空间很小，且将使公司面临较大的偿债风险。 以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

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水平，提高营运资金的充足率和短期偿债能力，有利于改善财务结构和增强抗风险能力。

２

、变压器业务规模的扩大以及产品结构的改善增加了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近年来，国家加大对电力设施的建设投入，加强对输变电行业的产业政策支持，公司主要产品的市场需求旺盛。 同时，公司加大了国内外市场的

开拓力度，变压器产销量有较大幅度增长。 随着天威秦变与天威合变

２００７

年逐步建成与投产，公司未来变压器产能进一步提升，业务规模将持续扩

大。

公司坚持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优化产品结构，着重加强国家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以及高附加值、高端产品市场的开拓。 通过近几年对产品结

构的调整，公司变压器产品主要以

５００ｋＶ

及以上级别的产品为主，大型产品订单所占比例持续增加。 大型变压器产品生产周期长，生产周期一般在

５

个月左右，且单件成本高，

５００ｋＶ

变压器单台成本一般在

１

，

０００～２

，

５００

万元左右。 此外，由于大型变压器单台容量的提高，单台运输重量越来越重。 如

５００ｋＶ

大容量变压器单台重量已超过

５００

吨，运输问题非常突出，使交货时间较长。 大型变压器产品比重的上升使公司生产周期、销售周期拉长，加之

单件成本高，在现有的结算模式下，公司生产、销售环节占用的流动资金非常大。

３

、充裕的流动资金能有效应对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拥有较为充裕的流动资金，则可以根据公司的生产需求和原材料市场价格的波动情况，采取合理的原材料采购策略。 对于供应紧缺的材料

可以通过预付货款的方式，提前锁定未来的用量和价格，确保公司持续经营。 对于大宗原材料在价格较低时，适当加大储备，不仅可以一定程度上规

避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还可以实现原材料库存的优化管理，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实现公司效益最大化。

４

、降低财务费用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末，本公司借款余额为

４８５

，

４３９．３６

万元，本公司如果仍然保持较高的银行借款规模，将逐步加重公司财务负担，增加财务费用支

出和财务风险。

公司采用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减少了公司的短期负债规模，这将降低公司短期负债的利息费用支出，提高公司经营

业绩。 减少短期债务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可通过以下公式简要计算：

补充流动资金产生的经济效益

＝

补充流动资金额

×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

补充流动资金额

×５．８１％

从上述计算可以看出，补充流动资金为公司节省了同样额度的短期负债的财务费用，提高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若补充流动资金

５

亿元，则每年可

节省短期债务利息支出

２

，

９０５

万元。

综合上述，以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和利息费用支出，有利于公司财务结构的改善与效益的提升，增强公司业务扩

张的能力和发展的潜力。 在财务结构改善、净资产规模增加的情况下，公司在未来高速发展过程中的对外举债能力和股权融资能力也将得到提升。

因此，使用配股募集资金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来解决公司业务增长带来的流动资金需求是十分必要的。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证券发行保荐书；

二、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配股说明书全文和备查文件可到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法定住所查阅。 配股说明书全文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查阅。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0

2011

年

3

月

31

日 星期四

遗 失 声 明

北京高伟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0

日不慎将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发

的外债登记证以及境内机构外债签约情况

表丢失。 外债登记证号：外债第

36354

号，

债务编号：

200711000058899101

，特此声明

作废。

拍 卖 公 告

受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11年 4 月 18日上午 10

点整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六楼拍卖大厅进行公开拍卖。

拍卖标的： 山东泗水北方大地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世纪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0.57%的股权，参考价 798万元。

展示时间及地点：公告之日起标的所在地展示

有意竞买者， 请于拍卖前将保证金 100 万元交至济南市中级人民法

院指定账户， 并持有效证件及保证金收据于拍卖会前到我公司办理竞买

手续。

竞得者于 2011 年 4 月 30 日前将拍卖成交款全额打入法院指定账

户，逾期未足额缴纳者，将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

未竞得者三日内全额退还保证金（不计利息）。

联系电话：0531- 82602808、13791129088崔先生

监督电话：0531- 89257204

公司地址：济南市解放路 155号 300室

山东宏博拍卖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