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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炬高新股东会爆棚

机构扎堆“打酱油”

证券时报记者 颜金成

依据此前参加股东大会的丰富

经验， 记者原以为中炬高新股东大

会应是门庭冷落， 孰料会议现场众

多机构蜂拥而至，人声鼎沸。

说是机构扎堆“打酱油”一点也

没错： 也许很少有中小投资者关注

到，大名鼎鼎的厨邦酱油，便是中炬

高新旗下公司美味鲜生产的。 从本

次股东大会情况来看， 这家看似冷

门的公司， 其实早就成为机构眼里

的“香饽饽”。

业内人士认为， 中炬高新的股

东大会爆棚的情况或许是一个典型

案例，在当前的宏观经济状况下，消

费类行业增长相对确定， 机构对大

消费领域的公司关注度非常高。

机构挤爆现场

中炬高新可谓这两年的冷门

股， 有一些老股民会记起公司曾经

在

2009

年前后因为电池概念而股

价大涨，而在此之后便沉寂下来，媒

体关于公司的报道也很少。

4

月

11

日清晨，记者从中山市

区出发，驱车约

20

公里来到中炬高

新股东大会召开地的火炬开发区。

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和当天早

晨，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

的研究员及分析师蜂拥而至。 记者

早早到达股东大会现场， 与一位身

着深色西服的男士交换名片后，了

解他就是食品行业资深分析师 “老

黄”。 老黄透露，近期中炬高新的调

研几乎不涉及公司的地产和“高新”

业务，都是冲着“酱油”而来。

到了股东大会即将开场之时，

记者发现身边就座的全是机构人

士，包括私募研究员、券商研究员、

还有基金研究员， 整个会场几乎坐

满。公司证券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是最近几年人数最多的一次股东

大会，参会人数有

80

人之多。

记者联想到当年大成基金提名

罢免重庆啤酒董事时， 当时被媒介

密切关注的重庆啤酒股东大会，参

会人数也就和此次中炬高新股东大

会人数相当， 而且当时的重庆啤酒

股东大会， 参会人士以媒体和中小

投资者居多。

一般而言， 一家上市公司如果

不是传统的蓝筹公司， 二级市场没

有特别活跃的交投。 股东大会往往

是门庭冷落， 记者以往参加的一些

股东大会， 甚至只有几个个人投资

者参与，完全没有机构身影。

对此， 中炬高新的证券部人士

说， 其实这两年机构对公司的关注

度一直很高， 去年股东大会人数也

不少，“他们平时没事的时候也会来

看看，总之就是密切跟踪。 ”

大消费获密切关注

在国内调味品行业， 海天味业

是龙头大哥，而加加食品、中炬高新

也是排名靠前的企业。 一位来自广

州的参会人士评价说， 这样一家在

股市里不算起眼的公司， 股东大会

有这么多人参加， 充分说明机构现

在对大消费领域的关注度之高。

与其他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后，股

东提几个问题就草草结束的 “固有模

式”不同。中炬高新方面早到预料到参

会人士“沟通意愿”强烈，公司负责人

会前就表示，股东大会结束后，可以在

会议结束后留在会场， 公司派出

3

位

工作人员，进行现场交流。该负责人还

强调：“上午没问过够的， 公司下午还

继续可以和投资者交流。 ”

中炬高新的股东大会按程序走完

后，便进入提问环节。一位投资者有些

调侃地说：“按照我炒股二十年的感

觉， 估计没几个股东知道中炬高新是

搞酱油的，公司酱油业务发展这么好，

但在品牌管理方面有改善空间。 ”

中炬高新旗下酱油业务公司美味

鲜董事长张卫华笑答：“这个问题比较

复杂。酱油行业的发展，不能一味依靠

广告营销。一方面，营销需要相应的费

用支持。 另一方面，营销做好了，需求

增加了，公司的产能跟不上也不行，目

前公司首要保证的是产品质量。”公开

资料显示， 中炬高新调味品业务的利

润从前几年的几千万， 快速增长到去

年约

2

个亿。

行业增速超过10%� �

� � � �在接下来的提问环节， 机构研究

员轮番提出专业问题， 从酱油的氨基

酸含量，到公司的经销商模式等等。记

者了解到， 机构对中炬高新的酱油业

务如此感兴趣地刨根问底， 背景是近

几年酱油行业发展很快， 而中炬高新

自身也做得不错。

“打酱油”今天成为年轻人口中的

一句玩笑，但也曾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在十几年前， 市场上的酱油多以散装

为主，小作坊、小企业占据了主要。 而

随着消费升级，人们对食品安全、生活

品质要求的提高，大品牌逐步崛起。而

在酱油这个行业里面， 中高端产品也

呈现高速增长的模式。

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

下，酱油行业过去几年一直保持着十

个点以上的行业增速。 有分析师表

示，尽管近年来酱油行业增速中枢有

所放缓， 但是依然能够维持

10%~

15%

的增长。

而在这个背景中， 像中炬高新这

样的企业，在产品品质、定位、营销方

面做得比较出色，增速就更快了。在销

售增速提升的同时， 酱油产品的价格

也在提升， 这样企业利润的增速会远

远大于营收增速， 公司的利润增长就

非常可观了。

中炬高新

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

23.18

亿元， 比

2012

年增长

32.14％

；

实现净利润

2.13

亿元 ， 同比增长

69.31%

，其中贡献利润的，主要就是调

味品业务。

张卫华对记者表示， 调味品行业

是个传统的行业， 但是这几年增长非

常快， 不过这种行业的增长短期看不

到瓶颈。 据张卫华介绍：“现在中国主

要调味品品牌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只有

20%~30%

。 而在日本则情况相反，三

大巨头占据

80%

。 中国目前调味品没

有到几大品牌正面搏杀的阶段， 还处

于大品牌打杀小品牌的时候， 这个阶

段未来

8

年

~10

年都不一定会结束。 ”

标杆房企首季业绩增减不一整体放缓

其中合生创展、花样年、恒盛地产等同比下滑超50%

证券时报记者 冯尧

标杆房企首季度销售业绩相继

出炉，尽管万科、碧桂园仍大幅增长，

但整体业绩放缓已成为不争事实。 记

者注意到，包括中海地产、世茂房地

产在内的多家标杆房企首季度业绩

出现下滑，其中，部分过于依赖区域

销售的房企业绩缩水幅度甚至超过

50%

。

对比往年数据，多家大型房企首

季度业绩整体下滑的情况相当罕见。

在多位房地产机构人士看来，未来房

企销售放缓将会成为趋势，地产行业

的“天花板效应”会体现得更加明显，

整个行业将迎来分化。

中海地产

4

月

11

日披露的销售

数据显示，前

3

月累计合约销售约为

351.28

亿港元， 累计销售面积约为

195.28

万平方米 ， 同比分别下降

12.39%

和

23.86%

。 在近几年内，中海

年初单月销售业绩出现下滑并不少

见，但整个一季度出现超过

10%

的业

绩下滑则较为罕见。

在公司近期举行的业绩会上，

中海地产董事会主席郝建民曾向记

者透露， 一季度销售代表不了全年

的情况，中海推盘高峰期在下半年。

从上述情况来看， 中海地产一季度

销售业绩下滑似乎不排除 “主动刹

车”的可能。

而中海地产业绩下滑也并非房

企业绩“刹车”个案。 世茂房地产

11

日公布的业绩显示，一季度该公司共

实现合约销售

117.9

亿元， 合约销售

面积

96.28

万平方米， 相较去年同期

的

137.2

亿元和

111.6

万平方米均下

降

14%

。

相比中海地产、世房的下滑，绿城

中国首季业绩原地踏步反而显得 “拿

得出手”，该公司首季度销售额与去年

首季的

121

亿元持平。 而包括合生创

展、花样年、恒盛地产在内的一众房企

一季度销售额同比下滑超过

50%

。 其

中， 合生创展一季度仅销售

7.03

亿

元，同比下降

73.5%

；恒盛地产销售额

仅

11.37

亿元，同比下滑

55.1%

。

从统计数据来看，房企业绩增速

趋缓已成普遍现象，富力地产、龙湖

地产、融创中国等大型房企一季度销

售业绩同样不容乐观。

富力地产首季销售额约

66.28

亿

元，仅完成全年目标的

20%

，而龙湖

仅完成全年目标的

11.4%

。远洋地产、

首创置业、建业地产一季度销售分别

只有全年目标的

13%

、

9%

、

5%

。

中原地产研究部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已经有

18

家房企公布了一

季度销售业绩，

18

家企业合计

3

月销

售额为

606

亿，一季度合计签约金额

为

1818

亿。 在

18

家房企中，销售业

绩出现明显分化，其中有

8

家房企未

出现上涨，

6

家房企出现了同比明显

下调。

尽管龙头房企之一的万科和“黑

马”碧桂园此前交出“亮丽”业绩，但

并不能掩盖房企业绩整体放缓的趋

势。 中原地产一份研报分析称，

2014

年房企销售业绩难言乐观，从目前数

据看，部分企业销售上涨是因为

2013

年的高额结转，房企业绩分化将进一

步加剧。

克而瑞研究中心分析师朱一鸣

也认为， 房企今年销售业绩放缓是大

概率事件。他坦言，房地产业“天花板”

效应已经显现，未来中小房企的生存环境

越来越艰难， 兼并重组的需求随之上升，

房地产业将迎来兼并重组高峰期。

相关新闻

Relative News

福建传推楼市新政 放宽二套房认定

记者获悉，相关政策可能以“窗口指导”的形式出现，当地龙头房企将率先受益

证券时报记者 陈勇

今年以来楼市疲软， 各地频吹限

购政策松动之风。杭州、长沙楼市松绑

政策尚未落地， 近日福建又传出拟出

台 《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

十条措施》的房地产“救市”十条措施。

针对上述政策传闻， 福建多家地产类

上市公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应不

一，阳光城（

000671

）相关人士表示公

司有望率先受益， 也有公司称影响暂

无法判断。

根据记者掌握的资料，“救市”十

条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调整普通

住房的认定标准， 将原有由交易价格

认定标准改为以建筑面积认定， 认定

面积为

144

平方以下；放宽限购条件，

调整二套房认定， 规定限购住房类型

不包括二手房， 全省纳税及缴纳保险

的限购年限调整为六个月， 购房人已

还清贷款的不计入贷款次数， 明确首

套房认定不包括自建房、房改房、继承

房和征迁安置房等； 加大对首改房的

贷款支持力度， 首套房贷款率按照贷

款利率八五折执行， 首改房契税按

50%

缴纳；加大对地产信贷支持，信贷

规模与房地产投资与销售规模挂钩，

扶持保障安居工程， 扶持骨干龙头房

地产企业； 对预售价格不再进行强制

干预等。

阳光城董秘廖建峰接受记者电话

采访时表示，已获知相关政策的传闻。

他说，阳光城首置、首改房的项目占八

成左右， 公司作为福建房地产行业龙

头之一，超三分之一的土地储备、接近

一半的建设项目都落在大福建区域，

若确有相关政策出台， 公司有望将率

先获益。

同 为 福 建 房 企 的 泰 禾 集 团

（

000732

）品牌副总监黄芳华则表示，

仅从微博外围渠道等获悉相关传闻，

至于对公司的影响目前尚无法确定。

有地产机构研究员表示，上述普

通住房认定标准由价格改面积、不再

干预预售价格等措施将促使本地优

势地段小户型房产的销售价格企稳。

放宽二套房认定，无疑将释放潜在购

买力。

该研究员认为， 李克强总理在今

年

3

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明确表

示，

2014

年房地产行业的总体政策为

“针对不同城市情况分类调控，增加中

小套型商品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应，

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 促进房地产市

场持续健康发展”。 因此，今年不同城

市之间出现差异化的调控政策已是必

然。在此大背景下，福建出台相关政策或

将是大概率事件。

他同时认为， 相关文件不大可能以

红头文件的形式出台，相关政策的松动，

可能会以项目审批实务操作的 “窗口指

导”形式出现。

广联达：借力海外并购加速国际化

证券时报记者 孟欣

广联达 （

002410

） 近日宣布以

1800

万欧元收购全球领先的设计和

施工软件企业芬兰

ProgmanOy

公司

100%

的股权， 这是公司第一单国际

并购。

公司董事长刁志中对此表示，此

次收购增强了公司对全球化产品的组

合配置，并宣告广联达开始进军欧洲

市场。

公司总经理贾晓平日前在接受记

者专访时表示，百分之百控股有利于

公司战略的实施和形成，广联达的产

品正从招投标阶段向施工阶段拓展。

此次收购能够将广联达现有的技术从

过程控制向设计端延伸，成为施工阶

段建筑信息模型（

BIM

）整体解决方案

的有机组成部分。

据介绍，在我国，随着建筑信息化

的发展，

BIM

技术已成为当前建筑业

各参与方讨论的热点， 国内工程建设

行业领域越来越多的项目都选择采用

BIM

。 在全球范围内，

BIM

目前已经得

到业界的广泛认可， 被誉为建筑业变

革的革命性力量。

贾晓平告诉记者， 中国对

Prog－

manOy

而言是增长最快的市场，

Prog－

manOy

此前与公司在一些项目上已

有合作，双方契合点非常高。

目前

ProgmanOy

主打产品在中

国已渗透到不少大型项目和大型客户

之中， 借助广联达在国内市场客户资

源、渠道、产品、品牌等方面优势，有望

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

贾晓平认为，此次收购严格意义

上讲是公司进入欧洲市场的桥头堡，

广联达利用

ProgmanOy

在欧洲已有

的市场和品牌客户资源建立根据地，

把已经推广到东南亚市场的产品引入

到欧洲，为整个欧洲市场的推广铺垫

基础。

ProgmanOy

在国际范围内具有

创新优势及发达的科研力量，亦可成

为广联达在欧洲的研发中心，今后将

不断稳固其根据地的作用。

广联达

2009

年先后在美国、香港

和新加坡成立子公司，随着产品走出

去速度加快，广联达国际市场收入占

比越来越高。

针对公司国际化的布局，贾晓平

表示，未来会将卢森堡子公司做为欧

洲市场运作的平台， 把香港布局为全球

战略运作的平台。 逐步发展成为海外收

入占比

30%

以上的国际化企业， 公司最

终目标是成为一家真正的全球化的企

业，到时海外营收将占比

50%

，更为重要

的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

贾晓平强调：“公司的增长模式已从

过去的单一的内生式增长变为内生式和

外延式相结合的方式， 投资并购是实现

新增长的一种手段。 ”

公开资料显示， 广联达自上市以来

做了

4

次并购， 此前收购的北京梦龙和

上海兴安得力， 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94.82%

和

39.02%

。

贾晓平表示， 公司不会太关注短期

效益和增速多快等问题， 更希望把每一

步走稳、走好。

大元股份

终止收购浏阳河酒业

证券时报记者 张莹莹

大元股份（

600146

）日前公告，

公司

4

月

11

日收到浏阳河酒业《关

于终止合作的通知函》，函称“因非

公开发行收购浏阳河酒业存在不确

定性，决定终止本次收购事宜”。

资料显示，今年

1

月，大元股

份披露重组方案，公司拟通过向包

括大股东上海泓泽关联方在内的

10

名对象发行股份

3.6

亿股，共计

募集近

30

亿元，其中

19.92

亿元用

于收购浏阳河酒业

99.615%

股权，

另不超过

10

亿元补充浏阳河酒业

后续发展运营资金。 该定增方案的

参与对象已经全部确定，经过精巧

的设计，该方案巧妙规避了借壳标

准，方案一经公布，曾遭到多家媒体

质疑。

大元股份称， 为维护上市公司及

广大股东权益， 公司将与浏阳河酒业

就后者提出的终止收购要求进行进一

步的沟通，并于

4

月

15

日召开董事会

审议相关事项。 公司

4

月

14

日和

15

日将停牌。

大元股份近日披露年报，

2013

年

营业收入为

4099.85

万元， 同比增长

7.24%

。 公司亏损

9200.56

万元，同比

由盈转亏。 大元股份表示，

2013

年业

绩亏损因报告期黄金价格的下跌及其

他因素的影响， 公司黄金采矿权出现

减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要求，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计提无形

资产减值准备

1.26

亿元。

中粮地产将加速土地开发

证券时报记者 陈霞

中粮地产 （

000031

） 日前发布

2013

年年报，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101.79

亿元，同比增长

28.12%

；实

现净利润

5.35

亿元 ， 同比增长

4.58%

； 扣非后净利润

2.03

亿元，同

比增长

69.12%

； 实现每股收益

0.29

元，同比增长

3.57%

。 拟每

10

股派发

0.3

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住宅项目签约

面积

72.7

万平方米，签约金额

112.67

亿元。已售结算面积

75.29

万平方米，

结算收入

104.61

亿元。

此外， 公司全年实现投资收益

4.49

亿元，同比增长

107.96%

，主要

是处置了招商证券和光大银行部分

股权以及部分投资性房地产导致收

入增加。从公告披露信息来看，公司

土地储备丰富，定位高端。 期末公司

在建拟建项目共

19

个，权益占地面

积

418.43

万平方米，权益规划总建

筑面积

604.93

万平方米。 其中，公

司

2013

年新增

4

个住宅地产项目，包

括南京中粮鸿云坊、北京孙河项目、成

都中粮锦云、成都香颂丽都，占地面积

31

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

68.57

万平方

米。 公司计划

2014

年新开工项目

10

个，新开工面积

104.81

万平方米，同比

增加

11.6%

。

公司作为中粮集团旗下运作住宅项

目的最大平台，目前土地储备丰富，未来

开发节奏将加快。从年报看，公司产品线

丰富成熟，具备协同拿地优势。城市布局

已达

10

个，涵盖一二三线城市，现有祥

云国际系列、 中粮澜山系列和长阳半岛

系列为代表的住宅产品线。 公司住宅和

商业并重，未来可根据产品特点，实现产

业链协同拿地。 据介绍，公司在

2014

年

的战略将继续强化城市分类管理， 提升

城市公司发展内驱力， 以一线和重点二

线城市为主；建立城市区域筛选模型，提

高对区位价值的甄别能力， 强调地块区

位，强势布局；依据现有城市选择模型，

借助品牌影响力， 在全国范围内择优择

机拓展进入新城市。

阳光城方面表示，若相关政策出台，公司有望率先获益。 IC/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