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所属行业 所属二级行业

今年三季预

告净利润变

动幅度

％

今年三季

业绩预告

类型

业绩预告摘要

０００５２５

红太阳 化工 化学制品

１６４６３．２8

预增 净利润约

２１２００

万元

～２２９００

万元

０００００７

零七股份 综合 综合

Ⅱ ６８４４．００

预增 净利润约

１０００

万元

～１１００

万元

，

增长

６２１３％～６８４４％

０００５５７ *ＳＴ

广夏 食品饮料 饮料制造

５９０８．４9

扭亏 净利润约

３６０００

万元

０００４１３

宝石

Ａ

电子 光学光电子

４９３０．６５

扭亏 净利润约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１０００

万元

０００６０３

盛达矿业 有色金属 有色金属冶炼与加工

４４８８．３1

扭亏 净利润约

２５５００

万元

～２９５００

万元

０００７５７ *ＳＴ

方向 机械设备 通用机械

３０９９．３２

预增 净利润约

２５００

万元

～２６５０

万元

，

增长

２９１８．２３％～３０９９．３２％

００２３７４

丽鹏股份 轻工制造 包装印刷

Ⅱ ２６６７．００

预增 净利润约

２８００

万元

～２８５０

万元

，

增长

２６１８％～２６６７％

０００８０９

铁岭新城 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

Ⅱ ２６３６．２４

扭亏 净利润约

８５００

万元

～９０００

万元

０００７３７

南风化工 化工 化学制品

２４６０．０６

预增 净利润约

４１８００

万元

～４２０００

万元

００００４８

康达尔 农林牧渔 饲料

Ⅱ ２４４２．０８

预增 净利润约

３０２６

万元

～３１２６

万元

，

增长

２３６０．７６％～２４４２．０８％

代码 名称 预案公告日 债券类型 发行数量（亿元） 发债用途

６００９９９

招商证券

２０１２－１０－１７

公司债

１００

补充营运资金

６００７８２

新钢股份

２０１２－１０－１２

短期融资券

３０

还贷

、

补充流动资金

６００９６３

岳阳林纸

２０１２－１０－１０

公司债

１７

还贷

、

补充流动资金

６００７３７

中粮屯河

２０１２－１０－１６

中期票据

１０

还贷

、

补充流动资金

０００９３０

中粮生化

２０１２－１０－１２

短期融资券

１０

补充流动资金

６００５４６

山煤国际

２０１２－１０－９

债务融资工具

１０

还贷

、

补充流动资金

００２４３０

杭氧股份

２０１２－１０－８

短期融资券

１０

还贷

、

补充流动资金

００２１２３

荣信股份

２０１２－１０－１３

公司债

８

补充流动资金

６００１０６

重庆路桥

２０１２－１０－１１

中期票据

７

———

００２０６４

华峰氨纶

２０１２－１０－１６

公司债

６

还贷

、

补充流动资金

００２６５７

中科金财

２０１２－１０－１０

公司债

２

补充营运资金

。

００２６３３

申科股份

２０１２－１０－９

公司债

２

还贷

、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０

月份公布发债预案的

１２

家公司

公司

Company

B1

美企

A123

破产波及

上汽万向新能源汽车战略

第二轮页岩气招标临近

6

家上市公司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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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普遍资金饥渴

10

月份拟发债规模增

52

倍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Wind

数据显示，

10

月份以来

（截至

10

月

17

日）， 有重庆路桥、 新

钢股份、 华峰氨纶等

12

家公司首次

公布发债预案， 拟发债规模达到

212.4

亿元， 与去年同比增长

52

倍。

加上披露发债进展公告的公司共有

67

家， 企债规模合计高达

2083.9

亿

元。 上市公司的资金渴求程度由此可

见一斑。

不过， 在一些公司纷纷举债的同

时， 另有一些公司却资金充裕， 频繁

委托理财。 德赛电池等

6

家公司

10

月份披露， 近期已购买或拟购买的理

财产品规模达

10

亿元， 但同比下滑

50%

左右。

部分公司以债养债

12

家公司中， 招商证券发债规

模居首， 高达

100

亿元， 新钢股份也

拟发

30

亿元短融券。 此外， 岳阳林

纸、 中粮屯河等

4

家公司发债规模均

为

10

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除中粮

生化、 新钢股份、 杭氧股份及山煤国

际外， 其他

8

家公司债券类型均为公

司债或中期票据， 后者所面临的债务

主要是利息， 短期内不存在偿还巨额

本金的压力。

而在去年同期， 仅有长航凤凰一

家公司披露了发债预案， 其规模不过

4

亿元， 且为短融券。 相比之下， 上

市公司今年

10

月份预发债规模增加

了

52

倍， 反映了对资金的渴求程度。

除上述

12

家公司外，

10

月份公

布发债进展的另外

55

家公司在发债规

模上也同比大幅攀升至

1871.5

亿元。

数据显示， 去年

10

月份公布发债进展

的公司仅有

12

家， 且债务规模仅为

373

亿元， 约为今年同期的

19.93%

。

举债规模的激增并非无迹可寻，

以新钢股份为例， 该公司上半年末流

动负债为

144.34

亿元， 比去年年底的

流动负债余额还高

7.13%

。 记者还发

现， 新钢股份近

3

个会计年度上半年末

流动负债均在

130

亿元

~140

亿元之间，

与每年年末大抵相当， 由于流动负债大

多需要在

1

年内偿还， 因此不难推测，

新钢股份近年来解决债务压力的方式就

是 “借新偿旧”， 这也是新钢股份近年

来负债率长期徘徊在

70%

高位的原因之

一。 新钢股份在

10

月

11

日的公告中明

确表明，

30

亿元的短融券只有一个目

的， 即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新钢股份的这种 “以债养债” 的债

务管理模式在其他上市公司中也较为常

见， 如岳阳林纸也表示， 公司拟发行的

17

亿元公司债也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

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山煤国际则直言不

讳地指出， 债务融资工具利率低于银行

贷款， 因此公司决定发行

10

亿元的债

务缓解流动资金压力。

投资理财规模降

50%

10

月份以来， 在上市公司频陷债

务困境的同时， 却有包括德赛电池在内

的多家公司纷纷利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 累计多达

10

亿元。

如德赛电池此前曾制订了

1.5

亿元

的循环理财计划， 并于

10

月

12

日购买

了交通银行的两款理财产品， 投资额为

3000

万元。 富安娜及漫步者也分别在

10

月份购买了

4000

万元和

1

亿元的理

财产品， 而双城药业和皇氏乳业近期先

后公布了理财产品投资计划， 二者拟分

别斥资

2.5

亿元、

3.8

亿元进行理财。

尽管上市公司

10

月份以来购买理

财产品的热情不减， 但投资规模却同比

下滑

50%

，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上市公司

可供投资的 “闲钱” 并不多。 事实上，

今年上市公司经营环境及盈利能力均有

所恶化， 从目前发布三季报预告的公司

来看， 明确预增的公司仅占四成。

发债与理财一直被视作上市公司的

对立行为， 前者表现为缺钱， 而后者表

明有闲钱， 与去年同期相比， 上市公司

今年

10

月份发债和投资理财产品所造

成的 “冰火两重天” 现象更加明显。

前三季钢铁煤炭最受伤 白酒医药大丰收

1495

家公司中亏损

234

家，成功实现扭亏的仅

45

家

证券时报记者 张莹莹

上市公司目前已披露的三季度

业绩预告和三季报显示， 受累低迷

的宏观经济， 钢铁、 煤炭等周期性

行业三季度业绩显颓势， 而白酒、

医药等行业则喜多忧少， 成为三季

度业绩亮点。

据

Wind

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2012

年

10

月

17

日收市， 共有

1495

家上市公司发布三季度业绩预告和三

季报， 其中前三季业绩增长的达

750

家， 占比

50.17%

； 下降的有

745

家，

占比

49.83%

。 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

亏损的有

234

家， 而成功实现扭亏的

公司仅

45

家。

钢铁煤炭大面积亏损

其中， 钢铁企业产能严重过剩

的现象， 在经济下行中显现得更加

明显。

22

家钢铁企业中， 仅

3

家预

增， 有

19

家公司预告三季度业绩下

降， 占

86.36%

， 其中有

9

家公司出

现首亏。

今年首亏的鞍钢股份， 预计前

三季度巨亏

31.7

亿元。 对此， 鞍钢

股份解释称， 今年以来钢材市场持

续低迷， 钢材价格一直在低位运行，

公司

1~9

月份钢材平均价格同比降

幅达

14%

。

银河证券分析师胡皓认为， 随着

中国经济逐渐由高速发展时期进入相

对平稳增长期， 国内钢铁需求增速也

将逐步放缓， 同时由于近十年行业投

资大量增加带来巨大过剩产能， 未来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钢铁行业盈利将受

到制约， 甚至会中长期处于低迷、 微

利状态。

除钢铁行业外， 今年受国内整体

经济下滑影响较大的是煤炭行业。 今

年二、 三季度煤炭价格持续下跌， 外

煤大举而入， 一度爆出秦皇岛煤满为

患的消息。 根据数据统计，

9

家煤炭

开采行业中， 仅远兴能源

1

家预计净

利微增

5.79%

， 其余

8

家均预降， 占

88.89%

， 其中有

3

家煤炭企业出现

首次亏损。

尽管近期煤炭价格开始转头上

涨， 但根据证券时报记者调查发现，

由于全国重点电厂囤煤近亿吨， 电厂

需求并未明显改善， 因此煤炭市场恢

复此前的活跃还需等待。

建筑装饰、建筑材料两重天

建筑建材行业的建筑装饰、 建筑

材料两子行业， 今年三季度的业绩预

告则显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景象。

数据显示，

76

家建筑建材公司

中， 包括

28

家建筑装饰类公司， 而

其中有

22

家建筑装饰类公司预增，

占比

78.57%

。 其中， 洪涛股份、 亚

厦股份、 金螳螂等装饰类公司， 预计

前三季度业绩增幅均达到

50%

以上。

此外， 普邦园林、 东方园林前三季度

业绩将有较大幅度增长。 尽管房地产

行业不景气， 但市政园林、 酒店装饰

等工程给建筑装饰类公司提供了不少

的成长空间。

相较而言， 建筑材料行业的

48

家上市公司就没有这么幸运。 由于宏

观经济下行， 产能过剩需求下降， 有

31

家建筑材料公司预计前三季度盈

利下降， 占比达到

64.58%

。 其中，

影响最明显的是水泥行业， 福建水

泥、 四川双马等水泥公司出现首亏，

冀东水泥、 江西水泥等公司业绩也预

计大幅下滑

50%

以上。

作为建筑建材的下游行业的房地

产企业， 从数据统计来看， 喜忧参

半。

61

家房企上市公司中，

30

家业

绩预降， 占比达到

49.18%

， 其中有

9

家房企出现首亏。 曾经因为前海概

念被爆炒的沙河股份， 如今也预计前

三季度亏损约

1500

万元

~1800

万元。

交通运输、航运触冰

北京、 上海、 广州等城市为治堵

而采取的汽车限购给车市降温不少。

此外经济不景气、 受众消费欲望下降

等多重因素， 也进一步影响了整车类

上市公司的业绩。

数据显示， 目前公布三季度业绩

预告的

44

家汽车整车及零部件上市

公司中， 有

28

家公司预计业绩将出现

下滑， 占比达到

63.64%

。

汽车整车方面，

7

家公布预告的

整车公司中， 有

5

家公司预降， 其中，

一汽轿车出现首亏， 预计前三季度净

利润约

-3.5

亿元至

-2.55

亿元。 另外，

曾经呼声高涨的新能源电动车代表比

亚迪， 预计前三季度净利大幅下降

95%

。 仅福田汽车、 安凯客车两家以

客车为主的整车公司， 业绩保持了正

增长。

此外， 在海上运输的航运方面，

由于欧债危机及全球经济低迷、 订单

减少、 价格下降等因素， 国内航运市

场遭遇寒冬。

10

家航运类上市公司，

9

家公司业绩下滑， 其中

6

家公司出现

亏损。 面对航运市场现状， 业内人士

调侃 “航运市场低迷到就连索马里海

盗都要破产了”。

白酒医药喜多忧少

除了上述周期性行业进入下行周

期外， 一些非周期性行业如医药生物

与食品饮料行业， 成为此次三季度业

绩预告的亮点。

数据显示， 目前

101

家医药生物行

业公司公布业绩预告， 其中

32

家预减，

69

家预增， 预增占比达到

68.32%

。 在

中药、 医药商业、 医疗器械、 生物制品

等子行业中， 大部分上市公司预计业绩

将出现正增长。 例如， 中药类

32

家上

市公司， 仅

8

家公司业绩预减；

18

家

医疗器械公司， 也仅

2

家公司预降。

业内人士认为， 随着我国逐步步入

老龄化， 近期政府完善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 将进一步释放医疗需求； 部分省市

公布招标政策， 更加注重质量， 定价向

合理化转变； 国家药监局加大中药饮片

行业监管， 加速行业优胜劣汰； 发改委

新一轮降价方案出台等政策对医药行业

无疑是一系列利好。

食品饮料行业中， 白酒业绩依旧

独树一帜。 日前公布业绩预告青青稞

酒、 古井贡酒、 五粮液、 洋河股份、

酒鬼酒等酒类公司， 业绩均预计大幅

上涨。 酒鬼酒预计前三季度实现净利

润约

4.3

亿元

~4.7

亿元， 涨幅达到

400%~447%

。

中小板业绩报喜公司刚过半

见习记者 周少杰

受宏观经济下行、 市场竞争加剧

以及人工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 中小

企业前三季度业绩难言乐观。 据记者

统计， 截至

10

月

17

日， 除

2

家公司

外， 已有

698

家中小板公司披露三季

度业绩预告， 其中

381

家公司业绩预

增， 仅占全部中小板公司

55%

左右。

47

家公司预亏

今年是中小板公司最艰难的一

年。 统计显示， 全部

698

家已披露三

季度业绩预告的中小板公司中， 有

47

家上市公司预计亏损， 而去年同期仅

有

20

家中小板公司实际亏损， 即便

是世界经济形势严峻的

2008

年， 中

小板公司全年亏损的也仅有

17

家。

在预亏公司中， 爱施德、 三钢

闽光、 云南盐化、 国光电器、 新民

科技、 斯米克等

6

家公司预计亏损

额均达亿元级。 其中， 爱施德亏损

额最大， 公司今日披露的三季报显

示， 今年前三季度亏损

2.8

亿元。 去

年尚盈利

3.59

亿元的爱施德

从今年首季开

始业绩就急转

直下， 上半年

累计亏损

2.68

亿元。 造成亏

损原因是， 智

能手机行业环

境 发 生 变 化 ，

公司库存产品

大幅跌价 ， 形

成了较大的跌

价损失。

在预亏公

司中， 不少公司将原因归咎于行业因

素。 三钢闽光称， 由于钢铁行业市场

的低迷， 钢材价格持续走低， 社会

库存增加， 预计前三季度主要产品

平均售价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多 ， 同

时加之第三季度生产设备相继进行

检修， 前三季度预亏

2.0

亿元至

2.7

亿元。

同样受困于产品的跌价的还有云南

盐化， 该公司表示，

PVC

及工业盐受

下游需求影响， 销售价格呈低位下滑趋

势， 公司业绩持续亏损， 预计

1~9

月

亏损额将达到

1.1

亿元至

1.3

亿元。

需防“预增陷阱”

尽管预亏公司大幅增加， 但就整

体而言， 中小板公司仍超过半数业绩

报喜， 其中也不乏业绩预计大幅增长

的。 据统计， 截至

10

月

17

日， 已有

30

家中小板公司预计前三季度业绩

翻番。

丽鹏股份预计前三季度业绩增幅最

大， 其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

26

倍。

不过， 细读其业绩预告可以发现， 该公

司预计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约

2800

万

元， 而去年同期净利润仅有

103

万元，

业绩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去年同期公司下

属一车间发生火灾产生损失， 而今年公

司业绩稳定增长。

同样的， 由于去年同期子公司业务

重整产生大额费用支出， 造成亏损， 今

年经营稳定， 盈利状况好转， 新嘉联实

现扭亏， 业绩预增近

20

倍。 但是， 该

公司预计实现净利润仅有

500

万元。 除

了上述公司， 在业绩大幅变动的公司

中， 新海股份、 西部材料等公司都并未

由主业经营情况出现较大变化引起业绩

变动， 而是由于子公司股权转让、 政府

补贴等非经常性损益增加进而导致公司

大幅预增。

相比之下， 前三季度预增

17

倍的

黔源电力业绩 “水分” 要少一些。 公

司称， 进入三季度后， 公司各电站所

属流域来水仍好于预期值， 受来水较

好及电网对水电需求旺盛的影响， 公

司发电量和收入有所增加， 预期业绩

向好。

与爱施德相反， 而同样与手机行业

紧密关联的欧菲光似乎走出了业绩低

谷。 该公司预计前三季度实现扭亏， 业

绩增幅高达

9.1

倍， 原因是公司募投项

目和超募项目已达到正常量产水平， 出

货数量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增长， 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大幅增长。

大消费类行业或再现预增黑马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截至

10

月

17

日， 尚未发布

2012

年三季度业绩预告的公司多达

近千家， 均为沪深主板上市公司。

从已经发布的业绩预告来看， 生

物医药、 食品饮料、 餐饮旅游和家电

等刚需属性较强的大消费类行业及公

司业绩预增较为明显， 如酒鬼酒、 北

京旅游、 戴维医疗等， 因此前述行业

尚未发布业绩预告的公司诞生 “预增

黑马” 的概率相对较高。

近期酒鬼酒及五粮液的预增公告

令酿酒板块亢奋不已， 而从半年报及

公司运营情况来看， 贵州茅台无疑是三

季度潜力预增公司。 贵州茅台在上半年

净利同比增加

42.56%

的基础上， 于

9

月初上调部分产品出厂价格， 对三季度

盈利的增厚作用不言而喻。 国元证券、

山西证券等研究机构为此先后上调了贵

州茅台的盈利预测。

有分析表明， 贵州茅台的提价将对

其他白酒企业的产品销量产生极为明显

的刺激， 因此金种子酒、 沱牌舍得等公

司三季报大幅预增的可能性也极大。

喝酒必然吃药， 红日药业、 东宝生

物的预增表明医药行业三季度持续盈利

的可能性较高。 年初至今， 尽管医药行

业遭受了药品二度降价、 限抗令等系列

冲击， 但是相比去年， 今年医药行业总

体表现相对稳健， 中国医药、 江苏吴

中、 新华医疗等医药类公司三季报均有

可能预增

60%

左右。

此外， 在大消费领域， 中国国旅等

公司预增概率也较高。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由

于非经常性损益及去年基数较低等原

因， 不少公司中报净利同比增幅较大，

客观上会导致前三季度业绩产生良好

的增长预期， 如通葡股份、 莲花味精

等， 这些公司也是三季报预增概率较

高的公司。

实达集团

披露两项承诺执行情况

证券时报记者 范彪

实达集团 （

600734

） 今日披露两

项承诺事项的执行情况。 这是自

10

月

15

日， 证监会称将对上市公司及

关联方承诺事项进行清理检查以来，

首家披露承诺事项情况的上市公司。

实达集团公告称， 根据证监会

《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 关联方以及

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的通知》 要求， 对公司股东、 关联方

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事项进行披露。

实达集团控股股东北京昂展置业

有限公司在

2010

年

12

月

19

日承诺，

在未来政策条件允许时， 昂展置业将

重新启动实达集团的重大资产重组进

程， 继续让实达集团通过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昂展置业房地产资

产， 彻底解决昂展置业与实达集团的

同业竞争问题。

对于该项承诺， 公司表示， 目前

北京昂展置业有限公司正在等待政策

变化情况， 未来如何解决同业竞争问

题还须结合国家政策的变化时间和当时

昂展置业自身情况做进一步探讨。

此外， 公司

2012

年

6

月

21

日召开

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2012

年

9

月

17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实达集团未来三

年利润分配规划 （

2012-2014

）》， 对于

该项承诺， 目前公司正处于执行阶段。

据了解， 上市公司的股东、 关联方

以及上市公司的承诺， 对解决上市公司

历史遗留问题、 规范上市公司治理等意

义重大。 无论是此前的清欠、 股改， 还

是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再融资方案

中存在的问题， 以及日常监管中发现的

关联交易、 同业竞争等， 很多都是通过

相关方承诺的方式予以解决。

但是， 实践中相关方所作的各项承

诺在后续履行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例

如承诺事项受行业限制无法履行、 承诺

人恶意不履行或拖延履行相关事项等，

使部分承诺变成一纸空文， 既损害了上

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也不利于营

造资本市场诚信环境。

增幅最大的前十家公司

张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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