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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多平台驰援科迪乳业

纾困基金有望月底到位

证券时报记者 赵黎昀

8

月

5

日 早 间 ， 科 迪 乳 业

（

002770

）公告称，公司将有望获得

20

亿元资金纾困，缓解质押风险。 当晚，

深交所下发关注函， 要求公司就政府

帮助科迪集团纾解股票质押风险的情

况进行补充说明。

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采访科迪

乳业总经理张枫华了解到， 目前公司

生产经营情况基本正常， 上述基金有

望本月底实施到位， 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仍在积极推进。

地方平台酝酿救场

5

日早间，科迪乳业公告称，董事

长张清海向公司通报了控股股东科迪

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科迪集

团”） 化解股票质押风险的进展情况。

目前， 河南商丘市政府正积极帮助科

迪集团缓解流动性风险， 并协调推动

省级投资平台设立专项产业振兴基金

（

20

亿元），以纾解科迪集团股票质押

风险，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对于被欠薪危机萦绕的科迪乳业

而言，上述

20

亿元产业振兴基金无疑

是救命稻草。 而当前市场关注焦点也

在于， 这

20

亿元资金是否能够到位？

是否能够有效化解公司危机？

“目前我们确实在筹划这个产业

振兴基金，如果政府方面最终确认救

助，那么给到公司也会很快。 ”一参与

基金设立工作的河南地方纾困平台

负责人向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介绍，

此番产业振兴基金计划由河南省农

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河南农

开”）、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中原

证券等多家地方机构、 平台联手筹

划，初步计划规模确实有

20

亿元。 目

前相关方案已讨论过多次，不过还未

最终敲定。

“近期科迪乳业已经开始分别和

这几家机构、 平台洽谈， 最终能否敲

定， 还要看公司的情况和地方政府的

态度。 ”该负责人称。

采访中，其他基金设立参与方人

士也向记者证实了正在筹划救助科

迪乳业的情况。 受访人均表示，基金

是否最终设立，商丘市政府的态度尤

为关键。

公开资料显示， 科迪乳业由科迪

集团和河南省财政厅旗下河南农开等

多家股东联合组建， 主营各种乳制品

的生产和销售，

2015

年

6

月

30

日在

深交所上市。 截至

2019

年

4

月

8

日，

河南农开持有科迪乳业股份占比达

8.6%

，为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

事实上，早在

2019

年初，河南农

开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专访时也曾提

到，

2019

年河南农开将联合河南省另

一国资平台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对科迪乳业进行包括积极参与重组在

内的多项扶持。

纾困基金有望月底到位

关于公司公告的

20

亿专项基金

预计何时到位，在纾困资金到位前，公

司生产经营情况如何等问题， 科迪乳

业总经理张枫华

5

日也接受了证券时

报·

e

公司记者采访。

张枫华表示， 正在筹划设立的专

项产业振兴基金将主要用于化解大

股东科迪集团高质押风险及基金投

资各方潜在风险， 助力科迪集团、科

迪乳业健康发展。 该专项基金目前正

在按预期计划进行，大约本月底前后

可实施到位。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

况基本正常。

其进一步表示， 上述专项基金到

位后， 将能够彻底化解科迪乳业大股

东高质押风险，对科迪集团、科迪乳业

将起到积极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

2019

年

4

月，科

迪乳业公告重启重大资产重组，拟发

行股份购买控股股东科迪集团持有

的科迪速冻

69.78%

股权及科迪速冻

其他股东持有的剩余股权，本次交易

完成后，科迪速冻将成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

据披露，科迪速冻设立于

2006

年

12

月

30

日，注册资本

3

亿元，控股股

东为科迪集团。 科迪速冻主要业务为

速冻米面产品、 速冻肉食产品等速冻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

速冻水饺、速冻汤圆、速冻粽子、速冻

肉丸、香肠等。

彼时科迪乳业表示， 通过本次收

购， 一方面公司将在乳制品之外增加

新的业绩增长点，不断增强盈利能力，

回馈广大股东； 另一方面公司与科迪

速冻均为食品领域企业， 主要通过经

销商实现产品向终端客户的销售，在

经销商渠道、 冷链运输等方面形成协

同效应。

此番欠薪事件是否会影响科迪乳

业正在推进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目

前重组进展又如何？张枫华回复，目前

公司仍正在积极推进资产重组， 如专

项基金得到实施，重组将按期完成。

河南积极纾困上市公司

自

2018

年下半年

A

股上市公司

资金问题频发后， 河南地方政府也已

加入了纾困大军。

2019

年初，河南农开高管接受证

券时报·

e

公司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

2018

年河南农开及下属子公司综合

运用多种手段已支持超

10

家辖区上

市公司渡过流动性危机， 而在

2019

年，河南农开更计划设立不低于

30

亿

元纾困基金， 为省内上市公司提质转

型提供更大力度支持。

2019

年

3

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企业纾困帮扶的指

导意见提出， 上市企业注册地的省辖

市、省直管县

(

市

)

政府统筹负责企业

纾困帮扶工作， 要综合采取经济、金

融、财税、司法等各种方式，大力开展

企业纾困帮扶工作。

对发展前景良好、经营总体稳定，

但当前资金压力相对较大、 短期内难

以缓释的企业，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

拓宽融资渠道，保障企业正常运转；对

严重资不抵债、盘活无望的企业，强化

风险缓释，做好各方面稳定工作，防止

扩散为行业性、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意见提出，对本地上市公司要加

强排查、监测、协调，重点跟踪股价动

态、股票质押、债券兑付、资金周转等

情况，推动优质企业发展壮大。 对帮

扶救助资金， 加强点对点账户监管，

资金须专款专用，专项用于降低股票

质押率、缓解流动性困难、主业投资

经营等方面，确保资金闭环流动和资

金安全。 省农业综合开发公司、中原

资产管理公司、 河南资产管理公司

3

家省属投融资平台要综合采取股权、

债权投资等方式，推动重点企业做优

做强。

除省级政府、平台积极纾困外，地

方政府也采取多重方式对上市公司

减压。

据媒体报道，

7

月

31

日， 许昌市

市委书记胡五岳、 市长史根治带队赴

郑拜访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 工商银

行河南省分行和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

领导， 争取省级金融机构支持许昌市

高质量发展。 沟通内容包括加大对许

昌上市公司的纾困帮扶力度， 对发展

前景好、 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 “不抽

贷、不压贷”，并给予一定的新增资金

支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等。

五粮液上半年净利预增31%

核心产品量价齐升

证券时报记者 王一鸣

8

月

5

日晚间，五粮液

(000858)

披

露

2019

年半年度主要业绩数据，公司

预计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为

271.5

亿元

左右，同比增长约

26.5%

；净利润

93

亿元，同比增长约

31%

；每股收益

2.4

元。 对于业绩变动原因，五粮液表示，

主要系公司酒类产品结构调整、 核心

产品五粮液量价增长所致。

据了解， 今年以来白酒企业业绩

普遍表现不俗，贵州茅台

(600519)7

月

17

日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公司主要指

标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延续了一

季度稳中向好的局面。 完成基酒产量

4.53

万吨， 其中茅台酒基酒产量

3.44

万吨、 系列酒基酒产量

1.09

万吨；实

现营业收入

394.88

亿元， 同比增长

18.24%

； 实现净利润

199.51

亿元，同

比增长

26.56%

。

7

月

22

日水井坊披露的半年报

显示，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9

亿元，

同比增长

26.47%

；实现净利润

3.4

亿

元，同比增长

26.97%

。

招商证券在

7

月底的

2019

中报

预览报告中认为， 白酒行业去年二季

度基数高， 今年二季度增速较一季度

相比，加速有一定难度，但基本能实现

稳健增长，其中高端确定性最强。茅台

需求仍然旺盛。 五粮液也已经完成全

年半数以上计划量， 老窖则在茅五价

格上行背景下量价齐受益。

上市公司业绩的量价齐升也引得

机构频频关注。 互动易披露，

7

月

3

日

~7

月

5

日以及

7

月

12

日， 五粮液

相关人员曾分别在香港和上海两地针

对投资者关心的主要问题进行沟通交

流。 其中，

7

月

12

日参加本次交流的

机构主要有平安资产、中国太保、农银

汇理、宝盈基金、华富基金、中海基金、

汇丰晋信、兴业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分

析师、研究员约

50

人。

交流内容一是有关系列酒规划方

面，五粮液表示，系列酒坚持“

4+4

”品

牌战略， 整体思想是集中资源打造重

点品牌。

4

月，公司“品牌宪法”正式出台，

对于“高仿”系列酒产品分批清理，在

体制和营销模式方面进行创新， 使系

列酒更加贴近市场需求， 所有品牌的

构建符合“三性一度”的要求。 三家系

列酒公司整合后，新公司将进一步“做

强自营品牌、做大区域品牌、做优总经

销品牌”，坚持“三性一度”要求和“三

个聚焦”原则，打造完善系列酒“

4+4

”

的品牌矩阵。

有关数字化建设方面， 五粮液

方面向投资者介绍， 公司的数字化

建设主要包括九大前台 “门户”应

用，强大的数据中台、稳定支撑的后

台建设。

2019

年， 公司在营销数字化方

面，将完成“数字化控盘分利业务模

式”、“营销活动和营销费用的数字

化管理”、“专卖店的数字化升级”、

“团队数字化协作， 员工数字化赋

能”、“总部数字化经营决策指挥中

心”等核心工作。

周黑鸭业绩预降股价承压

直营模式面临考验

证券时报记者 康殷

周黑鸭（

01458.HK

）日前预计上

半年公司拥有人应占净利润同比下跌

约

35%

， 受该消息影响，

8

月

5

日，周

黑鸭盘中一度大跌逾

11%

，尾盘跌幅

收窄， 收报

3.73

港元， 全日下跌

8.13%

，最新市值

88.89

亿港元。

A

股同业煌上煌

(002695)

和绝味

食品

(603517)

股价同样走低。 煌上煌

收盘下跌

0.62%

，报

12.74

元，最新市

值

66

亿元； 绝味食品收跌

3.26%

报

35.9

元，最新市值

206

亿元。

今年以来， 三家主营卤味的上市

公司股价表现迅速拉开距离。 年初至

今，周黑鸭累计涨幅

13%

，而煌上煌

和绝味食品同期涨幅为

29%

和

55%

。

机构预期悲观

上市后， 周黑鸭的高速增长保持

到

2018

年。周黑鸭

2018

年年报显示，

公司

2018

年实现营收

32.12

亿元，同

比下滑

1.2%

， 实现净利润

5.4

亿元，

同比下滑

29.1%

。 这是自上市以来周

黑鸭首次出现营收、净利润的双下滑。

对于收入下滑的原因， 周黑鸭表

示， 市场竞争加剧令公司线上渠道收

益减少

4180

万元，来自分销商的收入

减少

2300

万元。 至于净利润的下滑，

公告显示， 由于行业供需关系紧张以

及门店网络和产品不断扩展，

2018

年

集团面临原材料成本、 租金及劳动力

成本上涨的巨大压力。

进入

2019

年上半年， 周黑鸭仍

未扭转颓势。

8

月

2

日周黑鸭发布盈

利预警，上半年公司拥有人应占净利

润

2.16

亿元人民币，相比去年同期约

3.32

亿元人民币下跌

35%

。 净利润减

少主因门店经营利润率下跌、原材料

成本上涨导致毛利率减少、位于湖北

华中工厂一期自去年

10

月投产、位

于河北的华北工厂自去年

4

月投产

带来折旧及能耗等成本上升及门店

租金增长。

花旗发表报告表示， 周黑鸭预计

上半年盈利年同比下降

35%

，盈利远

低于预期，如果下半年情况未有改善，

市场对其盈利预测存在下行风险。 公

司的新措施未能使上半年盈利改善，

甚至让情况恶化。花旗认为，早前报告

已经说明该股欠缺盈利能力， 以及正

在失去市占率，这是近期最大的担忧。

虽然开放特许经营模式、产能扩张、产

品创新及店面升级均朝正确方向发

展，但正如该公司管理层所述，需要时

间才能见效。另外，投资新厂房及品牌

也令毛利率持续受压。

直营模式面临挑战

周黑鸭市值一度从最高的

215

亿

港元下跌到目前不到

90

亿港元。而不

同于周黑鸭的营收、利润双双下滑，绝

味食品和煌上煌

2018

年仍然保持较

高速增长。 尤其是煌上煌通过省外门

店扩张和产品线扩张， 营收增长

28.41%

，创近五年来新高。 绝味食品

营收增长

13.45%

，近五年营收增速相

对稳定。

目前绝味食品尚未披露上半年业

绩预告， 煌上煌今年

4

月曾预告上半

年业绩预计公司

2019

年

1-6

月净利

润为

1.37

亿元到

1.82

亿元，同比增长

20%

到

60%

。

从经营扩张模式来看， 周黑鸭采

用的是直营模式， 但其他卤味鸭制品

品牌却大多选择绝味食品一样以加盟

为主要扩张路线。

比较三家上市公司市值，绝味食

品大幅领先有其原因。 生产及配送

端， 绝味食品 “多生产基地

+

当地配

送”的模式与周黑鸭”集中生产

+

全国

配送”的模式相比，资产周转率、配送

效率均更高， 竞争对手复制成本高，

绝味的供应链体系已经构筑较深的

护城河。

国盛证券统计， 绝味食品已经初

步完成在全国的门店布局。 绝味食品

2018

年华中、华东优势地区占比分别

为

26.6%

、

26.2%

，华南、西南、华北位

居其次。 周黑鸭

60.2%

的收入来自于

华中地区，其次是华南、华东。 煌上煌

73.5%

的收入来源于江西、浙江，华南

地区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

北京国资二度出手 拟正式入主东方园林

证券时报记者 张骞爻

东方园林

(002310)

此前一直在筹

划引入国资战略投资者的计划今日终

于落地。

8

月

5

日晚间，东方园林发布公

告，公司实控人何巧女、唐凯拟向北

京朝阳区国资中心全资子公司朝汇

鑫转让公司控股权。 本次权益变动

后， 北京朝阳国资委将成为公司新

的实际控制人。

出让控制权

根据协议，何巧女、唐凯夫妇拟向

朝汇鑫协议转让东方园林

1.34

亿股

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

5%)

，并将

16.8%

公司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无条件、 不可

撤销地委托给朝汇鑫。

回溯历史公告，何巧女曾于

2018

年

12

月与朝阳国资中心旗下北京盈

润汇民基金管理中心签订了 《股份转

让协议》，将占总股本

5%

的股份转让

给盈润汇民基金。

资料显示， 本次受让方朝汇鑫与

盈润汇民基金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朝汇鑫

及一致行动人盈润汇民基金获得东

方园林

10%

的股份及

26.8%

的表决

权， 朝阳国资委成为东方园林实际

控制人。

对于本次出让控制权， 公司在此

前的公告中指出， 股权让渡是出于优

化股东结构、完善公司管理。

据悉， 此次朝阳国资战略入股是

基于对东方园林价值的认可和对未来

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并将向东方园

林提供满足其自身经营发展需要的流

动性支持，拓宽融资渠道，优化公司治

理结构，快速恢复并提升造血能力，促

进东方园林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后续运作受关注

作为“

A

股园林第一股”的东方园

林，自

2018

年发债遇冷后，频现资金

吃紧。由于资金承压，东方园林在银行

间市场发行的、两只规模合计

20

亿元

的超短融， 于

4

月底触发了投资者保

护条款。触发的原因在于，东方园林将

本应汇入债券偿债保障金专户的回

款， 直接用于了应收账款对应工程的

对下付款。

对于上述情况， 东方园林在公告

中解释称，

2018

年下半年以来， 公司

面临融资环境紧张， 债务结构不尽合

理和债务集中到期的诸多困难。 虽然

在

2018

年

11

月和

2019

年

1

月成功

发行了两期超短期融资券， 但在应对

对下支付工程劳务费及原材料采购方

面仍存在较大资金压力， 为维持在施

工程项目的正常运作， 公司无暇将收

到的应收款汇入到保障金账户便立即

用于对下支付。

7

月

12

日， 东方园林公布

2019

上半年业绩预报， 公司预计今年上半

年亏损

5.5

亿至

7.5

亿元，而去年同期

盈利

6.6

亿元。

对此， 公司表示， 自去年年关以

来，集中了偿了大批有息债务，自动关

停并转片面融资对照难题的

PPP

名

目， 掌握了投资节拍， 削减了运营投

入；分外是财政价格较上年同期增长，

且汇报期内处分资产发生了必然的投

资丧失。

此番朝阳区国资入主东方园林，

料将为公司注入新的动力， 后续运作

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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