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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新材

上半年业绩预减七成

三峡新材 （

600293

） 今日公告称，

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

2012

年中期净利润约为

200

万元， 同

比减少

70%

左右。

三峡新材表示， 今年中期业绩同比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主导产品平板玻璃

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下降。 数据显示， 三峡

新材自去年以来业绩频亮红灯， 今年一季

度仅实现净利润

64.69

万元， 同比大幅降

低

88.89%

， 二季度仍未扭转颓势， 致使

上半年业绩同比降七成。

（李雪峰）

中科英华

子公司获

1.8

亿元大单

中科英华 （

600110

） 今日公告称，

子公司郑州电缆有限公司已于

6

月

27

日同中铁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签

订了电缆采购合同书， 合同总金额为

1.8

亿元， 约为中科英华去年营业收入

的

14.52%

。

合同约定由郑州电缆有限公司作为

供应方负责实施沈阳新世界中心项目电

缆供应工程， 该项目主要包括博物馆、

办公楼、 酒店及酒店式公寓等。 合同同

时约定实际供货金额与合同暂定金额变

化不超过

30%

， 超过

30%

的部分， 价

格根据采购双方已确认的方式进行调

整， 其他条款不变。

（马已）

佛山照明

2220

万元

转让创投公司股权

6

月

28

日， 佛山照明 （

000541

）

与深圳市美庐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 将佛山照明持有的

深圳市量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8.5％

的股权转让给美庐公司。 此次股权转

让价格为

1.5

元

/

股， 交易金额为

2220

万元。

佛山照明表示， 当初投资量科公司

是希望通过该项投资获得理想的投资回

报， 但该公司成立以来长期不分红， 且

该公司应收款和应付款额度较大， 对佛

山照明投资收益存在较大风险， 此次转

让量科公司股权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

资产质量， 控制对外投资风险。

（建业）

三维通信拟出资

5000

万

设股权投资基金

三维通信 （

002115

） 公告， 公司拟

出资

5000

万与深圳市永邦四海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陈玉忠签订 《合

伙协议》， 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永邦四

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公告显示， 永邦投资总出资额为

2.53

亿元， 合伙人以现金方式分三期出资到

位， 公司拟认缴出资额为

5000

万元， 占

该有限合伙企业总出资额的

19.79%

， 资金

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公司为该合伙企业

的有限合伙人。

（靳书阳）

华东科技

再遭控股股东减持

华东科技 （

000727

） 再次遭遇控股

股东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减持，

5

月

9

日至

6

月

27

日， 华东电子合计

减持华东科技约

396.3

万股， 占公司总

股本的

1.1%

。

这已是今年来华东科技第三度遭

到华东电子的减持。 今年

2

月

27

日

~

28

日， 华东电子减持华东科技

324.19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903%

；

5

月

7

日， 华东电子又减持

105.59

万股华

东 科 技 股 票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0.294%

。

截至

6

月

27

日之后， 华东电子

仍持有华东科技约

8430.3

万股， 占

比

23.47%

。 华东电子承诺自今日起，

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

售的华东科技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

总数的

5%

。

（建业）

ST

迈亚前景堪忧

证券时报记者 陈性智 缪媛

此次蓝鼎集团收购

ST

迈亚

（

000971

） 控股股东毛纺集团

100%

的股权， 成为

ST

迈亚实际控制人。

蓝鼎集团间接持有

ST

迈亚

29.9%

股

权，

4.68

亿元的收购价折合每股

6.43

元， 与签订转让协议时

ST

迈亚

在二级市场

4

元左右的均价相比，

溢价超过

60%

。

蓝鼎集团高溢价接手的

ST

迈亚

近年来主业连年亏损。

2006

年

~

2011

年的六年里，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1.95

亿元、

-

1.39

亿元、

-1.18

亿元、

-1.68

亿元、

-4993

万 元 和

-7540

万 元 。 其 中

2008

年和

2010

年，

ST

迈亚通过政

府补助、 处置资产、 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转回的方式勉强实现盈利。 公

司主营业务利润连续

6

年亏损，

ST

迈亚的现有主业显然已无力回天。

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从

2005

年末的

4.75

亿元下降到

2011

年末的

299.5

万元。

今年以来情况仍然没有得到改

善。 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

ST

迈

亚净利润为

-902

万元。 如无非常之

技， 全年业绩亏损、 净资产为负几

成定局。 蓝鼎集团接手的是一个烂

摊子。

从运行状态来看，

ST

迈亚唯

有立即进行资产重组才可能脱出

困局。 而蓝鼎集团在权益报告书

中承诺， 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暂无

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调整的

计划， 暂无出售、 合并、 与他人

合资或合作上市公司资产及业务

计划， 以及对上市公司拟购买或

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等。 这意味

着蓝鼎集团启动对

ST

迈亚的重组

时间只能等到

2013

年

6

月

25

日以

后。 留给新实际控制人的重组时

间少得可怜。

蓝鼎集团的主营业务是房地产，

公司董事长仰智慧也对外表示今后

主业依然是房地产。 在房地产政策

调控的大背景下， 短期内几乎看不

到蓝鼎集团将房地产业务注入上市

公司的可能性。

相关资料显示， 蓝鼎集团除了

地产业务外， 尚有证券投资、 广告

传媒 、 星级酒店和物业管理等业

务， 但从目前的调查来看， 没有迹

象表明蓝鼎集团的这些业务具备相

当的规模。 且从公司董事长仰智慧

和总裁金成发的公开讲话来看，

2012

年是蓝鼎集团收缩战线渡过难

关的一年。 在自顾不暇的局面下，

蓝鼎集团将会拿什么拯救面临退市

的

ST

迈亚？

在退市阴影笼罩下 的

ST

迈

亚， 市场表现却常有不俗之举 。

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况是，

ST

迈亚

因 重 大 事 项 停 牌 的 前 一 个 交 易

日———

3

月

22

日，

ST

迈亚股票在

下午

14:40

开始快速拉升至涨停，

成 交 量 急 剧 放 大 ， 换 手 率 达 到

1.32%

， 较前一交易日

0.81%

的

换手率增长

162%

， 而当日深证成

指下跌

0.51%

。

前

5

月房企资金杠杆率降至历史低位

证券时报记者 陈霞

虽然历经

3

次存款准备金率下

调、 降息以及政策对于首套刚需房

贷的支持， 但目前房企巨大的资金

压力仍然未能缓解， 资金链紧张成

为了房企的共同困境。

1

月

~5

月，

房企的资金杠杆率降至

2.35

的历史

低位。

据证券时报网络数据部统计，

2011

年房地产行业整体资产负债率

达到

72.43%

， 而该数据在

2010

年

和

2009

年分别为

71.26%

和

65.9%

，

呈逐年上升趋势。 在

2011

年

A

股

130

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中， 负债率

超过

80%

的有

17

家， 而在

2010

年

该数据为

12

家。 此外， 资产负债

率在

60%

以上

80%

以下的企业共有

65

家。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2

年

1~5

月， 房地产开发企业合计资金来

源

3.42

万亿元， 同比增长

5.7%

， 增

速较

1~4

月上涨

0.6

个百分点； 其

中， 除国内贷款和自筹资金同比增

长外， 其他如利用外资、 定金及预

收款、 个人按揭贷款均同比下降，

多项数据处于历史低位。

1~5

月自筹

资金占比较

2011

年全年上升

1

个百

分点至

42%

， 明显高于

2009

年的

31%

和

2010

年的

37%

， 资金杠杆率

已经达到了

2.35

的历史低位 （

2009

年

~2011

年的资金杠杆率分别为

3.19

、

2.71

和

2.44

）， 也较今年的

1~

4

月的

2.39

进一步下降， 说明资金

压力依然巨大。

而对于

6

月初降息对房地产企

业的影响， 各机构观点多倾向认为，

降息将导致整个融资环境有所改善，

如信托、 基金以及一些民间融资渠道

的融资成本也将有所下降， 幅度虽然不

会很大， 但是也是一个向好的趋势。 按

照以往经验来看， 此次降息或许只是新

一轮降息周期刚刚启动， 后续存在不定

期降息的可能性。 市场的总体融资环境

将逐渐趋好， 对于房地产行业而言利好

或将逐步释放。

但也有持不同意见的市场人士认

为， 现在的调控政策放松不再是实体

经济上升途中的休整或换挡， 而是经

济下行趋势得以确认的大背景下的刺

激手段， 因此， 现在的努力是在保实

体经济增长避免出现大的回落， 对应

到资本市场上不再是业绩的增长快慢问

题， 而是维持整个系统的资产质量问

题。 尤其是对银行、 地产等行业， 主要

是要维持资产质量， 缓解生存困境等问

题， 尽量不产生资产减计导致的亏损和

坏账。 而要形成这种预期可能需要多次

的降息和降准， 以及财政政策、 产业政

策等组合拳。

ST

迈亚新实际控制人财务存疑

证券时报记者 陈性智

ST

迈亚 （

000971

） 近日发布实际

控制人易主公告， 对新控股股东的预

期， 使

ST

迈亚股票价格连续三个交易

日涨停， 与大幅下挫的深成指走势截

然相反。 新东家安徽蓝鼎集团是否具

备投资者期待的财务实力和盈利能力？

通过对相关财务信息的深度研读， 证

券时报记者获得了出乎意料的结论：

蓝鼎集团的财务数据存在多处异常。

流动资金异常紧张

根据

ST

迈亚公布的 《丝宝集团

（国际） 有限公司、 丝宝实业发展

（武汉） 有限公司关于安徽蓝鼎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受让湖北仙桃毛纺集团

有限公司

100%

股权之调查报告》，

蓝鼎集团

2010

年净资产只有

2.18

亿

元， 负债率高达

97%

。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其负债总额

70.5

亿元， 负债

率高达

89%

。 但同时公开资料显示，

区域性房地产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普

遍在

70%

以下。

2011

年末， 蓝鼎集

团应付账款高达

18

亿元， 其他应付

款有

4.2

亿元， 而同期公司货币资金

仅

1.8

亿元， 这些数字显示， 公司流

动资金非常紧张。

与蓝鼎集团相关的新闻报道搜索

显示，

2012

年

2

月， 蓝鼎集团总裁金

成发对媒体称， 为支付

7

亿多元的农

民工工资和大量工程款， 公司紧急筹

措资金

15

亿元化解支付危机， 当地政

府甚至将

2000

万元农民工预算工资保

证金都退给蓝鼎集团支付工人工资。

虽然蓝鼎集团

2011

年营业收入

达到

45.8

亿元， 但公司

2010

年及

2011

年实际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分别只有

11.76

亿元和

19.17

亿元。

2011

年末， 蓝鼎集团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9

亿元。

财务费用奇低

蓝鼎集团

2010

年及

2011

年短期

借款为

0

， 长期借款项下则分别为

4.4

亿元和

27.3

亿元。 事实上， 房地产行

业属于高风险行业， 特别是近年房地

产调控政策下， 银行不可能给房地产

开发商提供长期借款。 蓝鼎集团是如

何借到了金额如此巨大的长期借款？

另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是，

2010

年蓝鼎集团的长期借款为

4.4

亿元，

财务费用为

314

万元， 而

2011

年长

期借款达到

27.3

亿元， 财务费用却

仅为

67.8

万元。 事实上， 蓝鼎集团

的融资成本不会很低， 公司

2010

年

向民生银行的二十一信托基金借款，

年利息高达

16%

。

证券时报记者向多位房地产企业

财务负责人咨询财务费用奇低的这一

奇怪现象， 了解是否存在财务费用成

本化的可能。 一位大型房地产企业财

务负责人表示， 如果财务费用计入了

开发成本， 公司现金流中应有所显

示， 但从公开披露的报表中却看不出

来， 而且财务费用的记账方式发生这

么大变化并不正常。

事实上， 蓝鼎集团的三项费用在

销售收入中的占比也缺乏连贯性。

2010

年， 公司营业收入为

1.8

亿元，

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合计

4796

万元， 三项费用占营业收入的

26%

。 而

2011

年， 公司营业收入

45.8

亿元， 三项费用合计

1.03

亿元，

占销售收入的

2%

。

其他应收款居高不下

更为蹊跷的是， 蓝鼎集团其他应

收款项下， 连续两年出现惊人数据。

2010

年， 公司所有者权益仅为

2.18

亿元， 但其他应收款却高达

13.2

亿

元。

2011

年， 其他应收款仍然高达

12.2

亿元。 对于一个总资产只有几十

亿元、 净资产只有区区几亿元的企业

来说， 账面长期存在十多亿元的其他

应收款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异常。

根据相关会计准则， 该项下可挂

科目十分有限， 通常是备用金、 差旅

费等小额借款， 什么人能从债台高

筑、 现金流极度紧张的民营企业长期

借出这么大一笔钱呢？

查阅部分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结果

表明， 其他应收款金额与营业收入相

比都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 例如栖霞

建设 （

600533

）

2010

年营业收入为

21

亿元， 其他应收款为

3.6

亿元，

2011

年营业收入为

31

亿元， 其他应

收款为

2.3

亿元； 福星股份 （

000926

）

2010

年营业收入为

56

亿元， 其他应

收款为

3.9

亿元，

2011

年营业收入为

47

亿元， 其他应收款为

3

亿元； 万科

A

（

000002

）

2010

年营业收入为

507

亿元， 其他应收款为

14.9

亿元，

2011

年营业收入为

717

亿元， 其他应收款

为

18.4

亿元。 一位资深房地产上市公

司审计负责人认为， 蓝鼎集团的其他

应收款过于巨大， 这有可能是公司关

联人从公司借出了巨额资金。

蓝鼎集团的应缴税款项下也不

寻常。

2011

年蓝鼎集团应缴税款

为

-1600

万元， 超额纳税。 而

2010

年， 应缴税款为

-1.57

亿元， 也是超

额纳税。 从蓝鼎集团的财务数据来

看， 公司的现金流并没有好到需要提

前纳税的地步。

赔本销售或致潜在亏损

蓝鼎集团财务紧张的情况在今年

年初应对支付危机时得到了部分验证。

从

2011

年

12

月开始， 蓝鼎集团在合

肥的多处地产项目出现大幅降价售房

的情况。 公司赔本销售的相关消息不

绝于耳。

蓝鼎集团在

2010

年以

970

万元

/

亩

高价拍下地块建设海棠湾项目。 证券时

报记者根据公开披露的数据计算， 这个

楼盘的楼面地价和建安成本已接近

6500

元

/

平方米。 加上财务费用、 营业税、 土

地增值税等因素， 销售价格要超过

7500

元

/

平方米才能保本。 年初公司总裁金成

发对媒体称这个楼盘的成本在

7000

元

/

平

方米以上， 证实了记者的推算。 而相关

销售广告及当地房地产交易信息显示，

海棠湾的销售均价只有

6500

元

/

平方米。

人民网

6

月中旬曾报道： 蓝鼎集团

的另一个主打楼盘滨湖假日四期项目开

盘， 均价

6100

元

/

平方米， 而三期项目

过去的销售价格为

8000

元

/

平方米左

右， 引起了三期业主们的抗议维权。

6

月

18

日， 就在

ST

迈亚发布重大事项停

牌公告 （控制人易主） 的前两天， 蓝鼎

集团公布了一封 《致滨湖假日

F3

业主

的公开信》。 信中称， “经过国家

2

年

调控， 企业已出现了资金压力， 为了保

证在建项目顺利建设， 并应对按时支付

农民工工资这一最大的政治压力， 四期

项目不得不选择大幅降价”。

蓝鼎集团

2011

年毛利率只有

19.5%

。 今年如此大幅降价售房 （滨湖

假日四期项目降价幅度为

24%

） 虽然可

以缓解公司资金紧张的局面， 但并不能

增厚公司股东权益， 甚至有可能造成潜

在的亏损。

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蓝鼎集

团公开呈现给

ST

迈亚中小流通股东的

第一份报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面对这

份难懂的报表， 投资者应该如何判断这

些财务信息的真实性？ 蓝鼎集团真的具

备拯救濒危的

ST

迈亚的雄厚实力么？

证券时报记者就以上疑问向蓝鼎集

团咨询。 致电蓝鼎集团的公开电话， 得

到的回应是 “不太清楚”， 而蓝鼎集团

综合行政管理部门则婉拒了记者寻求解

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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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蓝鼎集团公开呈现给

ST

迈亚

中小流通股东的第一份报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

面对这份难

懂的报表

，

投资者应该如何判断这些财务信息的真实性

？

ST

迈亚新实际控制人衣着光鲜的背后， 是否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