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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船”重组整合传来最
新消息！

1月12日，中国动力公告称，公
司拟与中船工业集团、中国船舶通
过以各自持有的柴油机动力业务
相关公司股权共同对中国动力全
资子公司增资并由该子公司向中
船重工集团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方式，规范柴油机动力业务同业竞
争。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
喜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中国
船舶集团推动旗下上市公司整合
重组是提升上市公司自我独立发
展能力和消除同业竞争的必要之
举，后续旗下其他上市公司的整合
可以期待；并且今年是深化国企改
革三年行动的最后一年，中国船舶
此举的意义，对于其他国企具有示
范、引领与表率性的借鉴意义，预
期其他军工集团的重组整合、混
改、激励，在‘国企三年行动计划’
的背景下可以期待。”

推动柴油机动力业务
协同发展

随着2021年12月29日中国船
舶集团旗下三家上市公司发布公
告拟进行资产重组，中国船舶集团
着手对旗下资产的重组整合拉开
序幕。1月12日，中国船舶集团旗
下上市公司中国动力柴油机动力
业务的重组整合有了最新进展。

据悉，中船工业集团和中船重
工集团联合重组前，中国动力与中
国船舶下属柴油机动力业务均独
立发展，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中
船工业集团和中船重工集团联合
重组后，中国动力与中国船舶均成
为中国船舶集团控制的下属公司，
二者在柴油机动力业务领域形成
了同业竞争。

根据1月12日公布的交易预案
来看，此次整合主要分为两步。本
次交易前，中国动力先以适量现金
设立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中，中
国动力以持有的中国船柴100%股
权、陕柴重工100%股权、河柴重工
98.26%股权对新设子公司增资；
中船工业集团以持有的中船动力
集团36.23%股权对新设子公司增
资；中国船舶以持有的中船动力集
团63.77%股权对新设子公司增
资。新设子公司以现金收购中船
重工集团持有的河柴重工1.74%
股权。

从财务数据来看，2020年中国
动力资产总额587.45亿元，标的资
产（中国船柴100%股权、陕柴重
工 00%股权、河柴重工100%股
权、中船动力集团100%股权）合计
314.86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净 资 产 额 分 别 为 357.83亿 元 和
175.71亿元；中国动力去年营业收
入为270.14亿元，标的资产营业收
入合计为47.20亿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新设子公司
成为从事柴油机动力业务的合资
公司，由中国动力持有合资公司控
股权，中船工业集团、中国船舶持
有合资公司参股权。合资公司持
有中国船柴、陕柴重工、河柴重工、
中船动力集团100%股权。

中国动力表示，本次交易是公
司为应对柴油机动力业务市场竞
争的又一次重要部署。通过本次
交易，公司将统一整合中国船舶集
团下属柴油机动力业务，推动柴油
机动力业务统筹协同发展，有利于
促进公司柴油机动力业务整体能
力提升，巩固公司在国内舰船柴油
机动力业务领域的龙头地位。

深化国企改革
重组工作进入实操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是国企
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的

最后一年。随着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的持续推进，2021年以来，国有
企业以及中央企业的战略性重组、
专业化整合以及相关并购工作按
下“快进键”。

随着中国船舶集团推动旗下
资产整合，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
孝荣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中国船舶集团深化改革
开始提速，其他国企也应加快推进
实施三年行动改革任务。此外，中
国船舶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中，中国
船舶、中国重工、中船防务均涉及
军民船总装业务，为解决同业竞争
问题相对应的资产整合方案尚未
明确，预计中国船舶集团会在后续
进一步推进解决。”

中国船舶集团于2019年10月
14日由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与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联合重组成立，2021年8月份，
两船重组境内外反垄断审查工作
全面完成，两船重组各项工作进入

实质性操作阶段。
作为早在2019年便开启了重

组的中国船舶集团，当前的整合工
作对于其他国企有何借鉴意义？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范世乾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中国船舶集团推动旗下资产
整合，一是加强国际竞争力，整合
国内资源，避免无序竞争。这是国
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国
有企业分类改革的重要要求就包
括，根据行业性质和领域采取不同
分类，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以中
国船舶集团为例，本身所处的行业
属于竞争比较充分的领域，除了军
工方面业务和企业保留公益类属
性以外，其他船舶业务基本属于商
业类领域，而且从全球角度来看，
竞争压力比较大，不存在垄断嫌
疑。所以，整合资源，将企业合并
重组能够加强企业实力，避免内部
无序竞争。二是造船业涉及国家
战略，甚至国家安全。整合造船行

业，是我国海洋强国之路的必然选
择。”

“上述两个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也是今后指引我国国有企业整合
的重要参考，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国
有企业根据这方面的要求竞争整
合与重组。”范世乾进一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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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时表示，“当前央企战略性重组
和专业化整合的方向是以优势企
业为主体，适时组建新的专业化集
团，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切实增强企
业竞争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世界一流企业。国家在铁矿石、稀
土、物流等领域已经组建了专业化
的央企集团。未来，根据产业发展
需要，按照‘成熟一户、推进一户’
的原则，类似中国船舶集团重组整
合在相关领域还会有新动作，这是
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
发展、建设制造强国等国家战略的
重要举措。”

“中国神船”重组整合进行时：
推动柴油机业务落地中国动力

本报记者 李亚男

一份半年报问询函拖了 4个多月，延期 17次仍
未回复完，对于最新的关注函也开始“挤牙膏”式回
复，1月 11日晚间，*ST美尚公告了半年报问询函及
最新关注函的部分回复，上述两份函件剩余问题延
期于1月18日前回复。

有业内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问询函和
关注函相继拖延回复，尤其是半年报问询函延期 17
次之久，关键疑点问题不作答，对于投资者的知情权
是一种伤害。

延期17次
“挤牙膏”式回复问询函

记者了解到，2021年 8月 30日，深交所向*ST美
尚下发了半年报问询函，涉及 2016年至 2020年财务
报表差错、2021年半年报多项财务数据等 24个大问
题。

不过，截至目前，*ST美尚并未完整回复全部问
询函问题，在延期了17次之后，仅就部分大题及细分
问题进行了回答。

*ST美尚在最新问询函回复中表示，由于本次
《半年报问询函》剩余问题所涉及的数据较多，公司
需进行逐项核实且需要审计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目前公司就相关问题所涉及的数据仍在积极整理
中，《半年报问询函》涉及的部分问题，公司将延期于
2022年1月18日前完成回复并披露。

而对于1月4日公司收到的关注函，深交所就债
务逾期、诉讼仲裁等事项提出了三个问题，*ST美尚
仅就第一部分的 1和 2进行了回答，剩余内容将于 1
月18日前完成回复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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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应当对交易
所的问询函进行及时、全面、准确的回复，一方面这
是其应负的义务，另一方面也是其全面主动解答市
场疑问的机会。”

“如果上市公司怠于认真回复交易所问询的，交
易所可以根据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采
取进一步的监管和惩戒措施，证监会也可以对其怠
于回复的疑点问题立案调查。”王智斌说。

上海久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许峰向记者表示：“作
为上市公司，应该对监管和投资者充满尊重和敬畏，
对于交易所的问询要及时给予答复，这样做是对监
管的配合，也是满足投资者知情权的需要。”

忙中出错？
公告日期及编号还在去年

《证券日报》记者查阅公司公告发现，自2022年1
月1日以来，*ST美尚发布的7份公告中，公告编号仍
以2021为开头。

此外，在最新的关注函回复中，公司将收到关注
函的日期写为“2021年7月1日”收到关注函，而上述
关注函为深交所 2022年 1月 4日下发，并出现了“转
开回复工作”的错误字眼。

为何公司公告编号及内容会发生这样的错误？
记者注意到，*ST美尚实控人王迎燕身兼多职。目
前，王迎燕除了代理公司董秘一职外，同时还为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董事及法人代表。

王智斌认为，法律并不禁止实际控制人在公司
身兼多职，但必须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勤勉尽责。

许峰表示，“*ST美尚信披存在的形式瑕疵和常识
错误，充分说明实控人不适合同时兼任多个非常重要
的岗位，公司应该尽快配备董秘等信披关键职位。”

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显示，在赵湘于2021年5月
份辞任董事会秘书后，*ST美尚董秘职位一直由王迎
燕代理。

“一般是原任董事会秘书离职后3个月内聘任新
的董事会秘书，如果超期，可能会被交易所或证监会
采取监管措施。”许峰说。

账面资金超4亿元
近5亿元逾期债务为何不还？

1月4日的关注函显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
*ST美尚及子公司债务逾期本金合计约4.72亿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14%；公司及子公
司连续十二个月内逾期涉及的诉讼金额合计约 6.83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9.17%。

记者查阅季度报告发现，截至 2021 年 9 月末，
*ST美尚货币资金余额为4.38亿元，期末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为 3.24亿元，为何上市公司大额现金在
手却不及时偿还逾期债务？对于上述问题，*ST美尚
已延期至1月18日前回复。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如果有钱而逾期不还，一般是两
种情况：其一是货币资金并非真实可用，可能被冻
结，可能只是临时在季度末拼凑流动性来做账；其二
是货币资金不足以归还债务，或有更多潜在的、更急
迫的债务要还。”

透镜公司研究创始人况玉清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公司半年报即因会计差错等问题遭到问询，
对于目前账面的货币资金余额和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的真实性或难以保证。”

深交所在关注函中提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王迎
燕分别于 2021年 4月 30日、6月 30日偿还占用公司
资金 9617.61万元、3亿元。公司却未拿这笔钱及时
偿还逾期债务，对此深交所要求公司说明公司能否
实际控制及支配实际控制人的资金占用偿还款，相
关资金是否存在再次被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占用
的情形。

记者查阅公告发现，王迎燕偿还的3亿元资金为
第三方借款，由其独立偿还。而在 2021年 12月 14
日，王迎燕再次偿还占用公司资金2000万元，仍为由
其独立偿还的第三方借款。

延期17次迟迟不“交卷”
*ST美尚“挤牙膏”式回复问询函

本报记者 何文英

走进长沙市开福区福元路的
沃尔玛超市，浓浓的年味扑面而
来。红彤彤的灯笼高挂头顶，看到
的是萌萌哒的虎头娃，货架上三只
松鼠的坚果礼盒、盐津铺子的咸味
零食、伊利的牛奶酸奶，加上各种
醒目的促销信息，每个小细节仿佛
都在提醒消费者：农历新春正在步
步逼近，年货采购得加紧咯！

农历新年临近，年货经济迎来
“高光”时刻，消费类上市公司更是
线上线下“忙不赢”。中国高级品
牌研究院研究员朱丹蓬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农历新
年作为中国的传统佳节备受重视，
消费者在采购年货时通常会超过
平时的消费水平，对于企业而言，
现在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
节点，上市公司如果抓住这波年货
经济，将有望增厚一季度业绩。”

线下渠道成必争之地

年货经济最大的战场无疑是

各大商超，因此线下渠道是消费类
上市公司的兵家必争之地。

盐津铺子早在去年11月份便
启动了年货营销规划。盐津铺子
副总经理张小三向《证券日报》记
者介绍：“公司在线下做好了各个
渠道的预算和计划，重点区域、重
点客户的生意规划，产品规划，通
过品牌形象烘托年货氛围，地堆、
陈列，专柜中岛年货宣传片等都进
行了整体设计，去年12月份公司便
把年货一半以上的货物发送到各
门店和经销商，为农历新年做好了
充分准备。”

“从去年10月份、11月份，我们
便感受到消费旺季即将到来，临近
春节，公司商超渠道、福利物资渠
道更是明显拓宽。”加加食品董事
莫文科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为
了备战年货经济，公司在流通渠
道、KA卖场、新零售、福利物资等渠
道都做好了相应的规划与准备。

临近春节，劲仔食品线下渠道
也进一步发力核心终端门店。劲
仔食品董秘丰文姬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春节期间，公司线下活

动场次预计较去年同比增加50%以
上，将推出超5000场迷你秀、试吃
推广等小型活动，进一步加强与消
费者沟通，拉动核心终端门店销
售。”

线上推广各有奇招

除了线下渠道的短兵相接，这
些消费类上市公司在线上渠道的
推广活动也是各有奇招。

盐津铺子数字化营销事业部
总经理张磊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以鱼豆腐、魔芋、素毛肚为主
的辣卤礼盒将是公司的年货主打
产品，核心渠道是在抖音平台通过
短视频和直播做好年货预热，让消
费者提前知道我们的产品。”

“加加食品在自有公众号、视
频号、抖音号上都有菜品介绍的内
容推介，在对菜品推介的同时将公
司产品巧妙地融入其中。”莫文科
表示，这种线上推广方式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公司抖音直播的粉丝量
和销量都有一定增长。

劲仔食品在线上渠道的年货

备战亦有一套独具特色的打法。
丰文姬表示：“公司积极参与天猫、
京东、抖音等平台年货节活动，提
前锁定资源位，并加强直播投入，
加大与中腰部主播合作和自营直
播团队建设，从直播间装扮到沟通
话语都将充满‘年味’。”此外，为满
足不同省份消费者口味，劲仔食品
适配渠道还将组合不同口味产品
SKU进行销售，为消费者带来更好
的消费体验。

新兴年货预制菜升温

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年货火
爆销售的同时，新兴年货——预制
菜也正在快速升温。

华天酒店董秘罗伟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目前公司旗下酒店
推出的主题年夜饭预订火热，年夜
饭预制菜也受到消费者追捧。”

据了解，华天酒店的年夜饭
预制菜需要提前三天确定取货时
间，“提前三天是为了让顾客享受
到新鲜的食材和及时的服务。”罗
伟表示。

劲仔食品的拳头产品小鱼和
豆干起源于湖南名菜“火焙鱼”和

“平江酱干”，是从餐桌走下来的
休闲美食。春节期间劲仔食品推
出多款“年年有鱼”新春礼盒，将
主打的休闲鱼制品、豆制品、肉制
品等精选产品纳入其中，独特的
风味和吉祥的鱼文化备受消费者
喜爱。

作为优质家禽养殖加工的湘
佳股份在预制菜的推出上更加具
备得天独厚的原料优势。湘佳股
份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公
司已经有预制菜和熟食板块业
务，并有适量的冷冻鸡肉库存，可
以作为鲜冻品、预制菜熟食产品
原料。

对于预制菜这类新兴年货，朱
丹蓬认为其发展前景较为乐观：

“预制菜的推出契合年轻消费者对
于生活快节奏的要求，随着疫情的
反复，宅家文化的浓厚对预制菜的
升温也有一定助推作用，上市公司
基于原有业务优势切入预制菜新
兴赛道，对于打造新的业绩增长极
有着积极意义。”

湖南消费类上市公司瞄准年货经济争夺新年头彩

本报记者 殷高峰

“锂电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给我
们的生产经营带来了很大压力。”
保力新副总经理、董秘李军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保力新是一家专注于磷酸铁

锂电池技术的创新研发和生产的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
应用于轻型电动车、混合动力的
各类车型以及新能源船舶、储能
领域。

不仅仅是保力新，在锂电原材
料价格不断上涨的背景下，宁德时
代、蔚来的创始人都曾透露，新能源
汽车行业正面临“电池荒”的问题。

上海钢联最新发布的数据显
示，1月12日，部分锂电材料报价再
度上涨，钴粉涨5000元/吨；碳酸锂

涨7000元/吨，氢氧化锂上涨5000
元/吨至6500元/吨；正极材料方面，
三元前驱体涨1000元/吨至2500元/
吨；电解液方面，六氟磷酸锂涨
25000元/吨。

事实上，去年以来，锂电材料一
直在持续上涨，9类锂电材料中，从去
年初至今基本上价格都翻了几番，其
中涨价幅度最大的是六氟磷酸锂。

锂电材料的涨价也使相关企
业业绩大增。2021年前三季度，
延安必康实现归母净利润6.09亿
元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4672.62%。
对于去年前三季度的业绩大增，
延安必康称，主要原因系子公司
九九久科技新能源产品受市场需
求的影响，产能释放，同时市场价
格上涨等原因，致使利润比去年
同期上升，对公司业绩增长起到

积极促进作用。
资料显示，六氟磷酸锂就是九

九久科技的主营产品，目前实际产
能已超过6400吨/年，产能规模位居
行业前列。

1月11日晚间，被券商冠以“磷
酸铁锂材料龙头”的德方纳米披露
2021年业绩预告，预计2021年归母
净利润7.6亿元至8.3亿元。而2020
年 公 司 归 母 净 利 润 则 是 亏 损
2840.16万元。

同日，华友钴业也发布业绩预
告，预计2021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同
比大增217.64%-260.56%。

从其他已公布的一些相关企业
的业绩预告看，天华超净、藏格矿业
等均受益于锂电材料的价格上涨，
在2021年都取得了业绩大幅增长。

“锂电材料上涨的最主要原因

一是需求，在新能源代替化石能源
的大背景下，电池用锂量持续攀
升，需求带升价格就成为必然；二
是锂矿储量不高，产量不能急剧提
升。”清电智慧能源研究院电池研
究所所长程干江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九九久科技负责人告诉《证券
日报》记者，由于六氟磷酸锂项目
投资强度大，扩产周期长，新进入
的竞争者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以
及长回报周期承受能力。因此，短
期内六氟磷酸锂因新进入者而增
加的供给将非常有限，结合新能源
汽车等应用领域的需求拉动和目
前六氟磷酸锂市场供需偏紧的现
状，六氟磷酸锂价格在未来一段时
间仍将维持在高位。

“从目前情况看，这种上游材

料涨价的压力还将持续存在，而公
司下游的企业，主要面对消费端，
提价压力较大。”李军表示，公司目
前在积极通过技术方面的提升，降
低能耗、提高良品率等措施降低生
产制造成本，提升毛利率，缓解上
游涨价压力，“同时，也在就电池价
格问题积极和下游客户沟通”。

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为了
平抑成本，很多电池企业不得不一
边通过签长单、合资建厂、入股等
构建供应链，一边借助电池涨价向
下游传导一部分压力。

“价格越高必将带来替代品技
术的研发加速，以保证电动车电池
等一定利润，否则发展不可持续。”
程干江表示，由于需求继续增加，在
新电池新替代材料技术未能量产之
前，锂电材料价格还将继续上涨。

锂电材料价格持续上涨 电池企业压力山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