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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上市房企前三季业绩喜忧参半

见习记者 冯尧

据

Wind

数据统计， 截至

10

月

15

日， 沪深两市共有

57

家上市房企

公布今年三季度业绩预告， 其中前三

季度业绩预喜房企有

28

家， 占比

49.1%

。 预喜房企中，

16

家公司预

增，

2

家续盈，

5

家扭亏，

5

家略增。

其余

30

家公司出现预减、 首亏或续

亏等情况。

二线房企业绩亮丽

统计显示，

16

家业绩预增的上

市房企中， 以快周转为主基调的二线

房企业绩较为亮丽。

中航地产预计， 今年前三季净利

润约

1.8

亿元

~2.1

亿元， 同比上升

169.34%~214.24%

。 而上半年公司业

绩并不理想， 仅实现净利润

355.1

万

元， 同比下滑

91.6%

。

业绩提振得益于三季度成都中航

城市广场项目九方购物中心及地下停

车位完工并投入使用， 期内确认税前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预计

约

3

亿元， 从而增加公司净利约

2.25

亿元。

阳光城在三季度也实现了业绩

“反转”。 今年上半年， 阳光城业绩不

佳， 但公司前三季预计实现净利

2.55

亿元

~2.75

亿元， 同比上升

150%~

170%

， 主要系公司 “阳光城新界”

等项目资源在期内陆续进行结转， 致

使净利同比大幅增长。

因为销售项目 “北京像素” 期内

实现的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中弘

股份预计前三季实现净利

5.4

亿元，

同比增长

273%

。 其中第三季度净利

润同比增幅更是高达

450%

。

此外， 河北地区龙头房企荣盛发

展， 预计前三季净利约

12.4

亿元

~

14.3

亿元， 同比增长

30%~50%

。 广

宇集团前三季实现净利

1.98

亿元

~2.09

亿元， 同比增长

53%~61%

。

一位上市房企高层人士对记者表

示， 二线房企业绩大幅提升， 可能有两

方面原因： 首先是之前的项目陆续在当

期结算， 并确认收入； 另外， 去年同期

业绩基数较低也是原因之一。 “但整体

来看， 今年的情况并不像数据反映的那

么好。” 该人士坦言。

15

家房企深陷亏损泥潭

统计还显示，

57

家房企中， 还有

逾半数房企成绩单不如人意。 有

13

家

公司前三季业绩预减， 其中不乏一线房

企， 如中粮地产。 该公司前三季度净利

润预计约

0~6194

万元， 同比缩水

50%

~100%

。

还有

15

家房企在亏损的泥潭中挣

扎。 上半年巨亏

3.7

亿元的嘉凯城， 预

计前三季仍亏损

1.5

亿元， 同比下降

230.48%

。

“存货高居不下， 负债率偏高且

依赖成本较高的信托资金维持运转，

再加上限购政策， 使得嘉凯城深陷困

局难以自拔， 且这些问题由来已久。”

一位地产分析师说。

此外， 万方地产前三季净利润亏损

773

万元。 公司方面称， 目前正在实施

的土地一级整理项目尚未达到结转收入

条件， 导致公司第三季度亏损。

ST

珠

江问题与之类似， 该公司预计前

9

月净

利润亏损

8300

万元

~7300

万元， 同比

下滑

119%~149%

。 绿景控股前三季亦

亏损约

950

万元。

与此同时 ， 有

5

家房企成功扭

亏为盈。 万泽股份前三季实现净利

润约

4760

万元， 去年同期， 该数字

为

-1865.26

万元。 增长原因主要系万

泽股份全资子公司常州天海公司深圳

楼盘 “万泽·云顶香蜜湖” 开始销售

带来效益。

地方版稳增长措施

频陷扩产误区

证券时报记者 余胜良

继云南省之后， 河南省也出台了

刺激地方经济增长的措施。 遗憾的

是， 两者都有鼓励省内企业多生产的

细则， 这显示政府与企业的目标诉求

并不一致。

云南版的救市措施之一是电力优

惠， 即对月用电量超过

200

万千瓦时

以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清洁载能用

电企业， 每月用电量超过基数的部分

给予每千瓦时降低

0.1

元的电价奖

励； 对

11

万伏以上的清洁载能用电

大户与供电大户则试行直购。 这里所

谓的基数， 就是该用电企业此前的用

电量。

云南省出台上述措施的背景是不

少企业因产品销售不畅而减产， 有些

企业还步入了亏损行列。

以云南省第二大经济市曲靖市为

例， 今年上半年云维集团、 曲靖铝

业、 滇东能源、 宣威电厂、 曲靖电厂

5

户企业共计亏损

16.44

亿元。 政府

出台鼓励用电措施， 对发电企业及用

电企业均有好处。 但是， 云南省的补

贴是针对用电增量部分， 如果企业用

电量与去年持平， 就得不到任何补

贴。 这其实是在变相鼓励企业增产。

无独有偶， 河南省也在鼓励企业

扩产。 河南省近期公布支持钢铁行业

措施， 拟拿出财政资金对采购本省钢

铁的客户进行奖励， 对于在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 购买河

南省重点钢铁企业产品的重点客户，

奖励标准为

2012

年购买超过

1

万吨

并比

2011

年增长， 其超

1

万吨部分

按照

2011

年底的均价 （每吨

4000

元） 给予

2%

的奖励。 该措施也是奖

励较

2011

年采购增长的部分。

上述措施的出现和地方政府的诉

求有关。 对地方政府而言， 让经济持

续增长成了一种责任， 扩大生产就是稳

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手段， 政府对量的

追求超过了对利润的追求， 如果企业减

产势必影响经济增长数字。

而对企业而言， 在经济不景气的大

背景下首先是如何存活下来， 利润的重

要性远超销售额。 相信大多数企业都是

根据行业环境来调整生产节奏， 毕竟相

对于产品成本， 政府奖励部分也只是杯

水车薪。

从目前的大环境来看， 多数企业难

以享受到上述奖励。 一方面， 在中国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

PPI

） 持续下滑的

背景下， 很少有工业企业选择扩产， 这

些鼓励措施可能落空； 另一方面， 如果

真有企业因扩产而受益， 也可能因此埋

下更深的隐患。 在销售市场萎缩的情况

下， 扩产可能让产能过剩的风险进一步

暴露， 积压的库存将成为公司的包袱。

记者在云南采访时， 业内人士就对

此表达了忧虑， 认为此次经济形势要比

2008

年严重， 政府出台的收储等措施

可能只会缓解企业一时的困难， 企业必

须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

另外， 地方稳增长措施也有可能埋

下地方保护的隐患。

各地政府都为地方企业保驾护航，

对外来企业而言， 这是不公平竞争。 例

如云南省对省内企业消库存进行奖励，

其中每销售

1

辆汽车奖励

1000

元， 每

销售

1

台内燃机奖励

200

元， 每销售

1

吨抗震钢奖励

80

元。 河南省奖励对象

也限于采购本省钢铁的客户， 记者计

算， 如果符合条件， 采购

1

万吨钢铁可

获得奖励

80

万元。

本省企业为政府财政作出了贡献，

关键时刻投桃报李好像无可厚非。 但

是， 漠视市场经济规律， 对地方企业的

过度、 不当保护， 往往容易导致地方企

业竞争力不强， 整个产业链弱、 散、 差

的局面。

买入席位疑点重重 四川圣达重组涉嫌泄密

证券时报记者 刘墨

四川圣达 （

000835

） 于

2012

年

10

月

8

日宣布停牌启动重大资产重

组， 在宣布停牌前两个交易日， 公

司股价出现涨停， 相较当日焦炭股

的涨势， 四川圣达停牌前的股价波

动似乎谈不上异常。

不过， 如果结合

2012

年

7

月

23

日和

2010

年

6

月

9

日的涨停买入席

位， 就会发现， 虽然公司两次启动

重组时隔两年多， 但停牌前大笔买

入的营业部所属区域出现了高度重

合， 而这可能不仅仅是一种巧合。

深交所的交易公开信息显示，

停牌前两个交易日， 即

9

月

27

日，

四川圣达买入前五席位分别是中信

证券上海长寿路营业部、 国盛证券

南昌永叔路营业部、 中信证券嵊州

时代商务广场营业部、 华泰证券成

都人民南路营业部和平安证券上海

零陵路营业部， 分别买入

794

万元、

774

万元、

615

万元、

601

万元和

554

万元。 与此同时， 上述席位卖出

金额合计不足

18

万元。

此前的

7

月

23

日， 买入席位前

五名的分别为兴业证券武汉青年路

营业部、 招商证券杭州文山路营业

部、 招商证券深圳南山南油大道营

业部、 中信证券嵊州时代商务广场

营业部和长江证券合肥长江西路营

业部， 分别买入

2254

万元、

587

万

元、

489

万元、

231

万元和

156

万

元， 上述五大席位卖出金额合计仅

为

1.9

万元。

结合来看， 会发现在四川圣达

停牌前最近的两个涨停中， 买入资金

最多的来自湖北武汉、 浙江杭州和嵊

州、 江西南昌及上海等四个区域， 其

中中信证券嵊州时代商务广场在两个

涨停交易日中， 共计买入

846

万元，

却无一股卖出， 显示该营业部买入心

态非常坚决。

值得注意的是， 在停牌前集中买

入四川圣达的上述营业部所属区域，

与

2010

年

6

月

29

日四川圣达第一次

启动重组时停牌前买入的营业部区域

高度重合。

深交所公开信息显示，

2010

年

6

月

9

日， 买入席位前五名分别为中信

建投武汉市中北路营业部、 财通证券

温岭东辉北路营业部、 中山证券杭州

杨公堤营业部、 西藏证券上海东方路

营业部和安信证券南昌胜利路营业部，

分别买入

1590

万元、

983

万元、

743

万

元、

312

万元和

231

万元， 卖出金额仅

1.33

万元。

对比发现， 在两次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前， 买入资金最多席位来自湖北武

汉、 浙江、 上海和江西南昌， 区域高度

吻合。 由于调查手段有限， 记者无法核

实两次停牌之前买入的营业部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根据常识判断， 时隔两年多

在重大重组停牌前买入席位区域高度重

合、 卖出席位区域却非常分散， 可能不

仅仅是一种巧合。

资料显示，

2010

年

6

月

29

日， 四

川圣达停牌启动重大资产重组，

2010

年

8

月， 决定终止该重大资产重组。 有

知情人士透露， 公司上次终止重大资产

重组， 主要因重组方注入资产存在瑕

疵， 但亦可能与重组信息泄密有关。

宝钢股份回购已耗资

10

亿

� � � �宝钢股份 （

600019

） 披露

回购股份进展。 截至

2012

年

10

月

15

日， 公司回购

2.17

亿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1.2%

， 购买最高价

4.65

元

/

股， 最低价

4.51

元

/

股， 支付

总金额约

9.98

亿元 （含佣

金）， 已完成回购计划近两成。

资料显示， 截至

2012

年

10

月

8

日， 宝钢股份回购数

量为

1.31

亿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约为

0.75%

， 支付总

金额约为

6

亿元

(

含佣金

)

。

这意味着在

10

月

8

日至

15

日

期间， 公司回购

0.86

亿股股

份并为此支付

3.98

亿元。

根据相关规则， 上市公司

定期报告公告前

10

个交易日

内不得回购股份。 宝钢将于

2012

年

10

月

30

日披露三季

报， 自

2012

年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29

日， 公司将暂停回购。

宝钢股份还披露， 控股股东

宝钢集团的增持计划已实施完

毕。 在增持期间， 宝钢集团通过

上交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

份

1.75

亿股， 约占公司已发行

总股份的

1%

。 增持后， 宝钢集

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31.29

亿

股， 持股比例

74.97%

。 （周悦）

证监会暂停审核

7

家公司并购重组

这些公司均因相关方涉嫌违法被稽查立案，首批共公开

61

单审核项目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范彪

昨日， 证监会首次公开了

61

单

在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项目基本信

息及审核进度。 根据证监会公布的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政许可申请基

本信息及审核进度表 （截至

2012

年

10

月

12

日）》，

*ST

盛润、 盛屯矿

业、 武汉控股、 普洛股份、

*ST

漳

电、 永生投资、 科学城等

7

家公司

因为 “有关方面涉嫌违法稽查立案”

而被暂停审核。

61

单在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项

目中， 有

1

家公司申请撤回申报材

料，

3

家公司申请延期回复反馈意

见、

6

家公司正在落实并购重组委审

核意见、

7

家公司因有关方面涉嫌违

法立案稽查并购重组申请被暂停审

核、

1

家公司中止审查、

10

家公司

正在落实反馈意见、

1

家公司的并购

重组行政许可申请与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行政许可申请同步审核。

值得注意的是， 有

10

家

ST

类

公司共计

16

单并购重组审核项目位

列其中。

《进度表》 除了披露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行政许可申请人、 申请项

目及中介机构名称等基本信息外，

还重点披露了并购重组案的审核进

度。 审核进度包括受理日期、 反馈

日期、 并购重组委会议日期、 审结日

期等。

《进度表》 显示， 今年下半年以

来， 重组受理日期与反馈日期之间的

时间间隔明显缩短。 证监会受理重组

后， 长的

1

个月， 短的则十几天就会

有反馈。

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近年

来， 证监会通过完善并购重组法律法

规、 统一审核标准、 优化内部流程等

一系列措施， 较大程度地提升了并购

重组行政许可的审核时效。

2012

年

1~

9

月， 证监会已审结并购重组行政许可

申请

143

单， 其中

2012

年受理并审结

81

单。

5

月以来， 除因涉嫌内幕交易

暂停审核的行政许可事项以外， 平均每

单行政许可申请从受理到提交重组委审

议约为

1

个月。

“审核进度的披露对我们自己也

是个约束， 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审核的

效率。” 上述负责人说， 审核进程公示

有助于投资者及时了解重组进度， 以

往的重组进展主要有披露预案、 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通过、 证监会审核通过

等， 有了审核进度表， 相关进展更加

明了。

根据证监会安排， 《进度表》 每周

四更新一次。 公示在审项目时， 对于截

至公示日已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申请，

下一个公示日不再公示。

美邦服饰

4000

字长文

否认财务造假

证券时报记者 黄婷

一篇 “粉饰报表”、 “涉嫌财务

造假 ” 的报道 ， 引 发美邦服饰

（

002269

） 昨日临时停牌。 当日晚间，

美邦服饰以

4000

字长文发布澄清公

告， 对所涉问题逐一驳斥。 公司称，

从没有向加盟渠道大量 “压货”； 财

务部门无权在系统中虚构收入； 公司

的关联交易安全可控； 关联交易对存

货消化的影响并不大。

美邦服饰表示， 公司对于加盟商

的预订数量及现货补单只提供建议并

无强制性规定， 都是由加盟商根据自

身经营情况确定， 报道所指公司向加

盟渠道大量 “压货” 以转嫁存货并非

事实。 近年来加盟商存货水平低于直

营渠道的存货水平， 特别是今年以来

加盟商的零售销售收入增长高于加盟

商的进货增长， 加盟商资金回笼情况

健康。

截至

2012

年

6

月末， 美邦服饰

加盟店铺为

3817

家， 占总店铺数的

74%

； 公司

2012

年上半年加盟批发

销售收入为

22.4

亿元， 占总销售收入

的

49.2%

， 同比增长

20%

， 低于去年

同期。 对比去年同期， 加盟批发的销

售收入占比下降了

0.57

个百分点。

针对 “虚拟出库” 质疑， 美邦服

饰解释称， 服装行业由于零售季和配

发季不匹配， 在零售周期到来前公司

根据加盟商期货预订合同进行产品预

配是服装行业基本的运营模式。 公司

对加盟商具体的销售收入确认原则为

向加盟商发出货物时确认销售收入，

出库单据公司均留存备查， 不存在货

物未出库或 “虚拟出库” 即确认收入的

情况。

并且， 对于加盟货品配发的业务流

程及账务处理， 公司有严格的内控制

度。 根据期货订货合同， 业务部门录入

的销售数据经

ERP

系统 （企业资源计

划） 自动审核判断， 出库后取得相应单

据， 才能传递到财务再次审核及账务处

理， 最后财务才能确认收入。 财务部门

不可能单方面录入虚假收入数据。

2013

年， 公司首期货品尚未入库， 更不可能

存在 “粉饰漂亮报表的局”。

就市场最为关心的存货消化问题，

公告显示， 截至

2012

年

6

月末美邦服

饰的存货较年初下降

8

亿元， 其中老品

销售带来库存减少

10

亿元， 新品库存

仅增加

2

亿元。

今年上半年， 公司向关联方爱裳邦

购销售货品总额为

3.2

亿元， 对关联方

销售总额为

3.9

亿元， 所对应的存货减

少额约

2

亿元， 占公司总销售成本约

8%

， 对降低公司存货规模的影响不大。

美邦服饰还就近年来的高管离职率

作了详细说明。 自

2010

年以来， 公司

部门总经理级及以上 （含） 管理人员总

数始终稳定在

300

人左右，

2011

年离

职率为

9.3%

，

2012

年至今为止离职率

为

10.9%

， 在服装零售行业内始终维持

着较为合理的水平。

冯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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