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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集团181亿预收款

锁定未来业绩

证券时报记者 李小平

连续拿地后，滨江集团（

002244

）

的资金状况引发了市场人士的忧虑。

对此滨江集团表示，房企的资金安全

状况不能仅从负债率考量，公司的销

售情况良好，现金充裕，未来业绩有

保障。

今年以来，滨江集团在土地市场

上屡有斩获。 据不完全统计，仅

6

月

份以来，滨江集团就三次在杭州土地

市场上出手，约耗资

46.13

亿元。最近

的一次是联手小商品城，在杭州百亿

华家池地块的争夺中， 合计以

43.83

亿元竞得其中一宗。 与此同时，滨江

集团又在对部分全资子公司进行减

资。 如此种种，难免让市场生疑。

滨江集团董秘李渊对记者称，对

于房企而言，不能仅用资产负债率的

高低衡量一家企业的资金安全性。 公

司的资产负债率高，主要源于大量的

预售商品房收入。 今年上半年，公司

累计实现销售金额 （含协议金额）

67.79

亿元， 占杭州市主城区商品房

销售总额的

9％

。 但由于总计

181

亿

元的预收款尚未结算，所以导致了公

司资产负债率高。

据了解， 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

预售商品房所得房款在房屋交付使

用以前均属于“负债”，应列支于“预

收款项”科目，所以简单地说就是“卖

得越多负债越高”； 而实际上考量房

产企业的负债率时，扣除预收款后的

有息负债能更为真实地反映企业的

负债水平。

目前， 滨江集团的资产负债率

79.5%

，但若按照前述结算口径，滨江

集团的资产负债率为

34.9%

，而万科，

保利地产、金地集团则为

42.7%

、

39%

和

42.4%

。 比较而言，滨江集团的负债

水平不算高。据了解，其有息负债低于

公司净资产， 而且提出三年内有息负

债占公司净资产

50%

的充足财务安全

边际。

今年半年报出炉后， 多家券商曾

对滨江集团做过点评。中信证券表示，

公司二季报预收款达到

181

亿元，基

本锁定未来

2

年业绩。李渊也表示，今

年上半年，由于公司销售情况良好，预

售款基本三倍于上年度营业收入，锁

定了未来几年的业绩。

统计显示， 在过去三年的半年报

中， 滨江集团的预收账款一直维持在

165

亿元以上， 今年上半年达到了

181.32

亿元， 是营业收入

3.62

倍，为

近三年来的新高。

李渊称，在保持房地产开发业务

稳健发展的同时， 公司亦逐步加大

优质自留物业的储备。 目前，公司持

有投资性房地产

13.8

万平方米 （商

业、写字楼及小区配套商业）和

7.5

万平方米酒店。

2012

年度，公司投资

性房地产实现出租收入

8412.26

万

元，并计划每年增加

5~10

万平方的

小区“生活房产”。 在房地产开发的

同时，逐步积累沉淀优质资产，不仅

使得公司可以稳定地持续获取租金

收入， 而且可以获取物业经营性贷

款， 进一步提升了公司价值和抵御

风险的能力。

新一轮新能源汽车补贴方案出炉

“外地品牌数量不得低于30%” 新政有利于遏制地方保护主义，助推电动车全国布局

证券时报记者 冯尧 陈中

备受业界关注的新能源车补贴方

案正式出炉。

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发改委

四部委昨日联合公布，

2013

年至

2015

年继续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 其中，

今年购买纯电动车最高补助为每辆

6

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政中明确规

定，推广应用的车辆中外地品牌数量

不得低于

30%

。 对此业内普遍叫好，

纷纷认为该规定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遏

制地方保护主义，有利于纯电动车全

国推广。

新政遏制地方保护

今年前

8

月，新能源车的销量并

不十分理想，有些地方出现了厂家为

补贴垫资的情况。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不完全统计，

2013

年上半年全国销

售新能源汽车仅为

5889

辆， 其中大

部分为公共领域使用，私人消费微乎

其微。

根据四部委规定，今年购买纯电

动乘用车，根据纯电续驶里程不同，补

助额分为每辆

3.5

万元、

5

万元、

6

万

元三类。 今年购买纯电动客车，根据

车长不同， 补贴额分为

30

万元、

40

万元、

50

万元三类。 此外，超级电容、

钛酸锂快充纯电动客车定额补贴

15

万元。

同时，方案规定，今年购买插电式

混合动力客车，补贴额为

25

万元。 对

于纯电动专用车，按电池容量每千瓦

时补贴

2000

元，每辆车补贴总额不超

过

15

万。 对于燃料电池车，乘用车补

贴标准为每辆

20

万元， 商用车补贴

50

万元。

令业内叫好的是， 在新政中明

确规定，推广应用的车辆中外地品

牌数量不得低于

30%

，不得设置或

变相设置障碍限制采购外地品牌

车辆。

方正证券新能源汽车高级研究

员刘伟渊认为， 新政将不再强制要

求地方政府给予补贴， 而是由中央

财政统一发放补贴款， 破除了地方

保护主义。

比亚迪（

002594

）一位内部人士

坦言， 此前因受累于地方保护主义，

比亚迪的汽车只在深圳、 杭州出售，

“国外市场都比国内市场更容易进

入”，他称。 在他看来，不得设置或变

相设置障碍限制采购外地品牌车辆，

十分有利于打破目前各城市汽车市

场中的地方保护主义，有利于公司全

国布局。

据了解， 此前比亚迪

E6

在深圳

可以获得中央

6

万元和地方

6

万元共

12

万元补贴，但是在异地只能获得中

央补贴； 一些新能源车异地上牌照也

面临较大障碍。

补贴逐年减退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新能源

汽车补贴政策的期限是

2013

年至

2015

年，而且方案规定自

2014

年起，

每年的补贴将逐步减少。 这很可能意

味着这是最后一轮的补贴，对车企是

最后的机会。

事实上，在过去两年的补贴中，新

能源汽车市场并未真正启动，新能源

汽车技术也并未有大的突破。 据中汽

协数据显示，

2012

年国内仅销售新能

源汽车

12791

辆 （纯电动汽车

11375

辆、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1416

辆），而

国内

2015

年的目标是

50

万辆。 此番

延长补贴之后是否可以告别“襁褓”期

仍是未知数。

奇瑞负责新能源汽车的一位内部

人士分析称，虽然中国新能源补贴政策

已实施了

3

年，但第一个三年大多数企

业都在进行研发筹备，真正市场化恰好

是

2014

年至

2015

年。 “逐年递减的政

策更使车企的成本压力雪上加霜。 ”

除此之外， 该人士担忧此次方案

出台后，车企成本也会骤然升高。据了

解，具体的补贴额度中，乘用车以纯电

行驶里程（

R

）为标准，插电式混合动力

乘用车

R≥50

每车补贴

3.5

万元，纯

电动乘用车

80≤R＜150

每车

3.5

万、

150≤R＜250

每车

5

万、

R≥250

每车

6

万元。也就是说，该方案最有利于续航

力长的纯电动车。

上述人士分析称，虽然表面上，纯

电动汽车的补贴最高额度是

6

万元，

但能拿到

6

万元补贴的可能性却微乎

其微， 大部分新能源产品能够拿到的

补贴预计都在

3.5

万左右。 “从长远来

看，新能源汽车小型化是趋势，按照目

前的电池密度， 小型车也很难容纳下

过高的行驶里程所需要的大量的电

池。 ”

养老概念股桑乐金

称政策影响业绩有限

� � � �连续三日涨停后， 养老概念股桑

乐金（

300247

）今日公告自查情况。

桑乐金表示，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

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经营情况及内外

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一个月

前， 桑乐金曾公告终止收购上海荣泰

健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并且自复牌

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对于股价疯涨的原因，桑乐金表

示，近期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

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的相关政

策，公司被部分媒体列为养老概念股

之一。 桑乐金提醒投资者：相关政策

对公司短期内业绩不存在重大影响，

对公司未来长期业绩的影响具有不

确定性。

2013

年半年报显示，桑乐金定位

公司行业为“健康产业”，主要产品远

红外理疗房收入达

7876

万元，毛利率

高达

46.59%

。 桑乐金认为，健康产业

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

4%

~5%

左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未来

健康产业有望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一

个重要的支柱产业。

（杨苏）

南江集团减持上海新梅至举牌线下

证券时报记者 仁际宇

一出以石墨烯作为噱头的大戏，

正在安静地拉上帷幕 。 上海新梅

（

600732

）今日公告称，公司第二大股

东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大宗

交易卖出公司股票

1380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3.09%

。此次减持完成后，南

江集团持有上海新梅的股份已不足举

牌线

5%

。

南江集团与上海新梅扯上关系是

在今年年初。

2

月底，上海新梅第二大

股东上海兴盛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以

5.5

元

/

股的价格将上海新梅

3600

万股转让给南江集团，南江集团

承诺在股权转让过户完成后

6

个月内

不减持该等股份。

南江集团的入主， 带给上市公司

的是石墨烯概念的预期。

2013

年年

初， 南江集团宣布买断了中科院重庆

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的石墨烯制备技

术，与此同时，南江集团还与中科院宁

波材料所刘兆平团队共同开发石墨烯

项目，

2012

年

7

月， 双方共同投资

2

亿元在慈东滨海区的石墨烯产业化项

目开始实施。 对于市场的预期，

3

月

5

日，上海新梅发布公告称，兴盛集团目

前确在与南江集团商谈在石墨烯产业

领域合作的事宜， 该谈判的结果具有

不确定性。

但如今， 石墨烯的光环早已褪

去，

9

月

13

日是南江集团承诺不减持

上海新梅的最后期限。 上交所公开的

大宗交易资料显示，南江集团减持上

海新梅的大宗交易发生在

9

月

16

日， 减持价格为

5.18

元

/

股， 相比于

5.5

元

/

股的买入成本， 南江集团并没

有赚钱。

当初，南江集团介入上海新梅，恰

逢上海新梅股价剧烈波动之时。 截至

2012

年底，上海新梅的第一大股东是

荣冠投资有限公司， 荣冠投资与兴盛

实业构成一致行动人。 在公布南江集

团接手上海新梅部分股权之后， 荣冠

投资和兴盛实业开始猛烈减持上海新

梅股份，其中兴盛实业从

2012

年底持

股

22.63%

，减持到仅持有

8.5%

的上海

新梅；荣冠投资则从

28.23%

，减持到

一股不剩。

一边是前两大股东的凶猛减持，

一边是股价的剧烈波动。 从

2

月初到

3

月初， 受到上市公司拟切入白酒领

域、股东结构变化等因素的刺激，上海

新梅股价最高上涨了

84.9%

。 此后，随

着荣冠投资与兴盛实业的减持， 上海

新梅股价大幅下滑。

亿晶光电定增12亿

建“渔光一体” 光伏发电项目

� � � �亿晶光电（

600537

）今日公布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拟募资

12

亿元用于

100MW

“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和

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预案， 亿晶光电拟以不低于

10.3

元

/

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19

亿股， 募资将主要用于

100MW

“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项目计划

投入资金

8.62

亿元。 据了解，该项目

建设于江苏省金坛市直溪镇天荒湖水

产养殖鱼塘水面上，形成“上可发电，

下可养鱼”的发电模式，达到光伏发电

与渔业养殖的一体化有机结合。 项目

建设期为

6

个月 ， 装 机 容 量 为

100MW

。

亿晶光电表示， 该项目预计内部

收益率为

8.83%

，投资回收期为

10.07

年（所得税后）。 （朱戴兵）

红太阳吡啶反倾销案延期

� � � �红太阳（

000525

）申请对日本及印

度的进口吡啶进行反倾销调查， 商务

部日前决定该项调查期限延长至今年

的

11

月

21

日。

2012

年

8

月

2

日，红太阳全资子

公司安徽国星生物化学和南京红太阳

生物化学，以及国内其他两家企业，代

表国内吡啶产业向商务部提交了反倾

销调查申请， 请求对原产于日本和印

度的进口吡啶进行反倾销调查。

2012

年

9

月

21

日， 商务部决定

即日起对原产于日本和印度的进口吡

啶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2013

年

5

月

27

日，商务部作出初步裁定，被调查

产品存在倾销， 中国吡啶产业受到了

实质损害， 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 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

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保证金的比率

为

24.6%

至

57.4%

。

2013

年

9

月

16

日， 商务部发布

信息，鉴于本案情况较为特殊和复杂，

商务部决定将本案的调查期限延长

2

个月，截至今年

11

月

21

日。

公开资料显示，吡啶在工业上可用

作溶剂、变性剂、助染剂，以及合成一系

列产品，包括药品、消毒剂、染料、食品

调味料、黏合剂和炸药等的起始物。

(杨苏)

国内维生素D3报价一月飙涨三倍

新和成的该产品营收占比不高，金达威去年的营收占比约13%

证券时报记者 尹振茂

近一个月来， 国内维生素

D3

龙

头企业的市场报价大幅上涨，大有重

演

2009

年疯狂行情之势。 目前，该市

场的普遍报价为

180

元

/

公斤，约为一

个月前的三倍。

今年年初至

8

月中旬， 维生素

D3

的市场报价一直在

60

元上下徘

徊， 较

2012

年

250

元的高点大幅下

降。 但到了

8

月下旬，海盛化工将维

生素

D3

市场报价提高至

110

元；

8

月末， 全球第一大维生素

D3

生产商

浙江花园高科的市场报价飙升至

180

元；

9

月

9

日，另一大维生素

D3

行业

巨头新和成（

002001

）又进一步将市

场报价提升至

265

元。 不过，业内人

士表示，截至目前，市场的普遍报价

还是在

180

元。

与此同时，近期全球范围内维生

素

D3

也呈大幅上涨趋势。 据业内人

士透露， 国内最大的维生素

D3

生产

企业已将其饲料级维生素

D3

出口报

价提高到

38

美元

/

公斤 （折合人民币

约为

230

元

/

公斤），而在

9

月初，欧洲

市场的维生素

D3

价格也已经从

6.5

欧元

/

公斤上涨到

17~20

欧元

/

公斤。

目前， 全球维生素

D3

的生产基

本上集中在中国， 此前的相关国外巨

头已陆续退出该市场。在国内，维生素

D3

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浙江和福建，

其中以浙江花园高科市场份额最大，

约占全球市场

50%

的份额；其次是新

和成， 但该产品在该公司整个营业收

入占比不高；再次是金达威（

002626

），

2012

年其维生素

D3

在公司的营业收

入占比约为

13%

。

金达威董秘洪彦在接受证券时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公司的维生素

D3

还没有对外报价，但公司奉行市场

跟从策略， 如果发布新的对外报价将

与整体市场趋势保持一致。

在此之前， 维生素

D3

曾经于

2009

年上演了一轮疯狂行情。在

2009

年，

7

月底的市场报价为

45

元，

8

月初

即跃升至

60

元，

8

月底飙涨至

100

元，

9

月底猛升至

300

元。 至

10

月中

旬，又狂涨至当年的最高点

480

元，约

为

7

月底市场价格的

11

倍。

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近期

维生素

D3

市场报价的飙涨或许与前

期市场价格过分低迷有关。 由于市场

过度去库存，维生素

D3

价格已严重偏

离实际价值， 这从上半年行业第三大

巨头金达威维生素

D3

板块的毛利率

为

-5.5%

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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