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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市场疲软 元征科技回归

A

股打退堂鼓

见习记者 周少杰

在洛阳钼业、 浙江世宝相继缩减

募资额回归之后， 另一家拟回归

A

股的港股上市公司则主动撤退。 元征

科技 （

02488.HK

） 近日宣布， 公司

决定申请撤回

A

股上市的申请。 截

至昨日收盘， 公司

H

股报收

11

港元

/

股， 下跌

0.9%

。

自

2011

年初， 元征科技便筹划

回归

A

股计划， 并向证监会提交于

深交所上市的申请。 今年

2

月

27

日，

证监会受理公司

A

股上市申请， 并

预先披露了公司

IPO

招股说明书，

拟发行不超过

1200

万股

A

股， 发行

后总股本不超过

7236

万股， 其中

A

股

4500

万股，

H

股

2736

万股。

根据公司计划， 元征科技此次回

归

A

股所募集资金将用于投资汽车

诊断及车用电子产品生产线改造、 基

于汽车诊断技术的网络综合服务平台

建设以及研发中心建设

3

个项目， 预

计投资总额

3.94

亿元， 其中拟用募

集资金

3.32

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元征科技自公布回

A

计划之后， 其港股价格持续下跌， 已

由年初最高的

26.5

港元

/

股跌至昨日最

低时

10.82

港元

/

股， 跌幅逾

57%

。

若参照洛阳钼业、 浙江世宝等近期

回归

A

股公司的情形， 元征科技

A

股

发行价或将与其港股股价相近， 即在

9

元

/

股左右。 如此算来， 元征科技

IPO

募资总额可能仅达

1

亿元左右， 远远无

法满足其募投项目的资金需求。

另一方面， 受全球汽车工业处于调

整期的影响， 元征科技今年经营业绩增

速已现颓势。 公司

2012

年中期报告显

示， 公司营业额约为

3.54

亿元， 较去

年同期下降

7.6%

， 净利润为

4700

万

元， 同比增长

12.6%

。 而此前的

2009

年至

2011

年， 公司营业收入复合增长

率达到了

30%

， 净利润复合增长率达

到

32%

。

元征科技称， 鉴于市场情况及拟进

行项目的内部资源可用程度的变动， 元

征科技及其保荐人已于

10

月

29

日就撤

回

A

股上市的申请提交申请， 目前正等

待中国证监会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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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峰集团开公司以小博大

虚假出资不成找借口注销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如果在

11

月

16

日之前还不缴

足注册资本， 我们将依照常规程序对

新联陶瓷采取责令改正的措施！” 浙

江金华工商局金东分局工作人员昨日

告诉记者。

新联陶瓷是尖峰集团 （

600668

）

与子公司尖峰陶瓷于

2010

年

11

月

17

日注册成立的公司， 就在工商部

门将采取措施的前

20

天内， 尖峰集

团一纸公告宣称将注销新联陶瓷， 理

由是尖峰陶瓷实物出资事宜未获政府

许可且其业务不符合区域规划。

然而记者发现， 尖峰陶瓷两年间

拖延出资实际另有隐情。 该公司自

2005

年即深陷资不抵债的困境， 并

且其拥有的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等资

产一再被抵押。 对于尖峰陶瓷而言，

该实物资产已不能被用来出资， 公司

已形同空壳。

虚假出资嫌疑

按照新联陶瓷的章程， 尖峰集团

已率先以现金形式出资

975.32

万元，

而尖峰陶瓷拟以部分建筑物及土地使

用权进行实物出资， 作价

2275.68

万

元， 出资比例为

70%

。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新设立之公

司货币出资比例不得低于

30%

， 且实

物出资须在两年内缴足。 然而时近两

年， 尖峰陶瓷至今的出资额仍为零，

若

11

月

16

日之前仍不缴资， 尖峰陶

瓷势必造成事实性的违规， 届时金华

工商局可能对尖峰陶瓷采取措施。

在这种背景之下， 尖峰集团及尖

峰陶瓷抢先一步注销新联陶瓷便可避

免遭到处罚， 不过金华工商局金东分

局工作人员表示到目前为止， 该局并

未收到新联陶瓷的注销申请， 也不清

楚新联陶瓷是否会注销。

“我们将依据正式的注销申请执

行注销手续， 在收到注销申请之前，

我们依然将新联陶瓷认定为正常存续

的公司， 须按时缴足资本。” 上述工

作人员表示。

新联陶瓷成立两年以来， 除了

账面上的

975.32

万元注册资本之

外， 没有其他任何资产， 也从未开

展经营。

按照尖峰集团此前的设想， 设立

新联陶瓷有利于盘活尖峰陶瓷的存量

资产。 事实上， 从浙江勤信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此前的评估结果来看， 尖峰

陶瓷的建筑物及设备类资产均大幅贬

值， 部分资产甚至已经丧失了使用价

值， 仅有土地使用权在升值。 换言

之， 尖峰陶瓷能够经营的资产仅有土

地使用权， 而该项资产无论是出租给

尖峰集团还是用来另设新公司并无太

大区别。

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资料显

示， 尖峰陶瓷自

2005

年即已停产，

彼时的尖峰陶瓷具有港资背景， 在停

产之前， 公司连年亏损， 甚至到了资

不抵债的地步。 最终， 尖峰陶瓷的港

资股东洪隆实业联合另外两家股东于

2009

年以零对价将

36.67%

的股权悉

数转让给尖峰集团， 当时尖峰陶瓷净资

产为

-1558

万元， 债务规模为

5887

万

元， 最大债权人为尖峰集团。 直到今年

上半年末， 尖峰陶瓷依然拖欠尖峰集团

5400

万元的债务， 账龄均在

2

年以上，

30%

的债务账龄超过

5

年， 尖峰集团只

能为此计提坏账准备。

由于尖峰陶瓷长年拖欠债务， 因此

尖峰集团曾要求尖峰陶瓷以土地使用权

等资产作为抵押， 从这个角度而言， 尖

峰陶瓷的土地使用权等资产在出资方面

存在较大的限制。 昨日记者分别连线尖

峰集团董秘朱坚卫及证券事务代表楼健

宏试图咨询此事， 不过未获相关信息。

小资本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 尖峰陶瓷的注册资

本是

3000

万元， 尖峰集团的出资额为

1300

万元， 但后者的持股比例却为

80%

； 同样， 由于尖峰陶瓷不按时缴足

资本， 致使尖峰集团对新联陶瓷的持股

比例高达

100%

。

记者还发现， 尖峰集团旗下多家子

公司均存在类似的情况， 尖峰集团以少

量资本直接控制了众多子公司， 新联陶

瓷便是其中之一。

对于注销新联陶瓷， 尖峰集团将原

因归咎于政府相关部门及金华金义都市

新区的总体规划。

金义都市新区是浙中城市群核心

区， 该区近期规划面积为

50

平方公

里， 远期规划面积是

275

平方公里。

记者从金义都市新区管委会了解到，

尖峰陶瓷原本用于出资的土地使用权

及建筑物等资产就位于该区孝顺镇，

从整体规划来看， 尖峰陶瓷孝顺镇厂

区将在后期逐步得到开发， 尖峰集团

所谓的 “陶瓷行业已不适合在该区域

内发展” 即是据此而言。

不过该区管委会一工作人员表示，

金义都市新区规划是中期规划， 需耗时

十年， 短期内对区域企业并无过多的限

制。 此外， 该人士还指出， 对于区域内

企业的投资行为， 管委会一贯给予支

持， 不可能设置关卡阻止企业投资。

“我不清楚尖峰陶瓷的实物出资到

底是被哪个部门否掉的， 有可能是该部

门将尖峰陶瓷的土地出资当成了土地违

规转移的行为。” 上述区管委会工作人

员说。

有分析认为， 部分公司在面对土地

升值预期和土地使用权出资时会进行一

番抉择， 如果土地升值预期较大， 则无

须以土地使用权进行实物出资， 只要坐

等土地升值即可获得较高的收益。 金义

都市新区将成为浙江第四大都市区， 十

年的规划势必会带来土地升值预期， 不

排除尖峰集团放弃投资而坐等升值的可

能性， 毕竟该土地使用权一直到

2052

年才到期。

湘潭电化电解锰全线停产

每月营收减少

1500

万

证券时报记者 张莹莹

钢铁市场不景气， 波及到了上游

电 解 金 属 锰 市 场 ， 湘 潭 电 化

（

002125

） 旗下的电解金属锰生产线

被迫全部停产。

湘潭电化今日发布公告称， 鉴于

钢铁市场低迷导致电解金属锰价格持

续处于低位， 公司电解金属锰产品售

价与成本倒挂， 经公司研究决定， 电

解金属锰生产线将从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全线停产， 具体复产时间视市场

情况而定。 此次停产， 湘潭电化预计

每月减少营业收入约

1500

万元。

资料显示， 电解金属锰是制造四

氧化三锰的主体材料， 另外由于其纯

度高、 杂质少， 是生产不锈钢、 高强

度低合金钢、 铝锰合金等的重要合金

元素。 在炼钢生产中， 电解锰特别适

合冶炼合金化元素含有总量

10%

以上的

不锈钢、 耐热钢、 精密钢、 高温钢、 耐

蚀钢等 “特、 精、 高” 合金钢和冶炼低

杂质、 低有害元素的纯净钢、 趋纯净钢

等钢种。

由于国内经济下行， 钢铁市场不景

气已经波及到了上游电解金属锰市场。

湘潭电化在今年

8

月

1

日， 停产了部分

电解金属锰生产线， 当时预计每月减少

产量

600

吨左右， 预计每月减少营业收

入约

800

万元。

公告显示， 经审计的公司

2011

年

年度报告显示， 公司电解金属锰产品

2011

年营业收入为

2.02

亿元， 占合并

报表营业总收入的

26.76%

。 电解金属

锰生产线全线停产后预计每月减少营业

收入约

1500

万元 （以目前的电解金属

锰产品价格和满负荷生产的产量计算），

停工损失估计每月

150

万元。

皖维高新大股东

78

亿投

PVA

挑起同业竞争战

证券时报记者 江成

在皖维高新 （

600063

） 即将获配

内蒙

2

亿吨煤矿探矿权之际， 公司控

股股东皖维集团日前抛出了一个投资

规模高达

78

亿元的

PVA

（聚乙烯

醇） 及配套产业项目。 在投资者和业

内人士看来， 上市公司和大股东先后

投资同一产业， 这在很大程度上将构

成同业竞争。

记者昨日从国资委网站看到，

皖维集团的

PVA

化工项目已落户内

蒙古乌兰察布市。 该则消息称， 皖

维集团和乌兰察布市政府、 察右后

旗政府二期投资

78.57

亿元， 建设聚

乙烯醇及下游延伸化工循环项目，

已于

10

月

23

日正式签约。 项目完

成后， 将形成年产

20

万吨聚乙烯

醇、

6

万吨特种纤维、

4

万吨干粉

胶、

60

万吨电石渣水泥熟料生产线

等项目生产规模。

公开信息显示， 皖维高新

2010

年底定增募投的内蒙古

10

万吨

PVA

项目， 是以和当地白彦湖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合资成立蒙维科技有限公

司的方式进行， 皖维高新方面的投

资总额为

12.36

亿元。 经过连续增

资， 目前皖维高新持有蒙维科技

80%

股权。 今年

8

月该项目全线贯通

后， 皖维高新目前的

PVA

年生产能

力是

20

万吨。

此次， 皖维集团斥巨资投建的也

是

PVA

产业， 且项目合作方还是白

彦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由于这

20

万吨项目和皖维高新的现有产能持

平， 引来投资者关于同业竞争和加剧

行业下行的质疑。

“

PVA

行业本来景气度就不好，

上市公司已经是在亏损经营， 不明白

大股东为什么也要参与这个行业？”

一位关注皖维高新的投资者对记者抛

出质疑， 他担心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

在产品销售上会构成同业竞争， 而且

此番投资会加重行业负担。 财务数据

显示， 皖维高新的

PVA

毛利率一直

在缩水， 且今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

下滑幅度超过

400%

。

记者致电皖维高新证券办， 该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王军说， 目前集团投

资项目只是一个框架协议， 具体如何

实施还有待董事会决议。

那么皖维集团此番投资是否意在

当地的煤炭资源？ 对此王军未置可否。

面对记者提出的同业竞争质疑， 他解释

说， 皖维高新的

PVA

产业是集团核心

资产， 集团和上市公司先后投资在内蒙

古的

PVA

项目， 都是生产常规品种，

都是依托当地廉价的电石资源， 产品主

要销往地是东北， 而皖维高新在安徽本

部生产的

PVA

是高端产品， 届时将从

东北地区退出。 公司方面认为， 不会构

成同业竞争。

不过在股权投资人士看来， 这种说

法可能还要打个问号。

上海股权投资协会副秘书长张俊

对记者表示， 除非大股东在参与项目

前和上市公司有协议， 日后会将涉及

同一业态的资产注入到上市公司， 因

为不排除存在项目本身风险较大、 由

集团先出面化解融资问题和项目风险

的可能， 否则两个主体在该项目上无

疑会构成同业竞争。

河北钢铁业景气度好转

证券时报记者 余胜良

10

月份， 河北省钢铁行业

PMI

为

52.5

， 环比增长

14.7

。 自发布以

来， 该指数首次回升到荣枯线以上，

这显示河北省钢铁行业经营环境开始

改善。

从各分项指数看，

10

月份的新

订单指数为

55.1

， 环比增长

16.5

， 下

游需求快速回升。

10

月份的生产指

数为

51.3

， 环比增长

22.4

， 由于需求

好转， 库存下降， 企业经营效益好

转， 钢厂的开工率也开始提升。

对于

10

月份河北省钢铁行业

PMI

数据， 河北省冶金行业协会秘书

长王大勇表示， “稳增长” 政策效应

显现， 下游用钢产业缓慢向好迹象明

显， 河北钢铁行业运行态势也出现了

令人鼓舞的积极变化， 面对向好的形

势， 钢铁企业更需冷静。 要看到经济

社会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仍然错综

复杂， 世界经济复苏放缓， 不确定

性、 不稳定因素还在增加。

“我的钢铁网” 资讯总监徐向春分

析认为，

9

、

10

月份的反弹扭转了钢铁

市场长期下跌走势， 阶段性底部已然形

成，

9

月份公布的经济数据纷纷企稳亦

印证了这一点。 由于原料、 钢材比价关

系回归到合理水平， 钢厂盈利的时间窗

口悄然来临， 钢厂将会抓住难得机会加

紧生产销售钢材， 预计

10

月份粗钢日

产量可能回升至

200

万吨水平。 随着冬

季来临， 钢材需求逐步减弱， 供应过剩

矛盾再次显现。 预计本轮反弹行情告一

段落， 年底市场将呈现价格稳中趋弱、

钢铁产量稳中有降、 社会库存明显回升

的特点。

钢贸培训班的厚黑学

证券时报记者 余胜良

“要拖得起， 要厚黑， 才能生存

下去”， 在最近一次为钢贸企业做的

内部培训上， 讲师王笃明如此鼓励学

员们。

这次在广州举行的 “钢贸企业

如何应对债务危机” 培训课， 吸引

了

20

多名来自钢贸行业的学员， 这

些学员以

1200

元

1

天的代价， 来向

王笃明讨教如何在债务危机中生存

下来。

王笃明给出的答案非常简单， 就

是不还钱， 将时间拖下去， 以时间换

空间。 他援引希腊债务危机的案例，

称最终有钱的债主都会妥协。 希腊已

经多次向欧盟赖账。 如果还款导致企

业倒闭， 就不如不还， 最好能拖多久

是多久。

在讲到拖上面， 律师出身的王笃

明认为法律诉讼是个好方法， 银行贷

款可以选择诉讼， 在诉讼中可以

“拖” 上三年时间， 而当对己不利的

判决下达后， 依然可以对执行打 “持

久战”， 甚至有一天银行可能将债务

作为坏账进行处理。 对有些债主而

言， 高利贷更让人头疼， 但 “放高利

贷者其实比你还害怕”， 遇到高利贷

逼债也可以选择诉讼， 因为法律不支

持高额利率， 放高利贷者很难胜诉，

因为放高利贷者也是从他人手中获取

资金， 最终结果是放高利贷者可能比

债主垮得还早。

在讲座中， 王笃明将债务危机比

作一场战争， 企业要对战争有清醒的

认识， 制定正确的战略。 “你首先要

分清楚谁是朋友， 谁是敌人。” 王表

示， 最近一家杭州企业拖欠几家银行

债务到期无力偿还， 其中一家银行愿

意为其继续借贷， 但是这家银行提供的贷

款被其他银行划走， 最终这家企业还是倒

闭， 而帮助这家企业的银行也受到连累，

“这是害了朋友， 便宜了敌人。”

在讲述债务之前， 王笃明先向学

员灌输一个理念： 债务危机都是债主

强加到企业头上的。 他的理由是， 有

些企业家被银行忽悠， 投资到土地房

产等市场， 一旦土地价格停止上涨，

就面临贷款无法偿还的困局， 而银行

向企业贷款的利息太高， “明暗成本

加起来， 很多年利达到

20%

。” 这样的

利率让制造业无法支撑。 出现债务危

机， 并不是企业家的责任， 因此没必

要承担太大的心理压力。

王笃明平时在上海一带办公， 对苏

浙一代的债务危机比较熟悉， 他举例

说， 有些企业家私德高尚， 债务压身下

生活得非常痛苦。 他称企业家跑路和自

杀都是不明智的选择。

所以王笃明鼓励学员脸皮要厚， 心

理素质要好， “公司首先是公的， 并非

自己的， 责任是有限的， 并非无限的。”

企业家要公私分明， 不能为企业承担无

限责任， 不能将自己的身家性命搭进

去， 实在不行， 就选择破产清算， 断臂

求生， 按企业净值进行偿还。

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 王笃明

还忙着讲授 “应收账款管理与催讨技

巧”， 如今主题则换作 “钢贸企业如何

应对债务危机”， 前几年为债权方操

心， 现在则为债务方出谋划策， 前者

主要因为金融危机， 后者则因为行业

变冷。 其实不仅仅是钢贸企业， 在苏

浙一带， 不少领域的民营企业都被债

务压得喘不过气。

听了讲座， 一位来自湖北十堰的学

员表示， “我想回去给老板一些建议，

欠债最好拖一拖再还。”

皖维高新年产

5

万吨

生物质制

PVA

项目投产

� � � �皖维高新 （

600063

） 今日公告， 公

司全资子公司广西广维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年产

5

万吨生物质制聚乙烯醇

(PVA)

项目， 于

10

月

23

日一次开车成功并生

产出合格的聚乙烯醇产品， 这预示着世

界上最大的生物质制聚乙烯醇生产装置

正式投产运行。

公司表示， 广维化工年产

5

万吨生

物质制聚乙烯醇项目的竣工投产， 标志

着皖维高新率先掌握了生物质资源制造

聚乙烯醇的先进生产技术， 实现了聚乙

烯醇工艺线路从煤化工向生物质化工的

成功转型， 开辟了我国生物质能源应用

的新领域， 摆脱了聚乙烯醇生产对石油

和煤炭等化石能源的完全依赖。 皖维高

新称， 该项目的建成投产， 为公司提高

原材料自给能力， 实现节能减排， 发展

循环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 （靳书阳）

Phototex

/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