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外资收购国内食品饮料品牌重要案例

时间 外资收购方 收购对象 收购权益 收购金额 审批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雀巢集团 徐福记

６０％ １７

亿美元 待批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帝亚吉欧 水井坊 从

４９％

增至

５３％ １．４

亿元 获批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百胜集团 小肥羊 从

２７．２％

增至

９３．２％ ４５．６

亿港元 待批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雀巢集团 银鹭

６０％

价格未知 待批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亨氏集团 福达

１００％ １．６５

亿美元 获批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朝日啤酒 康师傅控股

６．５％

私募新股股权

４３５

亿日元 已完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嘉士伯啤酒 重庆啤酒 从

１７．４６％

增至

２９．７１％ ２３．８５

亿元 获批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雀巢集团 云南山泉

７０％

上亿元 获批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朝日啤酒 青岛啤酒

１９．９９％

股份

６．７

亿美元 获批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可口可乐 汇源果汁 全部已发行股本

１７９．２

亿港元 被否

张莹莹 范彪

/

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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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０５１６

开元投资

０．１２３ ０．１３９ １．６２ １．５ ７．８９ ９．５４ ０．２５ ０．１７ ８７８３ ９９３２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０５５８

莱茵置业

０．０７１７ ０．０６４２ １．２４ ２．０６ ５．７６ ６．４ －０．９５ －０．１２ ４５２２ ４０４６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０６６１

长春高新

０．３２ ０．４５４ ４．３ ３．９７ ７．４９ １２．０５ ０．０１ ０．７７ ４２２７ ５９６８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０６７８

襄阳轴承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８ １．６６ １．６５ ０．４６ １．７６ ０．０８ －０．１５ ２３２ ８３４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０７９１

西北化工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１１９ １．７１０５ １．７０２１ ０．４９ ０．７２ －０．０４０３ ０．０５２４ １５９ ２２６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０９１１

南宁糖业

０．５ ０．２５ ５．１４ ４．９９ ９．５８ ５．２５ －１．１２ －０．６８ １４３８７ ７１８２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０９１８

嘉凯城

０．００４ ０．２５ ２．１７ ２．２２ ０．１８ １４．３４ －１．４８ －１．２３ ７２９ ４５３３５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２１６２

斯 米 克

－０．１５６２ ０．０１５６ １．９３７６ ２．１４３８ －７．５６ ０．７４ －０．０６６５ －０．３５９６ －６５３０ ６５４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２２６５

西仪股份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３ １．８３ １．８８ －１．９５ ０．１４ －０．０８ ０．０２ －１０５５ ７７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２２９８

鑫龙电器

０．１８５６ ０．１２５３ ３．０７ ２．９６ ６．０８ ４．４７ ０．０９２７ －０．７２８７ ３０６２ ２０６８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２３１１

海大集团

０．１９ ０．１１ ３．８９ ７．５７ ４．８８ ３．１５ ０．２４ １．１９ １１０２０ ６５４２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２３２１

华英农业

０．２２ ０．１４ ６．４３２ ６．４１１ ３．４４ ２．２９ ０．３１ －１．３ ３２４３ ２０８０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２３８９

南洋科技

０．３２ ０．２２ ５．５６ １０．６９ ５．７８ ８．３１ ０．１１ ０．３１ ４２４０ ２８８７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２３９６

星网锐捷

０．１３８５ ０．１３７４ ４．５３４５ ８．８９０９ ３．０７ １０．６７ －０．７４３２ －０．９１２ ４８６１ ４８２４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２４００

省广股份

０．２９ ０．４９ ７．０４ １２．３２ ４．０９ １０．２８ １．０６ ０．０３ ４２３１ ３１７５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２４５７

青龙管业

０．２３ ０．４８ ６．４３ １０．２３ ３．６２ １０．１３ －０．８７ －０．９６ ５０５６ ５０５２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２４７１

中超电缆

０．１５ ０．１５ ３．９９ ５．２９ ３．７５ １０．０１ －２．１１ －０．４８ ３２０５ ２３０２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２４７３

圣莱达

０．０８ ０．２３ ２．６８ ５．４１ ２．７６ １０．４７ －０．１１ ０．０９ １２０３ １３８８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２４７７

雏鹰农牧

０．５３２２ ０．３１７４ ６．２１ １１．８ ８．５１ ８．３１ ０．０８ ０．２１ １４２１１ ３１７４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２４９５

佳隆股份

０．２３ ０．３４ ５．４８ ９．８１ ２．６１ １３．２ －０．０８ ０．２３ ２６８５ ２６３１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２４９９

科林环保

０．２２ ０．３５ ８．１５ ８．１１ ２．６９ １４．６６ －０．０２１６ ０．０１５２ １６５６ １９８５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２５４６

新联电子

０．４６ ０．３３ １１．０２ ４．１５ ４．４５ １０．４６ －１．２７ －０．１５ ３６９３ ２０８５

每

１０

股转

１０

股

００２５４９

凯美特气

０．２３ ０．２４ ５．５８ ３ ３．３８ １０．０８ ０．１ ０．２１ １７１９ １４６３

不分配不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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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车

再获南京地铁

31

亿大单

记者昨日从中国南车 （

601766

） 获悉， 其

旗下南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再次中标南京

地铁三号线、 十号线车辆采购项目， 合同金额

达到

31.26

亿元， 这是近年来中国南车浦镇公

司在国内一次性获得的最大订单。

此次签订的南京地铁三号线和十号线车辆

项目， 是南京承办

2014

年青奥会的重要配套

项目， 不仅对缓解南京城市交通压力、 改善市

民出行质量具有现实意义， 而且对青奥会期间

向世界展示古都南京的历史文化和创新魅力具

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 南京三号线和十号线地铁车辆分

别采用不同的车体结构和编组方式。 三号线采

用

A

型铝合金全焊接鼓形车体结构， 和

4

动

2

拖编组方式； 十号线依旧采用铆接车体和

6

辆

编组方式。 地铁列车采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设计和制造技术， 单节车厢的载客量为

318

人

（超员

421

人）， 整列车载客量

1886

人。 十号

线地铁列车不仅采用比以往更加成熟可靠的铆

接技术， 同时还采用更加节能环保的

LED

照

明系统。 按照合同， 南京三号线地铁车辆首列

车将于

2013

年

3

月份交付； 十号线地铁车辆

首列车将于

2013

年

5

月份交付。

据了解， 今年

1

月至

6

月， 国内城轨地铁

车辆招议标共有

10

个项目， 中国南车获得了

其中的

6

个项目， 合计

930

辆

66.06

亿元， 市

场份额占比

70.7%

。 （刘征）

南宁糖业

上半年净利翻倍

受益于上半年糖价高位运行， 南宁糖业

（

000911

） 交出了一份靓丽的中报。 公司今日

披露的

2011

年中期报告显示， 上半年南宁糖

业实现营业总收入

21.32

亿元， 同比增长

40.71%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4

亿元， 同比增长

100.32%

； 基本每股收益

0.5

元。

根据中国糖业协会的统计，

2010/2011

榨

季全国共生产食糖

1045.42

万吨， 同比少产糖

28.41

万吨。 南宁糖业当季食糖产量约

46.64

万吨， 同比

2009/2010

榨季增加

1.19%

。

南宁糖业称， 受食糖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及

国内供求关系的影响，

2011

年上半年食糖市

场销售价格比上年同期大幅提高。 公司充分利

用白砂糖质量名列全国前列的品牌效应， 进一

步稳定和提高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 根据市场

供求关系变化和国内外的市场行情以及国家的

宏观调控政策， 灵活调整公司销售策略， 取得

了较好的业绩。 资料显示， 郑糖期货价格今年

一季度长期在

7000

元上方运行，

4

、

5

月短暂

回落后再度暴涨， 截至昨日， 今年

9

月份的期

糖价格已涨至

7600

元以上。

机制纸方面， 南宁糖业表示， 由于上半年

木浆、 蔗渣浆等生产原材料价格大幅提升， 导

致机制纸的生产成本增加， 且产品市场依然低

迷， 市场需求疲软， 销售压力较大。 作为应对

措施， 南宁糖业大力开发市场前景较好的口杯

用原纸。 （马宇飞）

祁连山

上半年实现营收

16.85

亿

祁连山

(600720)

今日发布半年报， 公司

2011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6.85

亿元， 同比

增长

19.39%

； 实现利润总额

3.41

亿元， 同比

增长

12.6%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7

亿元， 同比增长

0.5%

； 每股收益

0.52

元。

今年上半年祁连山生产水泥

464.66

万吨，

同比增长

27.40%

； 销售水泥 （含外销熟料）

499.14

万吨， 同比增长

27.84%

。

值得注意的是， 祁连山漳县和青海二线项

目分别于今年

3

月和

5

月建成投产， 目前运行

正常； 文县项目计划于今年

10

月份建成投产；

古浪、 张掖、 玉门、 成县二线、 漳县二线和定

西商砼项目前期工作也进展顺利。 上述项目的

陆续建成投产将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孙琳）

垂涎中国食品饮料 外资并购咄咄逼人

见习记者 张莹莹

证券时报记者 范彪

面对中国庞大的食品饮料市

场， 外资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

趣， 而近年来频频爆出的食品安

全问题， 也为外资并购提供了可

乘之机。

近日， 雀巢公司宣布将以

17

亿美元 （约

111

亿元人民币） 收购

徐福记

60%

的股份， 此外， 雀巢

公司透露， 今年

4

月收购银鹭

60%

股权一案目前已进入商务部第

二阶段审查。 雀巢这两桩收购案背

后， 是近年来国内食品饮料行业风

起云涌的并购潮。

活跃度达历史之最

“外资并购是战略性的， 这里

主要指的是产业布局和竞争力提

升 。 外资并购肯定不是一事一

议， 仅仅为了一点利润。” 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范黎

波如是说。

上述观点可以从雀巢身上找到

印证。 从

1998

年雀巢收购国内鸡

精行业第一品牌上海太太乐

80%

股权开始， 雀巢就已经在中国悄然

布局。

1999

年雀巢收购广东最大

冰淇淋品牌广州五羊

97%

股权；

2001

年收购国内第二大鸡精生产

商四川豪吉

60%

股权；

2010

年收

购云南矿泉水第一品牌云南大山

70%

股权；

2011

年

4

月收购国内

最大八宝粥和花生牛奶生产商银鹭

60%

股权……

“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后， 从来

未停止对我国食品行业的并购步

伐， 而近年来我国食品饮料行业的

蓬勃发展也逐渐吸引了外资的关

注。” 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周

思然向记者表示。

清科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

2006

年到

2011

年第一季度， 食品

饮料行业发生的外资并购事件就超

过

21

起， 并购总额高达

20.45

亿美

元。 并购方多为国际食品饮料行业

的巨头， 如达能、 雀巢、 朝日啤酒、

乐天、 英博等。

ChinaVenture

投中

集团的统计显示，

2008

年

7

月至

今， 中国食品饮料行业并购案例共

221

起， 其中境内并购

195

起， 占

比

88%

； 入境并购

18

起， 占比

8%

；

出境并购

8

起， 占比

4%

。

而进入

2011

年以来， 食品饮

料行业跨境并购持续活跃， 活跃度

一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统计显

示，

2011

年至今， 食品饮料行业

已披露

11

起跨境并购案例， 超越

了

2010

年的

7

起。 其中以入境并

购居多， 也包括中粮、 光明食品等

的出境并购。

并购环境悄然变化

继

2009

年

3

月可口可乐收购

汇源被否之后， 近三年已经有

10

起外资收购国内食品饮料品牌的案

例， 其中

6

起获批，

3

起处于待批

状态。 时过境迁， 从国家政策到业

内观点， 对外资的并购已经趋于理

性， 并购的宏观环境已经改变。

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副主

任何曼青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 雀巢收购徐福记与可口可乐收

购汇源时期不同， 现在政府对外资

并购国内知名品牌的心理相对成熟

了。 原先国内反对外资并购行业龙

头， 是怕危及产业安全。 现在相关政

策法规越来越完善， 去年国家出台鼓

励外资并购的

21

条， 对外资并购的

管理也越来越规范。

“食品饮料行业的市场化程度非

常高， 竞争非常充分， 外企相对民企

在实力上并不占优势， 即使垄断了市

场也无法获得定价权， 未来还是会有

更多的替代产品或新品牌冒出来。”

ChinaVenture

投中集团首席分析师李

玮栋表示。

而从商务部近年来颁布的有关外

资投资规范来看， 放开之势已经趋于

明显。

在商务部

2007

年颁布的 《外商

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中， 除了 “中国

传统工艺的绿茶和名茶、 黑茶加工”

属于禁止外商投资产业、 “黄酒及名

优白酒生产、 碳酸饮料生产” 属于限

制外商投资产业外， 食品饮料行业的

细分领域大都属于允许外商投资产

业。 日前商务部表示， 为进一步扩大

利用外资规模、 提升外资质量， 今年

将对上述目录进行修订。

“对于收购与反垄断要视具体情况

而定。” 长城证券并购部副总经理尹中

余对记者表示， 在食品饮料行业， 部

分自主企业品牌被大型外资收购， 有

助于行业的进一步集中和规范， 无论

对消费者还是对企业都是好事。

此外， 近年来频频爆出的食品安

全问题， 也为外资并购提供了可乘之

机。 据有关部门统计， 我国食品生产

加工单位将近

44.8

万家， 其中

80%

左右为

10

人以下的小企业、 小作坊，

小、 散、 乱的特点突出。

“由于近年来中国食品行业质量

安全问题频出， 企业食品安全风险加

大， 也导致部分投资者谋求退出， 为

具有进军中国市场需求的国外巨头提

供了入境收购的机会。”

ChinaVenture

投中集团分析师冯坡表示。

食品行业前景可观

“西方国家投资机构眼里， 消费

品是个持续稳定增长的行业， 虽然在

国人看来， 它未必如一些化工等行业

成长快。 对于西方投资者而言， 中国

的消费行业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昆

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艾

西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我国近年来消费品行业的快速

增长来看， 外资的垂涎不无道理。

资料显示，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 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逐渐提

高， 居民消费升级的意愿更加明显。

从消费上来看， 就是不断增加的消费

需求和更高的品质要求， 推动了整个

社会的消费结构上移。

对此李玮栋认为： “食品饮料行

业市场规模的快速增长， 主要是由内

需拉动， 不会像制造、 纺织、 能源等

行业那样受到产业政策、 汇率波动或

政府补贴的影响。”

据

Wind

统计， 根据

2010

年年

报数据， 食品饮料行业的平均销售毛

利率达到

37.94%

，

2009

年度平均销

售毛利率达到

37.03%

。

2010

年归属

母公司净利润平均值达到

4.03

亿元，

净利润同比增长率平均达到

62.32%

。

范黎波向记者表示， “中国的食

品饮料行业是竞争比较充分的行业，

但是市场机会仍然非常多， 行业的利

润率还是比较可观的。 例如王老吉，

2009

年一款产品销售额就可以达到

200

亿元。”

“面对食品行业这个暴利行业，

中国企业选择了套现离场， 而外资则

选择了大举并购占领市场。” 某不愿

具名的证券分析师向记者表示。

上述分析师称， 在当前中国经

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 很多行业都

有暴利的机会， 这使得很多做实业

的企业没有了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于是， 他们就容易套现离场， 特别

是食品饮料行业。 而外资方， 大部

分经营管理水平较高， 看到中国这

么大的一个市场， 往往选择在合适

的时候大举进军。

并购步伐还将加速

尹中余向记者表示： “食品饮料

行业的并购是必然， 是大势所趋。 一

切才刚刚开始。”

目前， 我国食品饮料领域的市场

集中度不高， 整合空间非常大， 且存

在准入门槛较低、 市场竞争激烈的现

状。 相比较能源、 机械等行业， 食品

饮料行业的国有资本控制力相对较

弱。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 李玮栋认为

“并购趋势还将持续”。

从近三年外资收购国内食品饮料

行业的品牌案例来看， 其收购的步

伐确有加速之势。 从

2009

年朝日啤

酒

6.7

亿 元 美 元 收 购 青 岛 啤 酒

19.99%

的股份， 到今年百盛集团

45.6

亿港元将小肥羊股权从

27.3%

增至

93.2%

， 其参股、 扩股乃至吞并

之心昭然若揭。

周思然谈道， 目前， 外资在华

并购不仅呈现出单项并购规模不断

扩大的趋势， 整体规模也不断扩大。

就各种外资并购案来看， 外资并购

的重点是行业龙头企业和上市公司，

而随着并购的增多， 可并购的优秀

资源逐渐减少， 并购价格将进一步

被推高。

从雀巢收购徐福记来看， 雀巢公

司提出通过计划安排方案收购徐福记

独立股东所持有该公司

43.5％

的股

权， 雀巢提出的现金价格为每一股徐

福记股票

4.35

新元 （约

23.3

元人民

币）， 相当于过去

180

天按成交量加

权平均股价溢价

24.7％

。

“并购无疑提高了国内食品饮料

行业的市场集中度， 增强了外资在饮

料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 有利于国

内食品饮料行业整体的发展壮大， 但

也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 压缩了一

些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 周思然表

示， 外资的大举入侵既给自主品牌带

来机遇， 也带来了挑战。

外资跑马圈地国内食品饮料行业

悄然洋化的冷饮摊

证券时报记者 范彪

见习记者 张莹莹

细心的人会发现， 现在的路边

冷饮摊上， 洋饮料占据了大部分。

汽水的百事可乐、 可口可乐， 果汁

里面的统一、 康师傅， 就连绿茶，

也大都不是内地企业生产的。 只有

在凉茶、 椰汁等为数不多的几个细

分领域里， 国内企业还有一席之地。

早些年， 还能看到冷饮摊上有

娃哈哈生产的非常可乐， 但在百事可

乐和可口可乐的挤压下， 非常可乐已

经逐步淡出了消费者的视线。 国内食

品饮料企业没落的背后， 要么是国内

食品饮料企业经营效率低下， 要么是

产品质量不能让人满意， 总之， 在外

资企业的强大攻势下， 路边的冷饮摊

上， 逐步被摆上了洋牌子。

实际上， 类似于果汁、 汽水等

细分行业被外资蚕食的现象， 仅仅

是食品饮料业 “洋化” 的一个缩影。

在整个国内的饮料市场， 外资的渗

透都非常明显。 简单以啤酒行业的

外资渗透为案例， 就能够知道一二。

去年， 嘉士伯成为重庆啤酒的

第一大股东， 重啤集团则以

20%

的

持股份额退位成为重庆啤酒第二大

股东。 在丹麦哥本哈根交易所上市

的嘉士伯并非首次染指中国啤酒，

它与啤酒花、 兰州黄河等国内啤酒

企业也有股权关系。 据了解， 嘉士

伯已控制了中国西南

50%

的市场。

目前嘉士伯全球

61%

的啤酒产量、

46%

的利润都来自中国。

除了嘉士伯外， 朝日啤酒、 荷

兰喜力、

SAB-Miller

等啤酒巨头

都在国内主要的啤酒企业持有大

量股权。

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 外

资对国内食品饮料业的收购， 开

始不再局限于汽水、 啤酒这种国

外优势产业， 帝亚欧并购水井坊、

百胜收购小肥羊等案例似乎在告

诉我们， 外资对有中国民族特色

的白酒、 火锅也开始感兴趣。 同

时， 外资的收购对象也不仅仅是

规模较小、 经营业绩平平的企业，

像徐福记这样的零食巨头， 也同

样成为外资的盘中之餐。

外资在对食品饮料企业进行

收购时， 难度显然要小于能源、

电信等行业，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

的行业适度放开竞争， 的确有利

于提高行业产品品质， 提升行业

活力。 这些年， 国内食品饮料行

业的企业不断爆出产品质量问题，

而外资企业带来的高标准或许有

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生产效率和

产品品质， 让国内企业学会如何

去为客户服务。

当然， 从扶持民族产业、 保

障产业安全的角度而言， 如何适

当地引导、 扶持国内企业去提升

市场竞争力， 也是政府应该多思

考的问题。

在国内消费市场面临快速增

长、 国家对外资并购的限制又日

趋宽松的背景下， 中国的食品饮

料行业或许将面临更大的变局，

而食品饮料行业里的中国企业，

也将直面更为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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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图

深沪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１３

）

本报网络数据部编制

００２５６８

百润股份

０．２９ ０．２９ ７．６９ １．９７ ５．６ １５．３３ ０．１９ ０．２６ ２０５４ １７５２

每

１０

股派

４

元

（

含税

）

３００００４

南风股份

０．１６ ０．２７ ４．１１ ７．９ ４．０７ ３．６７ －０．２９ －０．４７ ３０８７ ２５７６

不分配不转增

３０００２６

红日药业

０．２９ ０．２１ ６．８ １０．０２ ４．２ ３．４４ －０．３ －０．２２ ４３１４ ３２２９

不分配不转增

３０００５８

蓝色光标

０．４５ ０．２８ ７．５５ ７．２８ ６ ５ ０．２１ ０．１４ ５３８４ ３２１２

每

１０

股转

５

股

３００１０４

乐视网

０．２７ ０．１９ ４．４６ ９．３９ ６．０５ １５．３９ ０．２９ ０．４１ ５８４０ ３１１９

不分配不转增

３００１４６

汤臣倍健

０．８２ ０．６６ １５．１７ ２９．７１ ５．３９ ４０．５８ ０．４６ ０．９２ ８９４８ ５４４８

不分配不转增

３００２０４

舒泰神

０．５９ ０．５２ １５．４５ ３．３２ ７．０８ １９．４６ ０．４４ ０．５６ ３２５３ ２５８１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０１１６

三峡水利

０．０２ ０．１７ ３．５６ ３．６４ ０．４３ ６．４６ ０．０７ ０．１４ ４２４ ３５９９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０１５７

永泰能源

０．２１３ ０．１１９３ ４．５７６３ ２．４６４７ １０．４１ １６．４８ ０．０１４７ ０．２４７７ １１２３７ ６２９４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０２１２

江泉实业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１ ２．０６８ ２．０４ １．３３ ２．０５ ０．０８９ ０．０９６３ １３９５ ２１２１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０３８１ ＳＴ

贤成

０．０３７５ ０．０２７１ ０．７６ ０．６５ ５．３ ６．０３ ０．０８ ０．１８ １６９８ １２２９

每

１０

股转

５

股

６００４２３

柳化股份

０．０８ ０．１２ ３．６８ ３．５９ ２．２６ ３．２７ ０．４７ －０．１７ ３２７２ ４６５０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０４６９

风神股份

０．３９４ ０．２６１ ５．１１ ４．８３ ７．８３ ５．７４ ０．３７５ ０．３７２ １４７６７ ９７９５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０６１７

９００９１３

*ＳＴ

联华

*ＳＴ

联华

Ｂ

０．１２４ －０．０３１ －０．３３２ －０．４５６ － － －０．１１６３ ０．０９８４ ２０６９ －５２３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０６９９ *ＳＴ

得亨

－０．０２７ －０．２２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０８１ － － －０．０２３１ ０．０１３ －５０４ －４０７４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０７２０

祁连山

０．５１９６ ０．５１７ ５．９３ ５．４０３ ９．１７ １１．０４ ０．５０３７ ０．６４６３ ２４６７５ ２４５５２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０７９３ ＳＴ

宜纸

－０．１０８５ －０．０５０２ ０．０３１２ ０．１３９７ －１２６．９８ －３００．８３ －０．１３２７ ０．０２９５ －１１４３ －５２９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０８０２

福建水泥

０．２４ －０．１９ ３．１７ ２．９１ ７．４９ －５．６３ ０．０３ ０．２３ ９１７５ －７１２２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０８６０ ＳＴ

北人

０．０３ －０．０４ １．８ １．７７ １．８７ －２．０９ －０．０６ －０．０６ １４０７ －１４９７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０８９４

广钢股份

－０．１６９ ０．０６４ ０．４７ ０．６４ －３０．７ ７．９８ ０．３４６９ ０．１０８３ －１２８８６ ４９０６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１８７２

招商轮船

０．０６ ０．１３ ２．８ ２．８４ ２．０５ ４．５８ ０．１１ ０．１２ １９９０８ ４４１８３

不分配不转增

００２５５７

洽洽食品

０．３９ ０．４１ １２．４３ ３．５ ３．９５ １５．２２ ０．１９ ０．６２ ７２１７ ６１６６

每

１０

股转

３

股派

７

元

（

含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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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