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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将分红超147亿元 股息率4.6%

证券时报记者 于德江

中国恒大 （

03333.HK

）

8

月

20

日

公告， 公司董事会已决议就

2016

年

度、

2017

年度两个财年选派股息每股

人民币

1.13

元（

1.287

港元），公司将

于

9

月

19

日在香港召开特别股东大

会审议这一事项，批准后予以实施。

公告同时显示， 派息以港元进

行，总额约为

167.79

亿港元。 适用汇

率为

1

港元兑换人民币

0.87767

元，

以此计算，折合人民币

147.26

亿元。

预期股息将于

10

月

19

日分派，授予

10

月

5

日名列中国恒大股东名册的

股东。

财务数据显示，中国恒大

2016

年

度净利润

50.91

亿元（人民币，下同），

2017

年度净利润

243.72

亿元，两个财

年合计净利润

294.63

元。 此次，中国

恒大董事会建议分派股息

147.26

亿

元，分红率约

50%

，符合预期。

在恒大此前公告将召开董事会审

议分红事项之时， 便有业内人士参照

以往

50%

的分红比例，估算总额有望

超

147

亿元。

8

月

20

日， 中国恒大涨

4.48%

，

报收

28

港元

/

股。以此计算，中国恒大

股息率为

4.6%

。

自

2009

年上市以来，中国恒大保

持了较高的分红传统， 累计实现净利

润

943.27

亿元，累计现金分红

400.14

亿元，分红率

42.42%

。 在

2013~2015

财年中，中国恒大的分红率均在

50%

左右。

日前， 中国恒大发布了正面盈利

预告，

2018

年上半年税后净利润较去

年同期增长

125%

以上， 核心业务利

润较去年同期增长

100%

以上， 净负

债率进一步大幅下降， 从去年年末的

184%

下降到

130%

以下。

中国恒大去年上半年净利润为

231

亿，核心业务利润为

273

亿。 以

此计算，中国恒大今年上半年税后净

利润超过

520

亿， 核心业务利润超

546

亿。

今年年初，许家印提出“新恒大”

战略，追求“规模

+

效益”，实施低负债、

低杠杆、低成本、高周转的“三低一高”

经营模式。 现在看来，效果较为明显。

今年前

7

个月， 恒大实现合约销售

3448.4

亿元，距离全年

5500

亿元的目

标又进了一步。

相关事项待核查

莱茵生物配股被暂停

证券时报记者 康殷

上会前夕，莱茵生物（

002166

）配

股进程因为公司尚有相关事项需要进

一步核查，最终取消审核，而莱茵生物

是今年以来首例配股申请被取消审核

的企业。 去年广汇能源也因为同一原

因， 被证监会取消配股申报文件的审

核，但经过重新上会后，广汇能源今年

已顺利实施配股。

Wind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

10

家公司实施配股， 共募资金额合计达

125.73

亿元。 由于市场环境变化，今年

国信证券和合众思壮两家公司合计募

资额达

210

亿元的配股方案先后终止。

相关事项核查终止审核

证监会

8

月

16

日发布，第十七届

发行审核委员会定于

8

月

20

日审核

莱茵生物、东信和平、万向钱潮

3

家公

司的配股申请。

就在上会前夕，证监会

17

日发布

消息， 鉴于莱茵生物尚有相关事项需

要进一步核查， 决定取消第十七届发

审委

2018

年第

125

次发审委会议对

该公司配股申报文件的审核。

回溯原委，今年

3

月，莱茵生物披

露

2018

年度配股预案， 拟每

10

股配

售不超过

3

股， 配售股份数量不超过

约

1.31

亿股，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

过

7.6

亿元， 募集资金将用于甜叶菊

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项目、 补充流动

资金两个募投项目。

今年

7

月，莱茵生物调整配股募资

总金额， 从

7.6

亿元下调至

4.95

亿元，

下调原因莱茵生物归结为国内市场环

境和形势的变化。莱茵生物从今年

3

月

至

7

月底，股价累计下跌约

26%

。

作为国内首家植物提取上市公司，

莱茵生物多年来一直深耕植物提取领

域，其拳头商品罗汉果提取物和甜叶菊

提取物已经广泛应用于食品饮料、调味

品、特医食品及医药等领域当中。

这次配股项目中， 证监会在反馈

意见中提出

14

个问题，包括莱茵生物

对募投项目产品甜叶菊种植基地与公

司现有产品之间的异同， 新增产能消

化措施作出合理解释， 同时配股募资

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是

问询要点。

莱茵生物发布的

2018

年上半年

业绩预告显示，预计

2018

年

1

到

6

月

净利润为

6422.88

万到

9991.14

万元，

同比变动为

-10%

到

40%

。业绩变动是

因为随着公司新厂产能的逐步释放

,

公司预计

2018

年半年度植物提取业

务的收入和利润将实现同比增长，同

时

BT

项目各单位工程陆续完成验收

,

也将贡献较多收益。

莱茵生物是今年首例配股审核被

取消的企业。 去年广汇能源也曾因为

“相关事项需要进一步核查”， 而被证

监会取消配股审核。重新上会后，广汇

能源配股申请获证监会通过， 今年

3

月完成配股募资

38.65

亿元。

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

1

月

1

日到

8

月

20

日， 期间证监会已经审核了

5

家企业的配股申请，分别为陕国投

A

、

厦门港务、南山铝业、宜华生活和华微

电子，

5

家公司均获通过。

今年10家公司实施配股

有机构认为， 再融资新规出台以

来，定向增发融资的规模大幅收缩，而

配股融资所受影响相对较小， 所以上

市公司配股的热情升高。 但配股由于

其融资方式方法的特殊性， 目前来看

不太可能成为最主要的再融资方式。

Wind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提出配

股预案的上市公司已达到

15

家，除合

众思壮和国信证券终止实施配股外，

其余

13

家仍在推进之中。

终止原因主要是市场环境因素导

致股价下行。合众思壮今年

6

月公告，

公司配股方案披露以来， 资本市场整

体环境不断变化，经审慎考虑，公司拟

调整融资方案，终止配股事宜。此前公

司于

5

月

11

日晚披露

2018

年度配股

预案，拟按照每

10

股配售不超过

3

股

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股份， 募资总

额不超过

30

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

及补充流动资金。

类似情况的还有国信证券， 今年

5

月国信证券公告称， 因市场环境已

发生较大变化， 公司决定终止拟募集

不超

180

亿元的配股申请。

今年来已有

10

家公司成功实施配

股，累计募资达

125.73

亿元，其中广汇

能源配股募资额达

38.65

亿元居首，新

奥股份和陕国投

A

的配股募资金额也

在

22

亿元以上。认购比例上，已实施的

配股中认购比例均较高， 其中华仁药

业、 阳谷华泰认购比例均在

99%

以上，

比例最低的陕国投

A

也有

94.22%

。

汇兑收益由负转正

福耀玻璃首次中期分红

证券时报记者 朱雪莲

A

股分红大户福耀玻璃（

600660

）

今晚交出了一份亮丽的中期成绩单。

公司上半年净利增逾三成， 并首次在

中期大派红包。

福耀玻璃

8

月

20

日晚间披露半

年报。 受益于营销力度加强以及产品

升级结构优化，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实

现营业收入

100.85

亿元， 同比增长

15.74%

；净利润

18.69

亿元，同比增长

34.80%

，每股收益

0.74

元。

随着中国汽车行业步入稳健增长

期，汽车玻璃朝着“安全舒适、节能环

保、造型美观、智能集成”方向发展，其

附加值在不断提升， 作为行业龙头，福

耀玻璃的汽车玻璃销售仍有较大的结

构性机会。上半年福耀玻璃的汽车玻璃

中国境内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

7.15%

，

高于汽车行业产量

4.15%

的增速；汽车

玻璃海外业务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

22.31%

，大幅超过中国境内收入增长。

公司还推进大部屋精益运营力

度，通过五星班组建设、精益带级人才

带动、 部门精益活动全方位全价值链

促成降本增效落地。报告期内，公司成

本费用率为

79.15%

，同比下降

1.9

个

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跨国企业，福

耀玻璃外销业务已占三分之一以上，

且规模逐年增大， 汇率若出现较大幅

度波动，将给公司业绩带来显著影响。

事实上，

2017

年及

2018

年一季度，受

累人民币升值， 公司汇兑损失分别高

达

3.88

亿元和

2.19

亿元。

对此， 公司总部财务部门一方面

将加强监控集团外币交易以及外币资

产和负债的规模， 并可能通过优化出

口结算币种以及运用汇率金融工具等

各种积极防范措施对可能出现的汇率

波动进行管理。另一方面，通过在欧美

地区建厂，在当地生产与销售，增强客

户黏性与下单信心的同时规避汇率波

动风险，将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随着上半年美元持续升值， 同时

福耀玻璃通过办理美元借款， 远期外

汇合约或货币互换合约、掉期、期权等

规避外汇风险， 上半年公司实现汇兑

收益

0.61

亿元，而去年同期汇兑损失

1.71

亿元， 由此导致财务费用也同比

大降

96%

。

作为

A

股分红典范，福耀玻璃一般

是在年报后实施分红，不过今年公司在

中期也推出了分红预案， 此次拟每

10

股分配现金股利

4

元

(

含税

)

。 公司预计

将于

11

月

30

日或以前派发股利。

股东方面， 以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名义持股的沪股通继续增仓，截

至二季度末， 沪股通持有福耀玻璃

3.03

亿股， 而证金公司也新晋前十股

东名单，持有

3013

万股，占总股本的

比例为

1.20%

。

斯太尔80后董事长上任不足一月便失联

证券时报记者 刘凡

斯太尔（

000760

）近来人事变动频

繁，不仅原总经理、董事长先后辞职，

7

月

27

日选举出的董事长李晓振履新

不到一个月，也失联了。

8

月

20

日晚

间，斯太尔发布公告称，无法与董事长

李晓振取得联系，其处于失联状态。截

至目前， 公司尚未能了解到李晓振失

联的具体原因。

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联系斯太

尔工作人员， 对方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具体情况。

失联的这位董事长李晓振是一位

80

后，资料显示，他

1981

年出生，本

科学历， 历任东营军泰化工厂业务部

副经理，业务部经理

,

山东英达钢结构

有限公司监事、副总经理，现任斯太尔

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7

月

2

日， 上任董事长高立用以

个人身体为由辞职。 之后李晓振先是

代行董事长职责，

7

月

27

日正式当选

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当时的

公告显示，他未持有公司股份。

更早前，

6

月底，斯太尔总经理商

清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申请辞去

公司总经理职务。 辞职后商清仍在全

资子公司任职。 目前公司总经理兼董

秘由王志喆担任。

斯太尔前身是

1864

年创立于奥

地利、 拥有近

150

年历史的大型汽车

集团斯太尔

-

戴姆勒

-

普赫有限公司，

后经过增资，至

2012

年

9

月，被武汉

梧桐硅谷天堂投资有限公司收购。

2013

年完成了一场定增后，斯太尔的

第一大股东变为山东英达钢结构有限

公司。

2015

年

6

月

4

日公司名称由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

14

日， 公司完成了重大资产重

组， 将湖北车桥有限公司和荆州车桥

有限公司出售， 正式剥离了传统车桥

业务， 开始专注于高性能柴油机及新

能源动力领域。

尽管有着传统老牌车企的深厚

背景， 但斯太尔的业绩却并不稳定。

2017

年， 斯太尔完成营收

1.51

亿元，

同比大幅降低了

57.53%

；实现净利

润

-1.69

亿元，同比减少了

2.15

亿元。

斯太尔表示， 受制于国家排放政策的

持续收紧， 柴油发动机各项运营工作

进程缓慢，不及预期。 今年上半年，斯

太尔业绩预告称， 预计上半年亏损约

1.4

亿元。

此外， 斯太尔还陷入了账户被冻

结等财务危机。 今年

7

月， 斯太尔表

示，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因涉及与江苏

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授权许可合同纠纷事项， 致使多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 导致常州斯太尔

向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借款产生

5800

万元逾期，并进一

步引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信用风

险，造成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总冻结

金额达到

1.88

亿元，公司账户余额的

99.76%

被冻结。

斯太尔及其控股股东英达钢构还

面临着诉讼。就在前董事长高立用辞职

前几天，斯太尔宣布，控股股东英达钢

构与财达证券在证券回购合同上有纠

纷，财达证券已将英达钢构告上法庭。

有接近斯太尔的人士表示，公司的

一大特点是人员太不稳定了，管理层经

常更迭，每次人事动荡就会让公司大伤

元气。 且尽管公司在柴油技术上有背

景，并也有新能源等标签，这次失联的

董事长李晓振和新任总经理王志喆等

主要高管并没有柴油机行业的研发或

管理经验，公司在市场拓展上也需要摸

索，建立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上市房企喜报频传 万科上半年净利润超90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于德江

8

月

20

日晚间，万科、招商蛇口、

天健集团、南国置业、蓝光发展等多家

上市房企披露半年报。截至记者发稿，

已有近

30

家上市房企披露半年报，多

数报喜。

万科核心业务稳健增长

拓展业务有序发展

上半年， 万科核心业务稳步增

长，同时围绕美好生活积极拓展其他

业务。

半年报显示， 万科上半年实现销

售金额

3046.6

亿元， 实现营业收入

1059.7

亿元，同比增长

51.8%

；实现净

利润

91.2

亿元，同比增长

24.9%

。 在

《财富》杂志发布的“

2018

年世界

500

强企业”名单中，万科位列第

332

位，

连续第三年入围。

万科竣工结算面积和收入显著增

长。 半年报显示，公司

1-6

月实现竣

工结算面积

701.4

万平方米， 同比上

升

20.2%

； 实现结算收入

1006.4

亿

元，同比上升

53.6%

。 与此同时，万科

已售未结资源持续增加， 合并报表范

围内有

3693.0

万平方米已售资源未

竣工结算，合同金额合计约

5200.5

亿

元， 较上年末分别增长

24.7%

和

25.5%

。

物业服务方面，截至

6

月底，万科

物业服务累计签约面积超过

4.7

亿平

方米，实现营业收入

41.6

亿元，同比

增长

29.8%

。今年上半年，万科物业创

设国内首家物业行业二手房专营店，

并联手珠海横琴试点“物业城市”。

长租公寓备受关注， 万科首次将

租赁住宅确立为核心业务。自

2014

年

布局以来， 万科当前已形成青年公寓

（“泊寓”）、家庭公寓、服务式公寓三类

产品， 为不同阶段客户提供长期租住

解决方案。 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万科

长租公寓业务已覆盖

30

个主要城市，

累计获取房间数超过

16

万间，累计开

业超过

4

万间， 开业

6

个月以上项目

的平均出租率约

92%

。

在教育和养老方面， 万科在全国

已开办超过

20

个全日制学校、

100

多

个社区营地和十多个户外营地， 养老

业务目前已布局

15

个城市。在冰雪度

假领域， 万科旗下吉林松花湖和北京

石京龙雪场

17-18

雪季累计客流量

超过

55

万人次。

截至

6

月底， 万科持有货币资金

1595.5

亿元， 远高于短期借款和一年

内到期长期负债的总和

609.8

亿元；

净负债率

32.7%

， 继续保持在行业较

低水平。 上半年，国际评级机构标普、

穆迪和惠誉维持万科“

BBB+

”，“

Baa1

”

和“

BBB+

”的长期企业信用评级，评级

展望均为“稳定”。

多家房企中期净利大增

除了万科，

8

月

20

日晚间披露半

年报的还有招商蛇口、天健集团、南国

置业、蓝光发展等。截至

8

月

20

日，披

露半年报的上市房企已有

30

家，多数

报喜。

招商蛇口继续聚焦园区开发与运

营、 社区开发与运营和邮轮产业建设

与运营三大业务板块， 上半年实现营

业收入

209.88

亿元，同比增长

6.6%

；

净 利 润

71.1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97.54%

；每股收益

0.88

元。股东方面，

证金公司持股由一季度末的

5360

万

股增至

6663

万股。

上半年， 招商蛇口实现签约销售

金额

750.96

亿元，同比增长

39.86%

；

新增

13

个长租公寓项目 （

24.1

万平

方米

/5134

间），合计在全国布局长租

公寓近

2

万间，管理规模总计约

90

万

平方米， 实现了公寓智慧平台的全线

上化服务。

天健集团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4.63

亿元，同比增长

11.18%

；净利润

2.05

亿元，同比下滑

40.97%

。 南国置

业营收

6.27

亿元， 同比下降

17.09%

；

净利润

1597

万元，同比增长

45.14%

。

蓝光发展实现营收

80.09

亿元， 同比

增长

24.38%

；净利润

6.2

亿元，同比增

长

1.19

倍。

在已披露半年报的

30

家上市房

企中，

24

家业绩实现正增长。 其中，万

通地产、广宇发展、合肥城建、中洲控

股净利润增长超过

3

倍， 另有中南建

设、阳光股份、万泽股份等

12

家公司

净利润增速超过

50%

。

近段时间较受关注的泰禾集团，

上半年实现营收

126.88

亿元，同比增

长

42.12%

；净利润

9.83

亿元，同比增

长

22.39%

。 保利地产实现营收

595.14

亿元，同比增长

9.28%

；净利润

65.05

亿元， 同比增长

15.13%

； 签约销售

2153.12

亿元，同比增长

46.86%

，位居

行业第四。

� � � � 万科上半年实现销售金额 3046.6 亿

元，实现营业收入 1059.7 亿元，同比增长

51.8%； 实现净利润 91.2 亿元， 同比增长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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