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灿坤缩股

方案获高票通过

证券时报记者 陈勇

闽灿坤

B

（

200512

） 董事会开出的

化解退市危机的缩股速效 “药方”， 昨

日在公司股东大会上获得高票通过， 闽

灿坤

B

退市危机暂时被成功化解。 据

悉， 缩股方案还需经商务部批准。

公司董秘孙美美会后对记者表示，

缩股方案的实施， 仅仅改善了相关财务

指标， 尚不能改善公司真正的经营状

况， 公司今后还将通过资产置入， 完成

企业多元化转型升级。

据了解， 参加议案投票的共有股东

（代理人）

138

人、 代表股份

5.49

亿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375%

。

赞成缩股议案的占

97.11%

； 反对的占

2.89%

； 其中， 参与投票的社会公众股

股东， 赞成和反对的比例为

7

﹕

3

。

在获悉闽灿坤

B

缩股方案获股东

会通过后， 一直跟踪该事件发展的齐鲁

证券投顾蔡剑平对记者表示， 这对公司

的中小投资者应是利好， 它至少避免了

公司退市给投资者带来的诸多不确定因

素。 虽然公司缩股方案还需商务部批

准， 但从管理层之前发出的信息可以判

断， 闽灿坤

B

上市资格得以保全已经

没有悬念。

上半年闽灿坤实现营业收入

10.69

亿元， 同比下降

22.1%

； 净利亏损

1937

万元， 公司经营面临的压力巨大。

对此， 蔡剑平表示， 闽灿坤更重要

的任务应在维持住上市资格之后， 必须

尽快扭亏， 恢复持续盈利能力， 否则有

可能重蹈覆辙。

� � � � 该公司今后将通过资产

置入完成企业多元化转型

。

� � � � 预计回购约

5769

万股

，

占总股本的

4.48%

。

公司

Company

B1

日系家电销量

初显下滑趋势

汽车拆解业

三大乱象调查

主编

：

周边 编辑

：

刘巧玲 电话

：

0755-83501921 2012

年

9

月

14

日 星期五

B2

B4

欧盟反倾销箭在弦上

中国光伏企业出招应对大考

证券时报记者 仁际宇

2012

年， 是中国光伏产业命运

攸关的一年。

2012

年

9

月

6

日， 是

中国光伏业历史上最受伤的一天， 欧

盟对我国光伏产品的 “双反” 于当天

立案。

虽然商务部已决定派遣高规格的

代表团访欧， 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国光

伏企业的利益， 但中国光伏企业已主

动展开自救， 从积极准备应诉到开发

新兴市场， 光伏企业的命运与产业的

投资格局在这一瞬间面临逆转。

积极应诉掌握主动权

今年

5

月， 美国对我国光伏业

进行了 “双反” 调查， 对多家中国

企业作出了征收

31%~250%

反倾销

税的初裁。 美调查尚未结束， 欧盟

于

9

月初宣布对中国光伏电池产品

发起反倾销调查， 且调查产品的范

围有所扩大。

与美 “双反” 仅针对太阳能光

伏组件产品不同， 欧盟的调查范围

包括硅片、 电池片和组件的全产业

链， 这使得中国光伏企业规避惩罚

性关税的难度大幅增加。 数据显

示， 我国的光伏产品有

70%

左右出

口到欧盟， 欧盟的此次 “双反” 立

案犹如悬在中国光伏企业头顶的一

把利刃。

据了解， 在欧盟 “双反” 调查

中， 调查机构将向每家曾出口欧盟的

中国光伏产品企业发出调查问卷， 填

写问卷即为应诉。 在收到问卷后， 欧

盟将抽取

5～8

家企业进行现场核查，

被选中的企业即为样本企业， 可以获

得单独税率。 如果有未被抽中的企业

认为自身值得更低的税率， 可主动应

诉向欧盟申请单独税率。 其他没有被

抽中或主动应诉的企业， 则实施样本

企业税率的加权平均值。

发起反倾销调查的一方通常会选

择规模较大的公司进行现场调查。 不

过， 由于选取样本公司的过程中， 中

国的主管机构也有发言权， 因此为了

能有获得单独税率的机会， 一些非行

业龙头光伏企业正在寻求通过政府的

帮助来获得单独税率。

近日， 江苏辉伦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向江苏省商务厅提交了一份汇

报， 希望江苏省商务厅和国家商务部

帮助公司进入欧盟的样本公司名单，

或者在辉伦太阳能主动应诉时敦促欧

盟接受公司的主动应诉。

“公司已经聘请了律师， 一定会

积极应诉。 成为样本公司或者主动应

诉， 才能尽可能掌握制定税率的主动

权。 如果不应诉， 可能会面临惩罚性

的税率。” 辉伦太阳能市场部经理袁

全说。

与全产业链公司不同， 辉伦太

阳能专注于光伏组件的制造， 未进

入上游的硅片、 电池片领域。 正因

如此， 在多晶硅价格暴涨暴跌中，

辉伦太阳能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而

是成为光伏行业中为数不多的盈利

公司。 如果欧盟反倾销税按照行业

内亏损的企业制定， 对辉伦太阳能

来说并不公平。

处于行业领导地位的英利绿色能

源控股有限公司也在积极准备应诉。

“我们也在申请单独税率， 我相信很

多光伏企业都在这样做， 企业都希望

掌握主动权。” 该公司总裁助理、 法

务总监陈卓说。

开拓新兴市场

除了争取单独税率， 许多企业同

时也在考虑开发新的市场， 以此应对

欧盟反倾销的压力。 目前， 我国大量

光伏企业都将新兴经济体和国内市场

作为了开发重点。

陈卓透露， 其所在的英利绿色能

源针对开发新型市场的战略调整早已

展开。

而晶科能源有限公司的战略重点

则是国内市场。 该公司全球品牌总监

钱晶介绍说： “

2011

年公司销售额

为

70

多亿元人民币， 海外市场占比

80%

以上， 其中欧洲占到海外市场的

绝大多数。 但今年第三、 四季度， 预

计公司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销售将

平分秋色。”

当然， 国内市场也绝非坦途一

片， 制约中国光伏发电市场的瓶颈是

缺乏成熟商业模式和电网消纳能力不

足。 此外， 在同等的补贴条件下， 电

网消纳能力强、 用电需求大的东部地

区却存在光照条件差、 土地成本高等

问题； 用电需求较小的西部地区反而

光照资源好， 土地成本低。

据了解， 晶科能源已积极开发

中国、 印度、 东南亚、 南非等新兴

市场。 “这样会减小欧洲 ‘双反’

对我们的影响 ， 预计新兴市场也

将成为公司重要的收入来源。” 钱

晶说。

为抢占先机， 一些光伏企业还计

划将部分产能转移到新兴市场。 一位

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证券时报记

者： “硅片、 电池片环节对用电安全

的要求极高， 很多光伏企业转移到新

兴国家的是后道的组件工序， 不太可

能转移硅片、 电池片产能。 由于欧盟

反倾销针对整个产业链， 因此只转移

后道工序并不能规避反倾销税。 光伏

企业海外设厂的主要目的在于贴近市

场， 增强在新兴市场的交货能力和及

时性， 并以此抢占市场。”

投资格局逆转

面对欧盟的 “双反”， 国内光伏

企业缩减产能已不可避免， 越来越多

的光伏企业开始退出光伏制造领域，

转而投资光伏电站项目， 一方面消化

过剩产能， 另一方面也能获得相对稳

定的回报。

日前， 新大新材公告称， 将联

合其他企业在辽宁省朝阳县建设装

机容量约

400MW

的太阳能光伏并

网发电项目 ， 总投资约

80

亿元，

在 “十二五” 期间分批分期进行开

发建设。

新大新材是晶硅片切割过程中重

要功能性材料的供应商， 与晶硅片生

产企业保持着密切关系。 新大新材表

示， 此次在光伏行业终端进行布局，

使公司成为下游企业的客户， 能扩大

公司目前产品的市场空间。

此前， 超日太阳、 东方日升、 向

日葵、 海润光伏和航天机电等光伏行

业中的制造商也已纷纷切入光伏电站

领域。

国家对光伏电站项目也出台了相

关政策予以鼓励。 据国家能源局

9

月

12

日印发的 《太阳能发电发展 “十

二五” 规划》， “到

2015

年底， 我国

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目标为

2100

万

千瓦以上”。 有业内人士表示， 这其

实为 “十二五” 太阳能装机容量留下

了上不封顶的口子。

而低端的光伏制造业则是资本撤

离的重灾区。 记者了解到， 江浙地区

目前已有不少规模较小的光伏企业关

门歇业。 江苏省规模较大的中盛光电

集团也已宣布关闭硅片工厂， 原因是

严重亏损。

上市公司中此类情况也不鲜

见 。 大族激光已宣布剥离光伏资

产， 光伏行业中的天通股份， 其近

期公布的定增方案中没有列入光伏

募投项目。

“欧洲反倾销一定会使大量企

业退出光伏产业， 这或许是个行业

性整合的机会。 但我们的发展将会

非常谨慎， 无论是产能扩张还是并

购， 我们会按自己的节奏来运作。”

钱晶说。

江淮汽车

3

亿元

回购股份

证券时报记者 颜金成

在监管部门鼓励上市公司回购以

来， 千呼万唤的央企回购潮尚未形成，

但汽车产业却出现了首起回购个案。

江淮汽车 （

600418

） 今日宣布， 拟

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 此次回购股

份的价格不超过每股

5.2

元， 拟用于回

购的资金总额最高不超过

3

亿元， 资金

来源为自有资金。

江淮汽车称， 鉴于近期公司股价持

续低迷， 无论市盈率还是市净率均处于

历史较低水平， 为增强投资者信心， 公

司决定回购。 预计回购股份约

5769.23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约

4.48%

， 具体回

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

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此前宝钢股份宣布

50

亿回购股份

的消息引起市场密切关注， 业内甚至据

此预期央企可能出现回购潮。 此次宣布

回购计划的江淮汽车为安徽省国资委旗

下上市公司， 其每股净资产为

4.53

元，

昨日收盘价为

4.6

元， 此前曾一度跌破

净资产。

值得注意的是， 市场预期极高的央

企回购尚未形成气候， 汽车行业上市公

司的回购却初具规模。

早在今年年初就喊出

11

亿元回购计

划的宁波华翔， 已于

8

月

14

日结束回

购。 回购结果显示， 其回购数量为

2315

万股， 花费资金不足

1.6

亿元。 公司回

购的理由是看好中国汽车行业的未来发

展， 公司也面临着较好的发展机会。

5

月

8

日， 长城汽车公告称， 董事

会已批准公司回购不多于

10%

已发行

H

股股本的议案。 去年

12

月

6

日， 长安

汽车在停牌

50

天后公布了重大事项的

内容———拟以不超过

6.1

亿港元回购

B

股。 公司表示， 其

B

股已被明显低估，

而回购之后有利于改善公司各项盈利指

标， 从而提升整体融资水平。

兴业全球基金起诉熔盛重工获准立案

证券时报记者 张哲

熔盛重工和兴业全球基金之间的

纠纷仍然没有结束。 今日， 兴业全球

基金发布公告称， 其起诉熔盛重工事

项已于

9

月

12

日获得江苏省南通市

中级法院正式立案。

兴业全球基金表示， 此次起诉的

原因是， 因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

（简称 “熔盛重工”） 与安徽省全椒县

政府签订 《产权交易合同》， 受让全

椒县政府所持安徽全柴集团有限公司

100%

国有股权， 成为全柴集团的控

股股东， 并通过全柴集团间接持有上

市公司全柴动力 （

600218

）

44.39%

的股权， 构成对全柴动力的间接收

购， 而导致触发对全柴动力的全面要

约收购义务。 但熔盛重工在取得商务

部反垄断局和国务院国资委相关批文

后， 怠于向中国证监会递交补正材料，

且最终从证监会撤回对全柴动力的全

面要约收购申请材料。

起诉的目的则最终落在赔偿上。

值得注意的是， 兴业全球基金此次诉

讼的标的仅是旗下兴全趋势基金， 但

对于具体赔偿金额则没有具体数字。

兴业全球基金认为， “熔盛重工

在前述被其最终取消的全柴动力股份

全面要约收购这一交易的缔约过程

中， 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具有过

失； 而本公司所管理的兴全趋势投资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简称

“兴全趋势基金”） 作为投资者在此期

间所买进并持有的全柴动力股票所受

之损失， 与熔盛重工这一缔约过失存

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熔盛重工应对

兴全趋势基金的相关损失进行赔偿。”

从公告可以看出， 兴业全球基金代

兴全趋势起诉熔盛重工的诉讼状由为

“缔约过失责任纠纷”。 对此， 记者试图

联系兴业全球委托律师。 该律师表示，

由于电话太多不接受采访。 证券时报记

者从相关知情人士处获悉， 原告律师起

诉前曾就被告方是 “虚假陈述” 还是

“缔约过失责任纠纷” 有过争议。 最终

认为 “缔约过失” 更加恰当， 因为熔盛

重工作为上市公司公告重组之后， 跟投

资者之间应该存在一个 “合约” 关系。

记者致电兴业全球基金相关人士

时， 该人士表示， 一切以公告为准。

昨天兴业全球基金副总徐天舒第一

时间在微博上对此回应称， “熔盛这回

开了一个坏的先例。 如果不受处罚， 以

后上市公司公告了重组、 资产注入等都

可以借故拒绝履行， 依据公开信息进行

决策的投资者就会受到损失”。

对于兴业全球基金旗下持有的全柴

动力股票是否基本抛空， 兴业全球基金

相关人士表示， 投资部的事情不清楚。

全柴动力的二季度报告显示， 截至

6

月底， 兴全基金仍旧是持有全柴动力

最多的基金公司， 其中兴全全球视野仍

旧持有

756.37

万股， 相比一季度末的

642.66

万股大幅增持， 而兴全趋势的持

股数量则继续保持

200

万股不变。 不

过， 兴全基金旗下一只专户产品却不幸

中枪， 兴全

-

兴业

-

白新亮特定资产管理

二季度新买入

252.76

万股， 结合全柴动

力二季度至今的走势， 该产品损失可谓

相当惨重。

高速路公司

8

天长假预计蒸发

130

亿

宁沪高速、山东高速、粤高速等

17

家上市公司将少收

14

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距离中秋、 国庆长假越来越近，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 受高速公路节

假日免费政策的刺激， 租车行预定在

9

月

30

日提车的人数激增。 另一方

面在， 在交通运输部连续两次下发通

知敦促后， 各省市的相关收费细则也

陆续出台。 相对于市民驾车出行热情

的空前高涨， 被迫 “让利” 的高速公

路公司预计， 在

8

天的车流高峰期，

他们可能少收约

130

亿元。

省市收费细则陆续出台

山东高速证券事务部一姓工作人

员对记者表示， 昨日山东省交通运输

厅已召集辖区内高速公路公司主要负

责人就节假日公路收费问题制定细

则， 以保证国庆期间车辆的畅通。

据了解， 对路桥公司而言， 减免

甚至取消过路费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

该项收入可为企业带来高达

90%

的毛

利率及丰厚现金流。 正因如此， 交通

运输部、 发改委等五部委

8

月初发布

《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

方案》之后， 各地均未及时出台细则。

直到交通运输部于上周连续两次

下发紧急通知后， 各省市才陆续出台

高速公路节假日收费细则， 而此时距

离国庆长假仅半个月时间。

根据方案，

9

月

30

日零时至

10

月

7

日

24

时，

7

座 （含

7

座） 以下

车辆在收费公路行驶免收过路费， 而该

部分车辆是节假日高速公路流通车辆的

主力军。 这意味着包括

A

股

18

家高速

公路公司旗下收费公路在内的所有收费

公路在

8

天内将不得不大幅让利。

8

天预计少收

130

亿

据统计， 宁沪高速、 山东高速等

17

家高速公路公司 （未统计龙江交通）

去年全年的收费总额为

322.41

亿元，

今年上半年的收费总额为

160.11

亿元。

而交通运输部的资料显示，

2010

年全

国高速公路收费总额为

2859.46

亿元，

去年则在

3000

亿元左右。

据记者了解， 在十一、 春节之类的

长假期间， 高速公路车流量约为平时的

两倍， 而今年十一期间由于实行免费政

策， 车流量估计更大。

记者从神州租车了解到， 今年

9

月

份长租 （一周左右的长途租车） 数量同

比明显上升， 尤其是预定在

9

月

30

日

提车的人数更是激增。 在免费政策的刺

激下， 市民驾车出行的热情空前高涨。

若不考虑

7

座以上巴士等车型的影

响， 根据上述情况测算， 全国收费高速

公路今年国庆期间将少收

130

亿元左

右。 宁沪高速等

17

家高速公路公司同

期亦将少收

14

亿元左右， 比粤高速去

年一年的收费总额还要高出

4

亿元。

相关公司短期无良策

“节假日免收小车过路费肯定会对

行业造成不利影响， 不过到目前为止，

公司并无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 宁沪

高速董秘姚永嘉对记者表示。

不过， 中原高速董秘王维表示， 虽

然公司近期尚难冲抵免费政策带来的负

面影响， 但会积极寻求应对方案以避免

可能造成的营业收入大幅下滑。 王维透

露， 后期不排除以争取补贴等形式维持

原有的利润总额。

事实上， 上述

17

家高速公路上市

公司去年的收费总额

252.74

亿元只不过

是其同期营业收入的一部分， 不包括营

业外收入。 而营业外收入中有相当一部

分来源于政府补贴， 从这个角度而言，

高速路公司利用补贴对冲假期免收过路

费的影响并非不可取。

“即便不能直接争取到补贴， 路桥

类公司也可通过开发新项目获得政府资

金， 短期来看， 高速公路行业会受到影

响， 但资本实力雄厚、 区域优势明显的

路桥上市公司完全可以通过中期的一系

列运作达到增收增利的目的。” 东北证

券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师说。

不过， 深圳某私募证券投资公司研

究总监石先生告诉记者， 高速公路公司

本质上就是 “收费权”， 一旦收费期满

且未找到合适项目， 这些公司的主营业

务即宣告消失， 由此失去了存续意义。

记者注意到， 近期部分公司 （如宁沪高

速） 将旗下线路转让给了当地政府， 对

于高速公路上市公司而言， 这样的资产

运作也算得上是安排后路的一种方式。

吴比较

/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