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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航南航双双否认合并传闻

证券时报记者 杨苏

一则三大航空公司合并的消息，推

升中国国航 （

601111

） 和南方航空

（

600029

）股价，昨日双双涨停报收。 不

过，两家公司今日齐齐发布澄清公告，否

认合并。

昨日市场出现一则来自匿名消息源

的传闻，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部分，中

国考虑整合中国国航、 南方航空和东方

航空（

600115

）这三大航空公司业务。 整

合选择包括： 合并三大航空公司航空货

运业务； 合并三大航空公司部分或全部

客运业务； 直接合并三大航空公司或者

合并其中的两家。 一份合并三大航空公

司航空货运业务的计划草案已经完成，

正在监管当局中征求意见。

资金对此予以热烈追捧， 最终中国

国航和南方航空股价收盘涨停， 东方航

空大涨

7.22%

。一年前，中国南车和中国

北车合并造就一家巨无霸公司中国中车

（

601766

），股价曾大涨

500%

，引得市场

对航空公司在合并预期之下股价走势的

无限想象。

不过， 中国国航和南方航空今日公

告否认上述事件。两家公司称，注意到近

日有媒体报道称国航与南航正在酝酿合

并重组，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确认，

目前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两家公司还进一步表示， 经询问本

公司控股股东，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

和公司均未得到来自于任何政府部门有

关上述传闻的书面或口头的信息。

不过，

2014

年

9

月

5

日， 中国南车

也发布一份澄清公告。 中国南车当时表

示，有媒体报道，国资委目前正在力推中

国南车和中国北车重新整合为一家公

司， 以便中国的高铁技术更好地出口到

海外；合并一事由国务院主导，已基本定

调，但目前还在初步阶段，双方尚未接触

和谈判。 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都上报了

各自方案供国资委参考。

当时中国南车称，央企重组整合相关

事宜由上级有关部门决定，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未接到有关文件，公司

及控股股东未就公司和中国北车整合事

宜向上级有关部门申报过相应方案。

西藏旅游股权纠纷案

胡氏兄弟股东权利被限制

证券时报记者 唐强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 曾经低

调沉默的西藏旅游（

600749

）却因

股权纠纷逐渐进入社会舆论视

野， 而这场控股股东与举牌方的

争权大戏更不断推陈出新。

首先， 案件尚未进入实质性

的审理阶段，原、被告双方便因司

法管辖权异议闹得不可开交。 通

过几回合的“交战”，最终西藏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举牌方胡

氏兄弟上诉状， 拉萨中院仍对该

案件有管辖权。其次，胡氏兄弟在

西藏旅游的股东权利暂被法院冻

结，由此创造出

A

股首份禁止股

东权利案。

早两个月前， 国风集团便向

法院起诉胡波及一致行动人胡

彪， 以图保卫其对西藏旅游的控

股地位，

8

月初拉萨中院已受理

国风集团诉讼请求。

国风集团认为， 胡波及胡彪

7

月

15

日购买西藏旅游股份，所

持股份比例从

3.09%

增至

9.59%

，

其超过

5%

之后购买西藏旅游股

票的民事行为属于无效民事行

为，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上述行为

属无效民事行为等诉求。

9

月，控

股股东进一步追加西藏旅游第三

被告并已得到法院受理， 国风集

团认为， 西藏旅游在被举牌期间

侵犯其股东知情权， 而与举牌方

的诉讼也需西藏旅游配合执行。

有分析人士表示，“此前，西

藏旅游的股权纠纷的原告、 被告

分别为国风集团和胡氏兄弟，由

于后者常驻地址并不在西藏境

内， 因而该案件存在司法管辖异

议。不过，西藏旅游的注册地和办

公地均在西藏， 国风集团便可乘

机将上市公司急列入第三被告，

以此为由将此次股权争夺案留在

西藏境内进行审理诉讼。 ”

胡氏兄弟委托人刘文俊对证

券时报记者表示， 对西藏高院的

裁定也很惊讶， 现已组织律师研

究对策。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 胡氏

兄弟现未对西藏旅游股权进行新

一轮的直接购买， 但与控股股东

国风集团的股权纠纷仍暗潮涌

动。截至今年

9

月

10

日，胡波、胡

彪现已合计持有西藏旅游

1891

万股，占其总股本的

10%

，为上市

公司第二大股东；相比之下，国风

集团虽仍握有

16%

股权， 不过双

方筹码差距已经不大。

实际上， 上述股权纠纷案既

简单又复杂， 但却无意间成为

A

股首份禁止股东权利案。据悉，拉

萨中院现已作出裁定， 禁止被告

胡波、 胡彪于本案判决生效前行

使， 或通过第三方行使其持有西

藏旅游股份的投票权、提案权、参

加股东大会的权利、 召集和主持

股东大会的权利。

拉萨中院认为，被告胡波、胡

彪因购入并持有西藏旅游公开发

行的股票已超出

5%

的持股比例，

但其未按照我国证券法的相关规

定及时进行信息批露， 违反了上

市公司股票交易的相关规定。 在

对胡波、胡彪合并购入超过

5%

的

股票行为效力审查之前，胡波、胡

彪超出

5%

持股比例的股东资格

属于效力待定， 因此禁止其行使

该部分股东权利符合法律规定，

该裁定书送达后立即执行。

证券维权律师宋一欣告诉记

者，诉前保全就可以了，只是禁止

令的做法比较新， 此案中的禁令

应该是全国首创。

除此之外， 上海东方剑桥律

师事务所律师吴立骏则指出，西

藏旅游的案子和上海新梅有点

像， 但没想到拉萨中院会有此创

新之举。在我国大陆法系中，没有

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 拉萨中

院限制股东权利欠妥。

中钢高速扩张吞苦果

深陷钢铁业亏损泥淖

见习记者 刘宝兴

10

月

19

日

，

中钢股份宣布

“

10

中钢债

”

延期付息

，

被舆论指

为首家实质性债券违约的钢企

。

而日前媒体曝出

“

10

中钢债

”

担

保方中钢集团发函

“

恳请投资者

保持一致行动

、

撤销回售登记

”

的

消息

，

更加凸显中钢集团资金上

的尴尬

。

与之类似

，

宝钢集团董事长

徐乐江

10

月

21

日透露

，

今年

1~

8

月全国大中型钢铁企业亏损

180

亿元

，

连宝钢集团自身也因

为八钢

、

韶钢等子公司的拖累

，

整

个集团只能

“

利润只能持平或略

有盈利

”。

按照欧美国家钢铁业产能过

剩后的经验

，

钢铁产量将在达到

最高峰后下降

20%

，

以中国去年

8.23

亿吨的粗钢产量测算

，

如果

去年为产量峰值区

，

中国钢铁业

未来或面临

1.6

亿吨的产量压缩

空间

。

作为一家为钢铁工业和钢铁

生产企业提供综合配套系统集成

服务的大型跨国企业

，

中钢集团

从

2009

至

2011

年连续登榜世界

500

强

。

但自

2010

年曝出山西中

宇巨额财务黑洞以来

，

流动性问

题便频现

。

中钢集团虽然经过两

度换帅

，

但仍没有从过度扩张

、

风

控失位的后果中恢复元气

。

而近

几年钢铁业一再陷入全行业亏损

的局面

，

更令公司雪上加霜

。

早在去年

9

月底

，

就有一则

“

某央企银行贷款本息数百亿全

面逾期

”

的传闻直指中钢集团

。

当

时中钢集团承认

“

个别的资金没

有按期到账

”，

但否认规模有上百

亿之巨

。

中钢集团的最新债务规

模至今无官方说法

，

今年

6

月

，

跟

踪中钢股份和

“

10

中钢债

”

的评

级机构中诚信称

，

中钢股份未按

期披露

2014

年年度报告

。

中钢集团此前的王牌业务是

铁矿石

、

铬矿进出口和钢铁设备

，

作为一家为钢企提供设备和原料

的企业

，

在此前钢铁行业产能扩

张阶段本应受益

。

但是

，

由于

2011

年前跨界扩张以及风控失

位

，

使得中钢陷入资金困局

。

从

2005

年开始

，

在当时掌门

人黄天文的领导下

，

中钢进行了一

系列并购重组

，

逐步构建起了

“

矿

业

、

炭素

、

耐火

、

铁合金

、

装备制造

”

五大产业运作格局

。

公开数据显

示

，

2007

年中钢股份资产规模较

2006

年 增 长

129%

，

2007

年 至

2009

年的

3

年间

，

中钢股份平均复

合增长率达

52%

。

截至

2009

年末

，

中钢股份资产总额达

1011

亿元

。

在追求跨界扩张时

，

中钢并

未注意风控

。

“

为适应新的市场需求

，

中钢

开始与部分中型钢铁企业合作

，

开展外包服务

，

为钢铁企业提供

包括工程承包

、

原辅料供应

、

设备

与配件制造

、

相关科研开发及技

术支持

、

产品销售等在内的综合

配套服务

。”

中钢股份曾如是介绍

新创的外包服务业务

，

但这一模

式却在日后成为中钢的一大

“

出

血点

”。

2007

年

，

中钢与民企山西中

宇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

根据协议

，

中钢将通过旗下的中钢钢铁包销

5

年山西中宇的产品

，

但到了

2010

年

，

中钢被指遭山西中宇欠款高达

40

多亿元

，

山西中宇以债务重组

收场

，

中钢则吞下苦果

。

受此影响

，

中钢出现了大量坏账

，

而在钢铁市

场价格下行的压力下

，

其大量存货

也面临资产减值的巨大压力

。

中英签署3000多亿大单 多家上市公司参与掘金

证券时报记者 阮润生 李曼宁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英国进行国事

访问期间， 中英双方目前签署了近

400

亿英镑（约合

3000

多亿元人民币）合作

协议，达成

59

项目协议和共识，不仅在

核电、 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领域签获重

大项目，并在新能源、文化等产业达成重

要合作。

核电进入发达国家市场

回顾历史， 作为世界上最早发展核

武器和民用核能的国家之一， 英国也曾

是核电大国， 但是由于技术路径选择失

误， 能源公司私有化进程以及核能研究

从业人员锐减等因素影响， 英国核能从

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停滞不前，到如今需

请“外援”。 而此次达成的英国核电站投

资协议， 不仅刷新了中国对英投资的最

高纪录， 也标志着中国核电技术正式进

入发达国家市场。

根据协议，英国欣克利角

C

项目将

由中广核牵头的中方联合体和法国电力

共同投资兴建。 一期的建造成本预计将

达

180

亿英镑

(

约合

1763.85

亿元人民

币

)

，将成为全球最贵核电站。 其中，中广

核主导的中方联合体持有

33.5%

股份。

第一阶段项目投资将由投资者均摊，中

方联合体将出资约

592

亿元。

另外， 中法将共同推进塞兹韦尔

C

和布拉德韦尔

B

两大后续核电项目，其

中布拉德韦尔

B

项目拟采用中国自主

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作为合作伙

伴， 法国电力曾与中方合资建造台山两

座核电机组。

“进入英国核电市场对中广核是一

个崭新的起点，也是中、法、英三国互利

共赢的一大标志性事件。”中广核董事长

贺禹表示。

作为核电概念股， 盾安环境日前公

告与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更新合同协

议， 在田湾核电站

3

、

4

号机组核岛通风

空调设备供货合同中，新增

7269.7

万元

采购金额。公司表示，中国核电走出去的

步伐明显加快， 目标市场也逐步从发展

中国家拓展至发达国家， 公司在核电暖

通领域所拥有的资质、 技术、 人才等优

势，核电业务将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除了核电领域， 中信集团、 三一重

工、 光明牛奶集团等中方公司还与英方

在基础设施建设达成合作。另外，在关键

设备和大型装备方面， 双方也达成一系

列合作。 其中，海航集团与英国罗尔斯

-

罗伊斯公司签署民用飞机发动机选型及

维修服务协议， 海航集团也将成为全球

运营安装

A330

机队的最大的公司之

一；中船集团等与嘉年华英国公司、芬坎

蒂尼公司签署 《豪华游轮建造及运营项

目合作协议》。

新能源汽车海外突破

相比

9

月份习近平访美的随行企业

家团队中互联网公司汇集的情况， 本次

访英团队代表广泛中，除了上述能源、基

建行业代表， 还有两位自主品牌车企的

领导者———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和吉利

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 标志着新能源

汽车开始在海外市场取得突破。

伦敦当地时间

10

月

21

日， 比亚迪

制造的全球首台零排放纯电动双层大巴

在英国伦敦兰卡斯特宫亮相；与此同时，

比亚迪与英国最大的客车制造商亚历山

大丹尼斯公司（

ADL

）签署协议，约合

6.6

亿英镑，并成立合资公司。未来双方有望

在双层大巴等车型上开展合作， 十年内

合作金额有望增加三倍。

比亚迪欧洲公司总经理何一鹏表

示， 比亚迪拥有可靠的电池技术，而

ADL

是一个优秀的、经验丰富的大巴制

造商，通过此次的强强联合，双方将共同

打造出一系列能够满足当地需求的优质

产品，迎接电动公交大巴时代。

据介绍， 本次合作由比亚迪提供动

力系统和底盘，

ADL

制造车身， 并在

ADL

位于苏格兰福尔柯克的工厂进行

组装。本次达成的伦敦订单量共计

51

台

12

米单层电动大巴，将成为欧洲最大的

电动大巴订单。 目前，在欧洲，比亚迪市

场重点在电动大巴、 电动出租车和电动

叉车等领域，产品已经在欧洲近

50

个城

市运行。

吉利汽车新一代具有零排放能力的

伦敦出租车

TX5

也亮相在习近平主席

访英活动现场。 李书福表示将增加投资

5000

万英镑，增强在英国研发，扩厂建

设， 并打造吉利在英国的前沿技术研发

中心。 据介绍，自收购沃尔沃汽车后，吉

利汽车也不断扩展国外市场。

2013

年，

吉利全资收购了伦敦出租车公司， 随后

今年

3

月投资

2.5

亿英镑生产零排放能

力的伦敦纯电动动出租车。

吉利汽车国际业务副总裁戴阳对证

券时报记者介绍，

3

月投资的英国纯电

动出租车，预计第一批产量

3

万台，将在

2017

年上市。 目前，吉利汽车海外市场

还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 发达国家对汽

车节能、智能等要求高，推广新能源汽车

是切入市场的主要策略。

自德国大众柴油机排放造假丑闻爆

发后， 业内认为电动汽车将迎来更大发

展空间， 一些欧洲国家和城市都为电动

汽车提供政府补贴， 为新能源汽车海外

拓展迎来契机。

除了比亚迪和吉利汽车高管， 宣布

互联网造车计划的乐视网董事长贾跃

亭， 据报道因病缺席本次访英活动。

4

月，乐视与英国顶级跑车品牌阿斯顿·马

丁宣布达成战略合作， 联手推进车载互

联网技术商用化， 提供包括车载智能终

端、互联网应用及服务。乐视汽车有关负

责人向记者确认， 该项目按照原计划推

进，预计年底将推出一些套件。

文化交流成果丰硕

除了在能源、高铁、基建等“硬”基础

领域展开合作， 此次习近平访英在文化

交流的 “软” 领域上亦取得丰硕成果。

在最新签署的

28

项商业协议里，有

3

项

涉及文化产业。其中包括，保利集团与英

国大使剧院集团签署关于剧目引进及剧

院管理等合作的协议； 中文投文化产业

（北京）集团有限公司与约克大学签署关

于约克大学影视学院项目的协议； 上海

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

Thomas

Cook

集团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双方合

作的协议。

根据协议， 中文投集团将为约克大

学提供

2

亿英镑的投资， 以支持约克大

学为海外留学生设立定制的电影和电视

课程。其中，约克大学将负责所有课程的

讲授及全部学术和教学事宜， 中文投集

团则为校方提供教学设施所需的资金支

持，同时负责合作项目的招生工作。

复星集团再次携手英国休闲旅游集

团

Thomas Cook Group PLC

。 今年以来，

复星国际聚焦“健康与快乐生活”板块，

快速布局全球生态圈。今年

3

月，复星集

团斥资约

10.86

亿元入股

Thomas Cook

。

6

月，双方又携手成立合资企业，致力于

在

Thomas Cook

品牌下为中国游客开发

国内游和出入境游产品。其中，复星国际

持有合资企业

51%

股权，

Thomas Cook

持有

49%

股权。

此外，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英国电

影协会签署 《中英电影合作备忘录》，中

央电视台与英国银色之门媒体公司合作

制作动画片《海底小纵队》第五季。

中英在互联网领域方面， 阿里巴巴

宣布将在伦敦打造阿里巴巴欧洲战略中

心；并于今年“双十一”邀请英国皇家邮

政以及

200

家英国品牌入驻天猫国际。

另一家跨境电商走秀网与英国贸易投资

总署（

UKTI

）签署备忘录，拟为英伦品牌

批量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