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猪养殖企业7月经营数据亮眼

本报记者 潘宇静

截 至 8 月 7 日 ， 9 家 上 市 公 司 发 布 7 月 份 生 猪 销 售 情 况 简 报 。 头 部 企 业 的 生 猪 销 售 价 格 环 比 、 同 比 均 有 所 上 升 。 多 家 公 司 表 示 产 能 释 放 ， 且 生 猪 价 格 涨 幅 较 大 。

分 析 人 士 认 为 ， 后 市 猪 肉 价 格 上 涨 动 力 较 弱 ， 以 趋 稳 为 主 。

整体向好

牧 原 股 份 生 猪 销 售 数 量 暂 拔 头 筹 ， 7 月 份 销 售 生 猪 181 . 6 万 头 。 正 邦 科 技 销 售 生 猪 91 . 18 万 头 ， 温 氏 股 份 销 售 73 . 86 万 头 ， 新 希 望 销 售 生 猪 54 . 19 万 头 ， 天 邦 股 份 销 售 商 品 猪 23 . 81 万 头 ， 大 北 农 销 售 生 猪 15 . 22 万 头 ， 唐 人 神 生 猪 销 量 为 8 . 21 万 头 ， 金 新 农 生 猪 销 量 合 计 4 . 23 万

头 ， 正 虹 科 技 销 售 生 猪 0 . 32 万 头 。

销 售 收 入 方 面 ， 牧 原 股 份 为 60 . 03 亿 元 ， 温 氏 股 份 为 33 . 74 亿 元 ， 正 邦 科 技 为 31 . 29 亿 元 ， 新 希 望 为 18 . 64 亿 元 ， 天 邦 股 份 为 8 . 01 亿 元 ， 大 北 农 为 6 . 42 亿 元 ， 唐 人 神 为 2 . 30 亿 元 ， 金 新 农 为 1 . 37 亿 元 ， 正 虹 科 技 为 892 . 38 万 元 。

部分生猪养殖企业披露了7月份生猪销售均价。 温氏股份毛猪销售均价为 37 .42元/公斤，环比增长 12 .20%，同比增长116 .93%；正邦科技7月商品猪（扣除仔猪后）销售均价为 36 .62元/公斤，环比增长 9 .31%；牧原股份商品猪销售均价为35 .23元 /公斤，环比增长12 .16%；新希望商品肥猪销售均价为36 .34元/公斤，环比

增长10%，同比增长129%。 养殖头部企业的生猪销售价格环比、同比均有所上升。

对于生猪销售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新希望表示，生猪价格大幅上涨，生猪销量上升。 正邦科技表示，公司生猪销量和销售收入同比及环比增幅较大，主要由于公司产能释放及生猪价格增幅较大所致。 天邦股份则表示，7月销量环比略有下降，主要由于部分区域运输受洪水影响，交付略有延迟。

出栏量增长

数据显示，牧原股份、新希望等公司出栏量环比增长。 其中，正邦科技表现亮眼，跻身生猪养殖企业第一梯队。

国泰君安农业团队的数据显示，正邦科技 7月份生猪销售 91 .18万头，相对 6月份增幅显著。 其中，仔猪出栏量 38 .79万头，环比增长 69 .76%，商品猪出栏量52 .39万头，环比提高12 .52%；此外，公司育肥猪（扣除仔猪后）均重达到126 .45公斤，较上月增加了 1 .46公斤。

国泰君安指出，正邦科技 7月份出栏量如预期迎来大幅增长，为全年 900万头-1100万头的出栏目标奠定基础。 公司的出栏质量与出栏节奏步入良性发展通道，有望进一步迎来估值提升。

天风证券农业团队预计，正邦科技 7月份养殖盈利达到11亿元-12亿元。 天风证券称，按照二季度生猪平均 26元/公斤的出栏成本计算 ，预计正邦科技商品猪贡献利润 7 .04亿元，头均盈利约1340元；再加上38 .79万头仔猪的利润贡献，预计正邦科技 7月份养殖业务盈利在11亿元-12亿元。

广发证券表示，正邦科技出栏量进入高速增长期，预计公司2020年-2021年出栏量有望达到 900万-1400万头，按照31元/公斤销售价格，对应2020年PE估值仅7倍。

猪价趋稳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0年第31周（7月27日 -7月31日），16省（区、市）瘦肉型白条猪肉出厂价格总指数的周平均值为每公斤48 .74元，环比下跌0 .3%，同比上涨91 .3%，较上周收窄 1 .6个百分点。

中粮期货认为，北方市场不同程度跌价，主要体现在低级别猪源，优质猪价格坚挺 。 南方市场仍有不同程度上涨，但动力较弱，趋稳为主。

华安证券农业分析师王莺认为，养殖类上市公司主要是从2019年6月-9月开始积极补栏，7月主流养殖上市公司出栏量多继续改善 。 普通养殖户在种猪资源、资金支持、生物安全防控等方面处于劣势，规模养殖场尤其是大型集团公司集中度加速提升。

多家养殖公司也提示了风险。 牧原股份表示，生猪市场价格变动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 ，对任何一家生猪生产者而言都是客观存在、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生猪市场价格大幅波动，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温氏股份表示，基于非洲猪瘟疫情对养猪行业的影响仍未完全消除，影响深度仍存

在不确定性，未来出栏量仍存在月度波动的可能性。

销售数据整体向好，生猪养殖企业积极扩产。 金新农发布的公告显示，公司持股99 .75%的控股孙公司始兴县优百特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6550万元，建设始兴县优百特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三期1200头核心母猪群扩繁场、公猪站项目。 其中，1200头核心母猪群扩繁场共计投资5950万元，公猪站共计投资600万元。

金新农称 ，本次的投资项目是为公司养殖业务在广东韶关地区的布局提供母猪及仔猪资源作储备，保证猪源数量和质量相对稳定，确保产业稳步发展，有利于公司扩大业务规模 ，提升市场竞争力和行业地位。

引入战投迷雾未消

慈星股份再现大额合同疑云

本报记者 于蒙蒙

受控股股东引入战投利好消息刺激，截至8月7日收盘，慈星股份近半个月股价涨幅近六成。 对于引入战投事项，深交所接连发函，要求说明引入战投的过程，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泄露情形。 慈星股份8月4日披露，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拟在未来6个月内协议转让不超过

总股本10%的股份。

对于慈星股份引入战投的疑问尚未打消，深交所又发现另一疑点。2019年8月，上海米亚拟向慈星股份子公司东莞中天采购10.36亿元汉瓦单玻自动线设备，但时隔一年，公司披露上海米亚未按期支付预付款，采购合同终止。深交所发现，上海米亚与慈星股份子公司合作前

成立不足4个月，经营存在异常情形。 深交所发函追问，上述大额销售合同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利用采购合同信息炒作股价的情形。

连续发函追问

7月27日慈星股份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宁波裕人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裕人企业有限公司拟向自然人徐松达转让公司股份合计401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5%，转让价格为4.80元/股。 7月27日和7月30日，公司股价涨停。

针对市场的高度关注，深交所7月31日向慈星股份下发问询函，要求公司说明控股股东筹划转让股份的具体过程，相关信息保密工作情况，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泄露情形，补充披露徐松达受让股份的原因以及资金来源。

慈星股份披露，控股股东因个人资金需求有引入投资者和优化股权结构的想法。 实际控制人孙平范与自然人徐松达一直致力于纺织设备行业，平常交流较多，彼此较为了解。 徐松达关注公司且对公司的一线成型设备的未来发展比较认同，在6月中旬的一次交流中，徐松

达本人表达有意受让股份的想法，此后双方通过多次沟通最终达成一致。 7月23日，实际控制人孙平范将与徐松达的股权转让事宜告知了董秘及财务总监，同日公司委托法律顾问起草相关协议转让文件，双方于7月24日正式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受让意向始于6月中旬，而慈星股份披露，徐松达的妻子和儿子在今年7月10日-7月17日存在买入和卖出慈星股份股票的行为。

深交所8月7日又向慈星股份发去关注函，要求结合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对潜在意向股份受让方在成立时间、行业地位、经营业绩，拥有的技术、市场、渠道、品牌等资源及与公司协调效应，双方的合作方式、领域、目标、期限等方面的要求，补充说明本次减持是为了“引

进战略投资者”的原因及合理性。

在股价飙涨的背景下，控股股东又有了减持计划。 8月4日，慈星股份披露公告称，控股股东裕人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裕人企业有限公司（简称“裕人企业”）为引进战略投资者、缓解资金压力，拟在未来6个月内通过协议转让不超过总股本的10%。

对此，深交所要求结合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补充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筹划中的重大事项或可能导致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事项，是否存在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 此外，深交所要求补充说明徐松达与本次意向受让方、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股份代持等其他未披露的协议和利益安排。

再现新的疑点

对于慈星股份引入战投的疑问尚未打消，深交所又发现另一起疑点。

慈星股份于2019年8月26日披露控股子公司东莞市中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东莞中天”）与上海米亚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米亚”）签订意向性《采购合同》，约定上海米亚拟向东莞中天采购10.36亿元汉瓦单玻自动线设备；若截至今年6月30日，东莞中天

未收到上海米亚支付的首笔标准产品预付款，则《采购合同》自动终止。 今年7月14日，公司披露因上海米亚未按期支付预付款，《采购合同》终止。

根据公开信息，上海米亚成立时间为2019年4月29日，注册资本为5亿元，实缴资本242万元，参保人数为0，主营业务为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汉能装备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汉能集团”）持有上海米亚100%股份，今年以来有2单诉讼被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标的累计金额为8.44亿元，被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企业。2018年，东莞中天营业收

入仅为5626.58万元。

针对上海米亚成立不足4个月的问题，深交所要求公司说明与对手签订总额达10.36亿元销售合同的原因及合理性，补充披露公司与其签订意向合同的决策程序及筹划进程情况。 要求公司补充披露与上海米亚签订意向《采购合同》时对其履约能力的核实情况，包括核实

过程、方法及结论，是否存在虚构采购合同情形，公司相关董监高人员是否勤勉尽责。

同时，深交所要求公司补充披露东莞中天近两年又一期营业收入，以及开展汉瓦单玻自动线设备业务的情况，并结合前述情况核实东莞中天是否具备承接与上海米亚签订意向《采购合同》的能力。

此外，深交所要求公司补充披露上海米亚未能按约定支付保证金的原因，是否需承担违约责任，终止合同的具体时点及其合理性、认定依据及其充分性，以及合同确认终止时公司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存在信息披露滞后情形，是否存在利用采购合同信息炒作

股价情形。

经营情况不佳

慈星股份因引入战投而成“妖股” ，公司基本面并不乐观。

公开资料显示，慈星股份主要从事针织机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智能针织机械设备。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5.21亿元，同比下降9.98%；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为-8.74亿元，同比下降734.30%。 对于业绩巨亏的原因，公司称，系全资收购的两家移动互联网

业务子公司杭州优投科技有限公司及杭州多义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行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从而产生大额商誉计提减值所致。上述两家公司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为6.26亿元。 此外，由于市场竞争加剧及电脑横机机型更新速度加快等因素，预计产生存货减值

损失1.41亿元。

慈星股份今年以来开局不利，第一季度归母净利润为-2901.4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67.91%。 公司将原因归结为受疫情影响，对公司市场销售造成重大影响。

对于未来发展，慈星股份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客户投资意愿谨慎，纺织机械行业整体呈下行趋势，公司存在经营业绩持续亏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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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养殖企业7月经营数据亮眼

□本报记者 潘宇静

整体向好

牧原股份生猪销售数量暂拔头筹，7月

份销售生猪181.6万头。 正邦科技销售生猪

91.18万头，温氏股份销售73.86万头，新希

望销售生猪54.19万头，天邦股份销售商品

猪23.81万头，大北农销售生猪15.22万头，

唐人神生猪销量为8.21万头， 金新农生猪

销量合计4.23万头，正虹科技销售生猪0.32

万头。

销售收入方面， 牧原股份为60.03亿

元， 温氏股份为33.74亿元， 正邦科技为

31.29亿元，新希望为18.64亿元，天邦股份

为8.01亿元，大北农为6.42亿元，唐人神为

2.30亿元，金新农为1.37亿元，正虹科技为

892.38万元。

部分生猪养殖企业披露了7月份生猪销

售均价。 温氏股份毛猪销售均价为37.42元/

公斤，环比增长12.20%，同比增长116.93%；

正邦科技7月商品猪（扣除仔猪后）销售均

价为36.62元/公斤，环比增长9.31%；牧原股

份商品猪销售均价为35.23元/公斤，环比增

长12.16% ； 新希望商品肥猪销售均价为

36.34元/公斤， 环比增长10%， 同比增长

129%。养殖头部企业的生猪销售价格环比、

同比均有所上升。

对于生猪销售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新

希望表示，生猪价格大幅上涨，生猪销量上

升。 正邦科技表示，公司生猪销量和销售收

入同比及环比增幅较大，主要由于公司产能

释放及生猪价格增幅较大所致。天邦股份则

表示，7月销量环比略有下降，主要由于部分

区域运输受洪水影响，交付略有延迟。

出栏量增长

数据显示，牧原股份、新希望等公司出

栏量环比增长。其中，正邦科技表现亮眼，跻

身生猪养殖企业第一梯队。

国泰君安农业团队的数据显示，正邦科

技7月份生猪销售91.18万头， 相对6月份增

幅显著。 其中，仔猪出栏量38.79万头，环比

增长69.76%，商品猪出栏量52.39万头，环比

提高12.52%；此外，公司育肥猪（扣除仔猪

后） 均重达到126.45公斤， 较上月增加了

1.46公斤。

国泰君安指出， 正邦科技7月份出栏量

如预期迎来大幅增长， 为全年900万头

-1100万头的出栏目标奠定基础。公司的出

栏质量与出栏节奏步入良性发展通道，有望

进一步迎来估值提升。

天风证券农业团队预计， 正邦科技7月

份养殖盈利达到11亿元-12亿元。天风证券

称， 按照二季度生猪平均26元/公斤的出栏

成本计算， 预计正邦科技商品猪贡献利润

7.04亿元，头均盈利约1340元；再加上38.79

万头仔猪的利润贡献， 预计正邦科技7月份

养殖业务盈利在11亿元-12亿元。

广发证券表示，正邦科技出栏量进入高

速增长期，预计公司2020年-2021年出栏量

有望达到900万-1400万头，按照31元/公斤

销售价格，对应2020年PE估值仅7倍。

猪价趋稳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0年第31周

（7月27日-7月31日），16省（区、市）瘦肉

型白条猪肉出厂价格总指数的周平均值为

每公斤48.74元， 环比下跌0.3%， 同比上涨

91.3%，较上周收窄1.6个百分点。

中粮期货认为， 北方市场不同程度跌

价，主要体现在低级别猪源，优质猪价格坚

挺。 南方市场仍有不同程度上涨，但动力较

弱，趋稳为主。

华安证券农业分析师王莺认为，养殖类

上市公司主要是从2019年6月-9月开始积

极补栏，7月主流养殖上市公司出栏量多继

续改善。普通养殖户在种猪资源、资金支持、

生物安全防控等方面处于劣势，规模养殖场

尤其是大型集团公司集中度加速提升。

多家养殖公司也提示了风险。牧原股份

表示，生猪市场价格变动是整个生猪生产行

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家生猪生产者而言

都是客观存在、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生猪

市场价格大幅波动，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

生重大影响。 温氏股份表示，基于非洲猪瘟

疫情对养猪行业的影响仍未完全消除，影响

深度仍存在不确定性，未来出栏量仍存在月

度波动的可能性。

销售数据整体向好，生猪养殖企业积极

扩产。 金新农发布的公告显示， 公司持股

99.75%的控股孙公司始兴县优百特生态科

技有限公司拟投资6550万元， 建设始兴县

优百特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三期1200头核心

母猪群扩繁场、公猪站项目。 其中，1200头

核心母猪群扩繁场共计投资5950万元，公

猪站共计投资600万元。 金新农称，本次的

投资项目是为公司养殖业务在广东韶关地

区的布局提供母猪及仔猪资源作储备，保证

猪源数量和质量相对稳定，确保产业稳步发

展，有利于公司扩大业务规模，提升市场竞

争力和行业地位。

房企海外融资

再创新高

□本报记者 董添

8月首周， 房企扎堆发布美元债融资计

划，规模接近20亿美元，创近期新高。 受疫情

等因素影响， 房企海外债经历了4、5月份的

沉寂后，6月份逐步复苏，7月份达到疫情以

来的小高峰。 进入8月，海外融资增长态势有

增无减。

业内人士指出， 随着下半年到期债务高峰

来临， 预计房企融资需求将持续增加，2020年

全年房企融资规模或超越2019年水平。

扎堆发布美元债

近期上市房企密集发布美元债，仅8月6日

就有禹洲集团、建业地产、新城发展、华南城等

房企发布美元债融资计划。

从近期发布融资计划房企的美元债期限

看，融资期限普遍较长。 8日6日禹洲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拟发行于2026年到期金

额为3亿美元的7.85%绿色优先票据。

从融资目的看， 不少公司发布美元债是为

了偿还到期债务。 8月6日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公告称，拟发行3亿美元优先票据，票据将于

2024年到期，票面利率为7.25%。 建业地产称，

扣除佣金及其他费用后所得款项净额拟偿还一

年内到期的现有中长期境外债。

从融资利率看， 上述公司发布的海外融资

计划利率差异较大。 8月6日新城发展控股有限

公司公告称， 拟发行金额为2.5亿美元优先票

据，年利率为6%。 公司拟将票据所得款项净额

用于偿还若干境外债务。 8月6日华南城控股有

限公司发行于2021年到期2亿美元优先票据，

票面利率为11.5%。

机构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房企海外美

元融资井喷，但4、5月份锐减。 6月份开始，房企

逐步恢复美元债发行，7月份继续恢复性上涨，

且达到短期峰值。 8月以来，上市房企海外融资

步伐加快，海外融资规模有增无减。

中原地产统计指出，6月份上市房企合计

实现美元债融资金额达63.3亿美元，7月份合计

实现融资总额73.4亿美元。截至8月6日，上市房

企今年以来海外融资金额达到452亿美元，相

比2019年同期的543亿美元，下降16.7%。 中原

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房企海外融资缩减，主要和海外疫情等因素

有关。 整体看，房企海外融资1-2月高位运行，

3-5月低点徘徊，6-7月逐步恢复，7月份出现融

资小高峰。

境内融资发力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除了海外融资

回暖，上市房企普遍在境内发力融资，且境内

融资利率普遍较低，对于规模房企而言更具吸

引力。

据统计， 今年以来海外融资总量达到

142笔，相比上年同期减少了21笔。 其中，23

笔海外美元融资利率超过10%。 相比之下，二

季度以来， 上市房企境内融资金额月均超过

500亿元，整体呈现利率降低、数量增加的趋

势。 房企越来越重视境内融资， 境外融资多

为辅助。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 最近房企明显更加关

注资金链的安全， 为了应对未来可能的市场变

化，加快储备资金。整体看，房企融资力度加大，

增加融资储备， 为拿地及保证现金流安全打好

基础。

贝壳研究院认为， 随着下半年到期债务高

峰来临， 房企融资需求将持续增加，2020年全

年房企融资规模或超越2019年水平。 从现有债

券规模看，2020年8月到2021年上半年期间，有

4个单月到期债务规模超千亿， 房企发债需求

将长期保持高位。

房企积极拿地

今年以来， 上市房企拿地数量整体有增

无减。拿地占用资金较大，是上市房企加速融

资的另一大原因。 这在规模房企中表现得尤

其突出。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 1-7月，

TOP100房企拿地总金额达到18608亿元，拿地

规模同比增长2.8%。 TOP100企业招拍挂权益

拿地总额占全国300城土地出让金的比例为

55.2%。 50家典型房企1-7月月均拿地金额为

1981.1亿元，略高于2019年月度均值。 其中，31

家房企2020年1-7月月均拿地金额超过2019

年月度均值，奥园、融信、绿城、龙光前7个月月

均拿地金额较去年增长一倍以上。

从7月单月看，在50家典型房企中，25家企

业7月拿地金额较1-6月均值有所增加，20家企

业单月拿地额超过50亿元。 其中，时代中国、远

洋、 宝龙7月拿地金额占前7月总额之比超过

50%，禹洲、弘阳和首创在40%以上。

从50家典型房企前7月拿地情况看， 二线

城市拿地占比为52.8%， 三四线城市为42.9%，

一线城市占比为4.3%。 龙头房企多城发力，抢

夺热点城市优质地块。

8月7日， 宁波鄞州区出让1宗宅地， 经过

226轮竞价， 宁波钱景房地产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 （万科） 以总价27.01亿元竞得鄞州区

GX02-01-11/15a（国家高新区）地块，楼面

价达到24458元/平方米，溢价率为32.2%。

业内人士指出， 二季度以来房地产销售整

体回暖，但不少房企仍在大手笔融资，房地产行

业资金依然紧张。

引入战投迷雾未消

慈星股份再现大额合同疑云

□本报记者 于蒙蒙

连续发函追问

7月27日慈星股份披露， 公司控股股东宁

波裕人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裕人企

业有限公司拟向自然人徐松达转让公司股份

合计401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5%，转让

价格为4.80元/股。 7月27日和7月30日，公司股

价涨停。

针对市场的高度关注， 深交所7月31日向

慈星股份下发问询函，要求公司说明控股股东

筹划转让股份的具体过程，相关信息保密工作

情况，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泄露情形，补充披露

徐松达受让股份的原因以及资金来源。

慈星股份披露，控股股东因个人资金需求

有引入投资者和优化股权结构的想法。实际控

制人孙平范与自然人徐松达一直致力于纺织

设备行业，平常交流较多，彼此较为了解。徐松

达关注公司且对公司的一线成型设备的未来

发展比较认同，在6月中旬的一次交流中，徐松

达本人表达有意受让股份的想法，此后双方通

过多次沟通最终达成一致。7月23日，实际控制

人孙平范将与徐松达的股权转让事宜告知了

董秘及财务总监，同日公司委托法律顾问起草

相关协议转让文件， 双方于7月24日正式签署

了《股权转让协议》。

受让意向始于6月中旬，而慈星股份披露，

徐松达的妻子和儿子在今年7月10日-7月17

日存在买入和卖出慈星股份股票的行为。

深交所8月7日又向慈星股份发去关注函，

要求结合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对潜在意

向股份受让方在成立时间、行业地位、经营业

绩，拥有的技术、市场、渠道、品牌等资源及与

公司协调效应，双方的合作方式、领域、目标、

期限等方面的要求，补充说明本次减持是为了

“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原因及合理性。

在股价飙涨的背景下，控股股东又有了减

持计划。8月4日，慈星股份披露公告称，控股股

东裕人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裕人企业有限公

司（简称“裕人企业” ）为引进战略投资者、缓

解资金压力， 拟在未来6个月内通过协议转让

不超过总股本的10%。

对此，深交所要求结合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补充说明是否存在其他

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筹划中的重大

事项或可能导致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事项，是

否存在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 此外，深交所要

求补充说明徐松达与本次意向受让方、 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他

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股份代持等其他未披露

的协议和利益安排。

再现新的疑点

对于慈星股份引入战投的疑问尚未打消，

深交所又发现另一起疑点。

慈星股份于2019年8月26日披露控股子

公司东莞市中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

“东莞中天” ）与上海米亚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 “上海米亚” ） 签订意向性 《采购合

同》，约定上海米亚拟向东莞中天采购10.36亿

元汉瓦单玻自动线设备；若截至今年6月30日，

东莞中天未收到上海米亚支付的首笔标准产

品预付款，则《采购合同》自动终止。 今年7月

14日， 公司披露因上海米亚未按期支付预付

款，《采购合同》终止。

根据公开信息，上海米亚成立时间为2019

年4月29日，注册资本为5亿元，实缴资本242万

元，参保人数为0，主营业务为科技推广和应用

服务业。汉能装备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汉

能集团” ）持有上海米亚100%股份，今年以来

有2单诉讼被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标的累计金额

为8.44亿元，被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企业。2018

年，东莞中天营业收入仅为5626.58万元。

针对上海米亚成立不足4个月的问题，深

交所要求公司说明与对手签订总额达10.36亿

元销售合同的原因及合理性，补充披露公司与

其签订意向合同的决策程序及筹划进程情况。

要求公司补充披露与上海米亚签订意向 《采

购合同》时对其履约能力的核实情况，包括核

实过程、方法及结论，是否存在虚构采购合同

情形，公司相关董监高人员是否勤勉尽责。

同时，深交所要求公司补充披露东莞中天

近两年又一期营业收入，以及开展汉瓦单玻自

动线设备业务的情况，并结合前述情况核实东

莞中天是否具备承接与上海米亚签订意向

《采购合同》的能力。

此外，深交所要求公司补充披露上海米亚

未能按约定支付保证金的原因，是否需承担违

约责任， 终止合同的具体时点及其合理性、认

定依据及其充分性，以及合同确认终止时公司

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存在信息披

露滞后情形，是否存在利用采购合同信息炒作

股价情形。

经营情况不佳

慈星股份因引入战投而成“妖股” ，公司

基本面并不乐观。

公开资料显示，慈星股份主要从事针织机

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智能针织

机械设备。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5.21

亿元，同比下降9.98%；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为-8.74亿元，同比下降734.30%。 对于业绩巨

亏的原因，公司称，系全资收购的两家移动互

联网业务子公司杭州优投科技有限公司及杭

州多义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及行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从而产生大额商誉

计提减值所致。上述两家公司计提减值准备金

额为6.26亿元。 此外，由于市场竞争加剧及电

脑横机机型更新速度加快等因素，预计产生存

货减值损失1.41亿元。

慈星股份今年以来开局不利，第一季度归

母净利润为-2901.48万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

167.91%。 公司将原因归结为受疫情影响，对

公司市场销售造成重大影响。

对于未来发展，慈星股份称，外部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较多，客户投资意愿谨慎，纺织机

械行业整体呈下行趋势，公司存在经营业绩持

续亏损的风险。

� 受控股股东引入战投利好

消息刺激， 截至8月7日收盘，

慈星股份近半个月股价涨幅近

六成。对于引入战投事项，深交

所接连发函， 要求说明引入战

投的过程， 是否存在内幕信息

泄露情形。 慈星股份8月4日披

露，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拟

在未来6个月内协议转让不超

过总股本10%的股份。

对于慈星股份引入战投的

疑问尚未打消， 深交所又发现

另一疑点。 2019年8月，上海

米亚拟向慈星股份子公司东莞

中天采购10.36亿元汉瓦单玻

自动线设备，但时隔一年，公司

披露上海米亚未按期支付预付

款， 采购合同终止。 深交所发

现， 上海米亚与慈星股份子公

司合作前成立不足4个月，经营

存在异常情形。 深交所发函追

问， 上述大额销售合同的原因

及合理性， 是否存在利用采购

合同信息炒作股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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