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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景山河

返还

5.82

亿募资及利息

证券时报记者 李小平

今日， 上市未遂的胜景山河公布返还投资

者本金、 利息及注销股份等相关事宜。

去年

11

月

26

日， 胜景山河公开招股， 当

时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5.814

亿元， 扣除主承

销商平安证券承销佣金及保荐费

4000

万元后，

胜景山河实际收到募集资金

5.414

亿元。 此

后， 胜景山河上市被否， 该笔资金一直存放于

平安银行深圳红树湾支行的胜景山河募集资金

专户中， 截至

4

月

10

日， 上述资金产生利息

71.27

万元。

按照相关规定， 胜景山河和平安证券需将

募集资金本金及自申购首日

2010

年

12

月

8

日

至

2011

年

4

月

10

日之间产生的实际利息全部

返还给网上中签投资者及网下配售投资者， 即

胜景山河应返还的募集资金本金、 利息分别为

5.414

亿元和

71.27

万元； 平安证券应返还承

销佣金及保荐费用本金、 利息分别为

4000

万

元、

26.68

万元。 同时， 平安证券还需要返还

网上、 网下发行申购款项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全

部利息

6.04

万元。 据此， 胜景山河和平安证

券应返还的募集资金及利息共计

5.82

亿元。

同方股份

分拆子公司海外上市获批

证券时报记者 李坤

同方股份 （

600100

） 今日公告， 公司

4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函件， 同意公司下属新加

坡科诺威德有限公司向香港交易所提交发行上

市申请。 新加坡科诺威德有限公司将于近期向

香港交易所提交此次上市的相关文件。

据悉， 新加坡科诺威德有限公司从事楼宇

自动控制产品设计、 生产、 销售等相关服务，

业务主要分布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 北美

洲及欧洲。 若科诺威德在港上市， 同方股份

合计持有

35.52%

的股权， 仍将为该公司第一

大股东。

平安证券认为， 科诺威德上市将为公同方

股份带来两方面提升， 一是品牌价值的增厚，

另一个是融资渠道的通畅， 便于该部分业务进

一步整合全球资源， 收入、 盈利和抗风险能力

得到快速提升， 增加对同方股份的业绩贡献。

作为一家控股型上市公司， 同方股份旗下拥有

众多子公司。 平安证券从业务的成熟程度以及

同主业之间的关联度分析， 认为未来同方股份

有望分拆上市的子公司有

14

家。

国电电力

拟发

55

亿可转债

证券时报记者 李坤

国电电力 （

600795

） 公告， 为加大公司资

本运作力度， 实现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 经认

真研究， 公司拟公开发行可转债不超过

55

亿

元 （含

55

亿元）。 可转债票面利率不超过每年

3%

， 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不低于募集说明

书公布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

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募集资金用

于新疆和四川的五个水电项目， 以及位于宁

夏、 辽宁、 黑龙江、 山西等省份的

11

个风电

项目。 项目总投资为

274.8

亿元， 建成后可新

增装机容量

356.65

万千瓦。

国风朔业

一季度净利增长逾

15

倍

证券时报记者 文泰

国风朔业 （

000859

） 公布

2011

年度第一

季度业绩预告。 公司预计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 实现净利润约

2500

万元

~

30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约为

0.059

元

~0.071

元。 上述两项数据同比增长幅度为

1516%~

1840%

。

据悉， 公司业绩预告增减变动范围较大，

一方面是因为上年同期比较基数较小； 另一方

面是因为主业食品包装膜市场在第一季度依然

保持产销两旺， 实现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

长， 同时公司通过优化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

持续推行降本增效， 提高了经济运行质量和经

营效益。

另外， 国风朔业收购芜湖荣事达塑胶有限

责任公司

100%

股权的事项已于近日实施完

毕， 芜湖塑胶公司正式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并更名为芜湖国风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绿大地财务总监再“出事” 上任仅四个月

前任财务总监王跃光
2010

年
12

月辞职
，

曾在多家问题公司任职
证券时报记者 李坤

自控股股东、 原董事长何学葵

3

月

17

日因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

被公安机关执行逮捕后， 时间已近

1

个月， 陷入危机中的绿大地

（

002200

） 依旧余震不断。

4

月

7

日， 公司又一高管被公安机关采取

强制措施。

据公司公告，

4

月

8

日绿大地

接到云南省公安机关通知， 公司

董事、 财务总监李鹏因涉嫌违规

披露、 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已于

4

月

7

日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绿大地表示， 将尽快落实财务负

责人以保证正常的生产经营和

2010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正常

开展。

据了解， 公安机关采取强制

措施一般包括拘传、 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 拘留、 逮捕等多种形

式， 目前公告尚未透露公安机关

到底对李鹏采取了何种强制措施。

但采取强制措施本身是为了保障

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而依法对

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以及重大嫌疑分子的人身自由采

取限制或者剥夺的一种强制性方

法， 因此李鹏被采取强制措施意

味着该案件有了新的进展。

从公开资料来看， 李鹏曾在已

经 暂 停 上 市 的

S*ST

聚 友

（

000693

） 担任过财务经理以及其

他职务，

2009

年

11

月才进入绿大

地，

2010

年

4

月起任公司内审负

责人， 当年

12

月被聘任为公司财

务总监， 截至被采取强制措施之

前， 他担任财务总监的时间仅为

4

个月左右。

值得关注的是， 在李鹏任职之

前， 绿大地的财务总监一职已在短

短一年时间内更换多人。

2010

年

5

月

7

日， 在绿大地

担任财务总监一职近

9

年的蒋凯西

被公司董事会免职 ， 理由是为

2009

年公司的业绩亏损承担责任，

一同被免职的还有绿大地原总经理

徐云葵。 值得一提的是， 受到监管

层关注的绿大地频繁业绩变脸正好

发生在

2009

年。

蒋凯西被免职的同时，

2010

年

3

月以董事长助理职务进入绿

大地的王跃光被聘任为新的财务

总监。

资料显示， 王跃光曾在深圳金田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财务管理

和审 计 工 作 ； 也 曾 在 银 河 科 技

（

000806

）、

*ST

国发 （

600538

）、

*ST

星美 （

000892

） 等多家上市公司担任

财务总监。

之后的

2010

年

12

月

2

日， 王跃

光突然以个人原因向绿大地董事会

提出辞去担任的董事、 常务副总及

财务总监等全部职务， 接任者即为

李鹏。

对照绿大地违规事件的进展过

程， 王跃光进退绿大地的时间似乎与

绿大地违规事件的进展有某种巧合。

2010

年

3

月

17

日绿大地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之际， 王跃光进入

绿大地； 当年

12

月初王跃光提出辞

职， 随后的

12

月

22

日绿大地实际

控制人、 原董事长何学葵所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

4325.80

万股被公安机关

依法冻结，

2010

年

12

月

30

日， 绿

大地因涉嫌违规披露、 不披露重要

信息受到公安机关调查， 目前调查

工作正在进行， 尚未有结果。

大股东斗法 意在鄂武商

A

配股？

证券时报记者 卢晓利

停牌两日， 悬念渐浓之际， 周

五晚间武商联颇具戏剧性地掏出一

张刚好大过银泰系增持股数的暗

牌： 持有鄂武商

A

（

000501

）

600

余万股股票的武汉开发投

8

日加盟

武商联一致行动人， 武商联仍为鄂

武商

A

第一大股东， 今日股票复

牌交易。 同日， 发审委将审核其配

股申请。

仅隔三个交易日， 银泰系两度

突袭以谋求鄂武商

A

第一大股东

之名， 均被武汉国资援军加盟击

溃。 梳理双方两度交手的细节可以

发现， 经过精心谋划的银泰系出手

迅疾， 而武商联虽然沉默有余， 但

也应对自如。 银泰系明争， 武商联

暗斗， 局面紧张但节奏不乱， 其中

线索耐人寻味。

银泰系连续闪击

3

月

26

日鄂武商

A

披露

2010

年度报告， 前十大股东名单显示，

第一大股东武商联及关联方合计持

有

22.69%

的股份， 而第二大股东

银泰系合计持有

22.62%

的股份。

3

月

28

日， 刚刚跨越年报信

息披露敏感期， 银泰系增持

47.7

万股股票， 以刚好超过第一大股东

持股

0.02%

的优势挑战武商联的控

股地位。 从举牌时机和增持的股

数看， 其计划性、 突然性和象征

意义浓厚， 似乎仅仅是为了举牌而

举牌。

3

月

30

日， 武商联祭出武汉

经发投的

60

万股伏兵， 银泰系无

功而返。

4

月

6

日， 银泰系出手增持股

票

566

万余股， 再次举牌。 依然是

兵贵神速的闪击战术， 银泰系速求

第一大股东名分之心昭然。

武商联两施缓兵计

虽然市场化程度远不及银泰

系， 但在武汉政府的确保令下， 有

身后的武汉国资系统庞大资源支撑

的武商联不会为控股地位发愁。 不

过， 从武商联两次寸土不让却并不

扩大持股优势的策略来看， 武商联

似乎对名义上的第一大股东也非常

在意。

经发投和开发投的临阵加盟，

让人对武汉国资的潜伏布局顿生联

想。 这两家公司是有意安排的潜伏

还是临时找到的援军？ 两家公司在

停牌期间助力武商联的股权数分别

精确地刚好超过银泰系的两次增持

数字， 是巧合， 还是国资系统仍有

其它选择余地？ 对此， 所有相关人

士都拒绝回答。

对于二次举牌， 鄂武商

A

的

核实结果公告今日披露。 剔除周

末非交易日因素， 鄂武商共停牌

两日。 对此， 外界通常猜测为这

是武商联对银泰系突然大笔增持

准备不足。 事实果真如此么？ 一

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当地高层

4

月

7

日晚间反问证券时报记者： 停一

天牌和停两天牌都合理合规， 为

什么不能停两天呢？ 好好过个周

末吧！

为什么停牌两天？ 如何理解

“为什么不能停牌两天”？

8

日晚

间， 证券时报记者已了解到鄂武商

A

的 “

4

月

11

日起恢复交易” 公

告内容， 随后记者在证监会网站上

查到了 “

4

月

11

日鄂武商

A

配股上

会审核” 的信息。 联想到友人对记者

“好好过个周末” 的劝告， 记者忽然

明白了多停牌一天的妙处： 公司配股

上会之前将没有交易日！ 没有交易就

不会有包括举牌在内的任何事发生！

原来举牌事小， 配股事大。

搅局配股？

事实上， 银泰系举牌的真实目的

是目前最大的悬念。

3

月

28

日的小动作举牌是银泰

系的一次取巧。 武商联在反击的同时

发出了 “确保控股地位” 的警示。 但

银泰系仅隔两个交易日就迅速发力二

次举牌，

4

月

6

日的增持几乎是与武

商联全面交恶的号角。 从不顾地方政

府颜面、 前后两次增持的时机和量级

来看， 银泰系的阶段性目标就是迅速

并低成本地成为鄂武商

A

的第一大

股东。

银泰系突然与武汉当地政府交

恶， 常人看来已十分反常。 如果这不

是谋求控制权的合理之道， 那么其急

切成为仅具象征意义的第一大股东，

亦必有常人难以理解的动机。 这个动

机是什么？ 恰逢公司配股上会前夜，

银泰系出手争夺第一大股东， 难道是

在变相牵制公司配股？

证券时报记者就举牌对公司配股

可能的影响等问题咨询了多位投行高

管， 得到的答复均是配股审核期间如

果第一大股东变更， 无论如何都是一

个很尴尬的因素， 二股东的异常举动

颇有项庄舞剑的意味。 仅从配股本身

而言， 并不能改变两大股东的持股比

例， 但从实际控制权归属的角度看，

二股东被动拿出两个多亿资金由大股

东支配， 感情上或许并不痛快。 而配

股后公司总股本增加， 如果将来发生

两大股东对决性质的冲突， 对居于举

牌地位的二股东不利。 从逻辑上讲，

银泰具备这样的内在否决动机和动

力。 只不过不便在股东会和董事会这

样的公开场合反对而已。

银泰系资本至上

在国外的资本市场上， 利用并购

攫取暴利是大资本最喜欢的方式之

一。 有外资背景的银泰系自然深谙资

本之道。 事实上， 香港上市的银泰百

货销售收入仅

20

多亿元， 但其市值

却高达

160

多亿港元， 资本运作能力

惊人。

香港当地的投资人之所以对银泰

给出如此估值，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

泰系先后对鄂武商

A

等数家上市公

司的举牌并购行为， 对银泰系的商业

版图构想充满期许。

仅从银泰系在武汉市

2005

年以

来的运作来看， 通过借用个人账户突

袭武汉中百、 举牌强取鄂武商

A

都

没有达到控股目的， 但其收获了巨大

的股权增值收益以及境外投资者对银

泰的想象空间。

而在具体的门店经营上， 位于武

汉中商大本营对门的世纪中商从开业

起便长期亏损， 武汉中商退出由银泰

系加以全面收购后， 即使通过管理减

亏也未能脱困， 近两年门前地铁工程

对其经营产生了巨大影响。 银泰汉口

与鄂武商相邻的项目也已退出。 武汉

当地商业界确认， 银泰百货无法适应

极度残酷的武汉商战， 来汉数年的银

泰百货已被迫转向二线城市， 退出了

与武汉本地三大百亿级商业巨头的直

接门店竞争。

直接竞争无功而退， 在鄂武商

A

控股权问题上不断刺激地方政府尊

严， 控股目标几无可能。 银泰系在武

汉最大的利益所在便是其手中大把的

鄂武商

A

股权以及由此派生出的资本

运作机会， 经常性地通过举牌方式制

造热点便是其一。

通常， 竞争激烈的连续举牌会推

动股价上升， 银泰系手中的股票市值

也会大幅增长。 银泰系平均持股成本

相当低廉， 适时在高位兑现一些筹

码， 阶段性地低吸高抛， 是不错的选

择。 而更为重要的是， 举牌鄂武商

A

能够稳定香港上市公司市值并保持其

海外投资人的支持。

鄂武商

A

之困

鄂武商

A

总股本为

5.0725

亿股，

目前总市值近百亿元。 两大股东各

持

20

多亿市值和各近四分之一的股

份， 均有相当的增持能力， 武商联

声称要确保控股地位， 而银泰系则

连续增持。 只要银泰系愿意， 轮番

增持、 第一大股东频繁易手的乱局

随时可能产生。

问题是， 目前双方持股都接近总

股本的

24%

， 如果银泰系始终保持挑

战姿态， 继续推动双方轮流加码的增

持循环， 双方距

30%

的要约收购红线

将渐行渐近。 外来的银泰系真的决心

向武汉地方政府发动一场罕见的要约

大战么？

银泰系两次算度精准的举牌， 并

没有实现夺得名义第一大股东的目

标， 对配股的间接影响是否产生效果

亦尚未明朗。 银泰系是否还有更为激

烈的出手？ 这场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

今后将如何演绎并如何收场？ 或许只

有主动权在握的银泰掌门人沈国军才

真正心中有数。

两大股东对抗， 对公司的运行和

发展势必造成巨大影响。 鄂武商

A

今

日配股上会审核， 此时银泰制造第一

大股东变更花絮， 已或多或少对配股

审核产生了不良影响。

鄂武商

A

的困局也正是武商联迟

迟无法推动武汉商业整合的最重要原

因之一。 彻底解决与银泰系的大股东

纷争对武商联及其背后的武汉国资委

的智慧绝对是一个挑战。

万科激励方案获高票通过

证券时报记者 牛溪

在

4

月

8

日万科

A

（

000002

）

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上， 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及与华润合

作的议案获得高票通过。

据此前方案， 万科将向

838

名

激励对象授予总量

1.1

亿份的股票

期 权 ， 占 目 前 股 本 总 额 的

1.0004%

， 激励对象人数占在册员

工总数的

3.88%

。 行权价格为

8.89

元， 期权有效期为

5

年。

分析人士指出， 万科此次推出

的期权方案有几大特点： 首先， 期

权总数占总股本比例只有约

1%

，

摊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 且明显低

于市场普遍水平。 目前市场上这一

比例平均在

4.2%

左右， 市值

200

亿元以上公司的平均水平约

3.7%

。

其次， 方案明确提出了业绩增长指

标会根据股权融资情况进行调整，

如期权有效期内实施股权融资将提

高对净利润增长的要求， 突出了对

内生增长的要求， 在

A

股上市公

司已推出的股权激励计划中尚属首

次。 最值得关注的是， 万科此次期

权计划在业绩指标的设定上十分严

格， 超过了市场上许多同类方案，

相比万科

2006

年

~2008

年的激励方

案也有较大提升。

万科此次期权计划确定的业绩考

核条件有两个， 一是三个行权期对应

考核年度的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依

次不低于

14%

、

14.5%

和

15%

。 二是相

比基准年， 之后第

1

、

2

、

3

年的净利润

增长率依次不低于

20%

、

45%

和

75%

，

相当于每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

20％

。

去年万科推出股权激励方案时，

已开始实施的

A

股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中， 净资产收益率 （

ROE

） 指

标以不低于

10%

最为常见，

ROE

要

求高于

12%

以上的不到整体比例的

15%

； 高于

15％

以上的仅占

6％

。

此次股东大会还通过了万科与华

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开展合

作的议案。 万科将在存在合适项目的

情况下和华润展开合作， 利用华润金

融方面的优势及资源， 实现合作共赢。

另据了解

,

在上周五公布的

2011

年万科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中， 中

诚信评估将万科主体信用等级上调至

AAA

， 评级展望稳定， 有担保债券信

用等级维持为

AAA

， 无担保债券信

用等级上调至

AAA

。 万科也因此成

为境内发行公司债的企业中第一家主

体信用等级达到

AAA

的地产公司。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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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银泰系两度突袭以谋求鄂武商
A

第一大股东之名
，

均被武汉国资援军加盟击溃
。

事实上
，

银泰系举牌的真
实目的是目前最大的悬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