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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碱业重组将落地 成山东国资改革范本

证券时报记者 蒙湘林

2015

年将成国资改革元年，这一

提法已被市场逐渐接受。目前，青岛城

市传媒在冲击

IPO

未果之后，计划通

过借壳青岛碱业（

600229

）登陆

A

股

主板， 并有望成为山东省首只传媒文

化类上市公司。 而青岛碱业也将成为

青岛市国资系内首只进行国资改革的

上市公司。据悉，借壳重组方案将于

2

月

9

日上报公司股东大会。

去年

12

月，青岛碱业披露重组预

案， 计划通过资产置换以及发行股份

的方式， 揽入青岛城市传媒

100%

股

权， 由化工企业转变为市场热门的传

媒企业。

在重组预案披露后，青岛碱业股价

连续涨停，受到市场的追捧。 有业内人

士分析称，“去年

7

月山东国资改革意

见出台后，山东上市国企的改革路径逐

渐清晰但具体模式未定，此次青岛碱业

借壳重组如果成功，将很可能成为青岛

乃至山东国资改革的范本。 ”

由化工向全媒体转型

据

1

月

23

日披露的重组草案，青

岛碱业重组将由股份无偿划转、重大资

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

资金四部分构成。公司第一大股东青岛

海湾集团所持青岛碱业

34.26%

股份将

无偿划转至青岛出版集团。 同时，青岛

城市传媒将作价

28.79

亿元置入上市

公司。 交易完成后，青岛出版集团成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青岛市财政局成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

事实上， 青岛碱业主营的化工纯

碱产业近年来景气度不佳， 公司效益

逐步下滑， 向文化传媒产业转型势在

必行。

青岛城市传媒主要从事图书、期

刊、 电子音像等出版物的出版发行业

务以及相关新兴媒体产品的开发运

营， 是具有区域竞争优势和本土亲和

力的城市特色出版传媒公司。 财务数

据显示，

2011

年至

2013

年，青岛城市

传媒净利润分别为

1.07

亿元、

1.33

亿

元和

1.5

亿元，

2015

年至

2017

年度的

预测净利润数则分别为

2.12

亿元、

2.24

亿元和

2.46

亿元。

青岛碱业的一位高管告诉证券

时报记者：“此次借壳方城市传媒并

不是简单理解的互联网传媒企业，而

是传统出版发行和新兴媒体的全媒

体公司。 ”

该高管表示，青岛城市传媒将以版

权资产管理、运营为核心，以互联网应

用为技术工具手段，加速实施传统媒体

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通过可复制的

“内容

+

网络

+

体验

+

社区” 商业运营模

式，把上市公司打造成为服务于未来数

字生活的城市新型传媒企业。

资产注入预期受关注

青岛传媒集团是青岛当地最大的

文化传媒企业。 资料显示，除青岛城市

传媒外，青岛出版集团还持有青岛财经

日报社、青岛出版投资有限公司、青岛

凯文国际教育传媒有限责任公司、青岛

文学社有限责任公司等相关资产。大股

东资产能否持续注入，成为外界对于青

岛碱业重组的又一大关注点。

齐鲁证券分析师刘保民曾预计，

重组后， 青岛出版集团很可能依托旗

下上市公司， 进行文化传媒领域的资

源整合，并向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

做大做强这一山东文化产业第一股。

证券时报记者就此问题致电青岛

碱业，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高管表示：

“本次重组是自上而下的一次资源整

合， 我们并不知晓未来是否可能进行

持续的资产注入， 但现阶段公司最要

紧的工作就是顺利推进借壳重组，完

成资产置换， 重组成功才可能去谈及

资产注入的事情。 ”

山东国资改革范本

山东一家上市国企的高管此前曾

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山东是国资大

省，然而，省属国企近两年盈利水平的

大幅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山东

的国有资产布局不合理，在钢铁、煤炭

等产能过剩产业占比过高， 在现代服

务、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比例过低，山东

国资改革无疑将进一步提速。 ”

事实上，青岛碱业在青岛当地的国

资改革中扮演了排头兵的角色。

2013

年

12

月，青岛市委审议通过的《中共青

岛市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精神的意见》中提出，“通过战略合

作、国有资本减持、股权激励等方式，支

持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

交叉持股、融合发展”。青岛国资控股上

市公司平台主要有澳柯玛、 青岛啤酒、

海信电器、青岛碱业、青岛双星等，涉及

机械、家电、食品、金融等领域。 在几家

公司中，青岛碱业流通市值较小，重组

的难度相对较小。

此外，去年

7

月

7

日山东省公布的

《关于深化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

资产管理体制的意见》中提出，构建“国

资监管机构

-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

国有出资企业”的管理架构。半年过去，

目前只有山东黄金的员工持股计划和

青岛碱业的借壳重组在推进中。

前述山东国企高管认为：“青岛碱

业的重组是资产和产业重组， 规模和

影响都比山东黄金大， 如果青岛碱业

重组成功， 将为青岛国资改革乃至山

东国资改革的模式提供一个成功范

本，即把去产能、增效率和新兴产业作

为改革的主要思路。 ”

上海电力、吉电股份和东方能源同时公告称

中电投已启动与国家核电联合重组

证券时报记者 周少杰

中电投合并国家核电的消息日前

不胫而走， 引来中电投旗下上市公司

股票集体暴涨。今日，中电投旗下的上

海电力（

600021

）、吉电股份（

000875

）

和东方能源（

000958

）同时公告称，中

电投已启动与国家核电的联合重组工

作。这是继南北车合并之后，央企间又

一起重大合并重组。

根据公告， 上述三家上市公司近

日均接到实际控制人中电投的 《关于

联合重组事宜的通知》。 《通知》 中表

示， 国务院国资委已通知中电投启动

与国家核电的联合重组， 具体方案待

定，中电投将根据工作进展，依据规定

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一周之前， 有媒体报道称两家央

企合并已获国家决策层签字通过，中

电投系

A

股上市公司随即遭资金炒

作。由此，上交所向上海电力发出问询

函， 中电投也经由上市公司证实了两

家央企筹划合并的事实。

实际上， 中电投与国家核电进行

合并的传闻由来已久。 去年

4

月份就

有相关消息传出， 两家央企也予以确

认， 但随后不久由于有行业专家 “上

书”与核电“大一统”论等事件，两家央

企合并的议程被暂时搁置。

目前，我国只有中核、中广核和

中电投可以作为国内核电建设的控

股投资方。 由于历史原因，中核和中

广核在核电站建设方面遥遥领先。中

电投作为后来者，所占市场份额相对

较少。 此外，中电投在五大发电集团

中就装机容量和上网电量来看，亦是

最末一位。

国家核电于

2007

年组建，成立之

初的使命是致力于专门引进、消化、吸

收第三代核电技术， 即

AP1000

。 到

2014

年，

AP1000

自主化依托项目首

台机组三门

1

号机组进入系统移交和

调试阶段。与此同时，国家核电独立研

发的第三代核电技术

CAP1400

初步

设计通过国家审查， 关键验证试验全

部完成，

CAP1400

示范工程在设计、

项目评审、项目取证、主设备采购、施

工准备等方面均已具备核准开工条

件。 我国已具备年产

6

至

8

台

(

套

)AP/

CAP

核电机组装备供货能力。

就技术层面而言，中核、中广核和

国家核电三家央企在过去就国产第三

代核电技术的技术路线之争由来已

久。但就在去年，中核和中广核融合各

自的第三代核电技术， 形成 “华龙一

号”技术方案，并承担了我国核电“走

出去”的重任。中核的福清项目和中广

核的防城港项目也先后被国家能源局

批复为“华龙一号”技术的示范工程。

如此来看， 中电投和国家核电合

并具有必要性，若合并成功，将有望在

我国组建一家主营业务近似法国电力

公司（

EDF

）的大型央企。

而在此前， 中广核旗下核电板块

的中广核电力（

01816.HK

）去年成功登

陆港股市场， 而中核旗下的中核股份

也于去年初预披露了招股说明书，有

望在今年年内登陆

A

股。

鉴于此，市场猜测国家核电有可

能将与中电投系上市公司合并，完成

借壳上市。 不过，仔细研究中电投系

上市公司不难发现，中电投目前并未

把核电业务证券化。中电投核电项目

全部由独资子公司中电投核电有限

公司运营，与中电投系上市公司均无

关联。

宝钢股份联合宝钢集团

20亿组建电商平台

见习记者 岳薇

宝钢股份（

600019

）今日公告称，将

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宝钢国际经济

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宝钢国际”）及公

司控股股东宝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

称“宝钢集团”）共同出资

20

亿元，组建

钢铁服务平台公司，扩大电商规模。

公告显示， 宝钢股份和宝钢国

际将以其持有的东方钢铁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合计认缴出资

10.2

亿元，持股比例为

51%

；宝钢

集团将认缴出资

9.8

亿元，持股比例

为

49%

。

宝钢股份表示， 打造钢铁服务平

台是根据宝钢股份战略转型的规划，

实施从制造向服务转型， 实现以钢铁

为主体，发展电商及信息产业“一体两

翼”的具体安排，有利于整合宝钢股份

和宝钢集团在钢铁服务和电商业务方

面的内部能力和资源， 打造国内钢铁

交易和服务的综合性平台， 为钢铁企

业和钢铁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开

拓新的盈利模式。

自公布“一体两翼”战略以来，宝

钢股份就加快了在电商领域的布局。

而事实上， 宝钢股份在电商领域其实

早有动作。

宝钢股份目前拥有宝时达上海钢

铁交易中心和东方钢铁网两大电商平

台。资料显示，东方钢铁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创立于

2000

年，目前已拥有多个

B2B

公共电子商务平台， 提供钢铁电

子交易、 钢铁金融服务、 企业采购服

务、钢铁物流服务、循环物资处置等电

子商务服务。 而宝时达上海钢铁交易

中心由宝钢集团牵头，于

2013

年

5

月

启动， 同样是基于

B2B

的服务平台，

为钢铁行业上下游企业提供交易、资

金、物流、加工、研发、再生资源利用等

一站式服务。

此外， 今年

1

月

27

日

8

家上海

自贸区大宗商品现货平台获批，宝钢

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宝钢资源也名列

其中。

数据显示，

2014

年上半年， 宝钢

股份的电子商务在主营业务中增长最

快，收入同比大增

6.5

倍。 宝钢股份财

务总监兼董秘朱可炳曾表示， 电子商

务未来有望成为宝钢股份主营业务收

入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 未来将继续

按照互联网企业发展和经营的规律加

大资源投入， 力争在短时间内取得更

大的发展。

华锦股份大股东

折价转让15.38%股权

证券时报记者 周少杰

华锦股份（

000059

）公告称，公司

控股股东华锦集团拟向振华石油控

股有限公司转让不超过

2.46

亿股公

司股权

(

占总股本的

15.38%)

，转让价

格为

6.10

元

/

股。 据此计算，上述交易

价格合计约

15

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截至昨日收盘， 华锦股份报收

11.07

元

/

股。

根据公告，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

华锦集团仍将持有华锦股份

5.67

亿

股，持股比例由

50.86%

降至

35.48%

。

华锦股份表示， 振华石油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此次华锦集团与振华石油的

股权转让交易， 没有改变华锦集团在

公司的控股地位，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公司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因此不会

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华锦股份表示， 目前双方签订的

仅为《股权转让意向书》，能否按计划

完成交易尚不确定， 待交易双方签订

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并获得国资委

批准后， 交易双方会再根据最终交易

金额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

许加元持股2.2%成梅雁吉祥第一大股东

此前，原大股东不断减持，使梅雁吉祥成为 A股市场大股东持股比例最低的公司

见习记者 岳薇

梅雁吉祥（

600868

）这家

A

股市

场中大股东持股比例最低（不足

3%

）

且不断减持的公司， 一直被视作 “弃

儿”。然而自

2010

年以来，自然人许加

元的突然增持引发了市场关于梅雁吉

祥即将易主的猜测。

梅雁吉祥今日发布公告称， 截至

2015

年

1

月

30

日，自然人股东许加元

持有公司股份合计

4172.52

万股 （占

总股本的

2.198%

），超过广东梅雁吉

祥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梅雁

实业），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不过，公

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许加元的身份稍显神秘， 除了位

列哈空调（

600202

）前十大股东以外，

其身份暂无从考证。

梅雁吉祥表示， 此次许加元的突

然增持未曾向公司发出任何书面函件

或通知。 在梅雁吉祥

2010

年的中报

里， 许加元首次出现在其前十大股东

的名单中。之后的几年中，许加元连续

十几次增持， 至

2014

年三季度末，许

加元持股比例已经达到

1.37%

， 成为

公司第二大股东， 与第一大股东梅雁

实业仅差

0.827%

。

目前， 杨钦欢持有梅雁实业

10.39%

的股权，仍为梅雁吉祥的实际

控制人。尽管如此，上市

20

年后，梅雁

实业作为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已经

由 最 初 的

42.39%

锐 减 为 目 前 的

2.197%

，成为

A

股市场唯一一家大股

东持股比例不足

3%

的公司。 此前，杨

钦欢曾在频频减持之时对媒体表示还

会继续减持，并且不在乎控股权，谁来

管理都行。

从

2006

年股改以后至

2011

年

的

5

年间，梅雁实业共减持了

21.05%

的股权，与减持同时发生的，还有高

管辞职。

2011

年，公司实际控制人杨

钦欢携两名董事请辞。 其中，杨钦欢

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主任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

员职务，保留总经理一职；李江平辞

去公司董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职务；叶新英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保留副总经理

兼财务总监一职。

大股东抛盘意愿早已明了，许加

元的频频增持似有接盘之意，不过梅

雁吉祥的现状让人怀疑，许加元接下

的或许是个烫手山芋。梅雁吉祥目前

的动态市盈率高达

404

倍，

2014

年

第三季度， 其每股收益仅为

0.0071

元。 而根据近日发布的业绩预告，

2014

年梅雁吉祥经营业绩将由盈转

亏，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

计为

-5100

万元到

-5600

万元之间，

而去年同期则为

2581.81

万元。

中国宝安8720万收购选矿厂

证券时报记者 阮润生

中国宝安（

000009

）日前公告，公

司关于发行股份增持贝特瑞股份的事

项正式获证监会批准， 公司将持有贝

特瑞

89.93%

的股份。

公司同时公告，贝特瑞公司所属的

鸡西长源矿业将斥资

8720

万元收购鸡

西市柳毛富祥石墨制品有限公司的石

墨选矿厂全部资产，收购后，贝特瑞将

对富祥公司的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石

墨精粉产能将由

5

万吨

/

年提高到

10

万

吨

/

年以上，长源矿业也将因此成为目前

全球最大的石墨选矿企业之一。

泛海控股拟定增募资120亿

加码金融与地产

证券时报记者 马宇飞

停牌多日的泛海控股（

000046

）

今日抛出巨额再融资方案，公司拟以

不低于

8.88

元

/

股的价格， 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

13.51

亿股， 最多募集资金

120

亿元， 主要用于增资民生证券以

及投入泛海地产项目。 公司股票今日

复牌。

方案显示，本次定增募集的资金，

将有

50

亿元用于增资民生证券、

35

亿元投入上海泛海国际公寓项目、

15

亿元投入武汉泛海国际居住区桂海园

项目， 同时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20

亿

元。 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承诺拟认购本

次增发股份的

10%

至

15%

， 且

36

个

月内不得转让。

泛海控股称，推出此次再融资，是

建立在“房地产市场回暖、证券业蓬勃

发展”的大背景下，为加大公司重点房

地产项目开发力度， 增强民生证券资

本实力，实现公司向“房地产

+

金融

+

战略投资” 类综合性上市公司转型而

采取的重大举措。泛海控股表示，通过

增发再融资，将提高公司的资金实力，

加强核心项目开发进度， 同时充实民

生证券资本金提供市场竞争力， 并且

降低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率。

泛海控股此前就曾提出民生证券

未来三年资本补充规划，除

2015

年拟

增资扩股外， 还明确表示民生证券将

在

2016

年或

2017

年

IPO

上市。

除披露再融资方案以外， 泛海控

股今日还公布了多项投资公告。其中，

公司董事会同意间接全资子公司武汉

中央商务区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

17.85

亿元的对价，购买海航资本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恒嘉美联发展有限公

司和宁波君安物产有限公司持有的民

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下称 “民安保

险”）部分股权，成为民安保险的控股

股东。

此外， 泛海控股还将通过全资附

属公司泛海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在美

国的公司收购两地产项目， 收购价格

为

4642.5

万美元。 上述项目位于美国

加州， 总面积超过

350

英亩， 包括住

宅、酒庄及酒店等物业。

威创股份5.2亿收购红缨教育 布局幼教产业

证券时报记者 阮润生

停牌一个月的威创股份（

002308

）

今日发布公告称，将以超募资金

2.3

亿

元和自有资金

2.9

亿元，收购北京红缨

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布

局学前教育，快速整合幼教行业，实现

多元化发展。 公司股票今起复牌。

根据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基于红缨教育股东王红兵、杨瑛、陈玉

珍、王晓青对收购完成后的经营贡献、

未来承担的业绩补偿责任和风险不

同，本次收购将按照差异化估值方式，

王红兵持有股份的估值水平为其他交

易对方的

130%

， 交易对价为

2.2

亿

元。王红兵承诺

2015

年至

2017

年红

缨教育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不低

于

3300

万元、

4300

万元和

5300

万

元，截至《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以

及

2015

年底，红缨教育的加盟幼儿园

数量分别不少

1000

家和

2500

家。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红缨教育

营业收入

1.09

亿元， 净利润为

1566.52

万元，公司总资产达到

1.17

亿元，净资产

2480.24

万元。 根据评估，本次红缨教育

100%

股权增值率为

19.98

倍。

威创股份同日发布业绩快报， 去年

实现净利润

1.06

亿元，同比下降

64.9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