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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华重工

一季度订单达

10

亿美元

证券时报记者 赵缜言

振华重工 （

600320

） 昨日举行了

2011

年

度机构投资者调研会。 公司总裁康学增透露，

今年第一季度新签订单已达到

10

亿美元， 按

事先规划的整年度

40

亿美元订单总额来看，

目前进展顺利。 调研会期间， 康学增同时公布

了该公司 “十二五” 战略规划方案。

康学增表示， 公司成立以来最为艰难的一

年已经度过， 今年形势虽然仍较为严峻， 但已

经出现了好转和进一步平稳发展的迹象。 振华

重工去年亏损

6.95

亿元。

康学增介绍了该公司制定的 “十二五” 规

划战略 （“

141

方案”）， 试图解决和理清经营

上总体定位的问题。 他说， “

141

” 方案中第

一个 “

1

” 是公司确立了以传统的港口机械为

主营业务的明确要求， 从而有利于发挥固有优

势。 同时， 在 “十二五” 期间， 将重点开发和

提升包括海工、 大型钢构桥梁、 能源环保类的

海水淡化和污水处理等相关联的产品、 工程

（矿山机械） 等

4

种新产品。 此外， 最后一个

“

1

” 是要求形成独特的自主开发的品牌产品。

康学增表示， “

141

” 方案中， 规模上为

5

：

4

：

1

， 也就是传统业务占

50%

，

4

种重点开

发项目

40%

， 新产品

10%

。 实际效益上， 三大

块收益比例分别为

4

：

4

：

2

。 力争在 “十二五”

尾声， 年新增订单达到

400

亿元、 营业额

300

亿元、 利润

20

亿元以上、 毛利率

10%

以上。

青岛海尔

业绩同比增五成

证券时报记者 张珈

青岛海尔 （

600690

） 今日公布

2010

年年

报， 实现营业收入

605.88

亿元， 同比增长

35.57%

； 实现净利润

20.35

亿元， 同比增长

47.07%

； 每股收益

1.52

元。 年报显示， 青岛

海尔净利润增幅高于收入增幅， 经营业绩再创

历史新高。

青岛海尔

2010

年冰箱收入

228

亿元， 洗

衣机收入

115

亿元， 空调收入

114

亿元， 在欧

睿国际最新排名中再次蝉联大型白色家电全球

第一。

2010

年， 青岛海尔通过资本运作， 控股

海尔电器 （

1169.HK

）， 迈出成为海尔集团家电

业务整合平台的重要一步， 并通过海尔电器积

极拓展三、 四级市场社会化网络、 整合海尔集

团物流业务。

2010

年， 海尔电器继续保持了

洗衣机、 热水器业务的市场领先地位， 总收入

达到

358

亿元， 同比增长

178%

； 实现净利润

9.64

亿元， 同比增长

115%

。

2011

年初， 海尔

集团承诺将青岛海尔作为旗下家电业务整合平

台， 在五年内拟通过资产注入、 股权重组等多

种方式支持其解决同业竞争、 减少关联交易。

雅戈尔

拟

7044

万参与海利得增发

证券时报记者 张珈

雅戈尔 （

600177

） 再度出手参与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 雅戈尔决定投资

7043.82

万元，

以

18.6

元

/

股的价格认购海利得 （

002206

） 非

公开发行的股票

378.7

万股， 占海利得非公开

发行股票后总股本的

1.27%

。 雅戈尔董事会认

为， 海利得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 公司治理

结构完善， 其经营规模、 增长情况等主要经

营指标均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

*ST

传媒

3

个月内无重组

证券时报记者 李坤

*ST

传媒 （

000504

） 今日对一篇题为

“

*ST

传媒人事地震 湖南国投重组加速” 的报

道作出澄清。 该报道称 “此次人事变动与公司

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后加速重组有关。”

*ST

传媒今日称， 经核实， 公司在可预见

的

3

个月内， 没有针对公司进行的重大资产重

组、 非公开发行股票以及实施其他对公司有重

大影响的事项。 据公告， 昨日

*ST

传媒公布了

新一波的人事变动， 公司董事长卢山、 董事赵

泽明、 董事王鹏均因工作变动原因提出辞职。

在新任董事长选举产生前，

*ST

传媒副董事长

姜玉代行董事长职责。

鄂武商股权暗战升级 或为烽火戏诸侯

证券时报记者 卢晓利

时隔五年， 鄂武商

A

（

000501

）

股权之争再次闯入公众视野。

3

月

29

日， 鄂武商因媒体报道其控制

权或将变更而停牌， 次日发布公告

称公司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化。

狼烟再起的鄂武商股权之争将如何

演绎？ 所谓的 “股权之争” 是简单

的股权之争还是另有它意？

昨日上午， 证券时报记者通过

鄂武商董秘试图与公司董事长刘江

超取得联系， 中午得到的回复是刘

江超在医院， 不能与记者进行沟

通。 公司董秘对事态的评价是， 这

是股东之间的事， 公司该公告的都

公告了。

事实上， 纯粹的股权之争， 当

事双方总会有个基本立场。 鄂武商

公告显示， 目前的实际控制人与四

五年前的态度一样， 确保控股地

位。 而银泰也与几年前刚刚开始增

持鄂武商的态度一样， 以模棱两可

的 “根据股东结构变化决定是否获

得控股权” 为后面的进退都留足伏

笔。 一个简单的公告， 看似清清楚

楚的信息披露， 在中小投资者心里

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公司未来充

满了神秘的不可测因素。

股权暗战

鄂武商控股权之争始于

2005

年

7

月， 当时的武汉市政府将银泰

作为战略投资者引入， 以期推动武

汉商业重组工作。

2006

年， 战略

投资者银泰通过一致行动人方式突

然提高持股比例， 发出明显的争夺

控制权信号， 并由此引发了武汉政

府及鄂武商控股股东捍卫控股权的

一系列举动。

沸沸扬扬的股权之争， 最终以

双方达成不危及国有控制权、 银泰

成员进入董事会等相关妥协而告

终。 银泰目前已在

11

人的鄂武商

董事会占据四席， 刚刚超过三分之

一， 虽然很难通过对公司有重大影

响的议案， 但已具备否决实际控制

人任何提案的能力。 事实上， 整

个过程下来， 银泰几乎达到了除

控股权以外的所有阶段性目的， 而

鄂武商的国有控制人武商联除了亦

步亦趋地被动增持之外， 没有任何

还手之力。 武商联试图通过增发扩

大股权比例优势的努力因银泰作梗

而流产， 此后就再没有重大股权增

持计划和行动。

事实上， 武汉国资有关负责人

曾多次表示， 就鄂武商的国有控股

背景而言， 只要大股东不打算放弃

控股地位， 即使银泰通过二级市场

不断举牌甚至短时占据一定的股权

优势也很难实现对鄂武商的实际控

制。 在漫长的董事会重组和管理层

过渡中， 武商联仍有足够的控制能

力和操作空间。 这意味着如果只是

通过举牌的方式， 银泰几乎没有可

能迅速控制鄂武商。 但如果借制造

市场热点推升股价获利却是这位二

股东的权利。

而近年来坊间的观察是， 曾与

银泰对抗的武商联董事长王冬生将

鄂武商董事长职位交给现任董事长

刘江超后， 鄂武商与银泰之间的矛

盾日益暧昧不清起来。 很多武汉当

地人认为， 鄂武商的一山两虎已渐

渐演变成了貌似和谐的双簧。

暗战升级

控股权之战曾一度平静， 但近

几年， 银泰在武汉的投资与鄂武商

冲突不断。 在鄂武商大本营对面，

银泰已斥资

2.8

亿购地筹建银泰百

货华中旗舰店。 而距武商亚贸百货

仅千余米， 银泰百货江南店也已动

工。 事实上， 去年底鄂武商配股融

资无法上会， 据说原因之一就是银

泰咄咄逼人的同业竞争。

和谐的关系通常不会引发一方

的突然擅自增持行为。 但

3

月

29

日鄂武商的突然停牌显示， 似乎又

是银泰再次发动突然袭击。 而次日

的公告显示， 武商联竟然在停牌当

天就与鄂武商股东之一武汉经济发

展投资 （集团） 有限公司签署 《战

略合作协议》， 武商联与经发投成为

一致行动人关系， 经发投持有的

60

万股鄂武商股权刚好超过银泰近期增

持的近

50

万股鄂武商股权， 武商联

保住了控股权地位。 一日之间， 鄂武

商两大股东各自出手。

目前问题的关键在于， 虽然这个

回合双方分别增持的几十万股股权都

很少， 与两个阵营各自上亿的持股总

数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涉及到

了控股地位之争， 交手的性质就显得

非同寻常。 狼烟再起， 这是否意味着

经过几年的渗透， 银泰已下决心与武

商联在二级市场血拼？

对此， 武汉国资有分析人士认

为， 银泰明显是有备而来， 他们的真

实意图实在不好说， 但双方在二级市

场表演竞相增持的闹剧可能性并不是

非常大。 国资要确保控股地位， 自然

会有足够的实力操作。 而银泰要拿到

完整有效的控制权并在当地继续经营

下去， 肯定也不该用这种让政府颜面

尽失的极端手段。 只不过主动权始终

不在决策机制不够灵活的武汉国资一

方， 特别是在股价高企的时候， 盲目

跟随增持， 必将支付高昂的代价。

信披之忧

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

过于接近， 双方都很难一举吃掉对方

胜出。 但在特殊背景下， 一个容易被

忽视的危害是： 由于持股比例过于接

近， 两个股东的任何一个微小的增持或

减持动作都可能导致实际控制人在法

律意义上的变更， 从而触发信息披露

规则， 而一旦当事股东产生股权竞争

性增持或减持， 就有可能诱发密度极

高的实际控制人频繁变更信息披露。

记者就此事向当地一些证券法律

专家咨询， 得到的答复是： 对于这样

一种特殊的股权之争， 很难用法律手

段去监管和约束。 只要股权结构依然

保持微妙， 只要双方没有达成真正的

和解， 银泰随时随地可以点燃 “股权

之争” 的烽火， 吸引市场的关注。 至

于因此引发的信披混乱局面， 致使中

小投资者将面临茫然无措的境地， 可

能因误判形势而产生重大损失。 从某

种意义上讲， 这对中小投资者是非常

不公平的。

对此， 当地一位券商高管认为， 从

银泰对后续动作的表态来看， 他们依

然牢牢把握着进退先机。 得到控制权

当然好， 得不到控制权， 手里的股票

随时可以在最佳时机减持。 目前的局

势如何发展， 完全取决于银泰的立场。

公司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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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股份今年营收目标

2100

亿

证券时报记者 张珈

宝钢股份 （

600019

） 今日披露

的年报显示， 全年实现商品坯材销

量

2526.1

万吨， 同比增长

12.6%

；

实现营业总收入

2024.1

亿元， 同

比增长

36.3%

； 实现净利润

128.9

亿元， 同比增长

121.61%

， 每股收

益

0.74

元。 拟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

利

3

元 （含税）。 宝钢股份存货较

年初增加

85.7

亿元， 主要是受铁

矿石、 煤炭及废钢等原燃料价格上

涨、 公司购产销规模放大以及对部分

原材料战略备库影响。

年报显示， 宝钢股份

2011

年计

划产铁

2398

万吨、 产钢

2747

万吨、

销售商品坯材

2612

万吨、 营业总收

入

2100

亿元、 营业成本

1847

亿元。

鉴于国内外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

复杂， 宝钢股份表示， 内外部经营环

境仍存在较多困难和不确定因素， 将

面临两头市场价格 “双高” 走势带来

的风险积聚和盈利稳定压力。

2010

年， 宝钢股份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139.9

亿元。 募集资金项目

不锈钢事业部冷轧后续工程

2010

年

12

月全线建成投运。

2011

年， 宝钢

股份预算安排固定资产投资

168

亿

元， 主要用于建设取向硅钢后续工

程、 梅钢产品结构及工艺装备升级

技术改造工程等一批续建和新建项

目， 并投入一定资金用于技术改造

项目。

大市值

ST

公司重组

山鸡变凤凰不易

证券时报记者 向南

谁都想逮着山鸡， 然后静待

其摇身变作凤凰， 不过在资产重

组这条路上， 身重体胖的山鸡成

为凤凰注定艰难。

ST

轻骑就是一个最新案例，

中国长安计划将原资产作价

5.88

亿元置出， 拟置入的湖南天雁作价

3.85

亿元， 差价由中国长安以现金

补足。

ST

轻骑现有净资产为

3.11

亿元， 已多年亏损且扭亏无望， 评

估为

5.88

亿元已属不低， 而新注入

湖南天雁

2010

年净利润为

6000

万

元， 评估为

3.85

亿元并不算高。

但就是这份方案， 被

ST

轻

骑的个人投资者推翻了。 主要原

因， 其实是

ST

轻骑在公布资产

置入方案前， 有超过

65

亿元市

值， 资产置换后净利润只有

6000

万元， 而且归属于传统汽车行业。

新资产难以支撑如此之大的市值，

个人投资者想赚钱， 只有期待更

有利的方案。

支撑

ST

轻骑

65

亿元市值的

不是连续多年亏损的资产， 而是

兵器集团

2006

年

9

月入主之后的

承诺， 兵器集团承诺置入或者置

换资产改变

ST

轻骑经营情况，

正是在这种期望之下， 才不断吸

引投资者加入， 股价已远远脱离

基本面， 这也是

ST

轻骑前十大

股东鲜有机构投资者的原因。

西南证券保荐人代表马明星

表示，

ST

轻骑其实可以推出一个

定向增发方案， 置入优良资产达到

保壳目的， 推出现在的方案， 估计

是大股东为了止血， 将原有资产置

换出去， 为后续发展扫清道路。

其实， 在

ST

轻骑之前，

S*ST

北亚和

ST

三星也在重组路上遇到类

似波折。

S*ST

北亚暂停上市之前，

市值超过

40

亿元， 公司当时已严重

资不抵债， 大股东提出缩股、 置入

铁路资产等方案， 均遇到重重阻力。

ST

三星股本将近

9

亿，

2009

年

10

月末筹划重组时， 市值近

80

亿元，

最终该重组无疾而终。

股本太大市值过高， 而重组方

重量偏轻， 是上述公司共同特征。

壳越大， 风险越大。 投资者期待注

入资产的规模和质量， 而对重组方

而言， 市值太大很难支撑， 且不论

还有处置劣质资产的成本。

马明星表示， 一般壳越干净市

值越小越经济， 此外， 还要看借壳

方， 如果壳太小的话， 置入资产规

模大再加上大股东持股比例高就可

能装不下。

关于借壳之道， 曲江文化曾上

下求索， 与

ST

三星闹过绯闻后最终

找到

ST

长信， 其股本只有

8000

多

万， 宣布借壳前市值不到

10

亿元，

这是企业理性的自然选择。 即使是

重量级的公司， 借壳对象也不一定

很大， 山煤国际宣布借壳中油化建

时， 其市值不到

20

亿元； 大有能源

在借壳欣网视讯之时， 其市值不足

14

亿元， 而置入资产的净值超过

80

亿元。

天威保变每

10

股配售

1.8

股

证券时报记者 许韵红

天威保变 （

600550

） 通过中国

证监会的核准， 以每

10

股配售

1.8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 以本次

配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公司的总股

本数

116800

万股为基数， 可配售

股份总数为

21024

万股。 配股价格

为

11.94

元

/

股 ， 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4

月

6

日。 预计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

25

亿， 将投资非晶硅薄

膜太阳能电池项目等。 公司控股股

东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以现

金足额认配其应认配的股份。

此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

天威保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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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天化否认“煤中稀土”传闻

证券时报记者 张珈

赤天化 （

600227

） 历经连续两

日的逆市飙涨之后， 今日发布澄清

公告。 近期， 网上盛传 “赤天化桐

梓煤矿是贵州富含稀土的

5

个煤层

区之一” 的传闻。 赤天化澄清声明

显示， 经向公司相关方面询问后了

解到， 截至目前

,

公司没有任何信

息资料证明公司投资的槐子煤矿

（即上述所称赤天化桐梓煤矿） 是贵

州富含稀土的

5

个煤层区之一。 赤天

化认为， 上述传闻没有明确的证据表

明其真实性， 没有科学性。

赤天化今日还披露， 截至

2011

年

3

月

29

日， 赤天化陆续收到汉唐

证券破产管理人支付的破产财产分配

财产总额

2366.91

万元， 其中货币资

金

580.08

万元， 股票资产 （以

2011

年

3

月

29

日收盘价计）

1786.83

万

元。 公告显示， 鉴于赤天化以前年度

已对汉唐证券

5000

万元国债计提全

额资产减值准备， 故前述获得的分配

款项对赤天化的影响以公司披露经审

计的

2010

年度财务报表为准， 赤天

化将继续参与汉唐证券其余破产财产

的后续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