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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年 1月 31日，上市公
司2020年报预告披露完毕。河北共
有 62家A股上市公司，目前近一半
企业披露业绩预告。

根据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统计
显示，河北共有 30 家公司披露了
2020 年报业绩快报或业绩预告。
其中，近七成公司业绩预盈，更有
11 家 公 司 预 计 净 利 润 增 长 超
100%。在年度业绩预盈的河北省
上市公司中，分属机械设备、医药
生物等高端制造业的上市公司数量
占比居多。

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
麒牧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谈道：“河北预盈上市公司的行
业分布与这些行业在 2020 年的整
体表现一致。按照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数字，2020年通用设备制造业
利润同比增长 13%，专用设备制造
业利润同比增长 24%，医药制造业
利润同比增长 12.8%。这与药品需
求以及全球制造业订单回流有很大
关系。”

近七成河北上市公司
业绩预盈

从河北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数据
来看，预增 10 家，续盈 2 家，扭亏 2
家，略增 6 家，业绩预喜家数为 20
家，预喜率为66.67%。

以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上限来
看，有11家公司预计2020年净利润
增幅超 100%，约占业绩预喜公司总
数的 55%。其中，净利润增幅在
200%-800%之间的有 5家。从申万

一级行业分布来看，这些预计净利
润增幅超 100%的公司中，机械设
备、化工、医药生物、汽车行业公司
较多。

从个股来看，康泰医学、ST 庞
大、ST坊展位列预告净利润增幅榜
前 三 名 ，增 幅 分 别 为 740.32% 、
546.54%、356%。

1月 27日，康泰医学发布公告，
预计 2020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亿元-6.2 亿元，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713.22%-
740.32%。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公
司订单持续增长,使得公司业绩有
较大幅度增长。

1月 26日，ST庞大发布业绩预
增公告，预计 2020 年度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 亿
元-7.5 亿元，同比增长 417.23%至
546.54% 。 公 司 表 示 ，本 报 告 期
为公司重整结束后第一年，部分
品 牌 经 营 稳 步 恢 复 ,经 营效率逐
步提升。

1月28日，ST坊展发布公告，预
计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约为 1002 万元到 1152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将增加
约 750 万元到 900 万元，同比增加
297%到 356%。公司表示，2020 年
度，公司通过优化煤炭等主要供热
原材料采购方式，降低了供热成本，
同时通过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实现
节能降耗，降低了运维成本；此外，
公司下属控股公司廊坊市广炎供热
有限责任公司收到廊坊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拨付的延长供暖耗能成本
补贴。

在盈利数额方面，《证券日报》
记者对相关数据梳理后发现，在上
述 20家预盈企业中，以预告净利润

上限来看，有 4家公司预计 2020年
度净利润超过 10亿元，分别为冀中
水泥、新兴铸管、以岭药业、河钢资
源，分别以 29.20 亿元、19.50 亿元、
12.74亿元、11.50亿元居河北省上市
公司2020年度预盈榜前列。

中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王鹏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2020年河北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原因主要
有，一方面，河北上市公司的结构以
医药相关产业和高端机械制造业为
主；另一方面，一些面向机械制造的
国外订单，对公司业绩有所拉升。
综合来说，医药生物板块和机械制
造板块影响和拉动河北上市公司整
体业绩。”

9家业绩翻倍冀股
遭市场冷遇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业绩大幅
预增的上市公司，也不一定会在二
级市场受到追捧，有时甚至会遭冷
遇。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显示，
截至 1月 31日，预计 2020年净利润
增幅翻倍的 11家河北上市公司中，
有9家公司股票开年以来（1月1日-
31日）呈下跌趋势。其中，有 3家公
司累计跌幅超过10%。

在这些预计2020年度业绩涨幅
翻倍的公司中，沧州明珠开年以来
股价跌幅达21.75%名列第一。公告
显示，沧州明珠预计 2020年净利润
为 2.82亿元至 3.49亿元，同比上年
增长 70%至 110%。而康泰医学、ST
坊展股价分列跌幅榜第二、第三位，
累计跌幅分别为16.87%和10.53%。

预计业绩大幅增长，为何还会

遭冷遇？在胡麒牧看来，“一是春节
临近，部分资金可能需要套现离场，
轻仓过节；二是机构采取防守策略；
三是一些上市公司披露的减持、解
禁计划也是股价杀跌的原因，比如，
沧州明珠披露股东减持计划，康泰
医学披露限售解禁计划；四是河北
这些股票虽然预盈，但不是行业龙
头，目前基金持股趋势是向行业龙
头集中”。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河北近年
来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较大，这是
河北多家上市企业业绩大幅预增而
股价下跌，反而受到市场冷遇的主
要原因”。

在王鹏看来，股票下跌受多重
因素影响，第一，受翘尾因素的影
响，随着2020年业绩的预披露，某些
项目的财务数据可能分摊到新的周
期中，从而导致市场波动性的增加；
第二，市场对公司预期有所下降；第
三，河北企业未来可能需要一段的

恢复发展时间，整个市场对河北省
的企业相对来说还是持有比较审慎
的态度。总体来说，预期并不是很
好，但股价下降，也情有可原。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在披露
2020 年业绩预告的河北上市公司
中，业绩预亏的企业有5家。预亏金
额最高的前三位是东旭光电、*ST华
讯、华斯股份，预亏金额超亿元。从
业绩预亏的原因来看，这3家公司基
本都存在计提商誉减值、资产减值
等情形。从股价表现来看，上述3家
企 业 开 年 以 来 股 价 跌 幅 分 别 为
15.63%、0.59%和17.42%。

光大证券策略团队表示，一旦
公司业绩不及预期，其股价可能会
出现较大幅度调整，反之，如果公司
业绩预报超出市场预期，那么其股
价可能有望顺势上涨。更加重要的
是，年报业绩预告能够反映出各个
行业业绩变化趋势，那些业绩持续
保持高增长或业绩持续改善的行业
有望获得资金的长期青睐。

11家河北上市公司净利润预增超100%
9家业绩翻倍股遭市场冷遇

本报记者 桂小笋

1月 30日，ST凯瑞发布了 2020
年业绩报告，这也是首家发布业绩
报告的ST类公司，只是ST凯瑞交出
的这份成绩单，多少要让投资者有
些失望了：净利润亏损，且公司年报
被非标。

在发布年报的同时，ST凯瑞还
发布了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的相关公告，股票于2月1日
停牌一天，并于2月2日开市起复牌，
2月2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特
别处理，同时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特别处理，股票简称由“ST凯瑞”
变更为“*ST凯瑞”。公司同时提示了
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除 ST凯瑞外，同花顺数据统计
显示，另有一批 ST类公司的境况也
不乐观：有 29家 ST公司称，可能暂
停上市。

基本面长期未改善

同花顺数据统计显示，目前的
206家 ST类公司中，最早被实施 ST
日期的是*ST新亿，在2014年。

而预警类型来看，14家称“不确
定”，理由是最新业绩预告不确定；
此外，另有86家公司称“符合摘帽条
件”或“可能摘帽”“可能摘星”；有29
家称“可能暂停上市”，风险预测的
理由都是“连续两年亏损，且最新业
绩预告仍是亏损”；其余公司则预测

“可能不变”等。
在预测类型不乐观的这些公司

中，不少公司问题颇多。
例如，发布业绩的ST凯瑞，审计

机构认为，公司对原股东张培峰的
应收款项减值计提上，未对应收计
提信用减值事项提供充分、适当的
依据，无法评估其计提的合理性和
准确性。此外，对于公司的持续经
营能力，审计机构仍有不确定性的
疑虑。

保壳仍是部分公司主基调

为保壳，ST类公司多方着力，增
持、回购等方式也在其中。

例如，*ST新光在1月30日发布

业绩预报，称 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若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
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0 修订）》的规定，公司
2020年度报告披露后，公司股票将
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
此外，截至公告日，公司股票收盘价
仍低于1元。

此前，*ST新光发布了董事长虞
江威欲增持公司的相关公告，这被
投资者认为，公司保壳意思十分明
显。但是，随后交易所要求公司说
明一些细节，而在回复交易所关注
函的公告中，*ST新光称，虞江威拟
于 6个月内增持不低于 1000万股不
高于 2000万股公司股份，增持资金

中900万元来源于自有资金，余款拟
向亲朋好友或金融机构借款，尚未
达成借款协议。虞江威本次增持计
划可能存在融资无法实现、增持无
法完成的风险。

对此，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
智斌律师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增持计划预期不能完成
时，增减持计划实施人及上市公司
需要及时披露相关风险。在发布增
持计划时就言明计划是否完成存在
不确定性的信息披露方式，在实践
中比较少见。从法理的角度分析，
增持计划属于增持方的单方承诺，
如果增持方同时声明该承诺不一定
能实施，此承诺就不能视为是有效
的承诺。”

29家ST公司可能暂停上市 业绩持续亏损是主因

本报记者 张 敏

1月2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布先声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案行政处罚决定书：经
查，先声药业滥用在中国巴曲酶浓缩
液原料药（以下简称巴曲酶原料药）
销售市场的支配地位，实施了没有正
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
的行为，排除了市场竞争，损害了消
费者利益。对先声药业处2019年度
销售额 50.367亿元 2%的罚款，共计
1.007亿元。

数据显示，2019 年先声药业实
现归母净利润为 10.04亿元，这也意
味着上述罚款金额占2019年归母净
利润的比例约 10%。一位不愿具名
的医药行业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这一处罚金额还是相当重的，
因为这并非按照企业销售原料药的
金额进行处罚，而是按照企业当年的
全部销售金额处罚。

不过，港股上市的先声药业在 1
月 29日发布公告称，公司已经开始
与第三方进行巴曲酶浓缩液原料药
交易，并将根据通知及时缴纳行政处
罚。公司认为有关事件及行政处罚
不会对公司业务经营及财务状况产
生任何重大影响。

对于此事，《证券日报》记者联
系到先声药业相关负责人，其向记
者表示，面对此次处罚，一切以公司

发布的公告为准。北京鼎臣医药管
理咨询中心负责人史立臣对本报记
者表示，此事很难对先声药业发展
产生影响。

国家重拳整治原料药垄断
先声药业为2021年首家

全国市场监督管理局介绍，根据
调查，在全球范围内，巴曲酶原料药
的生产商仅有瑞士 DSM Nutritional
Products Ltd Branch Pentapharm（以
下 简 称 DSM Pentapharm）一 家 。
2019年4月份，先声药业通过子公司
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与DSM Pen⁃
tapharm签订《合作及供货协议》，约
定DSM Pentapharm在中国境内向先
声药业独家供应巴曲酶原料药，先声
药业取得了中国境内巴曲酶原料药
的全部货源。

目前，中国境内生产巴曲酶注射
液的企业仅有北京托毕西制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托毕西）一家，而先声
药业也正在研发巴曲酶注射液，是巴
曲酶注射液市场的潜在进入者。

先声药业取得中国巴曲酶原料
药销售市场的支配地位后，2019年
11月以来，下游制剂企业多次通过
邮件、信函、口头等形式向先声药业
进行询价，希望购买巴曲酶原料药，
先声药业以下游制剂企业面临众多
诉讼、债务负担沉重、曾被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需要面谈等为由，始终不
予报价。为获得原料药供应，自
2020年2月起，下游制剂企业法定代
表人等多次与先声药业相关负责人
进行面谈，先声药业提出希望收购下
游制剂企业股权，将巴曲酶原料药的
供应作为股权谈判的一部分，不单独
销售巴曲酶原料药。此后，先声药业
一直未向下游制剂企业报价和供应
巴曲酶原料药，导致下游制剂企业于
2020年6月起停产，巴曲酶注射液不
能稳定供应。

史立臣向记者介绍，巴曲酶原料
药的生产具有特殊性，一些原材料只
能在巴西生产。所以先声药业相当
于拿住了下游制剂的“七寸”。

“下游制剂的生产依赖上游原料
药的供应，一旦原料药短缺，相当于
卡住了下游生产企业的脖子。当前
国家一直在整治原料药垄断问题，也
对存在原料药垄断行为的企业进行
处罚。这次金额还是比较重的。”一
位不愿具名的制药企业人士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为了掌控上游原料
药，公司近年来也在收购原料药企业
进行布局。

近年来，原料药价格暴涨致使下
游产品涨价、短缺引发社会关注，这
也成为监督部门重拳整治的领域。
在 2020年 4月 14日，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发布一起重大反垄断案件，对 3
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的原

料药企业作出从重处罚，共计罚没
3.255亿元。

仿制药占主体
先声药业赴港上市后破发

先声药业“挟原料药”以令下游
制剂生产商的情形可谓是中国医
药生物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化的一个
缩影。

早在 2007 年，先声药业在纽交
所上市，2013年，公司完成私有化退
市，2020年完成了赴港上市。不过，
与 2013年的情形不同，2020年资本
市场青睐的医药生物行业投资标的
早已从仿制药变成了创新药，而先声
药业是一家以仿制药为主要营收来
源的上市公司。

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其
分别实现营收 38.68 亿元、45.14 亿
元 、50.37 亿 元 ，年 复 合 增 长 率
14.1%；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3.5亿元、
7.34亿元及 10.04亿元，年复合增长
率高达 69.2%。其中，来自仿制药主
要产品的销售收入分别占总收入的
60.7%、54.9%及 46.5%，创新药收入
占总收入比例分别为 21.4%、25.5%
及32.9%。

在带量采购的持续推进下，仿制
药的市场竞争变得日趋白热化，高壁
垒的仿制药、独家品种成为药企布局
的重点。

资料显示，巴曲酶注射液是一种
急救药，适用于治疗急性脑梗死，改
善各种闭塞性血管病引起的缺血性
症状等。它还是治疗突发性聋的基
础药物和专用特效药，是中华医学
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突发
性聋诊断和治疗指南（2015）》的推
荐用药。《证券日报》记者通过天眼
查APP了解到，巴曲酶进入了北京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等采
购名单。

根据国家药监局的数据，北京托
毕西制药有限公司目前生产的巴曲
酶注射液为独家产品。此外，该品种
为国家医保目录乙类药品，尚未进入
带量采购的名单。根据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的发文，先声药业明确表
示未向下游制剂企业销售巴曲酶原
料药，而是将原料药的销售纳入股权
谈判，以原料药为谈判筹码，实现收
购下游制剂企业股权的目的。

未来，先声药业是否还会继续收
购下游制剂股权、进行相关药品的研
发？对此，《证券日报》记者联系到先
声药业相关负责人，但截至昨晚发稿
时未能得到公司回复。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先 声 药 业 于
2020年 10月份实现赴港上市，发行
价为 13.7港元/股。自上市以来，公
司股价已经大幅破发，最低跌至7.65
港元/股。1月 29日，先声药业的收
盘价为8.42港元/股。

先声药业“挟”原料药以令下游厂商
滥用市场地位被罚1亿元 占2019年净利润约10%

本报记者 王 鹤 实习生 冯雨瑶

1月29日，金科股份（以下简称“金科”）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完成第十一届董
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之后，第十一届董事会召
开第一次会议，选举周达为董事长，选举杨程钧
为总裁。

伴随着董事长和总裁两大核心人物的上
任，金科前任董事长蒋思海和总裁喻林强卸任
之后的去处也有了着落。在本次会议中，金科
宣布，蒋思海退居二线，仅担任公司名誉董事
长，这也是金科历史上的首位名誉董事长；喻林
强则调任金科重庆区域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
理。

公开资料显示，金科股份成立于1998年，并
在 2001年成功挂牌深交所。近些年，金科股份
的销售规模不断攀升，从2015年的221亿元，到
2018年突破千亿元大关，再到 2020年成功跻身
两千亿元阵营……在此基础上，金科股份发布

《2021年-2025年战略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力
争向2025年冲击4500亿元销售目标”等多项目
标，实现跨越式发展。

金科方面表示，以周达为代表的新一届领
导团队，将成为公司“2021-2025年高质量发展
战略规划”新的领军人物。

“80后”走至台前

“选人是公司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选人就
是指把公司董监高的人选好，比如新的董事会
和管理层人员结构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三化’
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二是‘三型’创新型人
才、奋斗型人才、正气型人才。我们把人才队伍
尤其是董监高队伍选好后，会给公司的发展带
来意想不到的效果，但要把人才队伍打造到最
佳状态，做好这个工作是很难的。”对于公司的
领导层换届，金科股份实控人黄红云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

正如黄红云所言，“年轻化、专业化、知识
化”的高层领导团队配置，是金科股份此次换届
的一大亮点。

资料显示，金科股份新任董事长周达出生
于1981年，2007年加入金科后，历任金科董事长
办公室经理、发展部副总监、华北区域和华东区
域公司董事长助理、金科经营管理中心总经理
等职务，此次上任前担任金科重庆区域公司总
经理。

此前，周达曾组织拟定《金科股份跨越式大
发展战略总体实施方案》，也曾连续多年参与公
司制度和组织的顶层设计。

与周达一样，新任总裁杨程钧也在金科任
职多年，曾担任金科涪陵公司总经理、成都公司
总经理、北京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除去董事长和总裁的任命外，本次会议还
选举周达、刘静、杨程钧、杨柳为新一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朱宁、王文、胡耘通为董事会独立
董事。

值得关注是，上述董事“年轻化”特征明显，
以 70后、80年为主，其中 70后有 2人，80后有 5
人，平均年龄不到41岁。且在专业性方面，上述
董事各自在管理、财务、战略、法律、房地产行业
等关键领域拥有丰富的知识、经验储备。

新团队的接班，也就意味着，作为与金科一
起成长起来的元老级人物，蒋思海将正式退居
幕后，同时，喻林强重掌重庆，被业界认为是为
金科“守住”大本营。

领军新五年战略发展

金科是渝派房企的代表，在经历 20余年的
发展后，当前公司的业务范围已由“房地产开
发+社区综合服务”变成以民生地产开发、科技
产业投资运营、生活服务、文化旅游康养为主的

“四位一体”多元化布局。
根据公司此前披露的 2020年经营情况，在

新增土地投资方面，2020年金科新增土地投资
148宗，计容建筑面积约 2364万平方米，土地购
置合同金额约892亿元。

2020年，公司及其所投资的公司实现销售
金额约2233亿元，顺利完成2020年度2200亿元
的销售目标。

在全年销售额达标的同时，金科也为未来
五年发展规划了新蓝图，表示公司的总体发展
战略是“四位一体、生态协同”，即精耕地产主
业，做强智慧服务，做优科技产业，做实商旅康
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整合产业链生态圈。

同时，金科明确其在未来5年的主要目标是
力争到2025年总销售规模达4500亿元以上，年
复合增长率15%以上，并力争冲击更高目标。

其中，“地产+”业务到2025年在公司总销售
规模中的业务销售规模达到500亿元以上，持有
优质资产大幅提升，优质资产规模达到 300亿
元-500亿元，实现代建业务规模 300亿元，智慧
服务业务规模保持高速增长。到2025年，“大产
业”板块，即科技产业计划销售规模超过 200亿
元。

“新一届的管理层当前首要的工作任务，
是继承上一届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留下来的
优秀做法，同时在新的总体战略下，全面提升
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能力，快速制定和提
供系统有效的解决方案。”对于换届后的首要
工作，金科新任董事长周达告诉《证券日报》
记者。

新任总裁杨程钧进一步表示：“我们的核心
竞争力是产品力、服务力、投资力，这三个方面
也最终会反映到我们的营销力的综合体现上，
所以在 2021年我们的营销工作一定要扎实做
好，才能推动公司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金科股份高层新老交替：
“80后”走至台前

聚焦年报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