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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丽新

8月份偿债高峰已至，叠加利息
偿还、按期施工保交楼等压力，近日，
多家房企或地方城投公司密集发布
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计划。

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8月1日至8月21日，房地产企业已发
行或拟发行上市的中期票据超过13
笔，合计规模超过124亿元。

“从发行主体来看，仍以国企、央
企及地方城投公司为主，但示范民营
房企近期也透露出发债计划，甚至出
现个别规模较小房企的身影；从发行
规模来看，多在5亿元至30亿元之间，
规模适中，可操作性强。”多位业内人
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发行用
途来看，主要有两种，一是拟用于偿
还到期债务及利息等；二是主要用于
项目建设。

多家房企筹备发行中期票据

自上年年末开始，监管数次提及
鼓励企业通过债券发行满足合理融
资需求，此后无论是并购债还是信用
保护工具，均得到积极响应并实施落
地。其中，中期票据具有发行量大、
期限长的特点，是房企在银行间债券
市场发行的重要债务融资工具。

据中指研究院统计，今年前7个
月，房企共发行中期票据1177.3亿
元，占全部发行额的38.8%；平均发行
期限为3.9年，高于总发行期限均值
0.3年。8月份以来，亦有多家房企完
成中期票据发行工作，同时，还有多
家房企在与相关机构沟通中，正在筹
备发行中期票据融资。

8月18日，中国铁建发布8亿元中
期票据募集说明书；同日，武汉城建集
团拟发行10亿元中期票据。8月17日，
滨江集团拟发行9.4亿元中期票据；同
日，北辰实业发布一笔发行规模上限
为14.3亿元的中期票据申购说明。8
月16日，市场层面有消息称，龙湖集团
将在8月份发行不超过15亿元中期票
据。针对此事，龙湖集团方面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一切以公告为准。

值得关注的是，8月16日，有消息
称，有监管部门指示中债信用增进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债信用
增进公司”）对房企发行的中期票据开
展“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
保”，涉及旭辉控股、碧桂园、龙湖集
团、新城控股等6家示范民营房企。

8月17日，《证券日报》记者向这6家
房企一一核实，从反馈的信息来看，消

息属实，相关企业都在关注并试图做一
些筹备工作，包括上述龙湖集团计划在
8月份发行中期票据一事，亦是由中债
信用增进公司提供担保下发行。

实际上，今年5月份，监管层将碧
桂园、龙湖集团等多家房企作为示范
性发债试点房企，由相关公司为其发
债提供信用保护工具，此后在相关部
门指导下，多家民营房企成功完成债
券发行工作。彼时，新城控股正是在
中债信用增进公司助力下，成功发行
一笔10亿元中期票据。

对此，8月18日午间，碧桂园集团
总裁莫斌在投资者会议上表示，在中
债信用增进公司全担保情况下，公司
正推进中期票据发行，发行概率较大。

“在中债信用增进公司全担保
下，发行中期票据的规模预计多为10
亿元至30亿元之间。”东高科技高级
投资顾问揭冲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从房企角度来讲，当下发行中期
票据的主要难度在于信用评级和风
险溢价，此次中债信用增进公司为房
企提供高等级担保，可谓对其增信支
持再升级，预计相关房企发行中期债
券相较以前更容易。

融资能力将进一步分化

“有中债信用增进公司担保，会

加快房企融资步伐，但如果未来发债
房企出现流动性风险，无法兑付债券
的本金和利息，在‘全额无条件不可
撤销连带责任担保’条件下，中债信
用增进公司就必须无条件替房企偿
债，因此各方都较为谨慎。”某房企相
关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鉴于
此，加之当前市场存不确定性，投资
端非常谨慎。好在有相关政策支持，
部分优质房企正有序推进相关发债
工作。

“从机构投资人角度来看，当前
行业仍处于低谷期，6月份和7月份的
偿债高峰导致触发债务违约的房企
增多，因此市场对行业风险仍持审慎
态度。”中指研究院企业事业部研究
负责人刘水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从房企角度来看，今年前7个月销售
回款带来的流动性明显下降，财务安
全性成为首要任务之一，此时增加有
息债务需要谨慎考量。

不过，在刘水看来，由国有机构
提供高等级担保为债权人的权益提
供了充足保障，将会极大降低投资风
险。担保机构在发行债券之前已对
企业进行了全面评估，这将有利于财
务稳健的房企被挖掘和识别，尤其是
一些优质民企以及此前难以被识别
的中小型优质民企，将重获融资机
会。因此，在此增信措施下，民营房

企的中期票据发行道路会平坦一些。
据中指研究院统计，今年前7个

月，国企、央企依然是发行中期票据
融资的主力，发行额占比为87.8%，高
于上年同期17个百分点。5月份以
来，多家民营房企被选定为示范房
企，随后成功发行多笔信用债。从当
下政策支持方向而言，预计还将有房
企跟进。

谈及接下来的发债计划，8月18
日下午，在2022年中期业绩说明会
上，越秀地产董事长兼执行董事林昭
远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目前
看，越秀地产方面按照到期债务的时
间表来铺排发债计划，是正常推进
的，还有一些剩余额度。

“对于本身财务状况稳健、资质
较好的房企而言，当下发行中期债
券的融资渠道被进一步拓宽，但对
杠杆率依然较高或偿债压力很大的
房企而言，融资难度依然很大，公司
可能依旧需要通过资产出让及债务
重组等方式进行自救。”诸葛找房数
据研究中心分析师关荣雪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随着政策对房企合
理融资需求的支持，预计接下来整
体融资环境将好于上半年，不过这
并不意味着民营房企融资的全面回
暖，整体而言，房企的融资能力将进
一步分化。

8月份已发拟发中期票据超124亿元
房企融资环境有望改善

本报记者 贾 丽

8月19日晚间，国美零售发布公告
称，公司将于8月22日正式复牌。同
时，国美零售宣布拟重组公司业务板
块，剥离亏损业务，注入大股东两处物
业及安迅物流部分股权，以优化资产
结构，提升融资能力。

同日，黄光裕公开发声，将国美零
售此次战略调整形容为“战略性蛰
伏”，称“国美零售将聚焦主业，甩掉包
袱，轻装上阵”。

“国美零售此次重组，主要目标是
提升运营效率、优化资产结构，增强上
市公司盈利能力，以应对当下市场严
峻的冲击和挑战，并为未来几年国美
零售恢复性发展进行提前布局。”8月
20日，国美零售内部人士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据悉，这是国
美系掌门人黄光裕回归以来，国美零
售迎来的最大规模重组。

剥离亏损业务
注入物业物流资产

有着36年历史的国美，以家用电
器零售起家，家用电器领域也一直是
其传统强项。国美零售方面表示，此
次业务板块调整，公司将专注核心主
业，以垂类模式聚焦家用电器及消费
电子产品零售。

对于重组业务架构的路径，黄光
裕表示，将上市公司国美零售的业务
在当下先聚焦到电器、消费电子产品
零售，形成以展、销、家庭电子类产品
一体化解决方案、泛家电延伸产品及
增值服务（送装、售后、延保、付费会员
经营等）等五类主要盈利模式。

同时，国美零售将把以上非关联
或亏损业务从上市公司中予以剥离、
出售或停止发展；通过关撤低效门店、
拓展加盟门店等，优化全国门店网络
布局。

另外，为增加持有的有形资产金
额，国美零售考虑在不摊薄中小股东
权益和不增加公司现金流压力的前提
下，以大幅度优惠的价格向控股股东
收购国美商都和湘江玖号这两处物业
产权，从而优化公司资产充足率。

黄光裕认为，这是一份提升企业
资产质量的解决方案。“对国美零售而
言，这意味着短期不能盈利和实现正
向现金流的业务将从上市公司剥离，
同时，进一步注入与主营业务强相关
的优质资产。”

除了业务重组，国美零售也在推

动企业架构变革和管理升级，在促使
管理团队实现较高盈利的同时，优化
并减员，在门店形成自营+加盟的模
式，以恢复原有市场优势地位，实现零
库存。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
究员、新零售商业分析师云阳子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
下，受疫情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零售业
正经历寒冬，国美零售面临压力进行
调整也是市场的一个缩影，注入物流
资产能在补全闭环的同时，一定程度
上提升其市值。”

“物流和国美家电零售主业强相
关，能形成更好的产业协同，增强上市
公司资产价值，同时其付出的资金代
价并不高，可获得较好的注入成本收
益比。剥离不关联和短期不盈利甚至
亏损业务，在一定程度上可让‘大船’
轻装简行进行转身。”钉科技创始人丁
少将对记者表示。

力争2025年
明显超越历史最好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2月18日，黄
光裕曾向管理层团队提出发展目标：

“力争用未来18个月时间，使国美恢复
原有市场地位。”

谈及这一目标，黄光裕认为，“我
们对执行的困难预料不足，加之疫情
扰动，导致现实与这一目标有一定差
距。”

他表示，国美在很多关键节点也
逐步形成成果，例如新模式店、共享共
建供应链平台、娱乐化营销等。但相
比于未能实现的18个月既定目标，这
些都显得逊色。国美在推进全零售生
态落地过程中，因为疫情影响，启动时
间比原计划推迟了一年左右。“我们计
划再用‘1+1+1’三年分三步更完整地
推进落地这一模式。”

同时，黄光裕表示，作为大股东将
促使管理团队实现未来较好业绩的
承诺对赌，实现“1+1+1”的三年战略
发展目标：在2023年实现较高盈利并
达到以往较高水平，2024年达到历史
最好水平，2025年明显超越历史最好
水平。

“从上述三年目标来看，主要是在
困难时期提振信心，并显示出对国美
零售发展依旧充满信心。主要的零售
企业经过几年的内外震荡，当下都处
于低谷期，其能否渡过难关，需观察其
战略调整后的反应及落地能力。”云阳
子如是说。

国美零售宣布拟重组公司业务板块
目标三年超越历史最好水平

本报记者 殷高峰

对于公司实控人及控股股东的一
致行动人李春安被证监会立案一事，
隆基绿能8月21日晚间发布公告做出
回应。

公告称，李春安非公司实际控制
人、控股股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
股股东李振国和李喜燕的一致行动
人。截至2022年6月30日，李春安持有
公司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11%，持
股比例未超过5%。本次立案事项对
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不产生重大影
响。同时，目前李春安在公司不担任
包括董事在内的任何职务，且不参与
公司日常的经营和管理。本次立案事
项对公司经营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此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连城数控

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李春
安因涉嫌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证监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
决定对其立案。随后，有媒体报道，此
次被立案人李春安还持有隆基绿能股
份。

“由于历史原因，李春安为公司实
控人及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但他
很久以前已经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
务，也没有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
而且所占股份很少。他本次被立案的
事项和公司没有任何关联。”隆基绿能
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根据公告，隆基绿能经向李春安
确认，其本次被立案事项涉嫌内幕交
易标的并非公司股票，且不涉及公司
的相关事项。

隆基绿能：李春安被立案与公司无关
对公司经营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本报记者 肖艳青

8月21日晚间，洛阳钼业发布2022
年半年度报告，主要业绩指标创历史
同期新高。

上 半 年 ，公 司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917.67亿元，同比增长8.2%；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1.48亿元，
同比增长72.21%，其中第二季度单季
盈利23.6亿元；实现每股收益0.193元，
同比增长72.32%。

洛阳钼业主要从事基本金属、稀
有金属的采、选、冶等矿山采掘及加工
业务和矿产贸易业务。目前公司主要

业务分布于亚洲、非洲、南美洲、大洋
洲和欧洲，是全球领先的钨、钴、铌、钼
生产商和重要的铜生产商，亦是巴西
领先的磷肥生产商，同时公司基本金
属贸易业务位居全球前三。

对于业绩变动的原因，洛阳钼业表
示，“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和主
要产品产量的大幅增长，洛阳钼业盈利
水平保持了高速增长。上半年通过加
强生产工艺管理，中国区钼和巴西磷回
收率均超指标，加上刚果（金）TFM10k
扩产项目、澳洲E26L1N扩产项目释放
产能，公司主要产品中铜产量（TFM+
NPM80%）较去年同期增长24.4%，钴产

量增长49.3%，铌产量增长17.2%。同
时，‘矿山+贸易’协同持续发力，公司旗
下金属贸易平台埃珂森IXM实现除钼、
钨、磷以外的全部产品的包销，保持良
好经营业绩，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约
0.98亿美元，同比增幅超50%。此外，
公司参股的印尼华越镍钴项目2022年4
月份达产，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值得注意的是，洛阳钼业的MS⁃
CI ESG评级继续保持A级，居全球行
业第一梯队，领跑国内矿业界。

2022年是洛阳钼业的建设年，目前
公司位于刚果（金）的TFM混合矿和KFM
两大项目正在加紧建设，累计投资超过

43亿美元。洛阳钼业总裁孙瑞文表示，
“目前两个项目均按计划顺利推进，公
司有信心如期实现2023年投产。届时，
TFM将新增铜年产量20万吨、钴年产量
1.7万吨，KFM将形成铜年产量9万吨、钴
年产量3万吨。洛阳钼业铜钴产量将翻
一番以上，盈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尽管近期铜、钴等金属价格较高
点有所回落，但洛阳钼业高度看好新
能源金属前景。孙瑞文表示，“应对气
候变化已成为各国共同的行动，全球
迈向双碳目标将对新能源金属带来持
续的需求，包括铜、钴、锂、镍等长期需
求向好，为我们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洛阳钼业上半年营收净利双增长
业绩指标创历史同期新高

（上接A1版）
再者，引导投资者为实体经济提

供长线资金。
截至2022年6月底，持有理财产品

期限在1年以上的投资者数量占比仅为
13.27%，占比较低。这一投资者结构既
不利于银行理财产品提升投资收益，也
不利于理财资金为实体经济提供长线
资金。因此，监管部门和银行机构应持
续加强投资者教育工作，引导投资者正
确看待净值波动，更为重要的是，银行
机构应锤炼投研能力，用高投资收益率
来证明自己的长线投资能力。

最后，研发支持实体经济重点领
域的特色产品。

2022年上半年，银行机构共落地
62项投向绿色发展、乡村振兴、共同富
裕、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等实体经济重
点领域的直融工具项目。未来，在符
合投资者权益和风险偏好的前提下，
银行机构可根据小微企业、疫情防控、
科研攻关、脱贫攻坚、国家重大战略等
方面的合理融资需求，推出更具特色、
更有针对性的产品。

总之，推动银行理财产品服务实
体经济是个系统工程，这一方面要求
银行机构强基固本，持续提升投资能
力和产品研发能力；另一方面也要求
银行机构深度融入我国发展大局，与
实体经济良性互动。

持续提升银行理财产品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本报记者 李昱丞 见习记者 张军兵

8月20日，胜宏科技发布2022年半
年度报告，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9.94
亿元，同比增长18.02%；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4亿元，同比
增长16.01%。

“2022年上半年汽车电子产品收入
快速提升，其营收占比从去年的6.5%
提升至今年上半年的12%左右，全年营
收占比仍有望进一步提升。”胜宏科技
相关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优质
客户与高端产品布局战略成效显著，
海内外优质客户收入贡献持续提升，
产品结构不断升级；公司配合国际知
名新能源汽车客户布局自动驾驶领

域，导入车载HDI等核心产品，汽车电
子产品占比显著提升；同时，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服务器、新型智能终端及
智能家居类产品迎来成倍增长，公司
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作为PCB（印制电路板）龙头之
一，胜宏科技主要产品有高端多层板、
HDI板等，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电
子、5G新基建、大数据中心、消费电子、
人工智能等领域。据上述人士介绍，
新能源领域中的光伏逆变器、汽车电
子两大业务成了公司近期业绩增长的
主要亮点，营收占比共计在20%左
右。此外，服务器业务通过近年来的
客户持续导入，业绩也快速增长，营收
占比达到10%左右。

“在汽车电子方面，公司作为特斯

拉PCB产品的重要供应商，不断与其
持续深化合作；同时，公司不断拓宽其
他汽车客户的业务合作，非特斯拉客
户的汽车电子收入占比不断提升。受
益于汽车电动化和智能化浪潮，公司
现已将汽车电子作为重要战略方向之
一，未来两年，公司汽车电子收入仍将
保持较高增速。”上述公司人士如是
说。

据Prismark预测，未来五年全球
PCB市场将保持温和增长，2027年，全
球印制电路板市场规模将超过1000亿
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5%。下游
应用领域方面，通讯电子行业需求相
对稳定，物联网、汽车电子、工业4.0、
云端服务器、存储设备等将成为驱动
PCB需求增长的新方向。

记者发现，2022年以来，“汽车
PCB”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之一。

国金电子研究认为，汽车电动化
和智能化使得汽车PCB市场迎来扩容
机会，同时产业价值从传统部件向三
电系统、域控软硬件转移，供应关系的
重塑将给国内PCB厂商带来弯道超车
机会。

一位业内分析师向记者表示，
PCB行业下游领域主要包括通讯电
子、计算机、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军事
航空、工业电子等领域，其占比分别为
33%、29%、15%、11%、4%、4%左右。
如今，随着5G建设与计算机行业增长
逐渐放缓，以及近期消费电子终端的
需求疲软，汽车电子已成为行业发展
的重要增长点。

“汽车PCB”受关注 胜宏科技上半年营收同比增18.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