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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5公司上半年业绩预增超50%

截至昨日，11家汽车上市公司已有6家公布上半年业绩情况

证券时报记者 郑昱

伴随行业景气的回暖， 半数涉及

乘用车业务的上市公司预计上半年业

绩高增长。

6

月份以来，尽管销售淡季

已至， 但乘用车仍然保持产销两旺的

市场格局。

据

Wind

统计显示， 截至

7

月

29

日收市， 涉足乘用车整车生产的

11

家

A

股公司中，有

6

家已经公布上半年业

绩预告或快报，包括比亚迪在内的

5

家

公司预计业绩同比增长在

50%

以上，仅

一汽夏利受一汽丰田拖累同比预跌。

行业迎来景气提升

乘用车整车厂商中， 业绩预增幅

度最高的当属比亚迪， 预计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4

亿元至

5

亿 元 ， 同比增长

2358.51%

至

2973.14%

。比亚迪方面表

示，预计汽车销量同比有所增加，带动

整体盈利有所提升。

今年上半年， 一汽轿车预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5

亿

元

~7.5

亿元，实现扭亏为盈。 瑞银证

券分析师邹天龙预计，

A

股乘用车整

车制造公司二季度总体利润将同比增

长

21%

，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市公

司业绩的快速增长主要源于行业销量

的回暖。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期发布数据

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产销量首

次双双突破

1000

万辆大关。上半年自

主品牌乘用车销售

356.67

万辆，同比

增长

13.19%

， 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41.16%

。 其中，自主品牌轿车销量达

161.53

万辆，同比增长

13.5%

，占轿车

销售总量的

27.7%

。

业内人士分析，

2008

年后系列产

业政策使得我国汽车产业出现井喷式

发展， 但市场从

2011

年开始明显减

速，

2012

年更是陷入普遍低迷， 今年

上半年行业格局出现向好迹象， 产销

破千万折射汽车整体经济效益好转，

为自主品牌带来巨大机遇。

自主品牌成绩喜人

历经过去几年的痛苦转型， 自主

品牌车企整体竞争力得以提高， 带动

上市公司的业绩明显提升。

海马汽车、 长安汽车预计中期业

绩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80% ~130%

、

121.04%~138.58%

。 长安汽车表示，长

安品牌轿车销售

19.16

万辆， 同比增

长

81%

；合资企业长安福特汽车销售

28.85

万辆，同比增长

63%

。

江淮汽车上半年受到“

3

·

15

”负面

影响， 但仍预计将实现归属母公司净

利润约

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0%

左右。公司内部人士向记者表示，上半

年瑞风多功能乘用车（

MPV

）和卡车是

盈利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且随着产能

进一步释放和订单的陆续交付， 运动

型多用途乘用车（

SUV

）销量还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

公开数据显示， 长城汽车是上半

年乘用车自主品牌中唯一销量突破

30

万辆的企业， 上半年销量增幅为

43.5%

，增长主力来自

SUV

车型。长城

汽车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3

年

上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同比将增加

73.7%

。

新品刺激销量增长

上述乘用车厂商业绩预增， 一方

面是得益于国内汽车市场需求回暖，

公司产品销量和营业收入稳中有升，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公司推出更丰富的

新车型，刺激销售增长。

今年上半年一汽轿车、 长城汽

车、 海马汽车等公司半年度业绩增

幅较高， 主要得益于新车上市及放

量。 其中，一汽轿车持续调整产品结

构 ， 并推出新品红旗

H7

和奔腾

X80

。 海马汽车表示，公司新产品的

推出及产品结构的调整， 刺激了汽

车销量，公司

2013

年上半年产销量

同比大幅上升， 当期经营业绩同比

大幅上升。

乘用车行业传统的消费淡季到

来， 引发市场关于夏季需求季节性放

缓的担忧。对此，长江证券分析师刘元

瑞表示：“乘用车整体市场需求依然处

于较为良好状态，在季节性影响之下，

优惠继续小幅扩大， 预计库存环比也

小幅上升， 不过

6

月乘用车需求增速

基本符合预期， 预判

7

月销量仍将维

持当前较好的增速水平。 ”

刘元瑞还强调， 虽然宏观经济环

境不佳，市场资金处于收紧状态，但乘

用车市场年轻化需求释放、 县域市场

需求崛起以及换购需求的高增长等驱

动因素并没有改变。

多伦股份幕后玩家指向大河系

多伦股份的李勇鸿与大河之洲集团的李秉峰或为同一人

证券时报记者 李小平

作为多伦股份（

600696

）的前实际

控制人， 港商李勇鸿在失踪一年后突

然复出， 自然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日

前，证券时报记者调查时发现，多伦股

份与资本玩家“大河系”存在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

李勇鸿身世之谜

昨日， 一位自称知情人士的企业

负责人对记者称：“多伦股份的李勇鸿

与大河之洲集团的李秉峰存在关系，

李勇鸿涉嫌存在双重身份。 而这可能

是上交所、 多伦股份找不到李勇鸿的

真正原因。 ”

记者原本以为只是玩笑， 但其随

后提供线索显示， 二者之间关系颇为

蹊跷。

上述知情人士是一家纺织企业负

责人， 因为之前与大河之洲有项目合

作， 所以这家公司保留了李秉峰的一

些个人信息。

当年签署项目合作文件时， 李秉

峰向上述知情人提供了他的个人资

料， 资料显示其为广东茂名人，

1969

年出生， 海南国华实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 海南首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 海南日出集团总裁、

2002

年

5

月至

2007

年

5

月期间担任北京大河

之洲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2007

年至今

任北京大河之洲集团公司董事长。

工商资料显示，国华实业公司和

首力房地产公司， 上世纪

90

年代初

注册于海南海口，目前已经吊销。 另

外， 在对首力房地产公司查询中，记

者没有找到李秉峰的踪迹，倒是一位

名为李勇鸿的人在该公司担任重要

职务。

《海南省

1993

年年鉴》显示，首力

房地产公司是香港利事集团独家投

资，总经理为李勇鸿。

2000

年光大银

行与首力房地产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显示， 海南首力房地产公司副董事长

兼总经理为李勇鸿。

多伦股份披露，李勇鸿

1994

年移

民香港，祖籍广东茂名，

1969

年出生；

李秉峰也是广东茂名人，同样

1969

年

出生。 而且，在首力房地产公司，李勇

鸿和李秉峰又联系在一起。

“李秉峰和李勇鸿是同样的籍

贯、同样的年龄，在首力房地产公司，

却找不到李秉峰的踪迹，你说二者之

间是什么关系？ ”上述知情人士反问

记者。

不过，记者对比发现，李勇鸿与李

秉峰的身份证号并不一致。对此，上述

知情人士称：“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移

民香港时， 李秉峰保留了内地的身份

所致。 ”

看似平行的交叉线

大河之洲前身为海南日出实业有

限公司，创建于

1993

年，

2005

年迁至

北京，周铭磊曾历任海南日出董事、副

总经理。廉弘长期担任大河之洲法人，

2007

年将其在大河之洲

56.67%

股份

转让给李秉峰， 法人代表由廉弘变更

成了李秉峰。

周铭磊、李秉峰、廉弘都是资本市

场的玩家， 他们团队操作过的上市公

司包括

*ST

国药、亚太实业、正和股

份、西藏发展、四环生物、四海股份等。

而多伦股份与正和股份原属同一控制

人———港商陈隆基。

2011

年

12

月， 李勇鸿从陈隆基

手中接过多伦股份， 陈隆基也是资本

大佬，当时还掌控正和股份。 同期，陈

隆基与李秉峰还“分头”进行了另外一

笔买卖。

2011

年

11

月

16

日，正和股份计

划以

8300

万元增资收购敖汉旗克力

代矿业有限公司

34.02%

的股份；随后

的

11

月

24

日， 正和股份又公告，北

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的克力代矿业

32.78%

股权和敖汉旗

鑫浩矿业

100%

股权， 也将被置入上

市公司。

但是， 以上交易涉嫌一明一暗的

“阴阳合同”。

今年

2

月

4

日， 证券时报曾对正

和股份上述交易进行了翔实报道。 证

券时报记者对正和股份上述注资调查

显示，项目初期，天研时代法人代表张

琦领来了大河之洲的董事长李秉峰，

克力代矿业股权交易同时也在克力代

原始股东与李秉峰之间进行， 克力代

公司

100%

股权的估值是

3.5

亿元，李

秉峰还价至

3.14

亿元。

李勇鸿与李秉峰、多伦股份与正

和股份，这两对的共同点在于，表面

上看就像两条不会交叉的线，各走各

的，但却总是出现在一个平面，它们

究竟是否会交叉？ 如果会，交汇点又

在哪里？前述关于李勇鸿就是李秉峰

的怀疑，或许正是交汇点所在。

线上销售渐风行

医药微利迎变局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日前九州通（

600998

）就受让北

京好药师大药房股权问题与京东达

成协议，将全资控股好药师，不过北

京好药师的线上模式并未就此终结。

事实上， 除北京好药师之外，以

天猫医药馆为代表的医药线上平台

已渐成趋势，马应龙、广州药业、云南

白药、同仁堂、东阿阿胶、九芝堂、上

海医药、吉林敖东、太极集团等数十

家上市药企的产品均可在网上实现

购销。

北京好药师原系九州通子公司

北京九州通旗下全资子公司， 而在

2011

年

7

月

6

日，九州通与京东达成

增资协议，京东由此成为北京好药师

的第二大股东，持股

49%

。 由于九州

通与京东分别是国内最大民营医药

流通企业及主要的电商企业，因此二

者的联姻备受关注，并迅速被其他药

企与电商仿效。

当时的背景是，在医疗机构及实

体药店之外，部分大型医药流通企业

尝试介入电商领域，尤其是

OTC

药品

（非处方药）更具线上销售操作性，九

州通就是其中一例。 不过大部分药企

并不具有电商经验，客观上须与电商

展开合作。

就这样， 淘宝于

2011

年

6

月份

尝鲜线上药品销售，淘宝医药馆就此

诞生，这也意味着国内医药流通的线

上模式开始进入操作阶段。 然而好景

不长，淘宝医药馆随即被监管部门叫

停，并由此沉寂了

8

个月之久，直到

去年

2

月份才以天猫医药馆的名号

正式开张。

在此期间，其他电商企业并未坐

失良机，京东、当当网等纷纷筹谋涉

足药品线上销售，其中京东以参与北

京好药师增资的形式成功介入该领

域。 同时九州通也通过京东实现了线

上销售的战略布局，对于综合毛利率

已达

20%

的九州通而言，线上销售存

在进一步提升毛利率的可能性。 而对

于绝大多数毛利率仅在

3%~5%

的医

药流通企业而言， 线上销售对于毛利

率的提升预期则更具吸引力。

按照当时的规划， 北京好药师将

以京东好药师网作为平台， 上线药品

数量计划达到

2

万种， 其规模远非单

价实体药店所能企及。 虽然北京好药

师由九州通控股， 不过其首席执行官

由来自京东的崔伟出任， 后者全面主

持京东好药师的日常运营。

今年以来， 北京好药师一度传出

分家风波，据了解，京东方面不甘于仅

作北京好药师的二股东。

“现在药品

B2C

正风生水起，京

东又素来强势， 完全可以打造自己的

线上平台。”华南一位电商行业分析师

对记者表示。

九州通一位内部人士向记者透

露，公司与京东的合作其实较为顺畅，

这几年九州通也通过北京好药师掌握

了不少线上销售经验和资源， 只不过

双方对未来的规划略有分歧。 该人士

坦言， 此次九州通收回北京好药师股

权并不意味着与京东终止合作， 后期

双方将继续在医药健康产品领域的合

作，包括高层交往等。并且由于北京好

药师规模尚小， 因此京东的退出不会

影响九州通年度业绩。

据称京东目前确在打造属于自

己的医药电商平台， 而此时天猫医

药馆已具备了相当级别的规模。 记

者在天猫官网上看到， 天猫医药馆

涵盖了中西药品、医疗器械、医药保

健等品种， 目前已发展成为天猫重

要的品牌。

就在上周五， 片仔癀正式在天猫

网站开通了医疗产品专营店， 销售创

可贴、口罩等产品，而未来是否将直接

销售药品则值得期待。

此外， 部分医药制造企业也在主

动尝试电商领域， 如康美药业的

e

药

谷旨在建设中药材大宗交易平台，目

前正在积极筹备中。

*

ST联华重组方案高票通过 大股东无人到场

证券时报记者 徐婧婧

见习记者 杨苏

*ST

联华（

600617

）重组历经“中

场换人”，昨日终于一锤定音。 公司昨

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山西天

然气借壳方案，并将于今日复牌。不过

公司第一大股东华夏投资没有人到现

场，

*ST

联华董事长李保华解释，他们

可能“赶不及”过来。

公告显示，

2013

年

7

月

29

日，

*ST

联华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

案。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发行事宜尚需

取得相关部门核准。 证券时报记者注

意到，

12

项议案均以约

99.7%

的高比

例赞成票表决通过。 其中，有

37

名股

东出席现场， 另有

473

名股东参与网

络投票， 合计持有股份

9562.4

万股，

占有表决权总数比例约为

57%

。

昨日上午，

*ST

联华股东大会开

场气氛较为平静， 与上次股东大会

罢免华夏投资方面董事的紧张氛围

大相径庭。 会议开始后，现场股东关

注点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 一是山

西天然气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预期

情况 ， 其次是华夏投资承诺注入

6000

万元以上资产的实施情况，第

三为华夏投资方面是否有代表前来

现场。 部分股东尤其关心

6000

万资

产注入到底有没有戏， 因为他们是

冲着华夏投资这笔资产注入的承诺

才购买公司股票的。

*ST

联华方面回应称，

2013

年天

然气行业整体的表现良好。 李保华表

示，华夏投资方面给出

6000

万资产注

入承诺为书面形式； 华夏投资当天没

有人到场， 此前他们表态为：“来得及

就到场，来不及就不过来了。 ”

同时， 近期山西天然气借壳

ST

宏盛（

600817

）失败也给投资者造成忧

虑。 李保荣表示，目前双方沟通良好，

暂时没有出现导致重组失败的迹象。

对于股东担心华夏投资是否提出其他

要求，李保荣表示，华夏投资已经放弃

实际控制权， 因而整个重组由股东大

会投票结果来决定。

值得一提的是，

*ST

联华今日复

牌后走势引人关注。尽管

2013

年

7

月

15

日，

*ST

联华复牌后连续

6

个一字

形涨停， 但是股价仍然低于华夏投资

原法人代表赵志强

2012

年

6

月入主

时的价格。

2012

年

3

月

9

日，

*ST

联华

停牌筹划重组， 随后

6

月

6

日复牌连

续

4

天一字形跌停。

卓越集团

将启动前海地块开发融资

证券时报记者 冯尧

一家年销售额刚突破百亿的房

企，以

123.69

亿元的价格饮下深圳前

海土地出让头啖汤， 深圳卓越置业集

团由此启动了筹集土地出让金和开发

资金的计划。

昨日，卓越集团方面向记者透露，

5

个工作日之内就需要支付一半地价

款， 所以卓越集团在资金方面没有任

何问题。该公司同时也表示，乐见其他

公司与卓越进行融资洽谈， 也会考虑

与其他机构合作开发地块。

在上周进行的首批前海土地出让

中，卓越集团力压万科、世茂房地产、

华润等大型房企，以约

123.69

亿元将

两块商业用地收入囊中。“土地出让采

取一次竞价， 所以两次出价都未高出

其他房企太多，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

卓越一位内部人士向记者坦言。

鲸吞前海首批出让地块后，卓越

面临支付不菲的土地出让金。更为关

键的是， 未来项目开发资金也不会

低。据了解，卓越集团

2012

年实现销

售金额

102

亿元， 实现销售面积

86.3

万平方米。 在

2012

年的销售

中，来自住宅业务的贡献占到

60%

，

商业写字楼的销售占比为

40%

。 这

两幅土地耗资超

123

亿元， 也意味

着卓越未来一年可能都要为两块地

“打工”付账。

“既然卓越能够出价下手，就已经

有备而来， 公司两年前就开始着手准

备在前海拿地。”卓越一位高层人士告

诉记者。他认为，此次拿地价格还是较

为合适，土地溢价也在承受范围之内。

“如果有机构愿意参与开发项目，卓越

方面当然欢迎合作， 如果卓越方面独

自开发，那么融资上显然需要考虑。 ”

该人士坦言。

据上述人士透露，今年上半年，卓

越已经实现销售额

58

亿元，下半年公

司推售的货量比上半年多。 他也同时

透露，对于前海后续推出的多宗地块，

公司也不排除将积极参与。

按照规定，卓越方面将在签订《土

地出让合同》之后的

5

个工作日内，支

付一半的地价款，余款

1

年内付清。若

约定动工开发日期满

1

年未开发的，

前海管理局将按成交价收回土地。 也

就是说，卓越方面就前海项目的融资，

时间较为宽裕。

不过对于卓越此次拿地， 不少业

内人士感到意外。 一位深圳地产圈人

士对记者表示， 卓越以如此高的价位

拿地，确实是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对卓

越来说，一方面没有上市，一方面公司

本身的销售额也不算大。“尤其与其他

竞拍的开发商比， 卓越的规模基本上

是最小的。 ”该人士称。

该业内人士同时表示， 卓越在商

业地产运营方面的能力非常强， 该公

司在深圳打造的多个商业项目都较为

成功， 而前海的土地更多是商业方面

的建设， 因此可以理解公司此次拿地

行为。

� � � � 这家去年销售额刚突破百亿的房企，

日前斥资 123.69 亿拿下深圳前海两块商

业用地。

筹集开发资金，是卓越集团亟须要做

的事。 公司表示，乐见其他公司进行融资

洽谈，也会考虑合作开发地块。

翟超/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