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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回购一边减持

亚光科技高额回购计划受质疑

□本报实习记者 段芳媛

近日， 亚光科技公告称将拿出最高3亿元

进行股票回购，但蹊跷的是，确定回购计划的同

时，公司第四大单人股东宣布减持。 而回购的

背后，是实控人及控股股东高比例股权质押面

临平仓的风险。 同时，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仅有

1.35亿元，是否有能力回购值得怀疑。

实控人高质押下屡推回购

1月2日晚间，亚光科技公告称，公司3亿元

回购计划已开设专项账户， 进入可实施阶段。

这意味着， 亚光科技在2018年9月以来屡次推

行的回购计划终于实现。

亚光科技早在2018年9月17日就曾提出一

次回购计划，回购总额为1亿元-2.4亿元。 但是

回购计划并没有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否决原因

是部分股东虽然同意回购，但认为回购方案并

非最优方案，希望公司进一步研究，重新制定更

优方案。

回购方案失败后，2018年11月26日早间，

亚光科技控股股东太阳鸟再次提出新的回购方

案。 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实施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 （含3亿

元），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含1.5亿元）回购

公司股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12元/股。 此次

回购计划已获董事会审议，并于1月2日开设专

项账户，进入可实施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回购计划在发布《公司

法》最新修订版出台之后。 根据《公司法》最新

修订版相关条例， 此次回购不再需要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只需要董事会审议即可。 这意味着，

亚光科技的回购计划可以直接绕过上次使回购

计划流产的股东大会，直接进入可实施阶段。

自2018年9月以来， 亚光科技屡推回购计

划的背后，是其实控人及控股股东高比例股权

质押面临平仓的风险。

从亚光科技的盘面来看，近两年来亚光科

技的股价一路下行。 2017年累计下跌20.05%，

2018年累计下跌24.17%。 1月2日，亚光科技股

价收报9.27元/股， 股价距离2017年2月27日创

下的阶段新高21.98元，下跌一半多。

公开披露信息显示，截至2018年6月底，亚

光科技控股股东太阳鸟有1.55亿股股票处于质

押状态，占其所持股份的95%。虽此后解押了一

些股份，但受股价下行影响，又不断补充质押。

其中，2018年10月， 亚光科技实控人李跃先及

控股股东太阳鸟进行了两次补充质押。 截至目

前，亚光科技实控人李跃先已累计质押1478万

股股票，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00%；亚光科技

控股股东太阳鸟及一致行动人李跃先、 赵镜所

持有公司的股份累计被质押1.5亿股，占其持有

公司股份的82.27%，占公司总股本的26.73%。

此外，截至2018年10月22日，太阳鸟控股

已将其持有的2668万股办理了担保与信托登

记手续，占其持有股份的14.67%。 这意味着，亚

光科技控股股东目前已将所持股份的96.94%

质押或担保出去，如果股价进一步下跌，可供补

充质押的弹药已经寥寥无几， 亚光科技实控人

及控股股东将面临极大的平仓风险。

核心资产股东减持

2018年10月30日， 亚光科技曾公告称，其

持股5%以上的股东周蓉，计划在公告披露之日

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该公司不超过1119.59万股股份，减持

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根据亚光科技2018年三季报，截至2018年

9月底，周蓉共计持有公司3058万股股份，持股

比例为5.46%，为第四大单一股东。 周蓉所持股

份已经于2018年10月24日全部解禁流通，这意

味着在亚光科技此次股权回购期间，周蓉可以

在二级市场抛售其所持有的股份。

值得注意的是，周蓉是亚光科技前身太阳

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亚光电子的股东，

亚光电子现在是亚光科技的核心资产。 在亚光

科技股价低迷阶段， 且在2018年9月17日明确

公布回购计划后，亚光科技核心资产股东宣布

减持，针对这一状况，中国证券报记者致电亚光

科技，其相关负责人表示，周蓉确实在做减持，

但目前减持股份数量不高，仍为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

另外，亚光科技2018年半年报数据显示，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控股股东太阳鸟持

有公司1.65亿股股份， 持股比例为29.47%，其

中流通股1.03亿股。 而三季报中，控股股东太

阳鸟持有公司股份变为了1.45亿股，持股比例

降至25.95%，其中流通股已减少至8364万股。

根据上述数据计算， 太阳鸟有1940万股流通

股减少了。

针对此事， 亚光科技相关负责人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 变动的原因是因为太阳鸟部分

股权划转至担保信托专户， 用于其对非公开发

行可交换债券股份进行担保。

亚光科技2018年10月11日发布的关于回

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显示，

前十大股东中，确有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太阳

鸟控股—西部证券—17太阳鸟EB担保及信托

财产专户持有1968万股股份， 持股比例为

3.53%，为公司第八大股东。

相关市场人士认为， 太阳鸟虽没有实施减

持， 但划转至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的股份存在

变化可能，未来或被债转股。

回购能力成谜

亚光科技原名太阳鸟， 主要从事高性能复

合材料船艇设计、 研发、 生产、 销售及服务。

2017年， 公司收购了亚光电子97.38%股权，在

原油高性能复合材料船艇业务的基础上， 新增

半导体元器件与微波电路及组件（合称军工产

品）生产业务，力求转型，公司于2018年1月25

日更名为亚光科技。

然而这次转型， 并没有给亚光科技的业绩

带来多大改善。

亚光科技披露的数据显示， 从2016年开

始， 亚光科技已经不能靠日常经营实现现金来

源。 亚光科技2016年年报显示，其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净额为-31.16万元。 2017年年报显

示， 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下降至

-1133万元，同比下降3535.41%。 2018年前三

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已经降至-1.

51亿元。

根据亚光科技2018年三季报， 截至2018

年9月底， 亚光科技账面的货币资金余额为

2.54亿元，而其短期借款却高达8.89亿元。 特

别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18年9月30日，亚光

科技母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仅有1.35亿元，其

账面资金连此次回购的最低限额1.5亿元都

无法承担。

同时， 亚光科技还背负着4.18亿元的长期

借款及1.18亿元的长期应付款。 在如此大的资

金压力之下，实施高额回购计划能力让人生疑。

多家*ST公司

保壳有望成功

□本报记者 董添

2019年以来，多家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特

殊风险警示的*ST、ST类上市公司公布保壳进展。

多家*ST类上市公司凭借处置房产、剥离股权、获

大额债务和解、 取得政府补助实现2018年全年业

绩扭亏，有望成功保壳。但也有部分公司由于债务

压力过大、亏损过于严重、股权转让款项未能及时

到达，提前公告保壳失败。

保壳有进展

部分公司多举措释放利好。 以*ST藏旅为例，

公司为成功保壳，打出“变卖资产” 和“财务资

助”的组合拳。公司1月2日晚间公告，控股股东西

藏国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国风文化” ）拟

向公司提供1.65亿元财务资助， 借款利率不超过

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借款期限为2019年1月1

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 *ST藏旅表示，此次财务

资助能够有效缓解公司目前流动资金紧张的问

题，补充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经

营业务的发展，对公司生产经营将产生积极影响。

此前，公司已完成冈仁波齐酒店、普兰国际大

酒店、雅鲁藏布大峡谷酒店、拉萨酒店、巴松措度

假酒店等5家酒店的资产转让，交易价款约为6.49

亿元。扣除相关成本、税费以及与资产处置相关费

用支出， 酒店资产出售实现的收益约为1700万

元， 为公司2018年度实现扭亏奠定了坚实基础。

*ST藏旅三季报显示， 前三季度共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088.66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1828.25万元。

部分公司因获得大额债务和解， 有望摆脱退

市命运。 *ST天业1月1日晚公告，已和35家债权人

签订《债务和解协议》，本次债务和解豁免的贷款

本金及利息、罚息、违约金约12.03亿元将计入公

司2018年度损益表，对公司2018年整体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

此外，通过年底获得大额政府补助，积极保壳

的公司也不在少数。 ST嘉陵1月1日晚间公告，公

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

司（简称“兵装集团” ）拨付资金3287.2万元，公

司确认上述拨付资金为兵装集团转拨付的由国家

拨付的、专项用于“僵尸企业” 职工分流安置的财

政补助资金。 上述款项将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当

期损益，增加公司2018年度利润。

部分公司保壳无望

Wind数据显示， 目前*ST类上市公司共有58

家。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实现扭亏为盈的公司仅

有30家，亏损超过1亿元的有18家，超过10亿元的

有3家。 此外，已有11家*ST上市公司预计2018年

全年续亏。 这就意味着，一旦2018年年报披露，很

有可能被交易所直接实施退市。

以*ST海润为例， 公司在2018年三季报中披

露， 前三季度共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0.48亿元，同时预计2018年全年续亏。 此后，公

司频繁发布转让股权的公告。 但截至2018年底，

累计逾期债务仍然超过36亿元，恢复上市工作不

及预期。

部分公司则在近期明确表示， 保壳无望。 以

*ST皇台为例，公司1月2日晚间公告，根据本公司

与上海厚丰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上海厚

丰作出的《关于支付股权转让款项的承诺》，上海

厚丰或其指定第三方应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

之日（即2018年12月25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

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一次性全额支付转让价款

1.57亿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厚丰尚未向本

公司支付转让价款。本公司2018年“双保”（保净

利润为正、保净资产为正）目标已不能实现。

平安银行2018年

净利润增幅创近三年新高

□本报记者 张晓琪

平安银行1月3日晚披露2018年业绩快报，

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167.16亿元， 同比增长

10.3%；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248.18亿元，同比

增长7.0%；不良贷款率1.75%，较上年末略增0.05

个百分点。

业绩快报显示，2018年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

入1167.16亿元， 营收增长率在2017年-1.79%的

基础上大幅上升至10.3%。

利润方面，2018年实现利润总额322.31亿元，

同比增长6.9%； 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为248.18

亿元，同比增长7.0%；扣除非后归属于股东净利

润为247亿元，同比增长6.6%。 值得注意的是，平

安银行2018年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增速达到

近三年最高值，2016年、2017年该数值分别为

3.36%和2.61%。

公告显示，2018年末平安银行资产总额为

3.42万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5.3%。 从资产构成来

看，该行仍不断向零售方向倾斜。 2018年该行发

放贷款和垫款总额（含贴现）约2万亿元，较上年

末增长17.2%。其中，个人贷款余额1.15万亿元，较

上年末增长35.9%； 个人贷款占发放贷款和垫款

总额（含贴现）比例为57.8%，较上年末提升8.0个

百分点。相比之下，企业贷款余额8435.16亿元，较

上年末减少1.4%。

存款方面，2018年平安银行吸收存款余额

2.13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6.4%。 其中，个人存款

余额为4615.91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5.4%；企业

存款余额为1.67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0.5%，增幅

小于个人存款。

2018年末平安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5%，较

上年末略增0.05个百分点； 本金或利息逾期90天

以上贷款余额占比1.70%，较上年末下降0.73个百

分点；不良贷款偏离度97%，较上年末下降46个百

分点。

稀土行业整顿打响新年第一枪

整顿督查常态化

□本报记者 张兴旺

1月4日，工信部等12部委发布《关于持续

加强稀土行业秩序整顿的通知》。《通知》要求

聚焦私挖盗采、 加工非法稀土矿产品等扰乱行

业秩序的突出问题，加大查处、惩戒力度，以建

立常态化工作机制为重点， 将督查贯穿于依法

整顿全过程， 切实落实集团管控责任和地方监

管责任，实现稀土开采、生产、流通以及进出口

秩序规范有序，产品价格平稳合理，资源利用绿

色环保，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稀土资源战略支撑

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业内人士表示，《通知》首次建立多部门联

合督查机制，每年开展1次专项督查，对违法违

规行为进行问责。 这意味着稀土整顿正式进入

常态化， 表明国家对于打击稀土违法违规的态

度十分坚决， 检查绝对不是违规生产游击战就

可以躲避的， 必将长久持续打击， 避免死灰复

燃。 同时，《通知》还对稀土集团和中介组织的

要求、 如何引导行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进一步

明确落实， 对稀土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将起到

深远的影响。

分工更加明确

《通知》从确保稀土资源有序开采、严格落

实开采和冶炼分离计划、 规范资源综合利用企

业和强化产品流通监管四个环节进行重点管

理，并明确相关负责部门，分工更加明确。

确保稀土资源有序开采方面， 坚决依法取

缔关闭以采代探、无证开采、越界开采、非法外

包等违法违规开采稀土矿点 （含回收利用）。

（各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牵头， 省级工业和

信息化、公安、生态环境、应急等主管部门按职

责分工负责）

严格落实开采和冶炼分离计划方面， 结合

年度稀土开采和冶炼分离总量控制计划、 稀土

产品追溯系统、稀土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量、资

源税完税证明等数据，定期核查计划执行情况，

严禁开展代加工业务。对存在收购、加工和倒卖

非法稀土矿产品，超计划生产，进口手续一证多

用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牵

头，省级公安、生态环境、应急、税务、市场监管

等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规范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方面， 限定资源综

合利用企业只能以稀土功能材料及器件废料等

二次资源为原料，禁止以稀土矿（包括进口稀

土矿）、富集物及稀土化合物等为原料。严控新

增稀土资源综合利用（含独居石处理）企业数

量和规模， 严禁以综合利用为名变相核准冶炼

分离企业，督促实际工艺、装备与核准文件不符

的企业转产。（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改革

主管部门牵头，省级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主管

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强化产品流通监管方面， 健全完善稀土产

品追溯系统和稀土专用发票产品目录， 做到全

流程监管。（工业和信息化部、税务总局按职责

分工负责）不定期检查稀土贸易企业，核实交易

产品来源、数量，对买卖非法稀土产品，不开或

虚开稀土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企业， 依法依规予

以处理。（各省级税务、海关、商务、市场监管、工

业和信息化等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业内人士表示，《通知》关注的几个重点环

节管理，是历年来稀土行业整顿的重点领域，也

是非法稀土最容易滋生的环节。 同时，《通知》

规定负责重点环节管理的相关部门， 也是相关

领域最专业的部门， 将进一步遏制非法稀土的

产生。

整顿督查常态化

《通知》要求建立联合督查机制，每年针对

地方政府、 稀土集团落实整顿要求情况组织1

次专项督查。将私挖盗采、加工非法稀土矿产品

作为督查重点，对存在工作进展缓慢、政策长期

不落实、玩忽职守，参与、纵容甚至包庇违法违

规活动等行为的地方和企业， 依法追究相关人

员责任。

业内人士表示，相比以往的整顿督查，此次

督查在要求地方定期开展自查基础上， 首次建

立多部门联合督查机制， 每年开展1次专项督

查，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问责。 这意味着，稀土

整顿督查正式进入常态化。

次此整顿的新特点还表现在， 稀土整顿内

容更加全面，不仅涵盖了矿山开采、冶炼分离、

资源综合利用和贸易流通等全产业链环节，还

补充了压覆矿、代加工、独居石、进口矿等内容。

整顿手段更加丰富， 包括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加

强对私挖盗采、违规新建等情况的监控，将稀土

金属纳入稀土专用发票监管， 实行全产业链专

票管理等。

《通知》要求稀土大集团要提升管控能力，

加强内部企业监管， 严格落实稀土开采和冶炼

分离总量控制计划、环保、资源税、稀土增值税

专用发票等规定；严控新增冶炼分离产能，提高

原材料转化率，向稀土新材料、终端应用一体化

方向发展。中介组织要发挥有效作用，建立稀土

行业诚信体系、稀土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制度，

定期评估会员企业政策法规执行情况， 及时取

消有违法违规行为记录企业的会员资格； 在门

户网站发布举报电话和邮箱， 对举报违法违规

行为的企业和个人予以奖励。

此外，《通知》 还从促进绿色高效发展、积

极推动功能应用两个方面明确了提升行业发展

质量的主攻方向。不断完善稀土开采、冶炼分离

技术规范和标准，创建冶炼分离示范工厂，建设

高水平、 可移动、 可示范的离子型稀土绿色矿

山，强化稀土企业污染物排放和辐射安全监管。

鼓励发展深加工应用产业， 提升稀土新材料产

品质量和智能制造水平，促进高丰度元素应用，

支持建立国家级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 推动

稀土新材料供应商先期介入下游用户产品研

发，促进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为维护股价 中天金融再抛36.83亿元回购计划

拟回购股份合计不超过总股本10%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不到一个月， 在推出最高31.7亿元的股份

回购计划后， 中天金融再抛36.83亿元回购计

划。 此外，公司控股股东拟在未来6个月内增持

公司1%-2%股份。

在停牌400多天后，中天金融1月2日复

牌遭遇连续两个跌停。 近期连续抛出大手

笔回购及增持计划， 其维护股价的决心可

见一斑。

拟回购不超过10%股份

中天金融1月4日晚间发布第二期回购公

告，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金融机构借款及其他

筹资方式回购股份， 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36.83亿元。

根据公告， 此次回购数量下限为2.8亿股，

即公司2018年9月30日总股本的4%；回购数量

上限为4.9亿股，即公司2018年9月30日总股本

的7%，回购价格不超过7.51元/股。 实施期限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3个月。

2018年12月20日，中天金融曾公告，公司

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等。 回购股份不低

于2.1亿股 （占总股本3%）， 不超过4.2亿股

（占总股本6%），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31.7亿

元，回购价格不超过7.54元/股。 回购的实施期

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

1月2日，公司首次回购239.7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0.0342%，支付的总金额为1050.08

万元。

中天金融证券部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根据回购新规，两期回购实施完成之后，公

司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已发行股份

总额的10%。

两次抛出逾30亿元的回购计划，对上市公

司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中天金融2018年三季报

显示， 公司货币资金179亿元， 资产负债率

71.38%。 公司表示，连抛大手笔回购计划的原

因是，维持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稳定，增强投资者

信心。

回购不影响收购华夏人寿

2017年11月20日， 中天金融发布公告称，

拟以现金购买北京千禧世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和北京中胜世纪科技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华夏

人寿21%-25%的股权， 所涉股权交易定价不

超过310亿元。

截至今年三季度，中天金融的净资产仅为

227亿元，要花费近310亿元收购华夏人寿的股

权，可谓是一笔“蛇吞象” 的交易，这无疑也对

公司的资金面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2018年3月10日， 中天金融发布重大资产

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称，拟通过协议转让方

式向交易对方贵阳金世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出

售公司的非金融类资产，具体为中天金融持有

的城投集团100%的股权， 交易对方将以现金

支付对价，交易价格确定为246亿元，资金用于

支付购买华夏人寿的股权转让款。

但2018年12月13日， 股权转让却被叫停。

中天金融发布了《关于解除中天城投集团有限

公司和贵阳中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及资产转让协议的公告》， 称拟解除与金世旗

产投、贵州天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资产转

让协议，收回相关股权及资产。

2018年12月27日，中天金融召开网上投资

者说明会。 有投资者提出质疑，公司收购华夏

人寿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合规资金，然而

公司却抛出了数十亿的回购计划，是否会影响

华夏人寿收购。

对此，中天金融董秘谭忠游表示，公司将按

照已经公告的回购计划实施回购，不会影响华

夏人寿收购。 中天金融将继续推进华夏人寿股

权收购，继续支持现有金融板块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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