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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成

15

亿增资创新矿业真相调查

走进创新矿业 还原

ST

贤成注入资产真相

证券时报记者 周欣鑫

自

5

月

11

日

ST

贤成 （

600381

）

抛出定向增发方案以来， 拟注入资产

创新矿业从被质疑生产原料存在巨大

缺口到被质疑待注入公司的利润亏

损， 从被揭露公司运力 “先天不足”

到被揭露公司矿产资源匮乏， 缺乏批

量生产条件， 以及暗藏利益缺口等

等， 这使得

ST

贤成和创新矿业备受

煎熬。

在一片质疑声中，

ST

贤成定向

增发股东大会如期召开。

6

月

21

日下午

5

点， 广州珠江

宾馆会议室里刚刚结束了

ST

贤成股

东大会， 公司拟募资

15.5

亿元实施

盐湖、 有色金属尾矿尾渣再利用循环

经济项目的定向增发议案获得

99.6%

高票通过。

ST

贤成实际控制人黄贤优自豪

地说： “我们即将进入的不仅仅是一

个产业， 而是一个非常富有发展前景

的领域， 创新矿业将成为贤成产业布

局的新亮点。”

议案虽然通过了， 但是募投项目

到底好不好呢？

为探寻真相， 在股东会前夕， 记

者奔赴青海西宁、 格尔木、 锡铁山

镇、 大柴旦等地， 走访当地政府多个

部门， 进入到创新矿业厂区， 并采访

了处于舆论漩涡之中的创新矿业实际

控制人陈高琪。

硫精砂矿：

“购销数额由西矿决定”

6

月

16

日早晨

5

点

36

分， 西宁

开往格尔木的火车在锡铁山站停靠，

顶着

7

摄氏度的低温， 冒着中雨， 记

者踏上了前往创新矿业的路。

距离火车站约

20

分钟车程， 记

者看到了位于锡铁山脚下的创新矿业

厂区。 正对着公司大门

500

米处有两

个巨大的圆形地坑， 创新矿业总经理

张铭告诉记者， “这就是西部矿业

（

601168

） 将近六十年的老尾矿库。”

其中一个尾矿库连接着管道水正

在沉淀， 另一个尾矿库旁边有明显的

铲车车辙印。 张铭说： “那个是我们

的铲车拉尾矿渣留下的痕迹， 等另一

个坑的尾渣沉淀之后， 我们再交换铲

另一个尾矿， 这两个尾矿库背后也是

海量的硫精砂尾矿渣。”

张铭明确地表示： “这两个尾矿

渣我们是免费取用， 虽然管饱， 但硫

精砂的品位比较低， 需要向西矿购买

品位较高的硫精砂， 两种按照

1:1

配

比， 投入高温炉进入生产线。”

张铭介绍说， 生产的硫酸供磷酸

一铵装置使用， 副产铁粉供园区内生

铁装置为原料。 硫精砂和硫酸的产出

比例也是

1:1

， 即生产

1

万吨硫酸，

需要

1

万吨的硫精砂混合原料。

按此比例， 创新矿业目前已建成

的硫酸产能为

12

万吨

/

年， 每年需要

向西矿购买

6

万吨高品位硫精砂， 并

从老尾矿配比

6

万吨低品位的免费尾

矿砂。 免费的不必言说， 目前市场质

疑的就是这需要向西矿购买的

6

万吨

高品位硫精砂。

在创新矿业与西部矿业签定的

“工矿产品购销合同” 中， 记者看到

合同标的是 “品位不低于

35%

的锡

铁山硫精矿”， 但供货数量没有明确，

仅在约定条款里说明： “供货数量以

卖方实际供货数量为准”。

通过合同可以确认， 创新矿业的

确每年从西部矿业购买高品位硫精

砂， 但购销数量由西部矿业决定， 不

能确定具体量值。

购销合同：

“一年一签，价格随行就市”

记者手中的两份购销合同分别是

2009

年和

2010

年的合同， 双方在每

年

12

月

26

日续签下一年的合同， 也

就是说创新矿业与西部矿业的最新购

销合同今年

12

月

25

日到期。

当记者向张铭询证与西矿的供货

合同能否顺利续签时， 张铭给出了坚

决而肯定的答复： “合同一年签一

次， 续签合同没有问题。”

从西部矿业方面求证的消息显

示， 双方的确一直维持着长期供货关

系， 西矿每年产生的高品位硫精矿产

量有

15

万吨左右， 远远大于创新矿

业

6

万吨的需求量。

另外， 记者注意到合同中还约定

“硫精矿执行价格随行就市， 如遇卖方

价格调整， 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或确

认函。”

一年一签的合同属于短期合约， 对

于短期合约， 购买方显然在供应和价格

上都稍显弱势， 再加之合同约定价格由

卖方根据市场行情随时调整， 这导致购

买方不但在供应时间上缺乏长期庇护，

价格也受制于人。

ST

贤成董秘马海杰告诉记者， 经

公司与西部矿业协调， 创新矿业与西部

矿业的购销合同有望在续签时变更为五

年的长期合同， 购销数额约定为每月不

低于

6000

吨， 并约定老尾矿无限期免

费使用。 新合同记者还没有看到， 但如

果新合同在价格上能够锁定， 则对创新

矿业意义重大。

另外， 对于西部矿业将高品位硫精

矿供应外地企业， 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

济工业园办公室主任李建平表示： “尾

矿硫精砂的价格一直在上涨， 西矿将一

部分硫精砂卖到外地是正常的企业行

为。 目前本省对循坏经济的态度是所有

可进入再循环体系的资源必须省内消

化， 首先要满足省内循坏经济的应用，

富余的再另做打算。”

在西宁采访时， 青海大柴旦工委书

记栾凤江曾经告诉记者， “循环经济不

是一个企业的循环， 要打破行政区划，

进行大循环， 目前国家对循环经济的支

持力度那么大， 省上一定会做宏观调

配， 在整体上考虑循环经济企业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显然， 这样的宏观调配并不能一蹴

而就， 这需要一段时间， 问题是创新矿

业和

ST

贤成能等待多久？

投建设备：

“

60%

设施安装完工”

青海大柴旦工委书记栾凤江认为，

“创新矿业并不是必须要用硫精砂， 公

司也可以外购硫酸， 成本甚至还低。

只是这样就不能处理沉积多年的尾矿，

不是纯粹的循环经济了， 还少了一样

副生品生铁，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企业效益。”

据记者了解， 创新矿业可以从大

柴旦国华实业有限公司购买成品硫酸，

每年产量

10

万吨。 “但创新矿业是循

环经济示范企业， 如果没有原料， 外

购硫酸， 就谈不上循环经济示范。” 栾

凤江说。

记者了解到， 目前公司生产用氨从

宁夏运来， 但每吨

4700

元的价格太高，

为能最大程度地提高效益， 公司投建了

18

万吨合成氨项目。

在创新矿业硫酸厂区东侧， 记者看

到了

18

万吨合成氨项目建设工地。 很

多从湖南、 江苏等地购置的设备都已嵌

套在建筑框架里， 设备的安装操作厂房

也正在全力施工之中， 合成塔、 余热炉

水冷壁装置、 二期项目

75T

锅炉、 水

循环处理设备、 吸附塔设备等项目已经

完成了约

60%

的工程。

创新矿业总经理张铭说： “所有设

备都是去年冬天采购回来的， 现在都在

加紧安装调试之中，

10

万吨磷铵生产

项目已建成并进入试生产阶段， 二期

工程年产

18

万吨合成氨项目在今年进

入总装阶段， 今年底就可建成并投入

试运行。”

张铭介绍说， 年产

18

万吨合成氨

装置是以本地煤为原料， 通过低变质煤

热解工艺， 生产兰碳供合成氨装置造气

用， 回收的煤气进入合成氨煤气系统，

为合成氨原料。 生产的氨一部分供

15

万吨磷酸一铵装置、 一部分供联碱装

置、 一部分外销。

“作为循环经济， 我们的生产线

都是环环相扣的。 硫酸装置和合成氨

装置都是给磷酸一铵装置提供原料的，

现在是由每年贵州陆发公司给公司提

供磷矿石

26

万吨， 再加上硫酸装置副

产的蒸汽为加热能源， 这就是一条完

整的磷酸一铵生产线， 年产量最高可达

15

万吨。”

全年产能：

“每年开工

300

天不夸张”

由于在锡铁山碰上了百年一遇的大

雨， 采访时记者一直穿着棉大衣。 问题

不可避免地转到了寒冷的气候是否会影

响产能。

张铭告诉记者， “我们的生产不

受低温气候影响， 用柴油将炉子打热

到

600

度高温， 把硫精砂投入高温炉，

进入闭合生产线。 创新矿业硫酸装置

通过对余热回收、 净化工段、 转换工

段、 尾气洗涤回收等环节的技术改造，

每年操作时间达到

300

天毫不夸张。”

大柴旦工委书记栾凤江告诉记

者： “早在设计硫酸装置时， 创新矿

业就已经充分考虑到海拔高， 气候寒

冷， 空气中氧含量少等一些因素， 因

此在设备造型上参照超过

12

万吨规

模配置的， 所以目前的产能是真实可

靠的。”

对于记者提出的冬季水结冰会影

响生产的问题， 张铭表示， 创新的生

产线设计有余热回收装置， 用余热加

温， 整个生产线不存在低温影响生产

的问题。

记者看到， 硫酸生产线中有些设备

管锈迹斑驳， 张铭笑言： “我们的硫酸

生产线不是停产生锈， 生锈的是我们淘

汰的部分， 后面的蓝色管是新安装的替

代设备， 一直运转完好， 而且比过去的

更好用更环保。”

创新矿业的实际控制人陈高琪告诉

记者， 创新还准备投资一千多万元再装

配一个余热发电设备， 公司各项工作进

展顺利， 公司产能在今年底到明年年初

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表现。

大柴旦行委发改局局长杨青海认

为： “创新矿业所涉及的项目属于典型

的资源化再利用循环经济项目， 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 也符合青海省资源开发整

体规划。 创新矿业是省上非常重视的再

循环企业， 公司在前年曾经拿到过国家

发改委的

1400

万专项资金支持。 目前

公司还处于建设期， 调试成功后产能才

能陆续释放出来。”

创新矿业

+ST

贤成

=

必然选择

证券时报记者 周欣鑫

根据增发预案， 创新矿业的再循

环经济项目总投资

19.26

亿元， 截至

今年

3

月底， 创新矿业已累计投入建

设资金约

3.15

亿元。 从创新矿业

2010

年亏损的财报分析， 创新无法

独立完成后续近

18

亿元的投资。

为此， 创新矿业曾经向当地银行

申请过高额借款。 在青海当地， 金融

系统有一个 “潜规则”： 只要是民营

企业贷款， 不管资质如何， 利率在贷

款基准利率上有可能再上浮

20%

。

因此遭遇资金瓶颈的创新矿业， 在

15

亿元的增资和高息贷款面前， 陈高

琪没理由不选择

ST

贤成。

2011

年初，

ST

贤成曾通过定向发

行不超过

1.46

亿股股份的方式， 收购

了

5

家煤矿股权， 完成了主营业务从纺

织、 房地产行业向煤炭资源行业的转

身。 公司当时公告原文为： “本次发行

完成后， 随着募投项目的投产， 公司的

业务结构将变成煤炭资源开发、 煤磷矿

及尾矿深加工。”

现在再回头研读公司的公告措辞，

显然， 在今年初的第一次定向增发时，

公司已然对本次的再循环深加工项目埋

下伏笔。

根据创新矿业提供的资料， 按照完

全达产测算， 创新矿业

12

万吨

/

年硫酸

的各项成本分别为硫精矿、 催化剂、 柴

油、 燃料动力、 水、 电、 工资等单位产

品制造成本

267.59

元

/

吨， 而整条生产

线产品有硫酸， 副产蒸汽、 生铁， 单位

产值

524.16

元

/

吨， 利润率达到

96%

。

在建的

18

万吨

/

年合成氨装置主产液

氨， 副产二氧化碳和甲醇， 单位产品制

造成本

1580.75

元

/

吨， 单位产值

3122

元

/

吨， 利润率达到

97%

。

公开资料显示， 创新矿业的再循环

项目达产后预计正常年份销售收入约

36.09

亿元， 年平均利润总额约

5.86

亿

元， 年平均税后利润约

4.39

亿元， 预

计该项目可带给

ST

贤成

3

亿元左右净

利润。

这对于一家

2011

年一季报净利润

只有

573

万元的公司而言， 每年

3

亿的

净利显然十分诱人。 但

ST

贤成总资产

只有

14.65

亿元， 此次大手笔募资

15.5

亿元， 而且项目投资回收期近六年 （含

建设期）， 较长的投资周期和市场隐存

的种种变数让这个方案引发了资本市场

的高度关注。

创新矿业

2010

年净利润亏损

119

万元， 青海省对省内物资的宏观调配什

么时候能够实践？ 创新矿业能等待多

久？ 这些疑问都需要时间去证明。

青海铁路运力

明年初有望翻倍

证券时报记者 周欣鑫

在创新矿业厂区北边靠近锡铁山

脚下， 记者看到了两条铁路线和水泥

站台。

创新矿业总经理张铭告诉记者：

“这两条铁路线都是西矿的， 靠近创

新厂区的这一条是西矿租给公司使用

的， 我们为了上货方便修了一个站

台， 这条铁路线西矿基本不用， 处于

闲置状态， 我们按照

9

元

/

吨的价格

向西矿支付使用费。”

记者看到创新水泥站台上堆放了

很多已经包装完好， 准备外运的磷酸

一铵。

创新矿业实际控制人陈高琪说：

“咱们最不担心的就是运输。 创新矿

业距格尔木

120

公里， 距大柴旦镇

75

公里，

215

国道从锡铁山镇西通

过， 青藏铁路从镇东通过。 另外， 锡

铁山工业区已经建成铁路专用线和货

站点， 铁路复线电气化也即将开通，

外输没有问题。”

对于创新矿业的运力， 青海大柴

旦工委书记栾凤江告诉记者： “创新

矿业是省里的重点扶持单位， 是生产

复合肥的试点企业。 青海企业受地缘

影响， 运输很不平和， 目前省里的态

度是原材料进行本地深加工， 不支持

原料外输， 但支持原料输入。 如果创

新矿业磷铵生产原料需要从外地运

来， 那么磷矿石卸了就可以直接用原

车装货输出。”

陈高琪也向记者表示， “到

6

月

底， 关角隧道贯通电气化后， 青藏铁路

西宁至格尔木段复线就实现全线双线贯

通。 实现了电气化和客货分离后， 这条

铁路线运输能力将会大幅度提升。”

据记者了解， 青海目前正在加紧

铁路基础建设， 青海全省运力有望在

今年底到明年初将翻倍。 青海目前的

运货量只有不到

4000

万吨

/

年， 今年

预计实现

3900

万吨运力， 去年是

3200

万吨。

但是， 对于铁路线的新增运力

是否能通过宏观调配给创新矿业公

司使用， 还需要青海省的规划以及

创新矿业自己的努力， 陈高琪对此

信心十足。

陈高琪：

矿藏为生产提供保证

证券时报记者 周欣鑫

作为目前国内海拔最高的硫酸

厂， 创新矿业长达

500

米的露天硫

酸生产线在空旷的柴达木盆地上显

得有些壮观。

在创新矿业指挥部里， 记者见

到了处于舆论中心的陈高琪。

作为创新矿业的实际控制人，

陈高琪参与了此次

ST

贤成的定向增

发， 他自掏腰包以现金认购的金额

为

1.5

亿元。

皮肤黝黑， 常年蹲守在大柴旦

矿区的陈高琪告诉记者， 外界对他

和创新矿业的质疑都让他愤怒， 作

为青海省劳模， 他多年的成绩都是

靠自己的辛苦努力换来的。

“海西有丰富的盐湖资源、 矿

产资源， 还是中国的碱都。 创新矿

业的项目所在地矿产资源丰富， 有

煤炭、 铅锌矿、 钾盐、 磷矿等多种

矿藏， 周边的开采矿区有锡铁山铅

锌矿、 绿草山煤矿、 大头羊煤矿、

鱼卡煤矿和大、 小柴旦湖的硼土矿，

煤矿有大煤沟煤矿年产

90

万吨、 开

源煤矿年产

30

万吨可以提供， 原料

氯化钠、 氯化镁主要有创新矿业公

司周边

60

公里内的大华钾肥、 盐湖

集团、 黄河钾肥、 藏格集团等公司

提供， 可以说所有原料都可以在当地

产生， 完全可满足公司循环经济项目

建成投产的原料需求。”

据记者了解， 除了再循环项目外，

创新矿业还持有大头羊煤业有限公司

30%

股权， 项目的能源供给具备一定

保障。

另外， 创新矿业还有两张探矿权

证 ： 青海省都兰县冰沟磷矿预查 ，

勘查面积

6.97

平方公里； 青海省都

兰县小庙磷矿预查， 勘查面积

13.53

平方公里， 有效期均至

2012

年

11

月

10

日。

陈高琪向记者表示： “这个项目

并不是简单的硫酸 、 磷铵生产， 它

是一整套的循环项目， 建好的是一

期硫酸生产线， 目前在建的是以合

成氨生产线为主的

100

万吨复合肥项

目， 包括年产

18

万吨合成氨、

2

万

吨超细氢氧化镁、

30

万吨纯碱、

30

万吨氯化铵、

5

万吨氯酸钠、

100

万

吨复合肥， 并附产

1.5

亿块免烧砖、

1

万吨甲醇、

3.2

万吨生铁 、

150

吨

硫磺。”

“所有的生产工艺环环相扣， 实

现开始即循环、 生产即清洁。 公司参

股大头羊煤业， 还拥有两个磷矿， 后

续装置的原料可以实现自供自销。” 陈

高琪自信地告诉记者。

周欣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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