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每股净资产

（

元

）

净资产收益率

（

％

）

每股经营性现金流量

（

元

）

净利润

（

万元

）

分配转增预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０００７７６

广发证券

１．６２ １．９５ ７．７４ ６．８ ２２．８３ ３３．５８ －２．２２ １７．８６ ４０２７００ ４６８９９１

每

１０

股派

５

元

（

含税

）

０００９２８

中钢吉炭

０．０１７４ ０．００７８ ３．３９ ３．６０１ ０．５ ０．２３ ０．０１８３ ０．１８６２ ４９１ ２２０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２０５１

中工国际

１．０７ １．１５ ６．２９ ５．４９ １７．２１ ２１．１１ ０．３２ ２．１８ ３６３５７ ３９１５０

每

１０

股转

３

股派

３．５

元

（

含税

）

００２１３４

天津普林

－０．０８ ０．０１ ２．８２ ２．９ －２．７４ ０．４ ０．０３ ０．１８ －１９３２ ２８８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２１５５

辰州矿业

０．４ ０．１９ ３．６５ ３．３６ １１．３９ ５．６８ １ ０．２５ ２１７９８ １０３３０

每

１０

股派

１．５

元

（

含税

）

００２１９３

山东如意

０．２８ ０．３１ ４．１７ ３．９６ ６．９ ８．０４ －０．３５ ０．１９ ４４９１ ４９２０

每

１０

股派

０．６

元

（

含税

）

００２２１２

南洋股份

０．５６ ０．５７ ６．０２ ４．４５ １１．１９ １２．４３ －０．４６ －０．２３ １３１２３ １２７９７

每

１０

股转

１０

股派

１．２

元

（

含税

）

００２３７４

丽鹏股份

０．６ ０．７４ ９．５３ ４．４２ ７．２ １８．３５ －１．２４ １．０９ ３０１９ ２９７３

每

１０

股转

６

股派

１

元

（

含税

）

００２３９６

星网锐捷

０．９０２７ ０．８０７９ ８．８９０９ ３．２５２７ １３．９４ ２８．３６ ０．１２４ ２．６４１２ １３８６０ １０６２６

每

１０

股转

１０

股派

１

元

（

含税

）

００２４８０

新筑股份

１．２５ １．０３ １３．３４ ４．２６ １７ ２７．６２ －４．８２ －０．４３ １４２５４ １０８６１

每

１０

股转

１０

股派

３

元

（

含税

）

００２５０５

大康牧业

０．５１３ ０．４７ ７．７１ ２．４５ １５．８５ ２２ －２．４６ ０．２４ ４０５０ ３０２０

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转

４

股派

０．５

元

（

含税

）

００２５０８

老板电器

１．０９ ０．６８ ８．５７ ３．５２ ２５．８２ ２１．４８ ０．７３ １．０５ １３４３４ ８１８３

每

１０

股转

６

股派

３

元

（

含税

）

３０００９７

智云股份

０．５３ ０．６３ ６．５９ ２．４ １１．８２ ３０．１９ －０．５３ ０．５９ ２７０４ ２８５４

每

１０

股派

０．５

元

（

含税

）

３００１０６

西部牧业

０．３５ ０．３５ ４．４３ １．８５ １１．９５ ２１．１２ －０．１９ －０．１４ ３４１６ ３０４４

不分配不转增

３００１６５

天瑞仪器

１．３９ １．４２ ４．０２ ３．０３ ４０．５５ ５６．４１ １．１３ １．２１ ７７１３ ７０６９

每

１０

股转

６

股派

３

元

（

含税

）

６００１１１

包钢稀土

０．９３ ０．０６９ ２．９９ ２．１ ３６．６５９ ３．３４７ １．１６９ －０．２４５ ７５０７４ ５５７７

每

１０

股送

５

股派

１

元

（

含税

）

６００５１２

腾达建设

０．０３ ０．０６ １．４８ １．４４ ２．２ ３．９６ －０．５４７ ０．０５６ ２３６０ ４１２０

每

１０

股派

０．２

元

（

含税

）

６００５３７

海通集团

－０．１７ ０．０１ １．９６ ２．１４ －８．３９ ０．４９ ０．０１ ０．３ －３９５５ ２３８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０９６７

北方创业

０．３３２ ０．２５８ ５．４１ ５．１３ ６．３ ５．２ １．９５ ０．３２ ５７４９ ４４６４

每

１０

股派

２

元

（

含税

）

上海医药

大股东增持

310

万股

证券时报记者 蒋晔

当上海医药 （

601607

）

H

股首次公开募股

的工作正在实施之时， 控股股东上海上实分别

于

3

月

31

日、

4

月

1

日从二级市场增持了上

海医药

310.47

万股， 并表示拟在未来

12

个月

内继续增持，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

总股份的

2%

。

本次增持后， 上海上实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有公司股份数量约占公司总股份的

48.55%

。 对

此， 上海医药高层对记者表示， 这一方面体现

出股东对公司当前所取得业绩的肯定以及对公

司未来发展前景的期待， 另一方面， 这也反映

出在目前新医改政策利好大型药企的环境下，

公司当前股价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 大股东此

举亦希望给予广大投资者更多的持股信心。

上海医药

2010

年年报显示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 净利润、 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均实现大

幅增长， 并有望在未来保持持续的高速成长。

上药管理层先前表示，

2011

年公司将继续抓

住国家新医改政策环境下的发展机遇， 一方面

继续重点发展高毛利率、 市场需求较大的重点

产品； 另一方面， 将进一步加强重点药品研发

的工作。 今年

2

月， 公司牵手复旦张江， 计划

在未来

6

年内出资

1.8

亿元与复旦张江共同进

行四个药物品种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全面合

作， 展开未来产品线的战略储备工作。 目前，

上海医药目前已有生产许可品种

3000

多种，

在生产品种

2000

多种， 是医药工业品种最丰

富的一体化医药企业。

广安爱众三大股东

热议新增投资计划

见习记者 何顺岗

在近日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上， 广安爱众

（

600979

） 前三大股东对今年的新增投资计划

发表了各自意见， 并就上述问题展开了讨论。

根据经营计划， 广安爱众今年新增了投资

预算， 目前该公司正在加快寻找西部地区项

目， 在资金保障上将力争新增融资

8

亿元以

上， 正在接洽新疆、 云南等地的多个项目。

针对今年新的投资计划， 首次列席股东大

会的第二大股东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段兴普表示， 目前能源企业竞争

的三个领域中， 核电面临着安全问题困扰， 火

电站也有节能减排的压力， 这使水电发展面临

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如今， 谁能抢到战略资

源， 谁就占领了制高点。” 他说， “十二五”

是国家对农网改造的关键时期， 将有巨大的资

金投入到该领域， 这是广安爱众争取国家重点

项目的一大机遇。 段兴普还认为， 广安爱众应

向上下游产业链发展， 不能仅仅局限在广安地

区， 也不能仅仅局限在传统的领域。

原第二大股东、 现第三大股东四川省电力

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文汇锋也认为， 广安爱众在

2010

年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总资本增加

115%

， 装机容量增加了

160%

， 通过资本运作

的方案， 业绩取得提升， 下一步公司的重点是

如何把资产用好， 特别是要加强资产的管控，

让资产更好地发生作用。

对公司投资步伐的加快， 公司第一大股东

四川爱众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明平

则表示担忧。 他认为新的资本性投入目前缺少

可行性论证， 投资效益与回报率并不明显。 要

求对今年的资本性投资进行压缩。 他认为， 公

司在增加资本性投入的同时， 会造成成本压力

过大， 这会影响到公司经营的现金流。

尽管年度股东大会上全票通过了

2011

年

度财务预算， 但多位董事提出要重新对今年的

资本性投资项目进行进一步论证， 压缩投资计

划。 据悉， 受今年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 川

内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已经初步感觉到了流动资

金的紧张。

广安爱众董事长罗庆红在会上也强调， 从

投资可行性的角度看， 目前的投资计划显得过

于粗略， 对今后的资本性预算， 要先做可行性

分析， 再做财务预算。 对于大的投资项目要提

前谋划， 要适应市场变化。

吉林敖东

拟投生物人工肝项目

证券时报记者 向南

吉林敖东

(000623) 4

月

2

日与美国生命

治疗公司在吉林省敦化市就生物人工肝项目签

订投资意向书。 公司拟初步投资

200

万美元，

持有美国生命治疗公司

5~6%

的股权。

吉林敖东披露， 如生物人工肝 （

ELAD

）

项目获得中国药监局或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批

准， 则吉林敖东将再投资

2500

万美元， 成为

美国生命治疗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若

ELAD

项

目未获得中国药监局或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批

准， 则双方就合作事宜另行协商。 该项目需获

得吉林省商务厅批准， 公司将立即启动向吉林

省商务厅申报程序。

2011

年

4

月

7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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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本采矿证 赣稀矿业艰难改制图上市

证券时报记者 陈锴

如果不是因为稀土， 资本市场

恐怕不会关注到江西赣州这个城

市。 而这一次， 有关赣州稀土矿业

公司上市的传闻， 再次牵动了市场

的神经。

3

月中下旬以来， 资本市场有

关赣稀矿业的借壳传闻不断， 先后

有十余家上市公司被传将卖壳给赣

稀矿业， 相关公司的股价亦因此一

飞冲天。 赣稀矿业是否真的要上

市？ 上市是

IPO

还是借壳？ 目前

进展如何？ 带着这些问题， 证券时

报记者深入赣南大地一探究竟。

谈上市为时尚早

赣州是一座因稀土和钨矿闻名

于世的小城， 贯穿市中心的红旗大

道和紧邻火车站的八一四大道是赣

州城区的主干道。 用的士司机的话

说， 赣州城区太小了，

10

元钱就

可以从市中心到市区的任何地方，

而赣稀矿业就位居红旗大道

20

号

的稀土大厦内。

虽说这座 “火柴盒式” 外形的

大厦与周边建筑并无太大区别， 但

其在稀土界的地位却是举足轻重。

目前， 江西有

89

个稀土采矿权证，

其中

88

个集中在赣州地区， 而赣

稀矿业就是

88

本采矿权证的拥有

者。 正因赣稀矿业地位特殊， 自国

内开展稀土矿业整治以来， 赣稀矿

业就频繁见诸报端。 而近期赣稀矿

业则因借壳传闻， 受到了资本市场

前所未有的关注。

据不完全统计， 自

3

月份中下

旬以来， 包括昌九生化、 赣能股

份、 四环生物、 西南药业等在内的

十余家上市公司先后被传与赣稀矿

业有染。 其中

7

家企业已经公告否

认赣稀矿业借壳传闻。

面对外界盛传的赣稀矿业借壳

事宜， 赣稀矿业综合部称， “市政

府有可能要公司发一个澄清公告，

不明白网上怎么会有那么多传闻，

我们自己都不清楚上市的事情”。

与此同时， 包括主管赣州稀土的当

政部门， 均不愿向记者提及赣稀矿

业借壳事宜， 他们直言， 赣州市政

府已表态， 严禁任何政府部门接受

媒体关于稀土方面的采访。

但从此次采访了解的情况来

看， 包括赣稀矿业有关负责人、 商

调研人员及其他市场人士等， 均称

赣稀矿业存在上市计划， 并已启

动， 但离正式登陆资本市场还为时

尚早。

针对赣稀矿业上市的传闻， 该

公司另一匿名负责人告诉记者：

“赣稀矿业上市是肯定的， 借壳和

IPO

都有可能， 两套方案都在启

动。 赣稀矿业的上市是自上而下在

进行， 公司在此次上市过程中没有

主导权”。

据了解， 赣州市政府对当地

企业上市的态度十分支持。 去年

7

月， 赣州市市长王平就指出， 章

源钨业成功上市后， 将重点打造

赣州稀土矿业公司、 华威矿业公

司大资源型平台， 支持其进入资

本市场。 去年

9

月， 赣州市政府

还专门召开会议， 组织和支持赣

州稀土企业集体

IPO

。 今年

2

月，

赣州市政府在工作报告中指出，

要加快金融创新， 加大企业上市

融资的工作力度， 进一步推动金

融业更加有力地支持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

在今年

3

月印发的 《赣州市稀

土整治工作方案》 中， 有关赣稀矿

业上市的信息也依稀可见。 《方

案》 指出， 从赣州稀土矿业公司现

有矿权中拿出部分稀土采矿权组建

新企业， 并收购部分稀土分离加工

企业， 加快先行上市。

股改进行时

尽管赣州市有关部门闭口不谈

赣稀矿业上市事宜， 但赣稀矿业的

股改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赣稀矿业

于

2004

年

12

月

29

日组建， 整合

了赣州市八个稀土资源县的所有稀

土矿山采矿权， 加上赣州市政府出

资， 注册资本

9600

万元。

历史遗留问题系赣稀矿业此次

股改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据了

解， 在赣稀矿业设立之时， 大多数

县稀土公司实际上属于没有资产的

挂牌公司， 稀土矿山投资、 开采、

经营仍由原该矿私营采矿业主即矿

山开采者自己负责， 各县分公司主

要负责收购矿产品。 而生产投入和

管理、 产品销售、 税费及年检等均

由私营矿主负责承担。

因此， 此次股改中， 赣稀矿业

需要对自身的 “家底” 进行一次大

盘查， 理清自己的权益。 同时还要

推进赣州稀土矿山的资源整合， 即

“理顺矿山产权关系， 完成采矿权

价款的缴交和权证内矿山地表有效

资产的收购， 真正实现对矿山的自

主开采和全面管理”。

其实早在去年， 赣稀矿业的股

改及上市目标就已基本确定。 在去

年

9

月赣州市稀土分离及深加工应

用企业负责人工作会议上， 赣州市

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晓

秋曾就赣稀矿业的股改及上市问题

做出过汇报。

根据记者从赣州稀土界收集的信

息， 赣稀矿业的股改的工作安排大体

上分为三步， 第一步是成立控股公

司； 第二步需要评估公司价值； 第三

步是对公司进行审计评估， 在计算公

司价格的基础上引进财务投资和战略

投资， 从而使公司总的资产扩大， 在

此基础上建立起企业的产业链及公司

的产业网络。

从赣稀矿业股改进程来看， 目前

正处于第二步， 即对公司的价值进行

重新评估。 “价值重估不是短时间内

能完成的， 幸好还得到了赣州市政府

的支持， 在此次采矿权的审查中， 往

年的惯例都是逐个审核， 但今年赣州

市当政领导亲自出面， 将

88

个采矿

权打包进行， 不仅节约了时间， 也节

约了一大笔审查经费。 ” 赣稀矿业

有关人士告诉记者。

《赣州市稀土整治工作方案》 也

指出， 推进赣州稀土矿业公司股份制

改造， 支持其兼并重组行业内企业，

将公司打造成集采矿、 冶炼、 加工、

贸易、 科研一体化的企业集团， 成为

国家南方稀土领军企业。

面对着赣稀矿业的股改上市运

动， 以及调研过程中所见所闻， 与记

者同行的券商人士感慨， 从进程来

看， 赣稀矿业离上市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资本市场目前似乎只是在利用赣

稀矿业的上市计划进行了炒作。

包钢稀土净利增

12

倍 拟

10

送

5

派

1

元

公司进军南方稀土产业取得重要突破

证券时报记者 高璐

包钢稀土 （

600111

） 今日公布

年报， 公司

2010

年实现营业收入

52.58

亿元， 同比增

102.78%

， 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1

亿元， 同比大增

1246.18%

，

基本每股收益

0.93

元， 生产经营

取得历史最好成绩。 公司拟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送

5

股红股、 派发

1

元现金红利 （含税）。

报告显示， 公司在

2010

年加

大对外整合重组力度， 公司出资

7387

万元相对控股了信丰新利稀

土有限公司， 持有其

48%

的股

权； 出资

8921

万元与全南晶环

科技有限公司组建了新公司并相

对控股， 持有新公司

49%

的股

权； 出资

6934

万元参股了赣州

晨 光 稀 土 有 限 公 司 ， 持 有 其

9.25%

的股权， 进军南方稀土产

业取得重要突破。

与此同时， 公司在

2010

年度加

快建设重点项目， 进一步延伸产业

链。 据了解， 公司

15000

吨磁性材料

产业化项目一期工程竣工投产， 具备

了年产

3000

吨钕铁硼磁性材料的能

力。 同时， 抛光材料异地扩建 （搬迁）

项目快速推进，

2011

年内建成投产。

公司与河北新奥集团合资建设的 “年

产

300

台稀土永磁磁共振影像系统产

业化项目” 年内基本完成主体工程建

设， 将于

2011

年

6

月底投产。

据了解， 公司计划于

2011

年完成

包头稀土电子交易平台建设， 优化营

销资源配置， 降低销售成本， 推进中

国稀土价格指数打造。 同时， 公司将

以国贸公司为平台， 充分发挥已有销

售渠道的作用， 加强市场运作， 促进

市场平稳、 可持续发展。 公司还将加

快

15000

吨磁性材料二期项目、

5000

吨抛光粉异地扩建项目和年产

300

台

稀土永磁磁共振仪项目建设步伐。

此外， 公司将按照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政府稀土专营政策要求， 快速完

成区内稀土整合工作， 彻底实现对内

蒙古地区上游稀土产能的集中统一管

理。 同时进一步拓展对南方稀土产业

的整合成果， 继续选择区外优质企业

实施资本运作。 公司将选择有技术、

有市场优势的稀土功能材料、 应用产

品生产企业进行股权合作， 进一步优

化下游产业结构。

公司还将在

2011

年加大投入，

全面解决环保问题。 年内将开工建设

“稀土萃取钠皂化废水资源处理及循

环利用项目”， 有效解决废水问题；

加快环保工艺和设备升级换代； 全面

推行清洁生产工艺， 实现废气达标排

放、 生产用水闭环运行。

赣稀矿业短期上市障碍重重

证券时报记者 陈锴

虽然外界关于赣稀矿业的上市传

闻此起彼伏， 但对于赣稀矿业来说，

距离真正登陆资本市场尚在千里之

外。 资源评估勘查、 环评以及稀土资

源的战略地位将是赣稀矿业上市路上

首先要面对的多重障碍。

首先， 赣稀矿业将直面国有资产价

值评估的公允性。 尽管赣稀矿业的矿区

面积外界无从知晓， 但有一种简单方法

可以推想其评估的难度。 赣稀矿业目前

掌控着

88

个采矿权证， 但其数据多为

数年前勘查的结果， 与目前的实际情况

存在出入， 需要在此次股改中更新。 即

便是按照一个采矿权证一座山头估算，

88

座山头勘测下来， 如果没有一年半

载的时间， 恐怕评估机构完成不了这项

工作。 正因资产价格的评估难度太大，

遥遥无期成为调研人士对赣稀矿业上市

之旅的直接描述。

除资产评估外， 环评也是一道坎。

根据环保部

2008

年颁布的 《关于加强

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

赣稀矿业如果要上市， 就必须面对的

环评的层层审核。

记者曾于去年

9

月深入赣南大地

实地调研稀土矿采矿开采的全貌， 其

污染程度触目惊心， 用当地百姓的话

说， 受破坏的地表基本上

5~6

年内

都恢复不了。 在环保政策越来越严格

的情况下， 赣稀矿业毫无疑问将受到

环保部门的严审。

其实， 从赣州虔东稀土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上市进程就知道泛稀土企业

的环评难度。 虔东稀土是赣州当前首

推的拟上市公司， 尽管环保部网站去

年就挂出虔东稀土上市前的环保核查

公示， 但直至今日， 虔东稀土仍无上

市音讯。

而赣稀矿业的 “环评” 之路似将

更加艰难。 据参与调研的券商人士介

绍， 环保部门关于 “中重型” 稀土资

源开采的排污标准都还没拟定出来，

而从 《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长

达数年的拟定历程来看， “中重型”

稀土资源开采的排污标准的推出恐怕

也不是短期能完成的。

即便是顺利完成了价值评估， 通

过环评考核， 能否通过监管部门的审

核也值得关注。

众所周知， 稀土是国家战略性稀

缺资源， 中重稀土资源的地位尤为突

出， 赣稀矿业上市将意味着上述 “家

底” 昭告天下。 因此， 由于赣稀矿业

掌控的稀土资源的重要性， 市场对赣

稀矿业的闯关也不太乐观。

其实， 在赣州稀土界， 也存在着

反对赣稀矿业上市的声音。 他们的观

点是， 稀土深加工是赣州稀土产业的

发展方向， 赣稀矿业应扮演好招商引

资的对接平台， 没有必要直接将赣稀

矿业推向资本市场。

李小平

/

摄

赣稀矿业记者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