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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Company

中国中铁在手订单充足

未完成合同额约

9841

亿

中国中铁 （

601390

） 今日披露的

2011

年

三季报显示， 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357.88

亿元， 同比增长

13.92%

，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6.27

亿元， 同比下降

33.15%

。 公告称， 公司经营规模增大， 收入

实现平稳增长。

中国中铁表示， 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同比

下滑， 主要受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以及行业投资

调整影响。 此外， 部分业主建设资金不到位，

无法按合同及时支付工程进度款及正常的验工

计价款也是原因之一。 但公司同时表示， 在手

订单充足， 未完成合同额约

9840.85

亿元。

1

至

9

月份， 公司累计新签合同额

3577

亿元。

市场人士分析认为， 近期高铁板块面临的

现金流等生产管理压力是系统性风险带来的必

然结果， 而国家对于铁路建设融资的强大支持

无疑将成为破冰良机。 （张燕平）

锡业股份

第三季度净利翻番

锡业股份 （

000960

） 今日公布

2011

年三

季报， 第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21

亿

元， 同比增长

58%

； 净利润

1.88

亿元， 同比

增长

102%

， 主要原因是有色金属产品平均价

格上升。

据业内人士分析， 由于美国经济数据欠

佳、 欧债危机蔓延以及中国维持紧缩政策等因

素， 基本金属价格的压力较大， 使得锡价在三

季度出现大幅的下跌。 不过， 锡是六种工业金

属中供需面最为紧张的金属， 锡的稀缺性和生

产高度集中性又决定了锡的供应量不会大幅增

加， 而下游行业对锡的需求量形成了支撑， 使

得锡在未来几年总体呈现供小于求的局面。 特

别是作为全球最大锡出口国的印尼， 其主要锡

生产地已于

10

月

1

日起开始无限期的停止锡

锭出口。 印尼此举进一步加剧了锡供需面紧张

的形势， 锡价有望率先重回上升通道。 锡业股

份作为全球锡行业龙头， 无疑将是锡价回暖，

行业景气度回升的受益者。 （程疆）

中联重科

前三季度净利增逾九成

中联重科 （

000157

） 今日发布三季度业绩

报告。

1

至

9

月，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9.62

亿元， 同比增长

90.69%

。

其中第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13.34

亿元， 同比增长

44.34%

。 截至报

告期末，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

亿元， 同比增长

139.83%

， 实现了现金流

的改善。 （文星明）

徐工机械

应收账款规模维持高企

徐工机械 （

000425

） 今日披露三季报， 公

告显示随着销售规模扩大， 分期付款业务增

加， 公司三季度末应收账款规模达

90.4

亿元，

较年初增长

127.83％

。 公司上半年应收账款余

额较年初增幅达

148.33%

， 相比而言， 三季度

末数据有所回落。 今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252.3

亿元， 同比增长

29.61%

， 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

28.3

亿元， 同比增

长

42.11%

。 （袁源）

方大炭素

前三季度净利

5.26

亿

方大炭素 （

600516

） 今日发布三季报，

2011

年前三季度， 公司营业总收入为

33.64

亿

元， 同比增长

49.5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26

亿元， 同比增长

89.05%

。 其中，

7

至

9

月实现营业总收入

12.78

亿元，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了

50.69%

和

12.68%

。 公司表示， 营业收入增加是

因为炭素制品及铁矿粉的销售数量有较大增长，

同时价格有一定涨幅， 使营业收入增长。 （孙琳）

攀钢钒钛

第三季度亏损

1.67

亿元

攀钢钒钛

(000629)

今日发布三季报， 公

司今年前三季度业绩同比大幅下降。 根据公告

显示， 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

682

万

元， 而去年同期为

6.92

亿元； 在刚刚过去的

第三季度， 净利润为

-1.68

亿元。

攀钢钒钛表示， 业绩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

是公司的钢铁产品、 钒产品价格一直在低位波

动， 而原燃料价格持续上涨， 购销价格差致使

公司钢铁产品、 钒产品毛利同比下降。

（魏隋明）

机构齐出逃 山西焦化减亏难掩盈利困境

证券时报记者 付和卓

摘星脱帽不到半年的山西焦化

（

600740

）， 今年前三季度业绩比去

年同期减亏

3.16

亿元， 然而机构

却并不看好， 继王亚伟操盘的两只

明星基金出逃后， 前十大流通股东

中仅存的两家机构湘财证券和中

银

－

华泰柏瑞价值增长基金也于三

季度退出。 定增大股东缺席、 下游

钢材市场持续低迷、 资源税步步逼

近， 山西焦化的日子不好过。

上下游挤压 成本难转嫁

用 “夹缝中生存” 来形容目前

的焦企， 是再恰当不过了： 一方面

是不断上升的成本， 另一方面是下

游需求的回落。

成本方面， 新修订的 《资源税

暂行条例》 规定， 自

2011

年

11

月

1

日起， 焦煤资源税率上调至每吨

8

元至

20

元， 其他煤炭未作调整，

仍按每吨

0.3

元至

5

元收取。 分析

指出， 资源税新标准对无烟煤公司

影响最小， 动力煤公司次之， 焦煤

企业影响最大， 预计每吨焦炭的成

本上升预计在

10

元以上。

成本的提升却未必能提高产品

价格， 因为焦化企业相对于下游钢

铁企业本身议价能力较弱， 产能过

剩一直是焦化行业难以根治的恶

疾。 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焦炭

产量

13.8%

的增速仍大于粗钢产量

10.7%

的增速。 在不考虑限产的情

况下， 预计全年国内焦炭产能将过

剩

7500

多万吨。 同时， 下游钢铁

行业也正处于 “寒冬” 中， 由于当前

钢市需求低迷， 焦化厂出货不畅， 焦

企的库存正在持续攀升。

市场人士指出， 焦炭价格的长期

走势关键还得看需求。 整体来看， 受

焦煤资源税提高、 焦炭产能过剩现

状、 下游钢材市场需求低迷等利空影

响， 焦炭仍将延续弱势格局。

上述这些不利影响在山西焦化上已

有所体现。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 山西

焦化

9

月份共生产焦炭

278432.29

吨

(

干基

)

， 创山西焦化建厂以来单月产量

最高纪录。 产量虽创新高， 但盈利能

力却创年内新低。 在股本不变前提下，

公司前三季度的每股收益大幅缩减，

一季度每股收益

0.15

元， 二季度降为

0.02

元， 而公司三季度实现净利润

152

万元， 每股收益仅有

0.003

元。

机构出走 大股东缺席定增

山西焦化公布的三季报显示， 前十

大流通股东里已经没有了机构的身影。

截至去年三季度末， 华夏大盘与

华夏策略分别持有公司

450

万股和

250

万股， 为公司第四、 七大流通股

东； 去年底， 华夏大盘与华夏策略持

股数则增至

1100

万股、

500

万股，

为公司第三、 四大股东。 今年一季

度， 华夏大盘则继续加仓至

1300

万

股。 然而到了二季度， 这两只基金出

人意料地选择了 “走人”， 都已退出

十大流通股东之列。 而仅存的两家机

构， 湘财证券和中银

－

华泰柏瑞价值

增长基金也于今年三季度退出。

山西焦化不久前公布定向增发方

案， 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

亿股， 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7.1

亿元。 其中，

5

亿元用来偿还贷款， 其余用于实施

干熄焦改造、 甲醇改扩建和废水处理

回用等项目。 然而大股东焦煤集团和

二股东西山煤电并没有参与其中， 这

让不少投资者对定增项目的盈利前景

表示怀疑。

分析人士称， 大股东不参与定

增， 一是对项目持谨慎态度， 虽然焦

化行业兼并重组政策出台， 但未来执

行情况并不明朗。 二是按照股权比例

来参与定增的话， 大股东要掏出

5

、

6

个亿的真金白银。 此前也有媒体报

道山西焦化的母公司资产负债率达到

84.30%

， 总负债超过

70

亿元。 而公

司的二股东西山煤电曾在

2008

年低

位增持过山西焦化， 显然目前

12

元

的增发价格并没有吸引力。

汽车销量恢复增长 比亚迪业绩有望好转

证券时报记者 黄丽

比亚迪

(002594)

日前公布的

2011

年三季度业绩报告显示， 第

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约

117.89

亿元， 同比增长约

11%

；

实现净利润约为

7737

万元， 同比

增长约

582%

。 经历了调整期的比

亚迪， 逐步恢复平稳发展的态势。

公告还称， 第四季度为汽车行

业旺季，

S6

等新车型销量增长以

及手机部件业务新客户及新产品的

导入将推动公司整体业务明显增

长。 此外， 集团相关投资的整合也

将为集团带来一定的收益， 以上多

重有利因素将促进公司第四季度业

绩明显好转。

数据显示，

1

至

9

月， 比亚迪

整车合计实现销量

9.4

万辆， 同比

增长约

9.10%

， 呈现恢复性平稳增

长的态势。 具体到产品方面， 今年

5

月

S6

自上市以来， 销量逐月攀

升， 截至

9

月末， 销量已突破了

2.3

万辆。

9

月， 首款搭载

1.5TI

动力总

成的战略车型

G6

隆重上市。

广受市场关注的新能源汽车业

务， 在报告期内亦实现较大突破。 大

运会后，

200

辆

K9

已陆续投入深圳

公交系统正式运营。 另截至

2011

年

9

月底， 投放长沙

103

路公交线路载

客运营的

K9

， 累计运行里程已达

3

万公里。 纯电动出租车

E6

也已实现

规模化运营，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 比亚迪在深圳陆续批量投放了

300

台

E6

纯电动出租车。

10

月

26

日， 比亚迪主打面向私人销售的高端

纯电动车

E6

先行者上市， 引起市场

极大关注。

另外， 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海外

市场值得期待。 据悉， 公司已经与新

加坡签订了初步供货协议， 同时， 法

兰克福电动大巴， 定于明年

3

月交

付， 米兰

2012

年将购买大批量电动

大巴。

朗玛信息拔得贵州省创业板头筹

证券时报记者 罗平华

10

月

28

日， 在证监会创业板

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1

年第

66

次会

议上， 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顺利通过审核， 成为贵州省首

家创业板过会公司。

2010

年

6

月

4

日， 贵州高峰

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为贵州省

首家闯关创业板的公司， 但遗憾折

戟。 时隔一年多， 在创业板开板两

周年之际， 朗玛信息顺利过会， 拔

得头筹。

资料显示， 朗玛信息主营业

务为社区性语音增值业务 ， 主

要经营产品 “电话对对碰”， 将

互联网社区理念与声音这一人类

最真实、 最便捷的交流方式相结

合并首创性地应用于通信网络，

致力于打造国内领先的大型语音

社交娱乐平台 ， 为用户提供社

交、 休闲娱乐等语音增值服务。

公司以用户需求为导向， 以电话

对对碰为平台， 创新运营模式和

服务内容 ， 增强用户体验和客

户粘性， 目前， 已发展成为中

国创新能力领先 、 规模最大的社

区性语音增值服务提供商。 截至今

年

6

月底， 电话对对碰在全国

24

个省、 市、 自治区开通运营， 会员

用户数为

160

万， 实现话务时长

22

亿分钟。

作为行业领先企业， 朗玛信息首

创性地提出了 “阳光交友、 绿色聊

天” 的经营理念， 并积极探索行业运

营新模式。

2008

年， 公司打破传统

语言增值服务按时长或按次收费的模

式， 在业内率先推出 “拨打免费、 增

值收费” 的新模式， 用户拨打电话对

对碰不需要支付任何通话费或信息

费， 实现用户参与的零成本， 通过免

费使用， 吸引了大量的用户， 在此基

础上， 通过提供更有吸引力的会员服

务内容， 吸引用户成为电话对对碰的

包月会员， 按月收取会员费。 新的运

营模式， 取消了用户的使用门槛， 加

快了电话对对碰普及推广的速度。 截

至

6

月底， 公司已经与中国电信、 中

国联通

26

个省级公司开展合作， 电

话对对碰已成为覆盖区域最广、 规模

最大、 国内领先的大型语音社交娱乐

平台。

纽米科技投产 云天化锂电池隔膜实现量产

证券时报记者 程疆

日前， 云天化 （

600096

） 重庆

纽米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产暨

重庆研发中心揭牌典礼在晏家工业园

举行。 云天化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兼总

经理他盛华等几位与会领导在典礼上

致辞， 对云天化在新材料、 新能源方

面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据了解 ， 纽米科技成立于

2010

年

2

月， 主要从事新材料、

新能源材料的研发和生产， 是云天

化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与

成都慧成科技公司合作开发， 现已

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隔

膜生产技术， 并已建成年产

1500

万平方米高性能锂离子电池隔膜生

产线一条。 未来

3

至

5

年， 纽米科

技将形成年产

2

亿平方米高性能锂

离子电池隔膜的生产能力。

同时揭牌成立的重庆研发中心

为云天化的二级单位， 下设五个研

发部， 分别负责聚甲醛合成技术和改

性技术的研究与产品开发、 玻璃纤维

改性技术研究和复合材料的开发、

LTCC

带的开发和关键原材料的制备

技术研究、 氟塑料及太阳能背光膜制

备技术的研究以及储能材料的制备技

术研究等。 该研发中心可充分发挥云

天化在聚甲醛工程塑料和玻璃纤维产

业上的优势， 实现两大产业的有机结

合， 促进公司聚甲醛和玻璃纤维的产

业升级。

近年来， 云天化持续深入企业转

型， 由以肥为主转向以化为主及相关

多元， 并重点在新材料及新能源两大

领域谋求发展。 通过在重庆、 珠海、

巴西等地区的产业布局及国内外的技

术合作， 公司在玻纤及聚甲醛两大产

业上的产能及技术均处于行业领先水

平。 此次纽米科技正式投产暨重庆研

发中心揭牌成立后， 云天化将实现锂

电池隔膜的量产， 聚甲醛及玻纤产品

的研发能力也将获大幅增强。

恒泰艾普

增发股份收购新赛浦

恒泰艾普 （

300157

） 今日公

告， 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和

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 购买廊坊

开发区新赛浦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100%

股权， 其中现金支付的比例

为

20%

， 股份支付的比例为

80%

。

廊坊新赛浦

100%

股权交易价格不

高于

3.7

亿元， 公司将以超募资金

支付不超过

7400

万元的现金， 并

以

42.34

元

/

股的价格向交易对方合

计发行不超过

699.1

万股股份。

公告显示， 廊坊新赛浦主营测井

车、 仪器车等油田特种设备的生产，

而目前恒泰艾普的主营业务为油气资

源的勘探开发技术服务及相关的软件

销售。 恒泰艾普表示， 在现有业务基

础上， 拟通过收购廊坊新赛浦， 进入

石油专用设备生产销售领域， 打造勘

探开发软件及技术服务、 石油重点设

备技术及制造、 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

三大业务板块。 （林晔）

方大集团

拟定增募资

4.71

亿

方大集团

(000055)

披露增发

预案， 公司拟以不低于

4.73

元

/

股的

价格，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9960

万

股， 预计募集资金不超过

4.71

亿元。

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投资成都节能幕

墙生产基地、 北京节能幕墙生产基

地以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方大集团今年来屡屡接获订单。

8

月公司公告称， 将在成都市新材料

产业功能区投资兴建方大集团西部地

区总部基地， 计划总投资约

10

亿元，

用于分期建设节能环保建筑幕墙及材

料、 轨道交通设备和半导体照明三大

产业项目， 扩大产能。 （李小平）

浙报传媒

全力布局新媒体

浙报传媒 （

600633

） 今日发布

三季报， 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10.01

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4

亿元， 分别同比增

长

16.56%

和

21.79%

。 其中

7

至

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44

亿元， 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95.01

万

元。 浙报传媒表示， 公司未来拟在

原有印刷、 发行、 广告等媒体产业

链的基础上， 全力布局新媒体； 加

大文化产业的战略投资， 形成以传

媒为核心的文化产业链。 （董宇明）

IC/

供图

峰回路转 庞大集团停牌洽购萨博四成股权

证券时报记者 张珈

悬 而 未 决 的 庞 大 集 团

（

601258

）洽购萨博汽车一事有了关

键进展。 根据今日披露的收购条件，

庞大集团将掏出不超过

14

亿的真金

白银， 用于收购萨博汽车相关的出

资及增资， 持股比例不超四成。

事实上， 根据近日媒体报道， 萨

博汽车持有人瑞典汽车公司已宣布和

中国庞大汽贸集团和中国浙江青年汽

车达成谅解备忘录， 这两家中国公司

将以

１

亿欧元 （约合

１．４２

亿美元）

收购萨博汽车有限公司和萨博英国有

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根据初步协议，

收购资金将在四年内分期支付。 其

中， 青年汽车将拥有

６０％

的股份， 而

庞大拥有其余的

４０％

。

庞大集团停牌今日公告显示，

目前正与瑞典汽车和萨博汽车等相

关各方谈判收购萨博及其业务相关方

全部股权事宜， 因谈判正在进行中，

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0

月

31

日起停牌。

值得注意的是， 庞大集团今日还

披露了相关收购条件。 公告显示， 收

购条件包括， 全部收购股权款不超过

10

亿元， 其中庞大集团出资不超过

4

亿元， 股权比例不超过

40%

， 庞大

集团和青年汽车集团向萨博汽车增资

不超过

25

亿元， 其中庞大集团出资

不超过

10

亿元。

今年

6

月， 庞大集团与萨博汽

车、 浙江青年莲花汽车有限公司签署

《谅解备忘录》。 但是， 不久后的

9

月

16

日庞大集团就发布公告称， 鉴于

萨博汽车存在破产风险， 庞大集团将

对已向萨博支付的

4500

万欧元购车

预付款提取部分坏账准备。

10

月

25

日， 瑞典汽车方面又传出单方面解约

的消息， 理由为庞大集团与青年汽车

未确认对 《认购协议》 和在重组期间

提供过桥融资的承诺。

不过， 就在各方负面消息不断叠加

之际， 突然峰回路转。 日前， 瑞典汽车

发言人古妮拉·古斯塔夫表示， 瑞典汽车

对中国两大汽车集团提出的收购条件从

几天前的 “无法接受” 到目前的 “同意

全盘收购”， 是 “各方在收购价格和条件

上再次进行调整后达成的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