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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天化

设重庆研发中心

证券时报记者 张珈

云天化 （

600096

） 拟在重庆设立非法人分

支机构重庆研发中心， 该研发中心重点在新材

料、 新能源等领域进行研究与开发。 公告显示，

重庆研发中心的设立可以充分发挥公司在聚甲

醛工程塑料和玻璃纤维产业上的优势， 实现两

者的有机结合， 形成聚甲醛与玻璃纤维复合材

料系列产品的生产， 促进公司聚甲醛和玻璃纤

维的产业升级。

云天化还披露， 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为云天化募集并提供了

5

亿元的中期

票据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

5

年， 云

天化将每年承担利率

5.81%

， 承销费率

3‰

。

云天化称， 此次关联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 损益和资产状况无任何不良影响， 而对提

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未来的盈利能力具有良

好的促进作用。 此次关联交易能够缓解云天化

的资金压力、 降低资金成本、 优化负债融资结

构， 有利于云天化持续稳定的经营发展。

广济药业

核黄素生产线停产检修

证券时报记者 张珈

广济药业 （

000952

） 今日披露控股子公司

生产线停产检修的相关情况。 因天气炎热、 能

耗增高， 不利于生产节能降耗， 广济药业的控

股子公司广济药业 （孟州） 有限公司决定自

7

月

20

日起对其核黄素产品生产线进行停产检

修， 孟州公司将根据天气和市场情况择机恢复

生产， 预计停产时间不超过

45

天。 该生产线

的停产不会对核黄素产品的销售造成重大影

响。 广济药业表示， 鉴于目前尚无法确定该公

司核黄素生产线恢复生产的具体时间， 此次停

产检修对公司

2011

年度业绩的影响尚无法预

测， 广济药业将在该生产线恢复生产时披露此

次停产对公司

2011

年业绩的影响。

国际实业

拟以不超

3

亿用于证券投资

证券时报记者 张珈

国际实业 （

000159

） 今日公告显示， 董事

会授权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层以不超过

3

亿元

（占国际实业

201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7.43%

） 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 国际实业

控股子公司北京中昊泰睿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开

立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 在证券交易场所进行

新股申购、 公开及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 股票

二级市场交易等。

国际实业表示， 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规范，

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日益显现， 证券市场的投

资业务 （包括新股申购、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

和债券申购等） 风险较小， 收益相对稳定。 公

司及子公司运用自有资金， 使用自有独立的自

营账户进行证券投资业务，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

收益及资金使用效率， 不会影响主营业务发展。

商务部：雀巢收购徐福记

正进行完整性审核

据新华社电

商务部发言人姚坚

１５

日在月度例行发布

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商务部反垄断局

１４

日已经收到了雀巢收购徐福记申报的材料， 正

在依据有关法律对材料完整性进行审核， 之后

才会进行下一步立案程序等。

根据 《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

规定》 第三条规定， 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

一会计年度在全球范围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 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

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

４

亿元人民

币的， 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申报，

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 姚坚说， 据商务部掌

握的资料， 雀巢和徐福记是达到了这个标准的。

徐工机械启动

起重机用户价值提升工程

见习记者 邓亮

近日， 徐工机械 （

000425

） 起重机用户价

值提升工程正式启动。 工起重机用户价值提升

工程包括起重机投资五大卓越标准 “

Leader

”、

用户价值寻宝活动、 操机手培训计划、 服务增

值计划等内容。 公司高层表示， 徐工机械要想

在不断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中脱颖而出， 实现更

高更远的目标，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提高徐

工机械的产品技术和质量， 不断提高徐工机械

为用户创造的价值。

白云山

A

新帅上任加剧整合预期

证券时报记者 叶峰

换帅， 扩产， 近期白云山

A

（

000522

） 赚足了眼球。 记者从公

司有关负责人处获悉， 今年上半年

以来， 在原材料、 人力等各项成本

上涨的情况下， 公司努力推进成本

控制管理， 目前产销情况良好。

白云山

A

作为广药集团 “双子

星” 之一， 其在抗生素领域的科研

品牌和口碑有目共睹， 今年一季度

实现净利润

8454.15

万元， 同比增

长

27.37%

。

2010

年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共有

7

个产品 （系列） 销售超

亿元。 根据广药集团 “振兴大南药”

发展战略规划提出的到

2015

年实

现

600

亿元销售收入的目标， 可以

推算出公司年复合增长率约在

20%

，

2015

年预计营收可达

40

亿

元。 同时， 合营企业白云山和黄中

药的云南文山三七及大庆板蓝根

GAP

基地项目正式启动， 积极向

上游产业链延伸， 有利于保障公司

中药产品的原料供应量和药材品

牌， 推动白云山和黄中药 “普药精

制” 的再升级。

白云山

A

表示，

2010

年取得

良好业绩得益于销售收入的增长和

成本、 销售费用的控制， 今年全年

公司还将继续通过控制成本和管理

费用， 调整发展方向， 充分利用广

药集团

11X

战略和大南药平台提升

白云山品牌价值。 另外公司也透露，

从去年开始公司遭遇了成本上涨药

价下跌的双重压力， 医改降价、

“低价中标” 的安徽模式以及抗菌素

分级管理办法对公司经营带来了一

定的压力， 公司毛利率出现了下降

的趋势。 但由于费用控制得力， 公司

一季度净利润依然保持了较高的水平。

此外， 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头孢

嗪脒获得美国专利授权 （

USP

）， 目前

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 未来或将成为

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7

月起施行的 《抗菌药物临床应

用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堪称今年

抗菌药市场的一枚重磅炸弹， 虽然具

体目录出台可能要到年底， 但此举已

给抗菌药物行业带来大的冲击， 抗菌

药物品种结构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作为国内普药龙头， 白云山

A

旗下有

两家抗生素制剂生产厂家———白云山

制药总厂和白云山天心公司， 目前两

家子公司营销状况符合预期。

有消息称， 《生物医药十二五规

划》 最快有望在本月底出台， “十二

五” 期间， 医药行业集中度将会大大

加强。 在 “振兴大南药” 发展战略背

景下， 白云山

A

和广州药业作为广

药集团下属两家上市公司， 整合预期

强烈。 而兼任广药集团总经理、 副董

事长、 党委副书记以及广州药业副董

事长的李楚源走马上任白云山

A

董事

长， 也被认为是广药集团一体化运作

的体现之一。

调控成常态 华丽家族寄望“地产

+

生物医药”

见习记者 李娴

昨日， 华丽家族 （

600503

）公

布了半年报和高送转方案。 上半年

公司实现的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5.59

亿元， 同比大涨

88

倍， 而拟实

施的

10

送

6

派

0.7

元 （含税） 的方

案， 也让投资者充满了期待。

然而细看华丽家族净利润构成，

记者发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仅为

-2540

万元， 同比甚至下

降

37.98%

。 公告显示， 构成非经常

性收益的主因是出售上海弘圣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31.5%

股权后产生的

收益

4.76

亿元， 该笔交易完成后，

公司持有后者的股权仅为

20%

。

今年

6

月

25

日， 华丽家族联合

控股股东上海南江 （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了对海泰投资有限公司

100%

的

股权， 正式宣布进军生物医药领域。

据悉， 海泰投资拥有上海海泰药业有

限公司

61.598%

的股权， 目前海泰药

业公司的主要项目处于研发期和临床试

验期， 对公司未来的业绩贡献还有待观

察。 华丽家族董秘李元表示， 海泰药

业的全世界第一个乙肝治疗性疫苗有

望在明年获得药品生产许可并正式投

产， 公司的收购有望改善财务结构，

在房地产主营业务处于投资期尚未获

得收益时， 贡献更多业绩。

有分析认为， 与多数地产公司不

同的是， 华丽家族侧重于高端房产开

发， 其项目均位于长三角核心城市的

核心区域， 具备一定的资源稀缺性。

在房地产调控政策成为常态时， 华丽

家族的 “地产

+

生物医药” 模式有利

于平滑行业风险， 提升业绩稳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 去年

10

月， 华

丽家族还出资

5．5

亿元收购上海新谊

房地产公司所持的广东华孚投资

100％

股权， 而后者拥有华泰长城期

货有限公司

40％

的股权。 但在今年上

半年报中， 华丽家族在期货领域的投

资收益尚未体现。

介入中高端洗衣机市场 澳柯玛转型升级

证券时报记者 崔晓莉

近日， 澳柯玛 （

600336

） 高调

宣布进入洗衣机行业， 以此启动公

司的转型升级战略。 澳柯玛董秘孙

武表示： “

2010

年年底公司提出

了三个转型升级， 即产品转型升

级、 销售渠道转型升级， 以及产业

转型升级。 而介入中高端洗衣机领

域， 应该说是公司转型升级的一个

重要标志。”

日前， 澳柯玛洗衣机产品未

动、 技术先行， 国家级企业技术

中心洗衣机分中心、 全球用户体

验中心和洗衣机检测中心在澳柯

玛洗衣机产业园里同时启动。 启

动仪式上， 澳柯玛洗衣机公司总

经理王启先表示， 澳柯玛洗衣机

将在五年内进入国产品牌前三

强。 王启先透露澳柯玛洗衣机目

前已经拥有国内先进的生产线，

研发和国外先进的洗衣机系统同

步接轨， 而且未来将在青岛即墨

建设更大的生产基地， 未来的产

能预期能达到

100

万台。

据悉， “十二五” 时期是澳柯

玛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时期，

也是澳柯玛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

壮大企业实力的关键时期。 澳柯

玛将转变发展方式、 强化自主创

新、 调整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

推动企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在产品结构调整方面， 公司计

划持续加大对企业拥有的国家级技

术中心的投入， 进一步提升企业

在制冷核心技术上的优势地位。

同时， 积极打造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的产品创新平台， 通过营销与研发

的无缝对接， 开发更适合消费升级

需求 、 更具市场竞争力的差异化 、

高端化系列产品。 市场结构调整方

面， 澳柯玛计划彻底改变三、 四级

市场一极独大的单一市场格局， 加

快实现以农村市场、 工程市场为基

础， 以城市市场和南方市场为主要

增长点， 以网上销售和电视购物等

为补充的多元化渠道格局， 并积极

开拓国际市场。

大众汽车集团全年

销量将突破

200

万辆

记者昨日从大众汽车集团了解

到， 上半年， 大众汽车集团与两家

合资企业上海大众、 一汽大众共向

大陆和香港地区的消费者交付汽车

110.65

万辆， 同比增长

16.4%

， 市

场份额约

19%

， 这是大众汽车在

华汽车交付量首次突破百万辆。

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 总裁

兼

CEO

倪凯铭表示，

2011

年全年

大众汽车集团在华销量将突破

200

万辆。

据了解， 在中国整体汽车市场

增长放缓的大环境下， 大众汽车品

牌凭借不断推出的创新、 环保车

型， 依然取得了优异成绩， 交付汽

车

85.28

万辆， 同比增长

12.8%

。

上半年， 宾利和兰博基尼分别交付

汽车

659

辆和

159

辆， 奥迪品牌交

付汽车

14.07

万辆 ， 同比增长

28%

， 保持了豪华车市场的领先地

位， 中国也首次超越德国， 成为奥

迪品牌全球最大的市场。

2011

年，

奥迪品牌在华有望实现

28

万辆的

销量目标。

倪凯铭表示， 大众汽车集团计

划在未来数年内将产能提升到

300

万辆。 与此同时， 大众汽车确立了

成为中国领先的环保汽车企业的目

标， 将推动电动车技术在中国的发

展。 此外， 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的

新建工厂执行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的

最高环保标准。 （张达）

成都跃升为我国第四大

便携式电脑生产基地

根据成都海关最新统计， 今年

上半年， 成都结关出口便携式电脑

已达

403.5

万台， 价值

17.3

亿美

元， 约占成都外贸出口总值的

1/5

。

加上内销产品， 成都便携式电脑总

值已达

18.6

亿美元， 这意味着成

都已跃升为我国第四大便携式电脑

生产基地。

据成都市商务局透露， 成都便

携式电脑的产能还将进一步释放，

预计到今年

10

月， 将形成

7200

万

台

／

年的生产能力， 全年成都出口

便携式电脑将达

2500～3000

万台。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 成都便

携式电脑的迅速发展的背后， 是成

都

IT

产业脱胎换骨式的巨变。

从

2003

年起， 英特尔、 戴尔、

联想、 富士康、 仁宝、 纬创等著名

IT

企业相继落户成都。 国际巨头

的入驻， 带动了核心及关键配套产

业的迅猛发展， 在成都逐步搭建起

了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 “立体构

建”。 有消息称， 东芝、 伟创力、

黑莓等企业已经被列入成都市下一

步引援目标。

截至目前， 成都市已有电子信

息产业企业

1382

家， 其中制造业

（规模以上）

489

家， 涵盖了集成

电路、 光电显示、 计算机制造、 电

子元器件、 通信设备等领域； 软件

企业

893

家 （通过双软认证）， 涵

盖了行业软件、 数字娱乐、 信息安

全等领域。 资料显示， 仅英特尔成

都公司一家的省内外配套企业就超

过

300

家。

（何顺岗）

医药产业投资额激增 保健企业欲与资本对接

证券时报记者 吴中珞

中国医药健康市场的良好发展

前景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投资

者淘金。 据合众资本合伙人陈立辉

介绍， 过去一年里共有

60

多家企

业获得了

60

亿元的投资，

2010

年

该产业的投资总额相当于过去三年

的总和。 而据中国保健协会调查，

全国健康管理、 健康企业机构接近

8000

家， 企业规模上亿的有

10

家，

5000

万以上接近

30

家。

“以中医理念为指导的预防保

健机构悄然兴起， 有几家正在准备

上市。” 在近日举办的第五届中国

医疗健康产业投融资峰会上， 中国

保健协会理事长张凤楼表示， 医疗

健康产业有五大需求值得关注， 即

医疗康复产业、 地产健康产业、 旅

游医疗、 民办医疗机构及体检之类

的健康管理机构。

据悉， 保健行业最大的特色是

现金流充裕， 不少企业不愿意和资本

对接。 “随着汤臣倍健等业内企业的

上市， 一些保健品企业发现上市以后

确实比不上市更好， 资本进来以后对

企业的发展壮大有更好的推动作用，

因而也在想与资本对接， 以谋求更好

的发展。” 在中国保健协会秘书长徐

华峰看来， 中国保健产业还没得到充

分开发， 还存在不少投资机会。

与会的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会长

白慧良则称， 非处方药行业在今后

5

至

10

年的发展机遇大于挑战， 发展

速度可能要快于处方药， 目前主要的

问题还是政策问题， 政府在管理上应

该把非处方药和处方药进行区分。 他

表示， 非处方药行业要把品牌做起

来， 品牌已经成为

OTC

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

70%

以上的消费者消费时首

先选择他了解的品牌， 而把价格放在

第二位。 粗略估计， 包括跨国公司在

内的前

20

家品牌

OTC

企业的市场占

有率约为整个

OTC

市场的一半以上。

收编上海尼塔 东方园林南征

证券时报记者 李清香

东方园林 （

002310

） 启动其南

扩战略， 正式收购上海尼塔建筑景

观设计有限公司

75%

股权， 该次

股权收购被誉为中国园林设计领域

“第一并”， 有望开启园林行业优势

资源整合的巨无霸时代。

根据东方园林今日发布的公告，

2011

年

7

月

15

日， 东方园林分别

与自然人于志远、 朱胜萱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 以

1875

万元的价

格收购于志远、 朱胜萱所持上海尼

塔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75％

的股

权， 交易完成后， 公司持有上海尼

塔

75％

的股权， 成为其控股股东。

东方园林表示， 此次收购有利于进

一步巩固公司在景观设计领域的优

势地位， 提高设计施工一体化的综

合实力， 完善公司 “城市景观生态

系统综合运营商” 的发展战略。

东方园林董事长何巧女表示，

园林行业的整合是必然趋势。 东方

园林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 要整合

世界资源以提供世界一流服务。 东

方园林和上海尼塔的牵手， 实际上

是一个强强联手的过程。 希望通过整

合区域强势平台， 将业内的优秀人才

和先进理念整合到一起， 从而带动整

个产业的并购、 集约式发展。

据悉， 上海尼塔组建于

2002

年

的设计团队源于知名的荷兰设计团

队， 汇聚了中外籍设计师百余人， 拥

有强大的综合设计能力。

2010

年，

出色完成了包括世博公园、 白莲泾公

园、 江南公园、 世博村景观、 中国船

舶馆等上海世博园区景观的规划与设

计， 以及上海世博园区景观总体管理

和施工顾问工作。

东方园林董事长何巧女透露，

东方园林的南扩战略， 包括华东和华

南两个板块， 公司在华南已有相当基

础， 上海尼塔的加盟使公司在华东的

发展更加有保证。 公司在云南和海南

也有相应基础， 相信未来在华南会有

好的作品呈现。 她表示， 此次股权收

购的意义并不在于对眼下东方园林的

财务贡献， 而在于更好作品的创造。

作为热爱园林的专业人员， 重要的是

创造出好作品。 她誓言要创作出艺术

水平和历史地位堪与杭州西湖和拙政

园比肩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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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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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

上半年

２０１０

上半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末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１１

上半年

２０１０

上半年

２０１１

上半年

２０１０

上半年

２０１１

上半年

２０１０

上半年

０００８５１

高鸿股份

０．０１８３ ０．００９５ ３．０１ ３．０１ ０．６１ ０．３２ －０．８５ －０．５７ ６０８ ３１５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０２９８

安琪酵母

０．５６７６ ０．４９５３ ５．１３７ ４．７２８ １１．５６ １２．０９ －０．１６６５ ０．２６４ １７３７２ １３７２７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０４２５

青松建化

０．３９７ ０．２５７ ５．０５ ５．０５ ７．８７ ８．０５ ０．９３３ ０．３７１ １９０１８ １２３１０

不分配不转增

深沪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３

）

本报信息部编制

公司

Compa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