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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控股重组扫清障碍

将独享

30

年污水处理经营权

见习记者 缪媛

几 经 周 折 的 武 汉 控 股

（

600168

） 资产重组终于迈出了实

质性一步。 昨日， 公司公布了正式

的资产重组方案， 称拟置入的水务

集团旗下的排水公司已获得了政府

授予的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权， 此举

为重组工作推进扫清了重大障碍。

资产重组方案显示， 武汉控股

拟将其持有的武汉三镇实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98%

股权及武

汉三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0%

股

权， 与控股股东武汉市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

有限公司

100%

股权中的等值部分

进行资产置换； 差额部分武汉控股

将以定向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 同

时， 武汉控股拟向不超过

10

名符

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7.6

亿元， 通

过向排水公司增资方式用于污水处

理厂的改扩建项目。

以

2012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

准日， 置出资产评估值为

13.7

亿

元， 置入资产评估值为

23

亿元，

两者置换差额

9.3

亿元。 根据这一

评估结果， 武汉控股向水务集团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6.65

元

/

股， 发行数量

1.4

亿股。

排水公司享

30

年专营权

公告显示，

4

月

25

日， 武汉

市水务局与排水公司签订了 《特许

经营协议》， 政府授予排水公司在

所服务区域提供合格的城市污水处

理公共服务， 并获得合理服务费用

的特许权利， 特许经营期为自

2012

年

4

月

25

日起

30

年。

协议还规定了排他条款， 政府

方不再批准其他企业或个人提供污

水处理服务， 并不得将该项目运营

服务特许经营权部分或全部授予其

他第三方， 以确保排水公司实现规

模经营和提供同质同价的公共事业

服务。

服务结算价格是协议的关键。

协议约定， 首期

3

年的污水处理服

务结算价格为

1.99

元

/

吨， 此后如

间隔不少于

3

年且排水公司的单位

运营成本费用实际变动幅度超过

7%

， 排水公司可申请启动调价机制。

1.99

元

/

吨的结算价格较政府核

拨运营资金的模式， 有了较大幅度的

提高。 数据显示，

2011

年， 排水公

司营业收入为

4.66

亿元， 污水处理

量为

3.33

亿吨， 模拟污水处理结算

价格为

1.4

元

/

吨。 《特许经营协议》

的结算价格， 比核拨模式提高了

42%

， 武汉控股的业务经营市场化程

度得到了极大改善。

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大提升

据悉， 武汉控股拟置入的排水公

司拥有

8

座污水处理厂、 相应的配套

污水提升泵站及污水收集管网， 污水

日处理能力达到

126

万吨。 加上武汉

控股目前拥有的沙湖污水处理厂

15

万吨日处理能力， 完成重组后公司合

计污水处理能力将达到

141

万吨

/

日，

占武汉市总体污水日处理能力的

75.6%

。

排水公司置入武汉控股后， 水务

集团将不再从事污水处理业务； 武汉

控股将三镇房地产及三镇物业置出

后， 也不再从事房地产业务， 武汉控

股与水务集团之间同业竞争的问题均

得到有效解决。

根据武汉控股向上交所提供的

2011

年度审计报告和备考报表数据测

算， 重组完成后， 公司营业收入将由

2.77

亿元增至

6.56

亿元， 其中污水处

理业务收入由

3190

万元增加至

4.93

亿元； 公司总资产将由

31.4

亿元增至

68.26

亿元， 增幅

117%

； 公司今年

1~3

月的净利润， 则由重组前的

1290

万元增至

7812

万元， 增幅远超总资

产， 达到

505%

； 每股收益也将大幅

提升， 今年一季度， 公司每股收益将

由

0.03

元提高至

0.134

元，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由

0.78%

提高至

2.48%

。

中国中铁

首季净利降四成

中国中铁 （

601390

） 今日披露

2012

年一

季报。 公司一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785.68

亿

元， 同比下降

19.11%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9.15

亿元， 下降

44.54%

； 公司综合

毛利率

10.59％

， 同比显著上升。

公司一季报净利润下降主要受到了收入规

模降低及财务费用增加的影响， 而总营收下滑

则主要系铁路项目停工缓建、 境外项目放缓以

及春节放假等因素影响所致； 财务费用增加系

借款平均余额增加、 借款成本上升的共同影响

所致。

截至报告期末， 中国中铁在手订单

1.09

万亿元， 是公司

2011

年收入的

2.37

倍， 且足

以支持公司两到三年的长期发展。

另外， 在铁路市场萎缩的形势下， 中国中

铁积极拓展路外市场， 路外订单的增长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铁路新签订单的下降。 （张燕平）

泰和新材

对位芳纶氨纶产销两旺

经过了一季度的业绩低迷期后， 近日， 泰

和新材 （

002254

） 在氨纶、 对位芳纶产销两旺

的推动下， 经营业绩开始回升。

泰和新材表示，

4

月份， 公司的对位芳纶

产品泰普龙销量创历史新高， 达到去年同期的

数倍。 同时， 尽管目前整个氨纶行业仍未出现

复苏迹象， 但公司的氨纶产品纽士达持续旺

销， 近日已开始小幅上调产品价格， 每吨提高

1000~2000

元不等。

据悉， 新产品、 新品种的持续推出是泰和

新材业绩回升的重要原因。 （崔晓莉）

理邦仪器

彩超产品将成利润新增长点

彩超产品发布及一季度靓丽的业绩使得理

邦仪器 （

300206

） 的年度股东会备受关注， 参

会投资者人数远超公司预料。 公司董事长张浩

表示， 公司新推出的彩超产品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 公司将在三年内把该产品做到国内行业第

一阵营。

理邦仪器近期推出了首款彩超产品

U50

，

成为国内少数掌握彩超核心技术的厂家之一。

张浩在会上表示，

4

月份公司已收到国外多个

国家的订单， 并且收到了部分货款。 他非常看

好彩超的市场空间， 与早期的监护仪产品类

似， 彩超在未来

8

到

10

年都将保持快速的增

长态势。

他表示， 公司推出的彩超产品很适合替代

目前的黑白超产品， 由于彩超产品技术门槛

高， 公司在自主技术、 产品性价比和销售方面

都具有明显优势， 因此彩超产品将成为公司今

年新的利润增长点。 （方元）

长园集团

7

项产品中标电网项目

长园集团 （

600525

） 今日发布公告， 公司

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的招标项目中， 共有

7

项产品中标， 合计中标金额达

1.94

亿元。

据悉， 在国家电网公司

2012

年第二批

集中招标中，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长园深瑞

公司的保护监控类设备中标， 中标金额为

1.42

亿元， 长园电力的变电设备 （

110KV

电

缆附件） 中标

1682

万元， 公司的参股公司

东莞高能的

500KV

输电线路复合绝缘子中标

535

万元。

此外， 在南方电网公司

2012

年上半年配

网框架招标中， 子公司长园电力成功中标

4

项

产品， 金额达到

3000

万元。

长园集团同时公布一季报。 今年一季度，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主营业务净利

润

3149

万元， 同比大幅增长

107%

。 （水菁）

售华夏银行股权

华资实业去年扭亏

华资实业 （

600191

） 公布的

2011

年年报

显示， 去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4

亿元， 同

比增加

21.64%

；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825.76

万元， 成功扭亏为盈， 去年同期亏损

7249.65

万元； 每股收益为

0.0789

元。

公司董事会决定

2011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

配，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近几年， 公

司主业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虽然出售部分华夏

银行股权，

2011

年实现扭亏为盈， 但上年度

公司净利亏损， 为加快公司产业结构调整， 决

定将部分未分配利润补充流动资金。

华资实业今日同时公布的一季报显示，

受产品销量下降所致， 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

营收

1074.43

万元， 同比减少

76.37%

； 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2.6

万元， 同比下

降

87.3%

。 （高璐）

中百集团盈利潜力大 新光控股将长期持有

见习记者 缪媛

在中百集团 （

000759

） 昨日召

开的股东大会上， 公司董事长汪爱

群表示， 与一些外资大卖场相比，

公司的毛利率尚有较大提升潜力，

要从

19.4%

提高到

30%~35%

才能

跟物业成本、 人力成本相匹配， 不

过这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另据介

绍， 新光控股表示看好公司的价

值， 准备长期持有。

汪爱群认为， 加大直采商品力

度和强化物流配送， 是提高公司盈

利的主要举措。 目前， 公司正以每

年新增

100

家网点的速度扩张， 其

中

80

家左右为便民公司，

20

家左

右为大卖场。

近两年， 公司开始大力推进区

域物流中心建设， 以节约物流成

本， 加快商品周转速度。

2011

年，

公司直采商品比例已达

70%

， 其

中毛利超过

40%

的直采商品实现

销售

8.58

亿元， 同比增长

75%

。

预计

2012

年直采商品的比例还会

提高。 另外， 区域物流中心也能将

现有大卖场中近

30%

的仓储空间

腾出来， 用于租赁和招商， 这也是

提升盈利的手段之一。

据悉， 新门店的培育期一般在

3

年左右， 设立不久的子公司会出现暂

时亏损， 这是中百集团目前经营业绩

得不到充分体现的原因之一。 汪爱群

还透露， 由于纳税主体不同， 合并报

表之后公司

2011

年缴纳所得税的比

例超过

30%

， 理论上多交了近

4000

万元的税， 如果能够理顺关系， 这些

原本可以成为股东的利润。 今后， 中

百集团在新设网点时会加强和当地部

门沟通， 尽量设立分公司而不是子公

司， 以减少这样的问题。

此外， 新光控股不断增持公司

股票， 也引起了与会股东代表的关

注。 据介绍， 今年两会召开前， 在有

关方面的陪同下， 中百集团与新光控

股的高管在武汉进行了会面， 新光控

股表示看好公司的价值， 准备长期持

有。 对于新光控股是否存在其它意

图， 中百集团表示目前没有进一步的

信息。

会上， 有股东追问， 年报显示，

公司第五大股东浙江华睿海越投资有

限公司同样是浙江资本， 是否为新光

控股的关联方。 公司董秘杨晓红说，

根据信息披露的需要， 在年报公布前

曾致电这两家股东， 双方均出具了无

关联关系的证明。

卧龙控股并购

ATB

协同效应显现

6

个月前尚严重亏损的奥地利

ATB

一季度利润增长近

30%

证券时报记者 李欣

证券时报记者从卧龙电气

（

600580

） 控股股东卧龙控股境外

企业管理部了解到，

6

个月以前尚

处于严重亏损状态的

ATB

公司，

今年一季度已实现利润同比增长

29.8%

， 创造了自欧洲主权债务危

机以来的最好经营业绩。

据了解， 自欧债危机爆发后，

奥地利

ATB

驱动技术股份公司的

母公司由于流动资金匮乏等原因

进入破产重组程序。 卧龙控股于

去年

10

月并购

ATB

后， 两者强强

联合， 以新的形象重新赢得了客

户的认可， 市场订单接踵而至，

ATB

由此迎来了从破产走向发展

的转折。

卧龙控股集团副总裁、 财务总

监王希全表示， 卧龙并购

ATB

，

并非简单做加法， 而是实现产业做

强做大、 跨入国际高端制造领域、

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战略延伸。

进入

2012

年， 卧龙与

ATB

整

合步伐不断加快。 在就

ATB

未来

三年发展规划等达成一致意见的

基础上， 卧龙明确提出要进一步

整合内部资源， 巩固

ATB

在欧洲

市场的霸主地位， 并继续拓展在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市

场份额。

记者了解到， 在今年

2

月的波兰

会议和

3

月的上虞会议上，

ATB

集

团

CEO

及下属子公司总经理曾分批

次访问卧龙， 专门就加快协同发展进

行了互动磋商。

卧龙

-ATB

协同小组负责人表

示， 卧龙与

ATB

已在设立销售公司、

实现产业转移、 组建技术营销网络

等方面达成了重要共识， 相关项目

正在着手实施。 特别是在整合全球

材料采购问题上取得了新进展， 目

前与

ATB

产品相关的十几个零部件

在中国采购， 顺利通过德国方面的

认证审核， 可立即从欧洲转移到国内

采购。 此举无疑将大大降低采购成

本， 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

值得一提的是， 卧龙并购

ATB

后， 得到了

ATB

及其子公司所在地

奥地利、 德国、 波兰、 英国等国当地

政府的欢迎， 并为之开设了政策绿色

通道。

卧龙控股董事长陈建成表示，

经过近

6

个月以来卓有成效的合

作，

ATB

及旗下子公司中高层对于

卧龙的认同度、 信任度越来越高，

这也是下一步双方深化合作 、 实

现全球范围内资源有效配置的重

要条件。

供需失衡“老大难” 氯碱业探索突围路径

证券时报记者 李娴

实习记者 王敏杰

“氯碱行业经过连续多年高速

发展， 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显

现， ‘十二五’ 期间行业整合重组

的任务非常艰巨。” 在第十四届中

国氯碱论坛上， 中国氯碱工业协会

理事长李军在谈及目前氯碱行业面

临的严峻挑战时如是说。

他同时透露， 近日协会会同有

关部门在修改 《氯碱行业准入条

件》 时， 将提出建立行业退出产能

指标交易市场， 以市场化手段运

作， “要求所有新建烧碱和电石法

聚氯乙烯项目必须购买符合门槛要

求

50%

以上的产能指标”。

供需失衡加剧

本届论坛上公布的一张烧碱和

聚氯乙烯的扩产计划统计表， 将中

西部地区碱氯不平衡、 行业供需矛

盾加剧的现状揭示出来。 据统计，

截至去年底， 国内烧碱和聚氯乙烯

（

PVC

） 产能分别为

3412

万吨和

2162

万吨， 但由于需求增长缓慢，

2008

年至今，

PVC

的产能利用率

一直低于

80%

， 烧碱行业更是低

于

60%

。

李军表示， 协会对今年氯碱新

增产能的摸底情况表明， 国内烧碱

和氯碱的计划新增产能分别是

877.5

万吨和

498

万吨， “即便按

照

50%

的达产率计算， 今年底烧

碱和氯碱的总产能将达到

3800

万

吨和

2400

万吨， 供大于求的形势

会更严峻”。

随着产能快速扩张， 局部地区

碱氯不平衡的矛盾也更加突出。 统

计显示， 截至

2011

年底， 东部地

区烧碱产能占比为

54%

， 中西部地

区为

46%

， 但

62%

的

PVC

产能集中

在中西部， 且新扩产能也大多在该地

区。 多年以来以氯定碱的行业模式，

随着烧碱、

PVC

扩产严重失衡而化

为泡影。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研究院主任胡

延韶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当前中西部

地区， 不但

PVC

和烧碱产能不匹配，

而且

PVC

产、 销矛盾也不断凸显。

重组任务艰巨

一方面是产能快速扩张带来对下

游议价能力的减弱， 另一方面是原料

电石和乙炔价格不断走高， 业内认

为， 今年

PVC

的成本压力将有增无

减； 同时， 国内氯碱企业普遍存在产

业链延伸能力不足、 盈利空间难以放

大的问题。 在此前提下， 行业淘汰、

重组任务艰巨。

本届论坛与会专家们普遍认为，

延伸产业链、 形成下游产品深加工能

力是氯碱企业突围 “成本战” 的方

向。 胡延韶告诉记者， 中西部地区虽

然扩能快， 但普遍还没有向氯的精细

化工领域延伸， “以烧碱为例， 无机

化学、 有机化学领域的消费比例小于

30%

， 烧碱直接应用占比较大”。

按照行业 “十二五” 规划， 到

2015

年， 国内烧碱和

PVC

产量分别

为

2800

万吨和

1500

万吨。 以当前

产能以及烧碱

80%

、

PVC70%

的开工

率计算，

2015

年末国内烧碱和

PVC

的产能应分别控制在

3500

万吨和

2150

万吨。 “国内现有烧碱企业

181

家， 单个企业平均产能只有

18.9

万吨”， 李军认为， 新建产能普遍存

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 实现总

量控制的任务很艰巨， 行业势必会

走上整合重组之路。

压榨业乌云散去

东凌粮油迎来盈利季

证券时报记者 刘莎莎

食用油企业在经历了过去一

年的低谷之后， 今年一季度的经

营情况有了较大改善。 据当前市

场价格测算，

4

月份大豆油每吨加

工毛利润达到了

300

元左右， 相

较于去年全年每吨加工毛利亏损

36

元有了大幅改观。

从东凌粮油 （

000893

） 近日

发布的一季报也可以看出， 公司

食用油毛利水平相对于去年全年

已有了改善。 东凌粮油一季度实

现毛利润

3490

万元， 若按

35~40

万吨加工量估算， 每吨加工毛利

润为

87

元到

100

元。

据东凌粮油相关人士介绍，

自

4

月初开始， 公司每吨大豆油

加工毛利润已达到了

300

元左右

的高点。

“即使将

2011

年底计提的存

货跌价损失

2238

万元全部冲回，

一季度毛利也达

1252

万元， 折合

每吨加工毛利

31

元至

36

元， 相

比去年增效明显。” 东凌粮油董秘

石革燕说。

数据显示， 东凌粮油一季度

实现营业收入

15.76

亿元， 净利

润

-1818.4

万元。 不过， 亏损主要

源自一季度公司套期保值损失加

大， 其中账面投资收益损失为

2599

万元。

据了解， 去年， 除几家享受

国家定向销售低价原料的豆油企

业保有

1%~2%

的净利润外， 大

部分豆油加工企业处于深度亏损

状态。 相比去年的困境， 大部分

食用油压榨企业今年可谓长舒了

一口气。

日前， 南美大豆调低了减产

预期， 国际豆价已由年初的

12

美

元

/

蒲式耳上涨至

14

美元

/

蒲式耳。

有预测称， 受近期南美干旱影响，

预计在

5

月初南美大豆收割完成

前， 国际豆价仍将呈上涨趋势。

预计

2012

年全年国际大豆价格将

高位运行。

从最近几个季度的情况来看，

国际豆价上涨对持有现货头寸的

压榨企业来讲是个利好， 大豆压

榨行业盈利水平二季度有望进一

步复苏， 因为一般来说， 企业当

月压榨所使用的大豆是两三个月

前采购的， 短期内有望享受大豆

价格上涨带来的溢价， 企业的

毛利情况

4

、

5

月份有望进一步

好转。

石革燕介绍， 东凌粮油第二

条

150

万吨大豆加工生产线将于

5

月开始试生产， 加工大豆的能

力将达

370

万吨， 加工量相对于

2011

年会有较大增长。 如果行业

盈利水平持续改善， 东凌粮油全

年的盈利能力将大幅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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