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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前8月销售额破千亿

证券时报记者 邓常青

万科

A

（

000002

）公告显示，公

司今年前

8

个月累计实现销售金额

已经突破千亿， 达到

1129.3

亿元，

同 比 增 长

34%

； 累 计 销 售 面 积

967.6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0.51%

，

而在去年万科超千亿的销售出现在

10

月份。

万科

8

月份销售环比也保持增

长，

8

月万科实现销售面积

133.0

万平

方米， 环比增长

12.5%

； 销售金额

152.8

亿元，环比增长

9.4%

。

相比之下，万科

8

月拿地力度大

幅缩减，

7

月拿地超过百亿，

8

月仅新

增项目

7

个，涉及金额仅

54

亿元。

房地产企业再融资方案至今无一上报

证券时报记者 冯尧

“我们目前没有向证监会上报方

案，还需要走股东大会流程，至于方案

需要多久才能批下来， 我们心中实在

没底。”一家抛出再融资方案的上市房

企董秘感叹。

事实上，“心中没底” 的房企不止

上述一家， 记者采访的多家已披露再

融资方案的房企高层人士均有同感。

据记者了解，抛出定向增发的

13

家房

企中， 再融资方案已通过股东大会审

议的有

4

家， 而这

4

家房企目前均未

向证监会提交方案。

方案并无暂缓

从新湖中宝

55

亿首单再融资方案

抛出， 到华夏幸福

60

亿巨额再融资，

“房企再融资”经过短短一月发酵，已有

21

家房企发布再融资预案， 额度高逾

500

亿。近日，市场传闻有房企的再融资

方案被暂缓，而矛头直指方案已经通过

股东大会审议的宋都股份。

不过， 宋都股份对此予以否认，该

公司一位内部人士称，再融资方案不存

在被监管层拒绝、受阻的情况，因为截

至目前申报材料准备尚未最终完成，处

于内核阶段，最终上报方案未敲定。 “我

们公司（定增项目）目前还在推进中，申

报材料的制作接近收官。 ”该人士称。

一位投行人士也向记者表示，再

融资申请工作量其实并不比

IPO

轻

松， 方案上报需要一定时间的准备。

“就目前情况而言， 完成具体材料准

备，到开启材料上报，的确需要一定时

间。 ”该人士坦言。

事实上，在这

21

家房企中。 定向

增发的有

13

家。 据记者了解，定向增

发的公司中已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

公司有

4

家，分别为新湖中宝、宋都股

份、三湘股份、北京城建。 而这

4

家房

企目前并没有向证监会上报方案。

根据上市企业定增再融资的申报

流程，上市公司申请发行证券，董事会

应首先就有关事项做出决议， 再提请

股东大会就有关融资议案投票审议，

通过股东大会后，才向证监会提申请。

目前， 其他

9

家房企的方案尚未经股

东大会审议。

可以确定的是，目前尚无任何一

家房企向证监会上报方案。 “可能是

近期房企均未提交最终上报方案，引

起了市场质疑。 ”上述投行人士称。

监管层敏感

房企再融资表面上风生水起，但

真正的参与方对于方案究竟能否获

批，至今均心中没底。一位定增方案已

获股东大会通过的上市房企高管表

示， 目前公司定增方案仍在与证监会

以及交易所沟通阶段， 但监管层对房

企再融资方案态度“敏感”。

事实上，抱有这种心态的房企不在

少数， 荣盛发展一位内部人士坦言，尽

管方案还未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但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肯定第一时间向

证监会上报。 “至于方案什么时候能批

下来，流程相当复杂，目前确实不知道

需要多长时间。 ”该人士表示。

“监管层可能会以多种指标来衡

量上市公司， 并确定是否最终放行方

案， 但目前我们也不清楚究竟有什么

具体条件，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中茵

股份一高层人士也感到“心中没底”。

值得注意的是， 从募投方向来看，

房企再融资资金投向可谓五花八门，从

“定向投向保障性住房”到商业地产、普

通住宅以及别墅豪宅项目， 均有涉及。

“如果最终通过的是棚户区改造、 保障

房领域项目的定增，说明监管层对于房

企再融资门槛较高，如果是商品房项目

最终通过， 那表明监管层态度较为开

放。 ”前述投行人士分析称。 不过，他同

时表示，从目前的市场反应看，可能会

出现房企扎堆报再融资方案、管理层对

于方案“接而不批”的情况。

茅台增持引连锁反应 “小伙伴们”遭投资者追问

证券时报记者 郑昱

“你们对茅台增持、洋河回购有什

么看法？”“茅台股价一异动，大股东就

开始增持了。 ”

昨日贵州茅台一纸大股东增持公

告不仅引起贵州茅台投资者广泛关

注， 也令五粮液等同行纷纷遭遇投资

者逼宫，相关公司股吧、互动易等平台

热闹非凡。

身为白酒行业的龙头老大，贵

州茅台的举动向来作为业内风向

标。 昨日该公司披露大股东增持公

司股份，这给同行业的“小伙伴们”

添了不少压力。

记者注意到， 针对投资者的逼

问和质疑，五粮液、泸州老窖等公司

也纷纷回应。 五粮液在深交所互动

易平台明确表示暂无回购计划，泸

州老窖则表示目前大股东尚无增持

的打算。

“茅台调价了， 你们怎么还不调

价？”“茅台增持了，股价多少元时你们

有兴趣增持？”“请问难在何处

?

不要搪

塞！ ”投资者盯着“风向标”步步逼问，

相关上市公司几乎招架不住。

五粮液坦称，各家经营实际不同，

根据公司目前经营情况， 暂无回购计

划。 但投资者不依不饶， 继续发问：

“既然不回购， 那请管理层个人增持，

以表与中小股东同甘共苦决心！”五粮

液只得在互动易平台继续回复：“将把

相关增持建议分别呈报公司管理层和

大股东。 ”

尽管贵州茅台的增持举动在资

本市场掀起连锁反应，但也有很多

市场人士认为，公司只是释放了一

个看好未来的信号， 整体来看，此

次增持及后续增持计划对市场作

用有限。

针对茅台此次增持举动，中信证

券食品饮料行业首席分析师黄巍分

析，贵州茅台近年

3

次主要增持均发

生在公司相对困难时期： 第一次，

2010

年

5

月

7

日增持

4.2

万股，发生

背景是

2010

年一季报净利润较

2009

年年报指标出现下滑，引发市场对公

司业绩增速放缓的担忧。 第二次，

2012

年

12

月

11

日增持

45.3

万股，

背景是白酒塑化剂及中央八项规定

公布， 导致对贵州茅台增长的质疑。

第三次，

2013

年

9

月

3

日增持

40.7

万股， 背景是半年报业绩增速放缓，

预收账款仅剩

8

亿元，并出现历史罕

见的跌停收盘。

黄巍认为，目前白酒行业处调整

期，公司业务结构受到冲击，茅台集

团增持贵州茅台是看好未来发展，也

有利于投资者短期恢复信心，预计公

司三季度单季收入会出现改善。

此外，洋河股份也于日前披露回

购情况，截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公

司回购股份数量为

86.32

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8%

，支付总金

额为

4777.26

万元（含交易费用）。根

据此前公告， 洋河股份拟以不超过

每股

70

元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回

购的资金总额最高不超过

10

亿元。

洋河股份称， 将结合自身财务状况

和经营状况， 计划以回购部分社会

公众股体现公司对长期内在价值的

坚定信心。

27家资不抵债公司保壳倒计时

证券时报记者 周少杰

9

月伊始，

*ST

宝硕、

*ST

金泰、

*ST

祥龙多家公司公告重组。 仔细研

读这些公司财报不难发现它们的共同

之处———资不抵债。

2012

年新版退市制度规定， 连续

两年净资产为负公司将予以暂停上市，

而

2012

年年报为实施新规首个财报

年。半年报显示，沪深两市已有

27

家公

司截至

6

月底净资产为负。 其中，

2012

年年末已经资不抵债的公司有

23

家。

眼下，距离

2013

年结束不足

4

个

月， 上市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或非

公开增发事项， 从预案到证监会批复

最快也要

3

个月， 对于尚无保壳方案

的公司来说，时间所剩无几。

重组重生

9

月

2

日，

*ST

祥龙公告，公司与

有关方正在协商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为避免股价波动， 股票停

牌。 这已是该公司今年来第二次筹划

保壳事项，此前，公司股东武汉葛化集

团拟出资与

*ST

祥龙合作对公司热

电厂进行燃气炉改造， 但由于原料和

市场存在不确定性， 武汉葛化集团终

止了该项目。

目前，

*ST

祥龙重组方尚无从知

晓， 公司将在一个月内披露重大资产

重组方案，若期内未能披露方案，公司

将在股票恢复交易后三个月内不再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这意味，一旦此

次重组不能成行，

*ST

祥龙被暂停上

市可能性大增。与此同时，公司目前仍

处于全线停产状态， 若无相关措施解

决，公司

2013

年仍将亏损，将会出现

暂停上市风险。

实际上，

*ST

祥龙并不是孤例。

*ST

宝硕日前公告， 大股东新希望化

工正在筹划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停牌。

而

*ST

东热的重组方案于

8

月

26

日

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

9

月

3

日也

获得股东大会的通过，待证监会审核。

如不出意外， 中电投集团将完成对

*ST

东热的债务重组。

已经暂停上市

6

年半的

S*ST

聚

友缺席今年

2

月

8

日的暂停上市“重生

秀”。 在去年退市新政下，

20

余家暂停

上市多年的公司冲刺保壳最后机会，部

分公司年中恢复上市，

11

家公司在今

年

2

月

8

日复活，

*ST

创智和

*ST

炎黄

两家公司退市至三板， 而仅有

S*ST

聚

友等

4

家公司既未退市也没有重生。

不过，

S*ST

聚友也将迎来复活曙

光， 证监会最近批复了该公司重组方

案。 而

*ST

北生可就没有这么好的命

运，经历多方重组之后，

*ST

北生最近

又宣布重组失败， 公司称因航运业不

景气，放弃德勤集团的借壳方案。

破产重整

一些负债累累的公司则寄望于司

法程序，通过破产重整，一次性解决债

务问题。目前，负债额度最高的几家公

司均走破产重整的路数。

*ST

锌业今年

1

月

31

日开始重

整，目前申报的债权人有

424

家，累计

债权达到

68.88

亿元。 该公司已经于

今年

5

月

8

日因连续两年亏损暂停上

市， 目前仍处于重整程序中。 而

*ST

中华自去年末就启动破产重整， 至今

仍未完成。

*ST

科健要快一些，该公司

已经于今年

7

月

18

日宣告重整完毕，

正启动重组， 按照规定最快将有可能

在今年

10

月份复牌。

*ST

贤成日前才刚刚启动重整程

序，

9

月

3

日，各地债权人纷纷赶赴西

宁申报债权。 不过相对于上述几家公

司，

*ST

贤成情况稍好，时间并没有那

么紧促， 公司财务数据在去年年末净

资产显示为正，今年半年报才转负。

一般而言， 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之

后就变成一家净壳公司。 新版退市制

度还将营业收入低于

1000

万元也列

入退市财务指标， 因而这些公司还要

经历一番资产重组才能保壳。例如，去

年净资产为负的

*ST

盛润在破产重

整之后， 通过重组汽车零部件公司富

奥股份得以保壳成功。

股东注资

应付净资产为负的硬性退市指标

最简便的手段， 莫过于直接拿钱给上

市公司。目前，

*ST

金泰等多家公司已

经推出定增方案， 向控股股东或其一

致行动人增发股份募集资金用于偿债

或补充流动资金。

国美系的

*ST

金泰向黄俊钦

（黄光裕之兄）旗下的北京宝润丽杰

投资管理中心增发股份募集

15

亿

元，其中

2.7

亿元用于偿还债务。 该

定增方案日前已获证监会受理。

*ST

兴业向第二大股东（同时也是公司实

际控制人） 大洲控股增发股票募集

2.17

亿元， 其中过半用于还债。

*ST

国药也复制上述公司思路，近日出台

的定增预案，所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

另外， 还有几家公司去年末没有

出现负资产的情况， 但今年半年报爆

出净资产为负， 这些公司保壳没有连

续两个报告期资不抵债的公司那么紧

迫，但仍然值得投资者注意。

例如，西藏珠峰、上海科技、昌九

生化等公司， 均是历史上一度被

*ST

（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司，近期不利消

息连连。 西藏珠峰和上海科技今年年

初脱帽摘星， 但近期均公告重组方案

被证监会否决。 而昌九生化控股股东

股权近期遭到司法拍卖。

融创拿下全国单价地王

楼面价破7万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昨日， 北京市国土局出让两宗热

门地块， 一宗是准豪宅地块———朝阳

区农展馆地块， 另一宗是年内首宗真

正意义的“限房价、竞地价”的朝阳区

豆各庄地块。

其中，农展馆地块被融创抢下，楼

面价高达每平方米

7.3

万元， 成为全

国单价新地王。 而豆各庄地块被恒大

以

40.4

亿元拿下，折合楼面价约每平

方米

1.66

万元，因其销售限价为每平

方米

2.2

万元，利润极其低微，这也是

恒大第二次进京拿地。

融创拟打造豪宅标杆

农展馆地块因地处北京东三环

畔，毗邻

CBD

核心区，其稀缺性吸引

了大量房企关注，昨日前来竞拍的包

括融创、和裕、懋源、中海、合景泰富、

住总首开联合体、华发、首城等

8

家

房企。

不过，仅经过

9

轮“快抢”，融创的

报价就触及该地的最高上限价格

21

亿元， 与

18

亿元的挂牌起始价比，溢

价率仅

16.6%

。 随后转为竞异地配建

医院面积阶段， 最终经过

59

轮厮杀，

融创力压和裕地产，以配建

27.8

万平

方米医院的条件获得该地块。

因异地医院配建标准为

8000

元

/

平方米， 融创需额外增加

22.24

亿元

的医院投资， 合计在拿地阶段需要为

规划建筑面积仅

5.9

万平方米的农展

馆地块支付

43.24

亿， 折合楼面价每

平方米

7.3

万元。 该价格打破

2010

年

2

月华侨城创下

5.28

万元楼面价的苏

河湾地块，成为全国最贵单价新地王。

“该价格在预期之内。 ”融创中国

北京公司营销副总娄燕青昨日接受证

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农展馆地块

属于三环边上的绝版地块， 融创对其

市场前景看好。同时，该项目符合融创

的高端精品战略， 融创有能力将该项

目打造成全国豪宅的标杆项目。此外，

她认为，二三环内二手房价已经很高，

目前区域内已经没有新项目， 未来的

置换需求很大。

目前， 该宗地块周边在售项目包

括维多利亚花园公寓以及首开铂郡

等， 售价在每平方米

6

万

~7

万元左

右。 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

预计， 按照每平米

7.3

万元的楼面价

计算，叠加建安、管理、税费、资金成本

等成本就高达每平方米

10

万元，未来

该项目销售价格将突破每平方米

15

万元。

恒大微利二进京

北京豆各庄地块是 “限房价、竞

地价”的商品住宅地块，吸引了恒大、

葛洲坝、住总、中铁建、招商、融创、中

海、富力、合景泰富等

9

家开发商前

来竞争。

根据该地块出让公告， 除公租房

外， 剩余居住用途建筑规模建设的商

品住房销售限价为每平方米

2.2

万

元，套型建筑面积全部为

90

平方米以

内， 单套商品住房总价控制在

200

万

元以内。 该地块规划建筑面积

29.45

万平方米，挂牌起始价为

24.5

亿元。

最终经过

43

轮竞拍，恒大以

40.4

亿元配建

5.15

万平方米公租房力压

群雄拿下该地块，剔除公租房，折合楼

面价约每平方米

1.66

万元，与每平方

米

2.2

万元的限价相比，利润极低。

不过， 一位接近恒大的业内人士

昨日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利润偏低符合恒大民生地产定位方

向，同时，恒大的成本控制能力很强。

虽然限价房锁定了利润， 但是未来销

售压力也小， 每平方米

2.2

万元价格

与周边每平方米

2.8

万的二手房价相

比，有吸引力。“大家没注意到，该项目

规划中还有

2500

个车位、

1.6

万平方

米的社区商铺及

3.8

万平方米的公

寓，而公寓部分不限价，将来会弥补限

价房的部分利润。 ”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今年恒大在

北京摘得的第二宗地， 此前

7

月

3

日

恒大以

35.6

亿元将昌平区沙河地块

收入囊中，至此恒大已经花了

76

亿元

在京拿地。张大伟认为，恒大新进入北

京， 这两宗半市场的地块可以达到锻

炼团队、积累经验的目的。

双环科技涉嫌超标排污

被责令停产整顿

见习记者 曾灿

双环科技（

000707

）将因环保问题

而面临停产整顿。 深交所昨日公告，

因媒体报道双环科技“超标排污”，公

司自昨日开市起临时停牌，待其刊登

相关公告后复牌。

一次死鱼潮，引发了双环科技的

此次危机。 昨日，湖北省环境保护厅

在其官网首页发布通报称，

9

月

2

日，

府河武汉段发现大量死鱼，环保部门

已初步认定是双环科技超标排污导致

府河氨氮浓度严重超标，从而造成鱼

类大量死亡。

环保监测结果显示，双环科技排

污口上游断面氨氮浓度

0.81

㎎

／L

，未

超标 ； 排污口下游断面氨氮浓度

117.7

㎎

／L

，超标严重。

9

月

3

日上午

10

时， 双环科技排向府河的排污口

氨氮浓度高达

196

㎎

／L

，严重超标。 目

前，湖北省环保厅已责成孝感市环保

局责令双环科技立即停产整顿，并继

续对该公司进行调查取证，进一步核

实原因。

作为一家老牌化工企业， 双环科

技目前主要生产联碱产品纯碱和氯化

铵。今年上半年，纯碱下游产业普遍不

景气、氯化铵价格大幅下滑，双环科技

净利润亏损约

9199

万元，而去年同期

公司则实现盈利

6490

万元。

对于联碱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污染

问题， 双环科技曾在年报风险提示中

指出，因生产过程“产生废气废水的排

放，企业面临着较大的安全环保风险，

此风险有可能严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

的正常进行”。

截至记者发稿时， 双环科技仍未

就停产整顿一事作出回应。

� � � � 同日，恒大以 40.4 亿元价格低利润拿

下首宗“限房价、竞地价” 宅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１２

年年末净资产（亿元） 截至今年

６

月底净资产（亿元）

０００７５１．ＳＺ *ＳＴ

锌业

－３３．５９ －３２．８９

００００３５．ＳＺ *ＳＴ

科健

－１８．５８ －１８．５１

００００１７．ＳＺ *ＳＴ

中华

Ａ －１７．０９ －１７．３９

２００７７０．ＳＺ *ＳＴ

武锅

Ｂ －１２．４３ －１２．８０

０００５２０．ＳＺ *ＳＴ

凤凰

－６．５６ －１０．０４

０００９５８．ＳＺ *ＳＴ

东热

－７．５２ －６．９３

６００１５５．ＳＨ *ＳＴ

宝硕

－６．１３ －６．６６

６００７６９．ＳＨ *ＳＴ

祥龙

－４．８１ －５．７６

６００５７９．ＳＨ *ＳＴ

黄海

－３．３７ －４．０２

６００３８５．ＳＨ *ＳＴ

金泰

－２．８０ －２．８９

６００６０３．ＳＨ *ＳＴ

兴业

－２．７９ －２．８３

６０００７４．ＳＨ *ＳＴ

中达

－１．５５ －２．３０

０００５０９．ＳＺ Ｓ*ＳＴ

华塑

－２．００ －２．２５

０００６９３．ＳＺ Ｓ*ＳＴ

聚友

－１．８０ －１．８２

６００３０１．ＳＨ *ＳＴ

南化

－０．４１ －１．６１

０００５５５．ＳＺ *ＳＴ

太光

－１．３８ －１．４２

６００２３４．ＳＨ *ＳＴ

天龙

－１．２７ －１．４０

００００５６．ＳＺ *ＳＴ

国商

－０．８４ －１．２３

６００６１７．ＳＨ *ＳＴ

联华

－０．６９ －０．７３

０００９０８．ＳＺ *ＳＴ

天一

－０．６０ －０．７２

６００４４４．ＳＨ *ＳＴ

国通

－０．３５ －０．４１

６００４２１．ＳＨ *ＳＴ

国药

－０．４９ －０．３４

６００５５６．ＳＨ *ＳＴ

北生

－０．３０ －０．３２

连续两个财报期末净资产为负的公司

数据来源:Wind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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