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新闻0303 2025年1月3日 星期五
本版主编：陈 炜 责 编：吕 东 制 作：董春云

本报记者 桂小笋

Wind数据统计显示，自2024年
12月1日至2025年1月2日，月余时间
内上市公司有202个募投项目发生
变更，包括项目延期、项目终止等。

从变更的细节来看，有些公司
因募投项目建设进度不理想，将项
目进行了延期。也有一些公司的
募投项目在资金到位之后迟迟未
有进展，最终项目被彻底变更。还
有一些募投项目此前已经被变更
过，而变更后的项目进展仍未如预
期，最终被终止。

对此，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的行业人士表示，募投项目生变
的背后，要关注资金的真正流向，
既要审视项目变更的合理性，同时
也要警惕上市公司在募资时的“凑
项目”行为。

举例来看，2025年1月2日，深
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怡亚通”）发布公告称，
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
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开信息显示，2021年7月9
日，公司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
但从建设进展来看，有一些项目在
资金到位后实质性进展非常缓

慢。例如，怡亚通临港供应链基地
项目是在上海临港洋山保税港区
的自有土地新建仓储物流基地，旨
在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此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资金额约2.5亿元，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资总额约1.76
亿元，但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仅46.53万元，公司基于行业发展
趋势及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战略
慎重论证评估，拟终止该项目，并
将全部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斌律
师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上市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是资本市场中一
种常见的现象，但是，投资者要关注
变更前后程序的合法性、商业的合
理性和变更后项目的可行性。

从上述202个募投项目变更后
的资金去向来看，“补充流动资金”
被提及较多。Wind数据统计显
示，有69个募投项目变更后资金去
向为补充流动资金。

“部分公司募投资金到位却长
期闲置，最后变更项目，这一现象
弊病颇多。”王智斌分析，募投资金
长期闲置，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和干
扰了资本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
置。对于上市公司的此类行为，建

议监管机构加大问询和惩处力度，
督促整改，给资本市场的健康生态
筑牢防线，让资金流向真正有价
值、有效率的项目中去。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
员会委员盘和林告诉《证券日报》
记者，变更募投项目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例如，新项目的实施风险、
市场环境变化等。公司需要在变
更前进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确保
新项目能够顺利实施。

梳理细节可知，有一些被终止
的项目，此前已经发生过变更。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ST工智”）的
募集资金在2020年7月27日汇入公
司专项账户。但是，公司在2021年
同意终止全资子公司天津哈工福
臻机器人有限公司目前实施的“工
业机器人智能装备制造及人工智
能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以及公
司实施的“偿还银行借款”，并将结
余募集资金变更使用用途，同意将
结余募集资金用于由公司实施“现
金收购吉林市江机民科实业有限
公司70%股权项目”以及由公司全
资子公司海宁哈工我耀机器人有
限公司实施“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然而，“现金收购吉林市江机

民科实业有限公司70%股权项目”
进展并不顺利，并最终引发诉讼。
在2025年1月2日的公告中，*ST工
智认为项目无法推进，因此公司决
定终止该募投项目。该项目的募
集资金专户目前处于冻结状态。
公司已经向江机民科股东支付
28999.99万元，公司正在与刘延
中、吉林市江机民科实业有限公司
就募集资金退回方式和回款时间

进行协商中。
“上市公司募投项目发生变化

的情况很复杂，对于这种变化，投
资者要理性看待，如果企业因项目
所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而将之变
更，属于是避险行为。但是，如果
项目进展不顺利的主要原因是募
资之初就在‘凑项目’，则是在浪费
投资者的信任，公司要对这些行为
有合理解释。”盘和林说。

月余时间超200个募投项目生变 背后原因几何

桂小笋

募投项目是上市公司向投资
者描绘未来蓝图、募集资金的关键
依托，其立项的有效性、建设的稳
定性、对未来业绩贡献的可靠性
不仅关乎企业自身的成长轨迹，
更与广大投资者的切身利益紧密
相连。募投项目的频繁变更或未
达预期，都会有损投资者对公司的
期待。

要切实增强募投项目的稳定

性，让募投项目对上市公司业绩的
贡献力度可预期，需从多维度精准
发力。

首先，在项目建设前期，立项
及调研要更精细。在一些上市公
司的公告中，募投项目在资金到位
后较短时间内就发生变化，这暴露
了项目在立项、调研的过程中比较
粗糙，对项目的可行性及中长期的
发展潜力判断有误。

扎实的前期调研是筑牢预期
的根基。企业开启募投项目前，要

对所处的行业生态展开全景式扫
描。宏观层面，需洞察政策风向；
微观层面，需深度剖析竞争对手动
态、潜在进入者威胁以及消费者偏
好演变，摸透市场容量与增长速
率，勾勒出需求曲线。唯有基于扎
实调研得出的数据与结论，才能为
项目规划勾勒出靠谱的初稿，避免
雾里看花、盲目立项。

其次，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要有
量化的进展。建议企业将募投项
目拆解成阶段性节点，精确标注每

个节点的预期成果与时间进度，资
金分配规划同样要丝丝入扣，依据
项目各板块的轻重缓急合理切分
投入，并及时公示进展，以安投资
者的心。

最后，强化项目后续评估与反
馈，这些举措可以校正项目对业
绩的贡献准确度。项目落地运营
后，持续复盘、收集市场反馈，让
投资者对于这些项目贡献业绩的
状况有直观感受，同时，一旦察觉
项目偏离预期效益，可以迅速溯

源问题，让募投项目在动态调整
中始终贴合市场的脉搏与企业发
展的节奏。

总之，募投项目被誉为上市公
司未来业绩的蓄水池，但这个蓄水
池若想起到实际效果，要靠各环节
的精心打磨，才可以让募投项目从
模糊愿景变为清晰可触的路线图，
才能在充满变数的商业世界里，赋
予企业和投资者携手奔赴未来的
笃定与从容，共同谱写可持续发展
的新篇章。

多方面入手增强募投项目稳定性

本报记者 李 勇

1月 2日晚间，大连重工披露 2024年度业绩预
告。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4 年度营
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
将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这意味着，无论是收入
规模还是盈利水平，大连重工都将连续四年实现
正增长。

业绩预告显示，大连重工预计 2024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约143亿元，同比增长约19.17%；预计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9亿元至5.36亿元，同
比增长 34.95%至 47.62%；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2亿元至 3.66亿
元，同比大增57.49%至80.13%。

“大连重工是国家重机行业的大型重点骨干
企业和新能源设备制造重点企业，可以为能源、矿
山、港口、冶金、造船、航空航天等国民经济基础产
业提供成套技术装备、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历经
不断发展，在多个领域都拥有较强的实力。”有不
愿具名的市场人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大连重工目前已形成冶金机械、起重机
械、港口机械、散料装卸机械等四大类传统主导产
品，以及兆瓦级风力发电核心部件、大型船用曲
轴、核电站用起重设备、隧道掘进设备、大型高端
铸锻件等五大成长型产品。公司业绩的持续增
长，也是公司产品结构不断升级、发展质效持续提
升的结果。

对于业绩变动，大连重工在公告中表示，主要是
物料搬运设备与冶金设备产品收入同比增长明显，
带动公司整体毛利上升。

“重型机械行业主要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提
供各类重大技术装备，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水
平与经济科技综合实力的标志。”深圳市优品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李鹏岩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重型装备一直是国家重点支持的领域，在政策支
持下，行业发展质量持续提升，未来成长空间也依然
广阔。

同日，大连重工还披露了一份回购进展公告，在
公司 2024年初启动的此轮回购中，截至 2024年底，
大连重工已累计回购股份1931.36万股，成交总金额
8461.09万元。据大连重工前期所披露的相关公告，
此轮回购计划中所回购的部分股份，将用于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

前述不愿具名的市场人士表示，用“真金白
银”进行大额回购，不仅提振了投资者信心，维护
了投资者利益，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计划，也
有利于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
住优秀人才，调动核心经营团队与业务骨干的
积极性。

大连重工预计2024年
净利润同比增超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