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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新中基解除

与益海嘉里增资协议

新中基 （

000972

） 今日公告， 鉴于外部环

境及条件发生变化， 公司此前与益海嘉里投资

有限公司签订的两份 《增资协议》 相关内容均

未能在约定时间内落实。 公司与益海嘉里等协

商后， 均同意解除就益海嘉里增资公司控股子

公司中基蕃茄和天津中辰所签订的 《增资协

议》， 未履行的部分不再履行， 且不追究任何

一方责任。

此前， 新中基与益海嘉里签署协议， 约定

益海嘉里在收购

BEST HERO

国际有限公司持

有的天津中辰

25.05%

股权， 成为天津中辰新

增股东的基础上， 再以折合人民币

8221

万元

的美元现汇折合为等值人民币向天津中辰投

资。 此外， 由益海嘉里以折合人民币

5

亿元的

美元现汇折合为等值人民币向中基蕃茄投资。

从新中基今日公告来看， 益海嘉里只完成了此

前双方协议的部分内容， 即收购

BEST HERO

国际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中辰

25.05%

股权。

新中基同时公告， 预计

2011

年净利润亏

损

8.8

亿元。 与上年相比亏损增加的主要原因

是公司上年因出售北新路桥股份取得投资收益

超过

4

亿元， 而

2011

年没有大额投资收益。

公司上年净利润亏损

3.49

亿元。 （张昊昱）

绵世股份

出售汉堡王股权

绵世股份 （

000609

） 今日公告称， 公司与

汉堡王 （香港） 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 《股权转

让协议》， 分别将公司所持有的汉堡王 （北京）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汉堡王食品 （深圳） 有限

公司各

19%

的股权， 以共计

570

万美元的价

格出售给汉堡王 （香港）。 在完成本次交易后，

公司将不再持有汉堡王 （北京）、 汉堡王 （深

圳） 的股权。

该部分股权为绵世股份自

2010

年

4

月起

先后投资

380

万美元所取得。

2010

年初， 绵

世股份与汉堡王 （香港） 及各合作方共同投资

设立汉堡王 （北京）、 汉堡王 （深圳） 两家合

资公司， 经过两年经营， 合资公司陆续在北

京、 深圳等授权区域内开设了

10

余家门店。

绵世股份表示， 由于汉堡王快餐连锁品牌

全球发展战略的调整， 合资之初各方达成的共

识产生了变化。 目前， 公司投资的另一品牌连

锁快餐项目

SEVENANA

正在迅速发展过程中，

现已在北京、 天津、 深圳开设了

13

家门店。

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

专注于

SEVENANA

品牌， 推动其业务更好更

快发展。

(

刘思辰

)

科达机电

二期股权激励出炉

继 一 期 股 权 激 励 之 后 ， 科 达 机 电

（

600499

） 今日推出二期股权激励。 此次方案

拟向激励对象授予总量

3966

万份的股票期权，

占当前股本总额

6.32

亿股的

6.28%

。 按照草

案公布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收盘价和草案

公布前

30

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平均收盘价孰

高的原则， 最终行权价格定为

10.03

元。

股权激励方案有效期自股票期权授予日起

5

年， 激励对象对将分四期行权， 按每年

25%

的行权比例分期逐年行权。 据了解， 包括吴木

海、 武桢、 朱钒、 曾飞在内的高管及中层管理

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359

人被列为此次拟授予

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

相比科达机电

2006

年推出的一期股权激

励计划， 此次推出的二期计划行权业绩条件稍

有提高。 据新方案 ， 其业绩考核目标为 ：

2012~2015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0%

；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和

2015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

除非经常损益的净利润分别较

2011

年度的增

长率不低于

20%

、

45%

、

75%

和

110%

。

科达机电今日同时公布了

2011

年年报。

报告期内， 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24.93

亿元，

同比增长

20.72%

； 营业利润

4.39

亿元， 同比

增长

102.63%

； 净利润

3.56

亿元， 同比增长

47.77%

； 每股收益

0.587

元。 去年， 科达机电

完成了对恒力泰

100%

股权的收购， 不仅实现

了各环节优势互补， 提高毛利率水平， 更能拓

展海外销售渠道， 拉动国产陶机整线装备的海

外出口。

(

刘莎莎

)

2011

年上海

技术合同交易额达

550

亿

上海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传来消息，

2011

年， 上海市技术合同交易量

29332

项、

交易额

550.32

亿元， 分别比

2010

年增长

12.0%

和

4.7%

。 其中， 上海本地区技术合同交

易额

212.66

亿元， 上海技术进出口交易额

217.01

亿元， 流向国内其他省市交易额

120.65

亿元。 八成以上交易额集中在电子信息、 先进

制造、 城市建设与社会发展以及生物医药和医

疗器械技术领域。

(

孙玉

)

我国将全面

清理整合现行食品标准

证券时报记者 尹振茂

卫生部昨日发布的 《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十二五” 规划 （征

求意见稿）》 显示， “十二五” 期

间的主要任务首先是全面清理整

合现行食品标准， 到

2015

年基本

完成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食品卫生标准、 食品质量标准以

及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内容的清

理整合工作， 解决现行标准交叉、

重复、 矛盾的问题。

该征求意见稿称， 到

2013

年底 ， 将基本完成对现行

1900

项食品国家标准和

3000

余项食

品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内容的清

理。 根据标准清理结果 ，

2015

年底前基本完成相关标准的整

合和废止工作。

其次将加快制定、 修订食品

安全基础标准。 重点做好食品、 食

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污染物、

生物毒素、 致病性微生物等危害人

体健康物质限量、 农药和兽药残留

限量、 食品添加剂使用、 食品标签、

食品安全术语、 分类等食品安全基

础标准制定、 修订工作。

此外， 还将完善食品生产经营

规范。

2015

年底前， 制定公布食

品、 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卫生规

范、 经营企业卫生规范、 餐饮服务

单位卫生规范等

20

余项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基本形成食品生产经营

和餐饮服务全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

标准体系。

2015

年底前， 制定、 修

订肉类食品、 水产品、 粮食、 食用

油脂、 酒类、 调味品、 豆类制品、

饮料等主要大类食品产品标准， 侧

重通用性和覆盖面， 避免标准间的

重复和交叉。

农村新电网建设“十二五”计划投资

4600

亿

� � � �国家电网公司农电部日前表

示， 今年国家电网公司农电系统

将进一步加快农网改造升级， 全

面完成低电压治理， 落实农村用

电安全强基固本三年行动方案，

大力提升服务水平。

国家电网将进一步提高农网

供电可靠性和农村综合供电电压

合格率， 强化综合治理举措， 年

内将消除农村供区低电压现象。

“十二五” 期间， 公司计划投

资

4600

多亿元， 集中解决农村电

网薄弱问题 ， 基本建成安全可

靠、 节能环保、 技术先进、 管理

规范的新型农网。

过去的一年， 国家电网从硬

件、 软件两方面着手， 全力服务

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增收。

在硬件方面， 公司加快新一

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 投资

488.4

亿元解决低电压、 供电 “卡脖子”、

县域电网与主网联系薄弱等问题，

1446.7

万客户告别低电压； 粮食主

产区农田机井供电条件有效改善，

390

多万亩农田受益。

在软件方面 ， 公司 “内外挖

潜”， 强化业扩报装管理， 指导县供

电企业推进多元化交费， 统一服务

规范， 因地制宜打造农电特色服务

体系并促进常态化。 （魏曙光）

业绩预测由盈转亏 冠福家用恐遭

ST

厄运

证券时报记者 朱中伟

去年

12

月底 ， 冠福家 用

（

002102

） 发布的年度经营业绩预

计公告显示，

2011

年公司有望实

现盈利

450

万元

~500

万元。 不过，

今天公布的修正公告显示， 公司关

于去年经营业绩的预测出现了重大

偏差， 根据新的预测，

2011

年经

营业绩反而将出现

7500

万元

~

8000

万元的亏损。

由于

2010

年公司净利润已经

出现高达

8653

万元的亏损， 若

2011

年年报继续交出亏损答卷，

公司股票将难逃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的厄运。

业绩预计出现重大偏差的项目

主要是公司大力推行的 “一伍一

拾” 连锁店项目和五天销售公司家

用品业务。 根据前一次预测， “一

伍一拾” 项目预计亏损额为

1500

万元， 十一家五天销售公司的家用

品业务预计亏损

2000

万元。 此次

修正， 冠福家用表示受国际市场疲

软、 国内宏观调整等经济环境的影

响， 家用品行业在第四季度并未呈

现出旺季态势， 仍然处于疲软状

态， 而 “一伍一拾” 连锁店项目的

经营目标也未能实现， 实际亏损额

也超出前期预测。

根据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

算，

2011

年 “一伍一拾” 连锁店

项目亏损额度将达到

6500

万元，

十一家五天销售公司的家用品业

务亏损额度将达到

6000

万元， 累

计偏离前次预测为

9000

万元。 此

外，

2011

年冠福家用的陶瓷生产制

造业务还将预计出现

1500

万元左右

的亏损。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 冠福家用子

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曾经持有

75%

股权的上海海客瑞斯酒店用品公

司在去年受到创投公司热捧， 为冠福

家用贡献了

2011

年的大部分收益。

去年初， 上海五天转让了其持有

的

40%

海客瑞斯股权， 获得约

4000

万元投资收益。 去年底， 公司董事会

又通过 《关于参股公司上海海客瑞斯

酒店用品有限公司剩余股权以公允价

值计量》 的议案， 剩余的海客瑞斯

35%

股权公允价值达到

3862

万元，

在扣除计提所得税后还有净利润

2588

万元， 对公司

2011

年度的业绩

产生了正面影响。

“十二五”建筑节能

专项规划（征求意见稿）公布

� � � �记者

30

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

获悉， “十二五” 建筑节能专项规

划 （征求意见稿） 日前公布。

根据该 《规划》 （征求意见

稿）， 到 “十二五” 期末， 建筑节

能形成

1.16

亿吨标准煤节能能力。

其中发展绿色建筑， 加强新

建建筑节能工作， 形成

4500

万吨

标准煤节能能力； 深化供热体制

改革， 全面推行供热计量收费，

推进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建筑供热

计量及节能改造， 形成

2700

万吨

标准煤节能能力； 加强公共建筑

节能监管体系建设， 推动节能改

造与运行管理， 形成

1400

万吨标

准煤节能能力。 推动可再生能源

与建筑一体化应用， 形成常规能

源替代能力

3000

万吨标准煤。

此外， 《规划》 （征求意见

稿） 还明确提出 “十二五” 建筑

节能的重点任务 ， 分别是提高能

效， 抓好新建建筑节能监管； 扎实

推进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 深入

开展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和高耗

能建筑节能改造； 加快可再生能源

建筑领域规模化应用； 大力推动绿

色建筑发展， 实现绿色建筑普及

化； 积极促进新型材料推广应用和

推广绿色照明应用。

（据新华社电）

“十二五”重点扶持

120

家大中型成品粮批发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尹振茂

国家粮食局昨日发布 《全国

粮食市场体系建设与发展 “十二

五” 规划》 称， 到

2015

年， 要

形成以粮食收购市场和零售市场

为基础、 批发市场为骨干、 粮食

期货交易稳步发展， 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现代粮食市场体系，

并重点选择约

120

家大中型成品

粮批发市场予以重点指导和政策

扶持。

规划强调， “十二五” 期间

要全面提升市场服务功能， 健全

现代粮食批发市场体系。 继续选

择部分大型区域性粮食批发市场，

组建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以国家

粮食交易中心为依托， 加快健全

全国统一粮食竞价交易系统

,

扩大

交易系统的市场联网范围， 完善

统一交易规则； 积极推进中央储

备粮及其他政策性粮油进入国家

粮食交易中心交易； 引导区域性、

专业性粮食批发市场积极组织开

展跨区域的大宗粮食品种的交易，

充分发挥其在粮食产销衔接中的

作用； 加强产销区粮食市场信息对

接， 组织好粮食购销， 在服务主产

区农民增收、 满足主销区粮食需求

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同时， 加快大中城市成品粮批

发市场建设， 构建大中城市口粮供

应保障系统， 确保城市居民粮食消

费需求。 根据大中城市特别是特大

型城市人口构成和粮食消费需求状

况， 重点选择

120

家左右的大中型

成品粮批发市场， 予以重点指导和

政策扶持。

此外， 还要大力培育和发展多

元市场主体， 推动国有粮食企业改

革和发展，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具体措施包括鼓励国有粮食企

业实施跨行业、 跨区域重组， 培育

若干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粮食

企业； 积极培育和发展多种所有制

粮食市场主体从事粮食经营活动，

搞活粮食流通； 积极发展农民专业

合作组织， 提高市场组织化程度；

培育农村粮食经纪人队伍， 推进粮

食经纪人职业资格培训， 提升从业

人员素质； 引导多元主体投资粮食

市场建设。

天虹商场下调业绩预期 异地扩张江苏溧阳受阻

证券时报记者 向南

天虹商场 （

002419

） 昨日发

布公告下调了

2011

年盈利预期，

公司原本预计

2011

年净利润同比

增长

25%~50%

， 调整后预计同比

增长

15%~25%

。 业绩突然下调的

原因是江苏溧阳天虹店关闭， 为

此要支付

3500

万元赔偿损失。

根据公告， 溧阳天虹关闭的

原因是业主方拒不履行合同义务。

此前有报道称是双方在租金上面

未能谈拢， 业主停水断电， 导致

无法营业， 天虹商场只得选择关

闭已开业的店铺。 招商证券分析

师杨夏认为， 溧阳天虹关停只是

偶发事件， 不会影响天虹商场的

扩张速度及既定战略。

不过， 迅速上涨的租金成本，

还是令投资者对天虹商场如何保

持扩张速度产生担忧。 目前天虹

商场有

20

余个储备项目， 大多为

对外租赁， 最近几年多数店铺都

上涨了租金， 溧阳天虹正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关闭。

租用物业， 可以帮助公司低成

本快速扩张， 但也会成为不稳定因

素。 去年

12

月

20

日， 天虹商场公

告称， 因金华天虹商场项目所涉及

物业不能按 《特许经营合同》 的约

定满足交付使用条件， 且已达到

《特许经营合同》 所约定的解除条

件， 公司向金华天虹商场有限公司

及浙江华越置业有限公司送达了

《解除特许经营合同的函》， 金华天

虹项目终止。

据了解， 截至

2011

年底， 天虹

商场

46

家直营门店中有

43

家为租赁

物业， 租赁物业面积占比达到

94%

。

天虹商场也在增加自有物业店铺， 截

至去年年底在建的有总部大楼旗舰

店、 南昌联发广场等四个物业。

不过， 杨夏认为， 相比物业租

金上升带来的成本压力， 人力资源

是更大的困扰因素， 去年天虹商场

的人力成本上升了

20%

。

作为一家总部位于深圳的百货

类公司， 天虹商场最近几年的扩张

速度引人注目。

2010

年新开店铺

6

家，

2011

年净增加

7

家， 其中只有

两家位于深圳。

申银万国分析师陶成知表示， 异

地扩张需要与当地情况相结合， 天虹

商场关闭溧阳天虹， 可能是当地物业

比较强势， 也可能触犯到当地某些人

的利益。 陶成知判断， 天虹商场在所

有百货类公司中扩张算快的， 但 “不

会太快， 因为百货类公司无法复制家

电和超市类龙头公司的成功模式， 百

货的培育周期更长”。

� � � �据测算， 冠福家用大力推行的 “一伍一拾” 连锁店项目

2011

年将亏损

6500

万元 本报资料图

新控制人输血

ST

中源

做强干细胞产业

� � � �

ST

中源 （

600645

） 决定终止

公司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 并以自有资金收购和泽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 同时公司

将向控股股东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用于收购和泽生物

49%

股权并对

其增资以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这

一切发生的前提是，

ST

中源背后

换了一位有实力的实际控制人。

ST

中源今日发布的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显示， 实际控制人变动

前， 天津开发区德源投资持有

ST

中源

20.04%

的股权， 为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 红磡投资委托北方国际

信托持有德源投资

1.5

亿股股份，

占德源投资总股本的

98.68%

。 北

方国际信托是德源投资的名义股

东， 红磡投资为德源投资的控股股

东。 韩月娥持有红磡投资

71%

的

股权， 为红磡投资控股股东及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2012

年

1

月

18

日， 李德福、

韩月娥、 永泰红磡三方签订 《增资

扩股协议书》， 约定李德福以

5000

万元现金对红磡投资进行增资， 其

中

3000

万元作为红磡投资新增注

册资本，

2000

万元计入红磡投资

资本公积金。 李德福直接持有红磡

投资

37.5%

的股权， 通过永泰红磡

持有红磡投资

18.125%

的股权， 合

计拥有或控制红磡投资

55.625%

股

权， 成为红磡投资实际控制人， 拥

有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ST

中源今日同时公告， 公司

拟向德源投资发行不超过

2020

万

股股票， 德源投资全部以现金认

购， 发行募资金额不超过

4.23

亿

元， 其中

4508

万元用于收购和泽

生物

49%

的股权，

2.42

亿元用于偿还

债务， 其他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李德福称是看好中源协和的发展

前景， 通过控制上市公司进一步延伸

上市公司干细胞产业链， 做大做强干

细胞产业。 未来

12

个月内无对上市

公司 （含子公司） 资产及业务出售、

合并、 与他人合资或合作计划。

资料显示， 李德福为天津人， 有

多家公司的高管履历， 核心企业为永

泰红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于

1999

年

11

月， 注册资本

1.1

亿元，

李德福持有永泰红磡

99.5%

的出资额，

经营范围为对房地产业、 高新技术产

业、 基础设施建设业、 金融业进行投

资及投资管理服务等。 截至

2011

年

年末， 永泰红磡资产总额

33.13

亿元，

2011

年度净利润

5.26

亿元。

（向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