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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实德敲骨吸髓

收储前低价套走大元股份土地资产

证券时报记者 向南 柒月

大连实德的精明， 在其从大元股

份撤退一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大连

实德不但在股权转让上获得

400%

的

收益， 临行前还通过关联交易顺便带

走一块

22

万平方米的土地和

6.51

万

平方米的厂房。 有消息称， 该地块所

在的大连实德工业园已被政府收储，

拆迁补偿达

23

亿元。

大连实德工业园位于大连市大连

湾镇宋家村， 占地面积

60

万平方米，

厂房

20

万平方米。 原属大元股份的

地块和厂房大致占整个工业园的三分

之一， 粗略推算， 该地块补偿金额约

7

亿元。 而大连实德只用了

1.2

亿元

就将其揽入怀中。

在机器设备等的拆迁补偿方面，

大连实德也以未能收到政府补偿款为

由， 拒绝对大元股份作出补偿， 而

2009

年

9

月， 尚在大连实德控制中

的大元股份曾向政府申报机器设备等

拆迁补偿

1.46

亿元。

大元股份认为， 大连实德早就知

道该工业园有动迁计划， 关联交易价

格有失公允。 监管部门已两次向大元

股份发出监管函， 关注该交易是否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

监管部门关注

证券时报记者获得两份宁夏证监

局向大元股份发出的监管函， 日期分

别为

2011

年

4

月

14

日和

6

月

16

日，

内容是要求大元股份核实大连韵锐装

饰材料有限公司位于实德工业园三栋

厂房的土地征用补偿具体方案及金

额， 确保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对土地

厂房被拆迁事项进行核查， 核实其中

是否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此外， 关注函中还提到，

2010

年

宁夏证监局曾就大元股份

2009

年向

关联方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大连实德子公司） 转让大连韵锐

100%

股权的一些问题进行问询， 包括

未对被转让公司净资产进行资产评

估， 在审计工作底稿中未对转让价格

的公允性执行必要审计程序等。

大元股份认为， 大连实德早已知

道实德工业园区被列入土地储备计

划， 大连实德方面曾对大元大连分公

司的拆迁补偿作过评估统计， 并将评

估结果提交市政府申请补偿。 记者获

得的一份大连实德以

2009

年

9

月

14

日为基准日对大元股份搬迁改造地块

进行成本费用核算的表格。 其中拆迁

造成的机器设备、 人员安置、 保险费

用、 停产费用等的测算结果为

1.46

亿元 （不包括土地、 厂房）。 虽然当

时大元股份大股东已经更迭， 但日常

管理尚在大连实德掌控中。

大元股份表示，

2010

年

3

月，

大连市政府受理了实德塑胶的补偿申

请， 大连实德补偿范围涉及土地

60

万平方米、 房屋

20

万平方米、 基础

投资及投资补偿三部分， 大连实德整

体可获得补偿约

23

亿元， 并已经获

得

15

亿元的拆迁补偿款。 “这个数

字是从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口中得知

的， 大连实德不向我们透露补偿金

额， 从政府机关也没有办法获得。”

大元股份董秘朱立新表示。

大元股份证券法务部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2011

年

5

月

10

日， 大元股

份曾向大连市土地储备中心发函， 申

请有关实德工业园搬迁补偿等详细情

况的书面文件， 以及有关该土地拆迁

补偿的具体方案和金额， 但至今未收

到相关回复。 证券时报记者也没能在

土地储备中心获得补偿的具体金额。

据悉， 拆迁补偿一般包括对土

地、 厂房、 异地重建等部分进行补

偿， 其中土地是最重要的部分。 即使

土地厂房不归大元股份所有， 存在租

赁关系的大元股份在拆迁中也应获得

补偿。 不过， 大元股份委托处理大连

分公司拆迁事宜的律师梁义鹏告诉记

者，

2011

年

4

月

15

日， 大元股份副

总经理袁野到大连就厂房拆迁等问题

与大连实德方面进行初步谈判。 谈判

中， 大连实德答复， 实德工业园的拆

迁没有从政府得到任何补偿， 拒绝大

元股份提出的补偿要求。

没有产权， 大元股份想获得拆迁

补偿， 就要有租赁关系， 双方目前已

不存在租赁关系， 这一点对大元股份

颇为不利。 大连分公司

2009

年

6

月

30

日同大连韵锐签署的 《厂房及土地

租赁协议》 显示， 如未能续约或提前

终止协议， 承租方 （大连分公司） 应

于租赁期满或合同终止后

15

日内将

租赁场地交还给出租方 （大连韵锐）。

签署这份协议的承租方和出租方

法人代表都是徐斌， 不过协议显然对

出租方更有利， 由于厂房为专用，

15

日内要求承租方搬迁机器设备实在勉

为其难。 记者就此询问当时担任大元

股份董事长的徐斌， 他以 “不再是大

元股份董事长” 为由回绝了采访。

交易黑洞

想了解大元股份优良资产如何被

转走， 还要回顾前几次的股权转让。

2001

年

11

月

28

日， 大元股份

将剥离炼油化工资产获得的

2.56

亿

元资金， 用于购买大连实德旗下

22.26

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以及

6.51

万平方米

PVC

板材生产厂房和设备，

评估前账面净值为

690

万元， 评估值

为

1.02

亿元， 增值率为

1380%

。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资产转让

中， 中介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是以

2001

年

11

月

27

日为基准日， 记者查

阅大元股份公告发现， 该土地使用权

终止日期为

2051

年

11

月

26

日， 而

国家规定工业用地的出让年限最高为

50

年， 也就是说， 实德塑胶在取得这

块土地的当日就以溢价

13

倍的价格

卖给大元股份， 获得近亿元收益。

2005

年

6

月， 大连实德下属的

大连实德投资有限公司受让宁夏综投

所持

1.4

亿股国家股， 正式入主大元

股份。

2007

年

8

月， 大元股份董事

会以开拓市场名义在银川和大连设立

子公司， 大连韵锐由此而生。

出资

200

万元设立大连韵锐后，

大元股份在

2009

年分两次以现金及

实物对其进行增资：

2009

年

1

月，

增资

5007

万元， 其中

6.51

万平方米

厂房的评估值为

3007

万元；

4

月，

增资

1.07

亿元， 其中

22.26

万平方米

的土地评估值为

9109

万元。

两次增资将土地与厂房完全装入

大连韵锐后，

2009

年

6

月， 大元股

份与实德塑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以

1.2

亿元作价将大连韵锐

100%

股权

转让。 事实上， 自

2007

年

11

月成立

至

2009

年

9

月实德投资抽身出局，

大连韵锐只是充当了一个装入土地及

厂房资产、 继而在实德投资退出大元

股份前夕将优质资产转移给大连实德

的空壳。

上述交易早在当时就已引起质疑，

证券时报曾经在

2009

年

8

月

6

日以

《实德投资涉嫌掏空大元股份》 做了专

题报道， 文中对转让价格， 付款方式均

提出了质疑。 该交易的评估报告只是针

对增资， 在股权转让时， 却没有进行评

估， 增资时对厂房和土地进行评估的是

两个事务所， 评估结果显示土地价格还

略有降低， 具体为

2009

年

4

月

3

日该

22

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9109

万元， 而

2001

年土地评估为

1.02

亿元， 经过

8

年后其价值不升反降。

蹊跷的是， 在成立大连韵锐之前，

2007

年

9

月

14

日， 大连实德作为股东

退出实德塑胶公司，

2009

年

9

月

28

日， 在大元股份与实德塑胶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并转让大连韵锐后， 大连实德作

为股东重新入主实德塑胶， 在此期间实

德塑胶的股权由高登国际

(

香港

)

投资

有限公司掌管， 高登国际由大连实德的

控制人徐明控制， 在大连实德的多次资

本运作中均出现该公司身影。 在我国，

中资披上外资衣服， 往往成为规避交易

风险的一种手段。

2009

年

7

月间， 实德投资连续

28

次减持大元股份

7000

万股， 减持比例

30%

，

9

月

2

日， 实德投资将其持有的

大元股份

25.4%

股权出让并完成过户。

2005

年花

2.91

亿元购入的股权， 实现

收益约

11.86

亿元， 回报率超过

400%

。

至此， 实德投资全身而退， 并成功将大

元股份最值钱的资产剥离出上市公司，

转至大连实德。

大元股份今年

5

月份收到的起诉

书也和该交易有关， 大连韵锐起诉大

元股份子公司嘉兴中宝碳纤维拖欠应

收款项

2000

万元。 资料显示， 大连

韵锐资产净值为

1.6

亿元， 最终股权

转让款为

1.2

亿元， 大元股份认为，

大连韵锐转让之后， 相关债权债务已

一笔勾销。

宁夏证监局发函中同样关注了该债

务诉讼问题。

四川长虹再造声势 期盼执掌新一轮智能家电牛耳

证券时报记者 华雪

近日， 四川长虹 （

600839

） 召开

“价值规模双增长， 迈向千亿大长虹”

媒体沟通会， 长虹集团副董事长、 四

川长虹总经理刘体斌宣称， 未来三

年， 四川长虹控股股东长虹集团将成

为千亿企业， 即到

2013

年， 力争销售

收入突破

1000

亿元、 净资产倍增至

400

亿元。 到

2015

年， 长虹集团整体

收入突破

1500

亿元。 据了解， 长虹集

团

90%

的业务均为四川长虹所有。

在证券市场上， 四川长虹即将面

临

5.73

亿份长虹认股权证行权， 在

此背景下， 四川长虹高管及七大产业

集团董事长齐齐亮相， 重新理清四川

长虹的产业战略定位及长虹未来的走

向显得尤为必要。

长虹的智能战略

作为智能化技术与内容服务的提

供者， 长虹将凭借自主研发的国家

“十一五重大科技专项” 的 “智能轩辕

技术软件平台”、 国家 “核高基” 重大

科技专项的智能电视驱动芯片及系统

级 （

SOC

） 智能芯片， 打造开放式的

自主技术创新体系， 致力于智能平台、

智能应用、 智能操控三大体系建设，

并在此基础上， 大力推进以智能电视

为中心的智能家居， 以智能手机等为

主的移动智能终端， 满足消费者人机对

话、 自动操控等应用需求， 为消费者创

造自在快乐的生活空间。 刘体斌称， 这

便是长虹基于当前产业环境、 时代背景

下对 “智能战略” 的思考。

同时， 长虹将在拥有工业设计、 嵌

入式软件、

IC

设计、 工程技术、 可靠

性技术和变频技术等六大核心能力的基

础上， 进一步加大自主创新力度， 提升

综合竞争力与盈利能力。

长虹的三个转型

据悉， 长虹未来将实现三个方面的

转型。 一是从装配型制造业向高端制造

业转型 。 持续推进等离子显示板

（

PDP

）、 液晶显示器 （

LCD

）、 有机发

光二极管 （

OLED

） 等核心智能显示器

件和智能压缩机项目的建设和合作， 提

升产业链关键资源的拥有权。

二是从纯制造业向以制造业为基础

的服务业转型。 通过整合内部优势资源，

围绕电子商务和专卖店两大渠道建设，

建立起基于制造基础的服务产业化的长

虹佳华

IT

数码分销业务、 长虹民生物流

公司、 承担家电售后服务的快益点公司、

以信息化咨询与软件开发为主的虹信软

件公司、 覆盖三四级市场 （县乡镇） 家

电连锁专卖渠道的家乐易公司及废旧家

电回收和深加工处理的格润公司， 为内

外部客户提供完整、 独特、 高附加值的

整体解决方案。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进

一步强化三四级市场的终端渠道建设，

建立长虹自己的连锁经营店，

2011

年的

目标是

3000

家，

2013

年

10000

家。

三是从本土企业向国际化企业转

型。 以海外分公司为战略根据地， 重点

巩固欧洲市场、 突破北美市场， 有计划

实施自主品牌业务推广， 力争用

3

到

5

年的时间， 海外销售收入占比由目前的

10%

提高到

20%

以上。

五年再造一个长虹

刘体斌说， 长虹的目标是， 在全

球成为受人尊重和信赖的企业， 是中

国的长虹， 也是世界的长虹。 到

2013

年， 电视市场占有率实现全国第一， 冰

箱压缩机产销规模突破

3000

万台， 市

场占有率实现全球第一， 稳固多媒体产

业群及白电产业群在国内的领导地位，

重塑行业龙头形象， 长虹总体销售收入

达到

1000

亿元。 到

2015

年， 公司计划

整体收入将达到

1500

亿元， 再造一个

长虹。

四川长虹投资总监杨军称， 为实现

集团公司的千亿目标， 长虹将产业经营

和资本经营并重， 用资本运作来拓展未

来白电和黑电的产业空间， 也会通过资

本手段实现资本增值。 近期集团增持四

川长虹股权， 说明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调

整， 长虹已经开始走上坡路。

要地要房不要人 大连分公司沦为牺牲品

� � � � “救救我们的工厂， 救救我们的工

人。” 大元股份大连分公司

6

月

8

日向

大连市土地储备中心发出的求助函上这

样写到， 不过求助函并没有起作用。

大连分公司原本就是大连实德的资

产，

2001

年被大元股份收购，

2005

年

大连实德入主大元股份后， 大连分公司

等于重回大连实德怀抱， 不过等到

2009

年大连实德离去之时， 带走的只

是工厂和土地， 工人和机器都留给了大

元股份。

为逼迫大元股份大连分公司搬迁，

大连韵锐自

7

月

2

日

8

时起对其停水停

电。

7

月

3

日， 证券时报记者来到了距

离大连周水子机场

18

公里处的实德工

业园。 大元股份回租大连韵锐用于生产

的

5#

、

6#

、

7#

三栋厂房位于整个工业

园西部， 记者看到，

6#

厂房几乎夷为

平地， 有大型机械正在拆除地下部分。

其余两栋厂房中所有的机器及办公设备

已停止工作， 有工人在进行一些简单的

手工打包、 打扫卫生等工作。

大连韵锐函告，

7

月

10

日开始对

5#

、

7#

厂房进行拆迁， 大元股份如果

没有在

6

月

30

日腾退， 视同放弃厂房

内财务所有权， 将自行处置厂房内物

品。 不过昨日 （

10

日） 大连韵锐并未

进行强拆。

僵局难解

在

7

月

4

日中午召开的大元股份大

连分公司突发事件处置会议上， 大连分

公司总经理周家华传达了总公司对此次

事件的应急办法， 表示将密切关注拆迁

动向， 阻止强拆行为， 保护好员工人身

安全， 杜绝发生人为冲突。

清点资产， 工资照发， 但对停工的

工人来讲， 短期的安抚并不能让他们停

止担忧。 分公司一位部门负责人告诉记

者， 公司前途不明， 不仅工人情绪激

动， 中层干部也很茫然。 他们担忧的

是， 总公司与大连实德之间如何解决

拆迁事件， 此次限水限电， 是否意味

着工厂将关闭， 而恢复正常生产生

活， 是他们最迫切的期待。

“工厂有

120

多个工人，

100

多

个供应商， 现在停工了， 供应商也很

着急。” 周家华表示， 现在每个月能

接到

200

万元订单， 但都无法完成。

大连韵锐早在

2010

年

1

月

21

日

就已通知大元股份大连分公司做好搬

迁准备， 理由是市政府将拆迁该地

块， 这距离双方第一次签订租赁协议

刚好过去半年。 之后大连韵锐又

3

次

通知大元股份大连分公司搬迁。

对此， 大元股份大连分公司施展

拖字诀， 不得已双方又两次续签租赁

协议， 但时间都很短， 最后一期是从

2010

年

10

月

16

日到

2011

年

1

月

15

日， 也就是说， 从今年

1

月份之后，

大元股份与大连分公司之间已无租赁

关系。

大连韵锐态度越来越强硬， 称由

于大元股份大连分公司拖欠大连韵锐

和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的租赁

费、 水电费等， 已委托律师

4

次发出

通知函件， 而对方未按规定时间采取

措施， 使其付出高昂代价， 大连韵锐

称公司在

2010

年

10

月将三栋厂房交

给大连海翔腾珑房屋拆除工程有限公

司， 大连海翔向公司提出违约索赔

2000

万元。

大元股份也有苦衷， 董秘朱立新

表示， 公司机器设备、 人员安置的拆

迁补偿还没到位， 大连分公司目前的

困境也是由于

2009

年转让大连韵锐

股权的关联交易所造成， 公司将会论

证这笔关联交易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问题， 如若存在， 将追究关联

方的责任。

“一个要搬， 一个不搬， 双方态度

都很强硬。” 一位参与过双方谈判的人

士介绍， 刚开始大连实德连拆迁补偿款

的事情也不愿谈， 后来有所缓和， 不过

对于大元股份提到的

2009

年关联交易

问题， 依然不愿意谈。 据了解， 协调此

事的大连实德方负责人为大连实德副总

裁王德华， 记者就此事拨打其电话， 拨

打多次后对方关机， 发给对方的采访要

求也没有获得回应。

牺牲品

大元股份大连分公司是资本运作的

工具， 也是牺牲品。

从

2001

年注入大元股份之后， 大

连分公司经营一直不理想。 “机器设备

以及技术产品都很好。” 大连分公司总

经理周家华表示， 大连分公司以

PVC

材料生产门制品， 部分原料还需进口，

产品高端， 但技术难度很大， “全世界

能生产的也就

10

多家， 中国只有两家，

公司多年来一直都在摸索， 现在

8

年过

去， 技术终于成熟了。”

周家华表示， 公司人造木产品与实

木产品在观感和物理性能上均相差无

几， 产品零甲醛， 由于加入阻燃材料，

还可以防火， 其保暖性能也比实木更

好， 但由于公司产品过去比实木门价格

高太多， 所以消费者的接受需要一个过

程。 “现在接受的主要是中高端消费

者， 山东东营有个经销商每年都卖出

300

万

~400

万元， 主要靠口碑相传，

当地人消费能力较强。” 近年来实木门

价格也有不小提高， 和人造木门之间的

价格相差已不大。

大连分公司产品还有一个优点，

由于是机械化生产， 公司在接到订单

之后

1

周即可发货， 这就使得产品运输

半径扩大， 而实木门等往往需要

1

个月

以上。

大连分公司年产能为

1

万吨， 现在

只利用了

2000

吨。 “产量达到

4000

吨

就可盈利， 到

1

万吨盈利将很可观。”

周家华表示， 产能越大， 单位效益越

高， 即使在目前情况下， 现金流依然可

以保证， “亏损主要是机器设备折旧”。

至于产能无法上去的原因， 他认为除了

技术、 市场， 关键在于投入不到位， 公

司产品很少宣传。 大连实德的塑窗业

务， 动不动就是十多万吨年产能， 相比

之下， 大连分公司产能过小。

去年， 由于交接后管理不到位， 大

连分公司曾出现经营问题， 停发过一段

时间工资， 今年经营情况有所好转， 不

过在这个节骨眼上， 遇到停水停电难题，

让周家华为这家工厂的前途担忧起来。

大连实德提议大连分公司租赁长兴

岛工业园区厂房， 不过由于该厂房依然

属于大连实德， 大元股份已不愿和其搅

在一起。

从某种意义上说， 大连分公司是大

连实德资本运作的牺牲品， 公司所有权

被转来转去， 业务发展并未获得支持，

2006

年大连实德掌管大连分公司次年，

公司产值达到

4000

万元， 此后一直走下

坡路。 大元股份下属子公司中宝碳纤维

同样如此， 两家公司均原属大连实德，

注入时号称技术先进， 引进外资生产线，

但外资生产线并未运作， 技术磨合时间

长却迟迟不见效益， 为了保壳， 大元股

份已卖掉中宝碳纤维

40%

股权。

从另一个角度看， 大连分公司留在

大元股份的日子也不一定会好过， 大元

股份已明确未来主业是黄金开采， 公司

高管并不熟悉大连分公司的相关业务。

（向南 柒月）

已拆除的大元股份大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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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厂房 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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