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３００１６０

秀强股份

０．８５ ０．６４ ３．２ ２．５５ ３０．２９ ２７．９４ －０．３４ ０．５ ５９５０ ４４６７

每

１０

股派

２．６

元 （含税）

３００１７４

元力股份

０．５２４２ ０．３７８８ １．８９７２ １．３７３ ３２．０６ ３０．７ ０．３４２７ ０．３３４９ ２６７３ １８３７

每

１０

股派

２

元 （含税）

６０００６３

皖维高新

０．２２ ０．１４ ４．６ ５．７７ ４．１８ ２．８５ ０．５ ０．３３ ７９８０ ５１３８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０１０５

永鼎股份

０．５２ ０．３７ ３．６３ ３．１ １５．５６ １２．８ －０．１７ ０．２７ １９９４５ １４２２３

每

１０

股派

０．５

元 （含税）

６００２２５

天津松江

０．３ ０．３２ １．４３ １．２ ２３．１２ ２０．５６ －０．７６ ０．６２ １８５５３ １３２３０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０２２６

升华拜克

０．３４ ０．３５ ３．１５ ４．３６ １１．２２ １２．６５ ０．３３ ０．３４ １３７４５ １４２４５

每

１０

股派

１．５

元 （含税）

６００２２７

赤天化

０．１４ ０．２ ３．５１ ２．８ ４．９２ ７．６１ ０．１ ０．４１ １２５３０ １３７４２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０２４３

青海华鼎

０．０９ ０．０６ ３．２５ ３．１６ ２．８４ ２．４２ ０．３ －０．３１ ２１５５ １５１２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０２６２

北方股份

０．４３ ０．２９ ４．５８ ４．２４ ９．７１ ７．２２ ２．１６ ０．９９ ７３０９ ４８９６

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 （含税）

６００４８６

扬农化工

０．７７９ １．００３ ９．６５１ １１．６６４ ８．３７ １３．８６ ２．１８９ １．９２６ １３４０６ １５７６０

每

１０

股派

２

元 （含税）

６００５０９

天富热电

０．２２ ０．１３ ２．９８ ２．８４ ７．６ ４．５２ １．２９ １．３５ １４５４４ ８２２５

每

１０

股派

１．６

元 （含税）

６００５２３

贵航股份

０．３５ ０．３６ ５．１４ ４．８３ ７．０５ ７．７１ ０．３５ ０．４ １０１０７ １０３９４

每

１０

股派

１．２６

元 （含税）

６００５２９

山东药玻

０．６７ ０．５６ ６．７７ ６．１８ １０．２８ ９．５ ０．８４ ０．９７ １７１３３ １４４３６

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 （含税）

６００５３３

栖霞建设

０．２７０８ ０．２１２５ ３．５４５ ２．５８１ ７．６４ ８．４２ ０．２５２ １．３４１ ２８４３２ ２２３１７

每

１０

股派

１．８

元 （含税）

６００５４０

新赛股份

０．２６７３ ０．０４９１ ３．９８ ３．７５ ６．９１９１ １．３ －０．９０４３ －０．４０８ ６２２４ １１４４

每

１０

股转

３

股派

０．４

元 （含税）

６００５９６

新安股份

０．２４６９ ０．４３３９ ５．９０１１ ５．８１４ ４．２３ ８．９６ ０．１１６９ ０．３９６４ １６７６６ ２９４６９

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 （含税）

６００６６８

尖峰集团

０．３９ ０．２１ ３．３７ ２．７８ １３．１１ ７．９５ ０．０９ ０．１６ １３２８０ ７３９１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０６７３

东阳光铝

０．３ ０．０９ ２．６４ ２．２８ １２．０７ ３．８ ０．２７ ０．２５ ２４８１６ ７１６５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０６８６

金龙汽车

０．５３ ０．３４ ３．８９ ３．４１ １４．５４ １０．４５ ３．１６ ２．７８ ２３４６６ １５０６２

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 （含税）

６００７５５

厦门国贸

０．５１ ０．４７ ４．１９ ６．７６ １２．１８ １２．２２ －２．６８ －０．６１ ５２５５５ ３７０６４

每

１０

股转

３

股派

１

元 （含税）

６００８０９

山西汾酒

１．１４２ ０．８２ ４．４５ ３．８０８ ２７．５５ ２３ １．８８ １．０４ ４９４４９ ３５４９９

每

１０

股派

５

元 （含税）

６０１１１６

三江购物

０．３７ ０．３６ １．７４ １．４９ ２３．９４ ３０．９１ ０．７７ ０．６ １３１４１ １２１４８

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 （含税）

６０１８１８

光大银行

０．３６ ０．２６ ２．０１ １．４４ ２０．９９ １９．４３ ０．３８ ０．８２ １２７９０００ ７６４３００

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４６

元 （含税）

３００１４４

宋城股份

１．２６ ０．７ １５．０８ ２．１１ ３２．５４ ４０．３１ １．４９ １．２ １６３３４ ８７００

每

１０

股转

１２

股派

３

元 （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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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钒钛产业新征程（上）

编者按
：

国家战略层面的
“

十二五
”

钒钛资源综合利用及产业基地规划即将浮出水面
，

作为钒钛资源大省的四川省政府
也正在制订区域内的钒钛资源综合利用发展规划

。

在这些规划出台前夜
，

钒钛行业的现状
、

面临的瓶颈
、

发展的方向以及竞
争格局如何

？

政府的规划将给行业和企业带来哪些影响
？

证券时报记者通过深入的采访
，

试图揭开钒钛之谜
，

让投资者对钒
钛产业拥有一个更完整

、

更深入
、

更理性的判断
。

证券时报记者 刘昆明

见习记者 何顺岗

“我们厂自去年投产以来， 就一

直在亏损。” 在四川省攀枝花钒钛产

业园内， 汪智德指着自己经营的钛业

公司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五年前，

一吨海绵钛最高能卖到

28

万元， 如

今只有当时的四分之一。”

奇怪的是， 虽然一直亏损， 汪智

德却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 他们正准

备扩大产能， 未来两到三年， 公司海

绵钛产能将由现在的

5000

吨提高到

15000

吨。 “我们最后的竞争优势就

是科技含量与产品质量， 随着国家十

二五钒钛产业发展规划等行业发展规

划的出台， 我们相信钒钛产品终将迎

来大发展”。

环保和技术制约行业发展

钒钛， 作为稀有金属， 用途非常

广泛。 据了解， 钒主要用于合金以改

善钢的性能。 同时， 目前钒电池已在

美、 加、 欧、 日、 澳等商业化应用于

风电储能、 光伏储能及电网调峰。 钛

在传统领域广泛运用于漂白、 油漆、

造纸等行业， 加工后的钛材则用于高

端的航天航空、 军事等领域。 专家曾

预测， 随着新能源的迅猛发展和对钢

性能要求的提高， 两种材料未来运用

前景将十分广阔。

不过， 现实中的钒钛产业却没有

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记者采访了解到， 汪智德的企业

亏损的背后， 反映了钒钛产业发展的

瓶颈问题。 由于我国钒钛磁铁矿存在

特殊形式， 无论在选矿、 加工还是冶

炼环节， 环保与技术的壁垒都制约了

这个行业的发展。

“产业很小， 但专利太多了！” 川

威钒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斌

对此感受颇深， 他向记者透露， 钒钛

企业都在不断研究新的技术， 从而形

成自己的专利。 “越来越多的专利构

成了产业的技术壁垒。” 他说。

据攀钢研究院钒专家孙朝辉统

计，

2000

年至

2009

年， 全球共新增

涉钒专利

7123

件， 每年平均新增的

涉钒专利约在

800

件， 专利最多的是

日本， 约占

22%

， 我国钒领域的专利

占全球的

10%

， 目前仍处于上升趋

势， 近两年的每年新增专利约

200

件。 在钛产品领域， 也存在类似情

况。 汪智德透露， 行业内封闭经营和

各自为战， 增加了企业的科研成本。

攀枝花市招商局副局长杨雨驰介

绍， 该市政府组织钒钛企业交流时，

比如去宝钛股份、 遵义钛厂等企业，

只能通过当地政府联系才能进厂， 而

且一进厂就是在会议室座谈。 “在遵

义钛厂， 我们提出去看现场， 却被带

到一个成品库。” 回想当时的情形时，

汪智德直摇头。

环保成本也制约着钒钛行业的发

展。 谈到企业为何亏损运行， 汪智德

举例： 如果对环保只做简单处理， 几

百万元就能建造一条生产线； 但要按

照国家的环保标准规范运作， 同样一

条生产线， 却要上亿元。 成本的压力

制约着产品的价格， 尽管正规厂家的

产品质量更能得到保障， 但很多消费

者却宁愿选择低端产品。

孙朝辉也告诉记者， 若严格执行

我国目前编制的 《钒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 （征求意见稿）， 全世界所有

的钒工厂可能都要关门。 现阶段， 我

国的大型钒企业， 都在研究清洁提钒

技术， 主要就是为了突破环保的技术

瓶颈。 在这个领域走在最前沿的攀

钢、 川威集团等企业， 都在清洁提钒

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我国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 那就

是石煤提钒。” 孙朝辉建言， 国家在对

钒钛产业的宏观调控中一定要高度重

视。 石煤提钒在我国有广泛的分布，

小规模的民营企业众多， 甚至存在家

庭作坊， 他们片面追求利润， 钻环保

的漏洞， 造成不公平的低价竞争， 对

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十分严重。

孙朝辉认为， 从钒钛行业发展来

说， 允许谁生产或不允许谁生产， 都是

没有道理的。 但有一个原则就是： 谁能

做到环保能够达标， 谁就可以生产。

“钒产业发展最大瓶颈就是环保， 国家

的宏观调控需要在这方面加强引导。”

据孙朝辉统计， 从

2000

年到

2008

年，

我国钒的消费平均每年增长约

23%

。

钒钛综合利用之路

“钒钛资源毕竟有限， 若长期盲目

的开采， 谁也不能保证， 这会不会成

为下一个稀土。” 黄斌对资源利用的现

状表示担忧。 他认为， 钒钛资源十分

稀缺， 如果没有资源， 企业就很难进

入。 因此， 市场具有一定的垄断性，

有责任的钒钛企业， 必须要做好资源

的综合利用。

据孙朝辉介绍， 目前全世界钒的

可开采储量 （不含中国的石煤） 约

1020

万吨， 其中俄罗斯占

48.9%

， 南

非占

29.4%

， 中国占

19.6%

， 澳大利亚

占

1.6%

， 其他国家仅占

0.5%

， 此外，

美国已经停止钒的开采。 而来自全球

铁合金网的消息显示， 世界钛基础储

量约

17.7

亿吨， 我国占

37％

以上。

钒和钛在我国主要以伴生矿的形

式存在于钒钛磁铁矿中， 主要分布在

四川攀西与河北承德地区， 其中又以

攀西钒钛磁铁矿资源最为丰富， 资源

量为

6.18

亿吨， 约占全国的

95％

， 占

全球的

35%

。 其中， 钛矿的储量占我

国总量的

90%

以上。

近期， 有媒体透露， 备受关注的

“十二五” 钒钛资源综合利用及产业基

地规划将浮出水面。 据悉， 征求意见稿

明确了 “十二五” 时期钒钛资源利用的

重点任务。 其中， 在钒钛利用产业准入

条件方面， 《征求意见稿》对钒钛磁铁

矿利用、 五氧化二钒、 钛渣、 钛白粉等

均有各项量化规定。 比如， 在钒钛磁铁

矿利用上， 选矿规模年入选原矿量不低

于

300

万吨， 且必须配套相应规模的选

钛厂。 钒资源回收率不低于

92%

， 钛资

源回收率不低于

15%

， 资源中伴生的

铬、 钴、 镍等稀有金属要实现规模化回

收利用， 钒钛铁精矿的使用必须要以实

现钒资源的回收为前提。

在完善产业基地布局方面， 《征

求意见稿》 明确， 现阶段钒钛资源

利用按照钒钛磁铁矿为主， 钛铁矿

含钒石煤为辅的原则进行布局， 重

点打造四川省攀西地区， 河北省承

德地区钒钛磁铁矿资源综合利用产

业基地， 云南省滇中地区钛铁矿资

源利用产业基地等。 基地内企业由

于钒钛生产规模扩大所导致的钢铁

产能增加， 须与所在省淘汰相应的

钢铁规模相当为前提。

据了解， 除了国家层面的战略规

划， 四川省政府目前也正在制订区域

内的钒钛资源综合利用发展规划， 并

且已经由主管部门报请省政府审批。

面对国家层面战略规划的出台，

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 企业

都表示了高度赞同， 他们认为， 要促

进产业的发展， 国家就必须加强对行

业的规划， 要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的

作用， 重点扶持有技术实力的大企业，

在国家十二五钒钛资源综合利用规划

出台后， 钒钛产业将迎来大发展。

钛市场高端产品走俏

钛白粉属于钒钛产业钛化工市场
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目前民营资本进
入最多的一个领域

。

据攀钢研究院钛
研所所长杨仰军介绍

，

钛白粉约占目
前钛原料市场的

90%

左右
，

涉及到涂
料

、

造纸
、

油墨等多个行业
，

在化工
上的应用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

钛白市场究竟有多大
？

云南大互
通工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郑照义
告诉记者

，

我国近年来的需求已成倍
增长

，

五年前
，

市场需求总量大概在
30

万吨
/

年
，

现在
，

这个数字已达到
200

多万吨
，

而且还在上升
，

预计未
来三年将会再增加

100

万吨左右
。

杨仰军分析
，

现阶段
，

中低端领
域的硫酸钛白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

但
高端的氯化法钛白却在不断进口

。

企业竞争方面
，

攀钢集团总经理
余自苏透露

，

他们将在钛领域打造全
产业链

。

攀钢发展的重点是高端产
品

，

计划建造一条年产
10

万吨的氯

化钛白生产线
；

金属钛方向上
，

将与钢
铁的技术优势进行联合

，

进军高端钛材
产品

。

而在产业链的中低端领域
，

将依
靠收购与联合

，

与已进入该领域民营企
业进行资源整合

。

与攀钢等大型企业相比
，

一些中小
型企业更专注市场的细分

，

加快对特种
钛白产品的市场占有

。

记者在四川华铁
钒钛科技公司了解

，

他们今年开发的催
化钛白

（

学名脱销二氧化钛
）

产品
，

就
属于高端的特种钛白

，

主要应用于火电
站脱销装置中的催化剂原料

。

华铁公司总经理胡新平分析
，

从
市场需求来看

，

我国在催化钛白领域
的需求量目前约在

2

万吨左右
，

但随
着国家的环保标准提高

，

未来几年将
推动所有火电站配套脱销装置

，

将使
催化钛白市场需求量十二五期间大大
增加

。

而要保持企业的持续发展
，

他
们还将在电子钛白

、

超纯钛白等领域
开发新产品

。

（何顺岗）

钒钛产业不能脱离钢铁

———

专访四川省省委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

四川省有色金属学会理事长李朝柱
见习记者 何顺岗

“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至
今

，

每一个十年都有钒钛产业
发展的标志

。 ”

“

媒体关于钒钛产业十二
五规划的报道不准确

，

开发攀
西钒钛资源

，

做好钒钛磁铁矿
的综合利用

，

无论什么时候都
不能脱离钢铁

。 ”

1965

年研究生毕业后， 李朝柱自

告奋勇选择去了遵义钛厂； 工作多年

后， 他被调往冶金部科技司技术监督

处 ， 参与组织全国钒钛对外技术交

流； 之后， 李朝柱先后去了中国钛公

司 、 有色工业公司 ； 最后来到四川

时， 他任中国有色工业公司成都公司

与四川省有色工业公司的副总经理；

退休后， 李朝柱任四川省省委政府决

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四川省有色金属

学会理事长。

半个多世纪来， 从企业一线的技术

人员到参与钒钛产业管理， 李朝柱终身

与钒钛产业结缘； 期间， 也多次参与攀

枝花钒钛工业的科技攻关。

“上大学的时候， 一名俄国化学家

有句名言： 当你选择化学作为你的专

业之后， 你将永不后悔。 对我来说，

就是能为四川钒钛产业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工作， 我将永不后悔。” 与钒钛结

缘， 钒钛专家李朝柱如是总结他与钒

钛的感情。

六十年钒钛发展之路

作为我国钒钛产业发展的参与者、

建设者、 见证者之一， 李朝柱向记者讲

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 每一个阶段钒钛

产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上个世纪

30

、

40

年代， 常隆庆等

老一辈地质学家在四川攀西地区发现有

大型铁矿的苗头。 建国后，

50

年代，

在攀枝花发现了钒钛磁铁矿大型矿场。

60

年代， 国家启动三线建设， 重

点着手对攀西地区钒钛磁铁矿的开采

利用， 一是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 攀

钢一期工程的普通高炉实现了高钛型

钒型钒钛磁铁矿铁钛分离 ， 炼出了

铁； 二是围绕钢铁基地建设修建了成

昆铁路。

70

年代， 首次进行铁钒分离， 并

成功提出了钒；

80

年代， 在选铁的尾

矿中选出了钛；

90

年代， 炼铁、 提钒、

选钛的工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生产规

模不断扩大， 钒钛磁铁矿的综合利用开

始整体推进。

进入

2000

年之后， 新的十年中，

我国钒钛磁铁矿的综合利用的进度远远

超过前几十年， 钒钛逐步作为一个新兴

产业独立出来。 特别是四川， 钒钛产业

体现出了两个大的特点： 一方面从攀钢

集团独家开发攀西钒钛资源转化为投资

主体多元化，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逐步

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 另一方面是有

一批重大的科技成果涌现， 在许多领

域都处于世界领先。 目前我国钒钛合

金的生产技术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与钒相关的钢铁产业， 尤其是近几年

围绕轨道交通与高速铁路的发展， 综

合生产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李朝柱认为， 经过近几年的努力，

四川的钒钛产业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

模。 钒钛磁铁矿资源以铁计为全国第

二， 钛储量居世界第一， 钒储量居中

国第一， 世界第二； 四川成为了世界

第二大钒制品生产基地 （第一是南

非）、 中国最大的钛原料基地、 中国最

大的钒钛钢生产基地、 攀枝花钒钛产

业园区

2008

年进入中国园区

50

强。

攀枝花被中国矿业协会命名为中国钒

钛之都。

不会成为下一个稀土

对于钒钛产业的发展瓶颈， 李朝

柱提出两点： 第一， 单就钒和钛而论，

产业规模和总量不大， 整体规模还较

小。 “这怎么说也应该成为一个千亿

产业！” 他指出， 四川的钒钛产业要发

展， 必须与钢铁产业进行统筹规划。

因为从资源特色上看， 钒和钛与钢铁

相互渗透， 密不可分的。 “这必然会

成为一个钒钛钢铁产业。 就是四川的

优势， 也是四川钒钛业发展多年来形

成的共识。” 李朝柱说。

第二， 目前钒钛产业发展已呈现

投资主体多元化，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低水平、 同构化

严重的现象， 相当一部分企业在生产

设施、 设备结构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

结构性的矛盾突出。 比如重复建设使

建成的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有相当一部分的企业效益低下， 技术

创新能力弱。

李朝柱认为， 要解决这些问题也

有两个途径。 一是市场竞争， 在市场

竞争中优胜劣汰； 二是加强政策引导，

行业要鼓励进行资产重组、 联合， 通

过整合后做大做强。 他认为， 钒钛产

业在某些领域关系到国家的战略发展，

产业的发展前景非常好， 对发展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 需要各级政府引导产

业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我国的稀土产业曾经长期处于无

序开发的状态， 对于钒钛是否会成为

下一个稀土的问题， 李朝柱认为钒钛

与稀土是不可比的。 短期内， 钒钛资

源的总量远在稀土之上； 钒钛资源对

国家的战略保障作用， 也远在稀土之

上。 但作为稀有金属资源， 本身是有

限的， 从长远来看， 国家应该重视和

做好宏观调控。

李朝柱同时也提醒投资者， 在认

准钒钛产业之后就一定不要松劲， 对

于这个新兴的、 充满前景的产业， 只

要选好了合适的项目， 确实是高水平、

高起点， 还能够有一批懂技术、 懂管

理、 懂经营的人， 在钒钛产业未来发

展中将会大有作为。

钒产品傍大款 钒电池呼之欲出

钒钛产业关注的另一个领域
，

就
是钒的开发和应用

。

目前
，

世界钒产
业已高度集中在俄罗斯

、

中国等少数
几个国家

，

在我国
，

也以攀钢集团与
承德钢铁两大企业为主

。

“

中国是目前世界生产钒和消费
钒最集中的国家

，

分别占到了全世界
60%

到
65%

。”

攀钢研究院钒研所所长
孙朝辉透露

，

我国
2010

年的五氧化
二钒的产量约为

5.6

万吨
，

产值不到
10

亿元
。

这么小的一个产业
，

它的发
展前景又在何方呢

？

他认为
，

钒的利
用始终离不开钢铁

，

并把这种现象总
结为

“

傍大款
”。

根据孙朝辉研究
，

我国现阶段对
钒的利用主要有三个方向

，

其中
90%

到
93%

都应用在钢铁冶炼中
；

剩下的
7%

到
10%

用在有色行业与化工方面
。

目前
，

无论是传统的攀钢集团
、

承德
钢铁

，

还是后来的川威集团等
，

在钒

的开发利用上都与钢铁息息相关
。

“

根据国家政策
，

用高强度钢替
代低强度钢

，

是一个主要趋势
。

钢铁
往高强度方向发展

，

钒是重要的合金
材料

。”

川威钒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黄斌也持相似的看法

。

此外
，

对钒的利用上
，

市场还看好
另一个新能源产品

，

那就是钒电池
。

目
前

，

攀钢集团与川威集团都在加快该领
域的研发力度

。 “

钒电池方面
，

川威已
经在和国内的顶级研究机构

、

大学一起
攻关

。”

黄斌透露
。

目前
，

企业对钒电池产品的攻关
已经引发了市场的关注

，

但真正投入
到工业生产却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

近
日的攀钢钒钛股东大会上

，

总经理余
自苏表示

，

短期内
，

钒电池产品推出
的可能性很小

，

但从长远看
，

钒电池
将是钒产品拓展的主要方向

。

（何顺岗）

寄望“十二五” 钒钛豪门盛宴静待开席

四川华铁钒钛公司厂房 何顺岗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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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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０４２３

东阿阿胶

０．８９０２ ０．６７７３ ４．１９ ３．６７ ２２．３６ ２０．９８ ０．９７ １．２４ ５８２２２ ３９１５０

每

１０

股派

３

元 （含税）

０００６３２

三木集团

０．０３３８ ０．０４４ １．１８５２ １．１４９６ ２．９ ３．９１ ０．１４３４ ０．９１４４ １５７５ ２０５０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０８８７

中鼎股份

０．７３ ０．４８ ２．４９１ １．９６９ ３３．５１ ２７．０９ ０．３７７ ０．５２３ ３１０７１ ２０００５

每

１０

股送

４

股派

０．５

元 （含税）

０００９５２

广济药业

０．０５６ ０．１７ ３．２ ３．１５ １．７５ ５．５９ ０．３１ －０．０９７ １３９８ ４３００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２０１９

鑫富药业

－０．９ ０．１５ ３．１６ ４．１４ －２４．６７ ４．５４ －０．１５ ０．２７ －１９７５５ ３０３７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２０５０

三花股份

１．１９ ０．９ ８．４５ ４．７５ ２２．６６ １９．８３ １．０６ ０．８７ ３１５４１ ２３７８５

每

１０

股派

５

元 （含税）

００２０８２

栋梁新材

０．６４ ０．５１ ３．８８ ３．３７ １７．８２ １６．０９ ０．６８ ０．２９ １５１９９ １２１０５

每

１０

股派

１．５

元 （含税）

００２１６４

东力传动

０．４３ ０．４６ ５．３２ ３．２５ １０．５９ １４．９４ ０．１１ ０．３８ ８３９３ ８２３２

每

１０

股转

１０

股派

２

元 （含税）

００２１８１

粤 传 媒

０．０４７６ －０．２６６６ ３．４５ ３．４２ １．３９ －７．４７ ０．２３ ０．０７ １６６６ －９３３６

每

１０

股派

０．３

元 （含税）

００２２１７

联合化工

０．３８ ０．３６ ３．７３ ３．３６ １０．７８ １１．２１ ０．９４ ０．５４ ８５２６ ８００８

每

１０

股派

０．６

元 （含税）

００２２２３

鱼跃医疗

０．６４ ０．４１ ３．４１ ３．０８ ２３．９２ ２３．０８ ０．２６ ０．６２ １６０８８ １００５４

每

１０

股转

６

股

００２２６８

卫 士 通

０．４９ ０．２７１５ ３．４３ ４．８１ １５．５３ ９．７ ０．７１ ０．５１ ６５１１ ３６０７

每

１０

股转

３

股派

２

元 （含税）

００２３５０

北京科锐

０．３９ ０．７３ ６．９３２８ ３．６２９５ ５．９３ ２６．１８ ０．２４３８ ０．７５９７ ４９６７ ６９９９

每

１０

股派

２

元 （含税）

００２３６３

隆基机械

０．４３ ０．６７ ６．９５ ３．１３ ６．７４ ２４．０１ －０．５４ ０．２４ ４９４０ ６０７２

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 （含税）

００２３６９

卓翼科技

０．７９ ０．６６ ７．４ ２．３７ １２．２９ ３２．４９ ０．４３ ０．５６ ７３９５ ４９７１

每

１０

股转

１０

股派

５

元 （含税）

００２４３８

江苏神通

０．４８ ０．５３ ７．１５ ２．１９ ９．７ ２６．９１ －０．３３ ０．４６ ４４１０ ４１０１

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 （含税）

００２４５３

天马精化

０．５６ ０．５１ ５．８２ ２．５２ １６．８６ ２４．１ －０．１４ ０．８２ ５７３８ ４６２４

每

１０

股派

２

元 （含税）

００２４７６

宝莫股份

０．５８ ０．４８ ７．１９ ２．０４ １６．１３ ２５．６８ －０．４３ ０．９１ ５６８１ ４２８２

每

１０

股转

５

股派

１

元 （含税）

００２４７８

常宝股份

０．５３ ０．５８ ５．４５ ２．７３ １４．４５ ２３．６３ ０．７１ －０．６７ １８３０３ １９２７８

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 （含税）

００２５１４

宝馨科技

０．８８ ０．６３ ７．３５ ２．０５ ２９．３４ ３２．５９ ０．４６ ０．６６ ４５８８ ３１９４

每

１０

股派

５．８

元 （含税）

００２５２７

新时达

０．５３ ０．４３ ５．７７ ２．２ ２２．５３ ２１．２４ ０．１８ ０．５５ ８０１０ ６３８９

每

１０

股派

１．２

元 （含税）

３０００２９

天龙光电

０．４３ ０．４６ ５．９７３７ ５．６９８３ ７．３３ ３０．１ ０．２６１２ ０．１７６７ ８５３８ ６８４０

每

１０

股派

１．５

元 （含税）

３０００６２

中能电气

０．６８ ０．７２ ８．４９ ２．６３ １０．１８ ３１．６４ －０．５１ ０．７９ ４８６４ ４０８８

每

１０

股转

１０

股派

２．５

元 （含税）

３００１００

双林股份

１．３１ ０．７４ ８．５３ ３．２８ ２１．９２ ２２．１８ ０．９８ ０．６５ １０４１３ ５１７６

每

１０

股转

５

股派

５

元 （含税）

３００１０９

新开源

０．７７ ０．６７ ９．２６ ２．３ １４．７３ ３４．３３ ０．２８ １．０６ ２３０３ １８２１

每

１０

股转

１０

股派

２

元 （含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