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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企业收入分析

2021年鲁西化工主要化工产品市场需求增长明显，产品价格同比有较大幅度增长，公司以市场为导

向，发挥园区一体化优势，保持产能发挥，实现业绩同比较大幅度上升。 公司主要产品与2021Q3价格同

比存在较大幅度的增长。2021Q3至2022Q1，锦纶6、己内酰胺、甲酸等产品依旧在上涨，鲁西化工2021年

营业收入相比2020年增长明显。

③预测期商标对应产品的收入预测

结合上述历史经营情况，管理层根据企业制定的发展规划，对产品进行了2022年至2026年的收入

预测。 评估师对鲁西化工收入预测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分析、判断，经过与鲁西化工管理层多次讨论，鲁

西化工进一步修正、完善后，评估机构采信了鲁西化工商标对应产品收入预测的相关数据。 预测数据如

下：

序号 项目\年份 单位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其中：主营收入 万元 1,059,300.00 1,145,330.00 1,448,480.00 2,000,500.00 2,108,670.00

增长率 3.72% 8.12% 26.47% 38.11% 5.41%

主营收入分析

I 化工新材料产品 万元 682,590.00 755,860.00 1,050,300.00 1,553,270.00 1,639,680.00

增长率 4.30% 10.73% 38.95% 47.89% 5.56%

1 销售均价 元/吨 14,842.14 14,719.77 15,134.01 16,621.40 16,825.86

增长率 -2.45% -0.82% 2.81% 9.83% 1.23%

2 销售数量 万吨 45.99 51.35 69.40 93.45 97.45

增长率 6.92% 11.65% 35.15% 34.65% 4.28%

II 基础化工产品 万元 135,920.00 140,990.00 153,630.00 168,770.00 168,770.00

增长率 -21.74% 3.73% 8.97% 9.85% 0.00%

1 销售均价 元/吨 2,785.25 2,586.97 2,871.59 3,154.58 3,154.58

增长率 -14.80% -7.12% 11.00% 9.85% 0.00%

2 销售数量 万吨 48.80 54.50 53.50 53.50 53.50

增长率 -8.15% 11.68% -1.83% 0.00% 0.00%

III 化肥产品 万元 229,330.00 234,720.00 228,730.00 261,060.00 281,950.00

增长率 24.89% 2.35% -2.55% 14.13% 8.00%

1 销售均价 元/吨 1,872.08 1,798.62 1,616.47 1,746.22 1,885.95

增长率 15.97% -3.92% -10.13% 8.03% 8.00%

2 销售数量 万吨 122.50 130.50 141.50 149.50 149.50

增长率 7.69% 6.53% 8.43% 5.65% 0.00%

IV 其他产品 万元 11,460.00 13,760.00 15,820.00 17,400.00 18,270.00

增长率 19.95% 20.07% 14.97% 9.99% 5.00%

V 产能利用

1 设计产能 万吨 256.80 301.80 345.30 345.30 345.30

2 合计销量 万吨 217.29 236.35 264.40 296.45 300.45

3 产能利用率 85% 78% 77% 86% 87%

A.预测期商标相关的各类产品销售数量鲁西化工历史年度商标相关的各类别产品在收入结构占比

变动较小，各产品类别构成相对稳定，鲁西化工利用化工园区优势，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生产结构及布局。

未来年度销售数量根据企业各类产品2022年预计销售情况及企业基准日产能布局情况， 并结合未

来年度投资计划，分别进行预测，商标相关的各类产品预测年度销售数量如下：

单位：万吨

类别 设计产能 新增产能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化工新材料及

基础化工产品

128.80 43.50 94.79 105.85 122.90 146.95 150.95

化肥产品 128.00 45.00 122.50 130.50 141.50 149.50 149.50

合计 256.80 88.50 217.29 236.35 264.40 296.45 300.45

各类产品未来年度扩产规划对未来销售数量的影响，主要根据在建产能建造完工计划、建成后未来

各年度预计的产能达产率进行预测。

B．经查询，化工行业基准日价格变动趋势如下图：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

产品销售均价：考虑企业2021年产品均价处在高位运行，从长期趋势看该状况不具有持续性。

a．化工类产品：未来年度分类别参照历史年度价格波动趋势，考虑一定的价格下降率或者增长率

进行预测；

b．化肥产品：参照卓创资讯公司“红桃3” 平台2017年至2021年复合肥年度均价为调价基准，预测

2022年至2026年化肥产品的价格变化趋势；

c．能源产品收入：主要为集装箱、气瓶、挂车、其他设备等，未来年度在2021年基础上每年按一定的

增长率进行预测。

C．收益预测数据依据及合理性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鲁西化工预测期商标资产包相关收入的预测增长率符合行业增长以及标

的企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结果具备合理性。

（3）分成率的确定

详见本问题（二）分成比例的确定方式相关内容。

（4）确定折现率

根据本次无形资产评估的特点和搜集资料的情况， 评估人员采用通用的社会平均收益率法模型估

测该无形资产适用的折现率。

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特定风险报酬率

其中无风险报酬率取近期发行的国债利率换算为复利得出。 风险报酬率的确定是以对行业、企业现

状和无形资产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对委估无形资产的经营风险、市场风险和财务风险进行综合分析

后，综合考虑各因素后确定其风险报酬率。 无风险报酬率和风险报酬率相加得到折现率。

I、无风险报酬率的确定

根据AswathDamodaran的研究，一般会把作为无风险资产的零违约证券的久期，设为现金流的久

期。 国际上，企业价值估值中最常选用的年限为10年期债券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 经查估值基准日的中

国10年期国债利率为2.90%，因此本次无风险报酬率取2.90%。

II、无形资产特定风险报酬率的确定

根据目前评估惯例，4个风险系数各取值范围在0%—10%之间，具体的数值根据测评表求得。 具体

如下：

①市场风险

对于市场风险，按市场风险取值表确定其风险系数。

市场风险取值表

项目分类 分项权重 因素 分值 得分（权重X分值）

市场风险

50% 市场容量风险 20 10

20% 市场现有竞争风险 45 9

30% 市场潜在竞争风险 40 12

合计 31

市场容量风险：市场应用前景广阔且平稳(0)；市场应用前景一般，但发展前景好(20)；市场应用前景

一般且发展平稳(40)；市场应用前景小，呈增长趋势(80)；市场应用前景小，发展平稳(100)。

市场现有竞争风险：市场为新市场，无其他竞争企业(0)；市场竞争企业数量较少，实力有明显优势

(20)；市场竞争企业数量较少，实力无明显优势(40)；市场竞争企业数量较多，但其中有几个企业具有较明

显的优势(80)；市场总企业数量众多，且无明显优势(100)。

市场潜在竞争风险：市场进入壁垒较高(10)；市场进入壁垒一般(60)；市场无进入壁垒(100)。

经评分测算，市场风险系数=31/100×10%=3.1%。

②资金风险

对于资金风险，按资金风险取值表确定其风险系数。

资金风险取值表

项目分类 分项权重 因素 分值 得分（权重X分值）

资金风险

50% 融资风险 30 15

50% 流动资金风险 30 15

合计 30

融资风险：项目投资额低(0)；项目投资额中等(40)；项目投资额高(100)。

流动资金风险：流动资金需要额少(0)；流动资金需要额中等(40)分；流动资金需要额高(100)。

经评分测算，资金风险系数=30/100×10%=3.0%。

③管理风险

对于管理风险，按管理风险取值表确定其风险系数。

管理风险取值表

项目分类 分项权重 因素 分值 得分（权重X分值）

管理风险

60% 业务来源风险 30 18

40% 质量管理风险 30 12

合计 30

渠道风险：已有良好的业务来源(0)；除利用现有来源外，还需要建立一部分新业务来源(20)；必须开

辟与现有业务来源相当的新来源和增加一部分新投入(60)；全部是新的业务来源(100)。

质量管理风险：质保体系建立完善，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0)；质保体系建立但不完善，大部分业务过

程实施质量控制(40)；质保体系尚待建立，只在个别环节实施质量控制(100)。

经评分测算，管理风险系数=30/100×10%=3.0%

④商标的特有风险

对于商标的特有风险，按特有风险取值表确定其风险系数。

商标特有风险取值表

项目分类 分项权重 因素 分值 得分（权重X分值）

商标的特有风险

40% 稳定性风险 40 16

30% 维护性风险 40 12

30% 防侵权风险 40 12

合计 40

稳定风险：注册商标稳定性强（0）；注册商标稳定性较强(40)；注册商标稳定性一般(60)；注册商标稳

定性弱(100)。

维护风险：注册商标维护投入高(0)；注册商标维护投入较高(40)；注册商标有一定投入(60)；注册商

标维护投入少(100)。

防侵权风险：注册商标防侵权措施健全(0)；注册商标防侵权措施较健全(40)；注册商标防侵权措施一

般(60)；注册商标无防侵权措施(100)。

经评分测算，商标特有风险系数=40/100×10%=4.0%。

III、折现率的计算

根据以上分析，税前折现率计算如下表：

序号 项目 数值

1 无风险报酬率 2.90%

2 风险报酬率 13.10%

2.1 市场风险 3.10%

2.2 资金风险 3.00%

2.3 管理风险 3.00%

2.4 商标特有风险 4.00%

3 折现率 16.00%

商标资产包的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

� � � � � � =2.90%+13.10%

� � � � � � =16.00%

（5）评估价值

根据上述评估过程，得到本次委估商标资产包整体评估值为7,800.00万元，过程如下表：

商标及作品登记证资产包计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及以后

1.主营业务收入-化工新材料和基础

化工

818,

510.00

896,

850.00

1,203,

930.00

1,722,

040.00

1,808,

450.00

1,808,450.00

收入分成率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对应收益 409.26 448.43 601.97 861.03 904.23 904.23

2.主营业务收入-化肥

229,

330.00

234,

720.00

228,730.00 261,060.00 281,950.00 281,950.00

收入分成率 0.15% 0.15% 0.15% 0.15% 0.15% 0.15%

对应收益 344.00 352.08 343.10 391.59 422.93 422.93

3.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产品 11,460.00 13,760.00 15,820.00 17,400.00 18,270.00 18,270.00

收入分成率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对应收益 11.46 13.76 15.82 17.40 18.27 18.27

分成收益合计 764.72 814.27 960.89 1,270.02 1,345.43 1,345.43

折现率 16% 16% 16% 16% 16% 16%

折现期（至基准日） 6 18 30 42 54

折现系数 0.9285 0.8004 0.6900 0.5948 0.5128 3.2050

收入分成折现值 710.04 651.74 663.01 755.41 689.94 4,312.10

商标评估值（取整） 7,800.00

（四）对应关系及合理性

1、上述对商标资产包进行评估中，一方面，根据商标对应不同类别的产品进行统计和分类，确定合

理的销售收入基数；另一方面，根据不同产品的特点、商标的贡献率确定不同的分成率。 通过上述的测算

过程，已充分体现了各类产品收入与商标的对应关系，商标收入分成评估值测算具有合理性。

2、收入分成率、折现率等参数预测的依据及合理性

（1）分成率：本次评估通过查询具有一定可比性的、集团授权上市公司或者上市公司授权其他人使

用商标的许可费案例数据并进行分析，根据不同产品的特点、商标的贡献率，谨慎的采用不同的分成率，

取值结果具备合理性。

（2）折现率：根据本次无形资产评估的特点和搜集资料的情况，采用通用的社会平均收益率法模型

估测该无形资产适用的折现率。

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特定风险报酬率

无风险报酬率：本次评估中无风险报酬率取值2.90%，本次评估中无风险报酬率根据中央国债登记

结算公司公布的评估基准日10年期国债利率确定，无风险报酬率的测算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评

估类第1号》相关规定，因此，无风险报酬率取值具有合理性。

风险报酬率：根据所处行业与企业的实际运营情况，对商标的4个风险系数：市场风险、资金风险、管

理风险及商标的特有风险进行测评取值，本次评估中风险报酬率参数取值谨慎、取值结果具备合理性。

综上所述，本次商标资产包的收益预测数据以鲁西化工未来盈利预测为基础，从中分析筛选出与商

标资产包相关的产品预测收入，然后采用收入分成模型对商标资产包的资产进行评估，评估方法与各项

参数的使用具有合理性。

二、对照《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要求，详细说明补偿方式的合理性，并举例说明补

偿的具体金额和测算过程。

（一）对照《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要求，说明补偿方式的合理性

1、本次重组对补偿方式的安排与《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中补偿方式要求对照如

下：

主要内容

补偿方式要求中与本次重组相关部分

摘录

本次重组对补偿方式的安排

是否相

符

补偿主体

交易对方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

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 应当以

其获得的股份和现金进行业绩补偿。

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为中化投资、中化聊城、财信控股和

聚合投资；其中：中化投资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中化

聊城为中化投资的全资子公司， 即中化投资及中化聊

城应作为业绩补偿主体， 以其获得的股份和现金进行

业绩补偿。

是

补偿股份数

量的计算

在交易定价采用资产基础法估值结果

的情况下， 如果资产基础法中对一项

或几项资产采用了基于未来收益预期

的方法，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也应就此部分

进行业绩补偿。

以收益现值法、 假设开发法等基

于未来收益预期的估值方法对拟购买

资产进行评估或估值的， 每年补偿的

股份数量为：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

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拟购买资产交易

作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

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当期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 应现

金补偿。

因本次交易对鲁西集团商标采用收入分成法进行评

估， 评估值是基于被评估无形资产应用于业务未来销

售收入的贡献进行的测算， 因此中化投资和中化聊城

就上述商标资产进行业绩承诺时也对应采用收入分成

指标业绩承诺。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业绩承诺资产当期补偿金额= [（截至当期期末业

绩承诺资产累积承诺收入分成中收入基础数-截至当

期期末业绩承诺资产累积实现收入分成中收入基础

数）÷业绩补偿期间内各年业绩承诺资产的承诺收入

分成中收入基础数总和×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作价×本

次交易前业绩补偿义务人持有鲁西集团的股权比例]-

业绩补偿义务人就业绩承诺资产累积已补偿金额。

与商标相关化工新材料及化工产品、 化肥产品及

其他产品等三类业务应当分别计算当期补偿金额，并

以该项业务在承诺期限内累计收入占比分摊承诺补偿

总金额；三类业务收入的合计金额不进行单独承诺。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业绩承诺资产当期补偿金

额÷本次交易的每股发行价格。

当期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现金补偿。

是

减值测试补

偿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 上市公司应当对

拟购买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期末减

值额/拟购买资产交易作价〉补偿期限

内已补偿股份总数/认购股份总数，则

交易对方需另行补偿股份， 补偿的股

份数量为：

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补偿

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前述减值额为拟购买资产交易作

价减去期末拟购买资产的评估值并扣

除补偿期限内拟购买资产股东增资、

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会计师应当对减值测试出具专项审核

意见， 同时说明与本次评估选取重要

参数的差异及合理性， 上市公司董事

会、 独立董事及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对

此发表意见。

业绩补偿期间届满后， 上市公司应当对业绩承诺资产

进行减值测试， 并聘请合格审计机构对减值测试出具

专项审核意见。 如：业绩承诺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

诺资产交易作价〉（业绩补偿期间内业绩补偿义务人

就业绩承诺资产已补偿股份总数+业绩补偿期间内业

绩补偿义务人就业绩承诺资产已补偿现金金额/本次

交易的每股发行价格）/业绩补偿义务人以业绩承诺资

产认购股份总数， 则业绩补偿义务人应对上市公司另

行补偿：

应另行补偿股份数量=期末减值额×本次交易前

业绩补偿义务人持有鲁西集团的股权比例÷本次交易

的每股发行价格- （业绩补偿期间业绩补偿义务人就

业绩承诺资产已补偿股份数+业绩补偿期间内业绩补

偿义务人就业绩承诺资产已补偿现金金额/本次交易

的每股发行价格）。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现金补偿。

待会计师出具《减值测试报告》时，将按照此要求

出具相关文件。

是

补偿股份数

量小于0时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 在各年计算的

补偿股份数量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

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业绩承诺资产当期补偿金额小于0时，按0取值，已补偿

的股份不冲回。

是

董事会 、独

立董事及独

立财务顾问

意见

上市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应当关注

拟购买资产折现率、 预测期收益分布

等其他评估参数取值的合理性， 防止

交易对方利用降低折现率、 调整预测

期收益分布等方式减轻股份补偿义

务，并对此发表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应

当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董事会及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重组事项中所选聘的

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

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交易定价公允，不会损害上市公

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本次交易的评估假设前提合

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一致，评估方法选取适当

合理，重要评估参数选取合理，预期收益可实现，本次

交易评估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市公司董事会、 独立董事及独立财务顾问已发

表相关意见。

是

业绩补偿期

限

业绩补偿期限不得少于重组实施完毕

后的三年。

如本次交易的交割在2022年12月31日前（含当日）实

施完毕， 则业绩补偿期限为2022年、2023年、2024年，

如本次交易的交割在2022年12月31日前（含当日）未

能实施完毕，则业绩补偿期限为2023年、2024年、2025

年。

业绩补偿期限未少于三年。

是

通过对上表对照分析， 本次重组中补偿主体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中化投资及中化投资全资子公司

中化聊城，并以其获得的股份和现金进行业绩补偿符合上述要求。 本次评估中因对鲁西集团商标采用收

入分成法进行评估，评估值是基于被评估商标资产包对未来销售收入的贡献进行的测算，因此中化投资

和中化聊城就上述商标资产进行业绩承诺时也应对采用收入分成指标业绩承诺； 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

公式、补偿股份数量小于0时的安排及业绩补偿期限与上述要求一致，重组报告书中已按照要求对减值

测试补偿进行了安排，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对评估相关事项发表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对评估相关事项

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综上，本次重组中补偿方式具有合理性。

（二）举例说明补偿的具体金额和测算过程

1、本次业绩承诺补偿的主要内容

（1）本次业绩承诺资产、评估值及其交易作价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收益法评估资产范围 收益法评估资产评估值 交易作价

1 无形资产（商标） 7,800.00 7,800.00

合计 — 7,800.00 7,800.00

（2）业绩承诺资产收入分成中收入基础数及本次交割影响

根据本次交易的评估数据， 业绩补偿义务人每期就业绩承诺资产承诺的收入分成中收入基础数如

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承诺内容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收入

占比

（%）

收入

占比

（%）

收入

占比

（%）

收入 占比（%）

鲁西化工与商标相

关业务收入合计

1,059,300 100.00 1,145,330 100.00 1,448,480 100.00 2,000,500 100.00

其中：与商标相关化

工新材料和化工产

品业务收入

818,510 77.27 896,850 78.30 1,203,930 83.12 1,722,040 86.08

与商标相关化肥业

务收入

229,330 21.65 234,720 20.49 228,730 15.79 261,060 13.05

与商标相关其他产

品业务收入

11,460 1.08 13,760 1.20 15,820 1.09 17,400 0.87

如本次交易的交割在2022年12月31日前（含当日）实施完毕，则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业绩承诺资产

在2022年、2023年、2024年每期的收入分成基础数分别为：

单位：万元

承诺内容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鲁西化工与商标相关业务收入合计 1,059,300 1,145,330 1,448,480

与商标相关化工新材料和化工产品业务收入 818,510 896,850 1,203,930

与商标相关化肥业务收入 229,330 234,720 228,730

与商标相关其他产品业务收入 11,460 13,760 15,820

如本次交易的交割在2022年12月31日前（含当日）未能实施完毕，则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业绩承诺

资产在2023年、2024年、2025年每期的收入分成基础数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内容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鲁西化工与商标相关业务收入合计 1,145,330 1,448,480 2,000,500

与商标相关化工新材料和化工产品业务收入 896,850 1,203,930 1,722,040

与商标相关化肥业务收入 234,720 228,730 261,060

与商标相关其他产品业务收入 13,760 15,820 17,400

（3）业绩补偿方式和计算公式

业绩补偿期间内每个会计年度内业绩补偿义务人应补偿金额具体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业绩承诺资产当期补偿金额= [（截至当期期末业绩承诺资产累积承诺收入分成中收入基础数-截

至当期期末业绩承诺资产累积实现收入分成中收入基础数）÷业绩补偿期间内各年业绩承诺资产的承

诺收入分成中收入基础数总和×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作价×本次交易前业绩补偿义务人持有鲁西集团的

股权比例]-业绩补偿义务人就业绩承诺资产累积已补偿金额。

与商标相关化工新材料及化工产品、化肥产品及其他产品等三类业务应当分别计算当期补偿金额，

并以该项业务在承诺期限内累计收入占比分摊承诺补偿总金额； 三类业务收入的合计金额不进行单独

承诺。

业绩承诺资产当期补偿金额小于0时，按0取值，已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业绩承诺资产当期补偿金额÷本次交易的每股发行价格。

业绩补偿义务人在业绩补偿期间内应逐年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

数在个位之后存在尾数的，均按照舍去尾数并增加1股的方式进行处理。

当期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现金补偿。 现金补偿的计算公式如下：

业绩承诺资产当期应补偿现金=业绩承诺资产当期补偿金额-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交易的

每股发行价格。

2、举例说明补偿的具体金额和测算过程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中鲁西集团商标采用收入分成法进行评估，评估值为7,800.00万元，补偿义务人

中化投资和中化聊城以其获得的股份进行业绩补偿，根据上述的计算公式所示，补偿的上限为中化投资

和中化聊城按照持股鲁西集团的比例享有的商标评估值。

业绩补偿金额上限=7,800.00×（中化投资和中化聊城持股鲁西集团的比例）=7,800.00×55%=�

4,290.00万元。

（1）假设补偿期为2023年、2024年、2025年

假设本次交易的交割在2022年12月31日前（含当日）未能实施完毕，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业绩承诺

资产在2023年、2024年、2025年每期的收入分成基础数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内容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合计

鲁西化工与商标相关业务收入合计 1,145,330 1,448,480 2,000,500 4,594,310

其中：与商标相关化工新材料和化工产品业务

收入

896,850 1,203,930 1,722,040 3,822,820

与商标相关化肥业务收入 234,720 228,730 261,060 724,510

与商标相关其他产品业务收入 13,760 15,820 17,400 46,980

I、假设2023年至2025年与商标相关的各类产品完成比例分别为70%、90%及100%各年补偿金额测

算如下：

① 2023年测算补偿金额

单位：万元

承诺内容

2023年承

诺金额

A

假设2023年

完成比例

B

完成金额

C=A*B

未完成金

额

D=A-C

2023-20

25年承诺

总金额

E

业绩承

诺资产

交易作

价

F

补偿义

务人持

股比例

G

累积

已补

偿金

额H

当期补

偿金额

I=D/E*

F*G-H

与商标相关化工

新材料和化工产

品业务收入

896,850

70.00% 627,795 269,055

4,594,

310

7,800 55%

251

90.00% 807,165 89,685 84

100.00% 896,850 - -

与商标相关化肥

业务收入

234,720

70.00% 164,304 70,416 66

90.00% 211,248 23,472 22

100.00% 234,720 - -

与商标相关其他

产品业务收入

13,760

70.00% 9,632 4,128 4

90.00% 12,384 1,376 1

100.00% 13,760 - -

合计

1,145,

330

70.00% 801,731 343,599 321

90.00% 1,030,797 114,533 107

100.00% 1,145,330 - -

根据上表测算，当2023年商标相关收入完成70%时，2023年需补偿321万元；当商标相关收入完成

90%时，2023年需补偿107万元；当商标相关收入完成比例达到或超过100%时无需补偿。

②2024年测算补偿金额

单位：万元

承诺内容

2024年累

计承诺金

额

A

假设

2024年

累计完成

比例

B

累计完成金

额

C=A*B

累计未完成

金额

D=A-C

2023-2025

年承诺总金

额

E

业绩承

诺资产

交易作

价

F

补偿义

务人持

股比例

G

累积已

补偿金

额

H

当期补

偿金额

I=D/E*

F*G-H

与商标相关化

工新材料和化

工产品业务收

入

2,100,

780

70.00% 1,470,546 630,234

4,594,

310.00

7,

800.00

55%

251 337

90.00% 1,890,702 210,078 84 112

100.00% 2,100,780 - - -

与商标相关化

肥业务收入

463,450

70.00% 324,415 139,035 66 64

90.00% 417,105 46,345 22 21

100.00% 463,450 - - -

与商标相关其

他产品业务收

入

29,580

70.00% 20,706 8,874 4 4

90.00% 26,622 2,958 1 1

100.00% 29,580 - - -

合计 2,593,810

70.00% 1,815,667 778,143 321 406

90.00% 2,334,429 259,381 107 135

100.00% 2,593,810 - - -

根据上表测算，当2024年商标相关收入完成70%时，2024年需补偿406万元，2023年至2024年累计

补偿金额为727万元；当商标相关收入完成90%时，2024年需补偿135万元，2023年至2024年累计补偿金

额为242万元；当商标相关收入完成比例达到或超过100%时无需补偿。

③2025年测算补偿金额

单位：万元

承诺内容

2025年累

计承诺金

额

A

假设2025

年累计完

成比例

B

累计完成金

额

C=A*B

累计未完成

金额

D=A-C

2023-2025

年承诺总金

额

E

业绩承

诺资产

交易作

价

F

补偿

义务

人持

股比

例

G

累积已补

偿金额

H

当期补

偿金额

I=D/E*

F*G-H

与商标相关化工

新材料和化工产

品业务收入

3,822,

820

70.00% 2,675,974 1,146,846

4,594,310 7,800 55%

588 482

90.00% 3,440,538 382,282 196 161

100.00% 3,822,820 - - -

与商标相关化肥

业务收入

724,510

70.00% 507,157 217,353 130 73

90.00% 652,059 72,451 43 24

100.00% 724,510 - - -

与商标相关其他

产品业务收入

46,980

70.00% 32,886 14,094 8 5

90.00% 42,282 4,698 3 2

100.00% 46,980 - - -

合计

4,594,

310

70.00% 3,216,017 1,378,293 727 560

90.00% 4,134,879 459,431 242 187

100.00% 4,594,310 - - -

根据上表测算， 当2025年商标相关收入完成70%时，2025年需补偿560万元，2023年至2025年累计

补偿金额为1,287.00万元；当商标相关收入完成90%时，2025年需补偿187.00万元。 2023年至2025年累

计补偿金额为429万元；当商标相关收入完成比例达到或超过100%时无需补偿。 II、假设2023年至2025

年与商标相关的化工新材料和化工产品业务收入每年完成比例不同，测算各年度的补偿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补偿金额 2024年补偿金额 2025年补偿金额

累积补偿金

额

D=A+B+C

假设

完成

比例

业绩补偿计算

公式及结果A

假设完

成比例

业绩补偿计算公

式及结果B

假设

完成

比例

业绩补偿计算公式及

结果C

(A、B、C均取

正值，负数则

不考虑)

假设一：2023年未

完成、2024年超额

完成、2025年超额

完成

50%

（896,

850-896,

850*50%）/4,

594,310*55%

*7,800=419

150% 无需补偿 150% 无需补偿 419

假设二：2023年未

完成、2024年未完

成、2025年超额完

成

50%

（896,

850-896,

850*50%）/4,

594,310*55%

*7,800=419

50%

[（896,850+1,

203,930）

-896,850*50%

-1,203,

930*50%]/4,

594,310*55%

*7,

800-419=562

150% 无需补偿 981

假设三：三年均未

完成

50%

（896,

850-896,

850*50%）/4,

594,310*55%

*7,800=419

50%

[（896,850+1,

203,930）

-896,850*50%

-1,203,

930*50%]/4,

594,310*55%

*7,

800-419=562

50%

[（896,850+1,203,

930+1,722,040）

-896,850*50%-1,

203,930*50%-1,

722,040*50%]/4,

594,310*55%*7,

800-419-562=804

1,785

假设四：2023年超

额完成、2024年未

完成、2025年未完

成

150% 无需补偿 50%

[（896,850+1,

203,930）

-896,

850*150%-1,

203,930*50%]

/4,594,

310*55%*7,

800=143

50%

[（896,850+1,203,

930+1,722,040）

-896,850*150%-1,

203,930*50%-1,

722,040*50%]/4,

594,310*55%*7,

800-144=804

947

假设五：2023年超

额完成、2024年超

额完成、2025年未

完成

150% 无需补偿 150% 无需补偿 50%

[（896,850+1,203,

930+1,722,040）

-896,850*150%-1,

203,930*150%-1,

722,040*50%]/4,

594,310*55%

*7800=-177〈0

无需补偿

假设六：三年均超

额完成

150% 无需补偿 150% 无需补偿 150% 无需补偿 无需补偿

注：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前期已补偿的金额不予返还，但承诺期内的收入可以累计计算，即第一年和

第二年多实现的收入可以并入以后年度累计计算。

问题3

报告书显示，鲁西集团和鲁西化工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对各自债权人的

通知和公告程序， 并依法按照各自债权人于法定期限内提出的要求向各自债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为其

另行提供担保。 在前述法定期限内，相关债权人未向鲁西集团或鲁西化工主张提前清偿的，相应未提前

清偿的债权将自交割日起由吸收合并后的鲁西化工承担。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你公司尚未发出债权人

通知和报纸公告。 请你公司：

（1）补充说明对上述事项的进度计划安排，如出现无法取得债权人同意的情形，是否会对本次交易

构成实质性障碍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2）结合鲁西化工和鲁西集团的资产负债状况、债务结构、偿债能力等，说明若债权人主张提前清

偿，鲁西化工和鲁西集团能否在合理期限内偿还完毕，并说明应对措施。

请律师就上述问题（1）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出债权人通知和报纸公告的进度计划安排，如出现无法取得债权人同意的情形，是否会对本

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碍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一）发出债权人通知和报纸公告的进度计划安排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 鲁西化工和鲁西集团尚未向债权人发出有关本次吸收合并相关的通知及公

告，尚未取得相关债权人的同意。

鲁西化工和鲁西集团将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自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公告。 鲁西化工和鲁西集团将依法按照债权人于

法定期限内提出的要求向其债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二）如出现无法取得债权人同意的情形，是否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碍以及公司拟采取的解

决措施

本次交易具体方式为鲁西化工通过向鲁西集团的全部股东（中化投资、中化聊城、财信控股和聚合

投资）发行股份的方式对鲁西集团实施吸收合并。 本次交易构成公司合并。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

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债权

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鲁西集团和鲁西化工将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履行对各自债权人的通知和公告程序，如出

现无法取得债权人同意的情形， 鲁西集团和鲁西化工将依法按照各自债权人于法定期限内提出的要求

向各自债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为其另行提供担保，本次交易不会因无法取得债权人同意而无法实施，债

权人是否同意不构成本次交易的实质性障碍。

二、结合鲁西化工和鲁西集团的资产负债状况、债务结构、偿债能力等，说明若债权人主张提前清

偿，鲁西化工和鲁西集团能否在合理期限内偿还完毕，并说明应对措施

（一）鲁西化工和鲁西集团财务状况良好

最近一期，鲁西化工（母公司单体）和鲁西集团的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2022年9月30日/

2022年1-9月

鲁西化工（母公司单体） 鲁西集团

一、资产负债状况

货币资金 18,214.04 37.60

流动资产 818,448.48 4,834.63

非流动资产 1,767,408.62 443,274.37

资产总额 2,585,857.10 448,109.00

负债总额 1,570,897.20 995.83

净资产 1,014,959.91 447,113.17

二、债务结构

（一）流动负债 1,071,032.44 156.65

其中：1、短期借款 456,232.97

2、应付票据 6,500.00

3、应付账款 57,050.83 4.00

4、合同负债 12,091.03

5、应付职工薪酬 3,735.15 6.01

6、应交税费 10,463.08 100.86

7、其他应付款 215,519.58 45.77

8、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6,963.61

9、其他流动负债 202,476.21

（二）非流动负债 499,864.75 839.18

其中：1、长期借款 79,250.00

2、应付债券 347,455.92

3、长期应付款 20,544.00 839.18

4、递延收益 40,088.41

5、递延所得税负债 12,526.42

（三）负债总额 1,570,897.20 995.83

三、偿债能力

流动比率 0.76 30.86

速动比率 0.73 30.86

资产负债率 60.75% 0.22%

注：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二）鲁西化工具有健康稳定的资产负债状况和债务结构

截至2022年9月30日，鲁西化工母公司单体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分别为2,585,857.10万

元、1,570,897.20万元和1,014,959.91万元。

上述资产负债中：流动资产为818,448.48万元，债券金额为548,399.22万元，其他金融债务为648,

946.58万元（长短期借款），其他一般性债务114,730.74� 万元（主要是应付账款、合同负债、其他应付

款、长期应付款等）。公司向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化财务公司” ）、商业银行等金融

机构的借款、应付债券全部为信用融资，不涉及担保融资。 鲁西化工具有健康稳定的资产负债状况和债

务结构。

（三）鲁西化工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1、鲁西化工具备足够的偿债能力

截至2022年9月30日鲁西化工母公司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和净资产分别为2,585,857.10万元、1,

570,897.20万元、1,014,959.91万元，流动比率0.76，速动比率0.73，资产负债率60.75%，主要是公司产

品销售先收款后发货，严格应收账款和存货两金管理，加强运营资金周转利用，经营现金流稳健，资产负

债率处于合理水平。 若债权人主张提前清偿，鲁西化工有能力在合理的期限内偿还完毕债务，其净资产

可覆盖债券、金融债务和其他一般性债务的77.36%，流动资产可以覆盖62.38%，加之中化财务公司、银

行等其他金融机构为鲁西化工提供的授信额度，鲁西化工具备足够的偿债能力。

2、鲁西化工资金筹集能力强

近年来，公司坚持依法经营、诚信经商，不存在侵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或者与债权人存在重大纠纷的

情形，预计债权人不会因本次交易而改变与公司的交易习惯和合作关系，但若债权人主张提前清偿，鲁

西化工也可以及时清偿，具体原因为：

（1）经营活动方面

公司基本采用先款后货的销售模式经营，2021年度和2022年1-9月， 鲁西化工母公司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分别为859,900.53万元和986,672.60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374,337.36万元和439,774.80万元，公司盈利质量较高，综合体现了公司管理层具有较强的业务管控能

力和良好的内控体系。

因此，若债权人主张提前清偿，鲁西化工可以通过经营活动及时筹措经营活动所需资金。

（2）筹资活动方面

随公司经营持续稳定发展，公司在银行的商业信誉不断提升，公司也积极加强与实际控制人中国中

化下属的中化财务公司、 当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沟通和合作， 以不断提高融资效率和降低融资成

本。

截至2022年9月30日，公司向中化财务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款全部为信用融资，不涉及担

保融资。鲁西化工在中化财务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总额为2,032,650.00万元，其中已使用授

信额度634,904.30万元，未使用额度1,397,745.70万元，公司的授信额度高。

因此，若债权人主张提前清偿，鲁西化工可以在合理期限内偿还完毕，确保公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

（四）鲁西集团偿还压力较小

截至2022年9月30日，鲁西集团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分别为448,109.00万元、995.83万元

和447,113.17万元。

上述资产负债中：流动资产为4,834.63万元；前述负债金额中，应付职工薪酬和应交税费等经营性

负债为106.87万元，其他一般性债务（主要是长期应付款、其他应付款和应付账款）为888.96万元。 鲁西

集团整体负债金额相对较小。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鲁西集团的流动资产、净资产均可覆盖鲁西集团的所有负债，若债权人主张

提前清偿，鲁西集团有能力在合理的期限内偿还完毕债务，提前偿还对其财务状况不产生影响。

（五）应对措施

本次交易具体方式为鲁西化工通过向鲁西集团的全部股东发行股份的方式对鲁西集团实施吸收合

并，通过本次交易可以实现减少持股层级、提升决策效率，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优化国资布局结构调

整，有利于鲁西化工资产的统一、完整，减少公司内部关联交易，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等目的。

本次交易完成后，鲁西化工整体的资产负债的余额、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鲁西化工的生产经营

不会受到不利影响。

鲁西化工及鲁西集团将积极向债权人解释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就本次吸收合并事项与债权人

保持积极沟通以取得其同意，同时通过经营和筹资活动筹集更充沛的资金。

如债权人不同意本次吸收合并，鲁西化工将与债权人协商后续处理事宜，按照《公司法》及相关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以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三、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一）核查过程

针对上述问题，律师主要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并查阅了鲁西化工截至2022年9月30日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2、查阅了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XYZH/2022JNAA3B0011号《鲁西集团

有限公司2022年1-9月、2021年度、2020年度审计报告》；

3、查阅了鲁西化工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鲁西化工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

议和《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鲁西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核查了本

次吸收合并方案关于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置及债权人权利保护的相关安排；

4、取得并核查了鲁西化工出具的《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债权人通知及提前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安排的情况说明》；

5、访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律师认为：

如果出现无法取得债权人同意的情形， 鲁西集团和鲁西化工将依法按照各自债权人于法定期限内

提出的要求向各自债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为其另行提供担保， 本次交易不会因无法取得债权人同意而

无法实施，债权人是否同意不构成本次交易的实质性障碍。

问题4

报告书显示，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鲁西集团注销，鲁西集团的全体员工将由鲁西化工接收。 鲁西集

团作为其现有员工雇主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将自本次吸收合并的交割日起由鲁西化工享有和承担。 请你

公司:

（1）补充披露鲁西集团人员情况，员工安置计划的具体安排，包括但不限于续约、经济补偿、安置方

式等内容；

（2）说明如有员工主张偿付工资、福利、社保、经济补偿等费用或发生其他纠纷，你公司是否具备职

工安置履约能力及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鲁西集团人员情况，员工安置计划的具体安排，包括但不限于续约、经济补偿、安置方

式等内容

（一）鲁西集团人员情况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鲁西集团共有员工9人，其中领导班子成员4人，集团党委办公室1人，财务处3

人，综合管理办公室1人。

（二）员工安置计划的具体安排

2022年4月28日，鲁西化工与鲁西集团、各交易对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吸收合并鲁西集团有限公司协议》,约定本次吸收合并实施完成后，鲁西集团将注

销法人资格，鲁西集团持有的鲁西化工股份将被注销，中化投资、中化聊城、财信控股和聚合投资将直接

持有鲁西化工新发行的股票。 鲁西集团的全体员工应按照职工大会及有权部门同意的员工安置方案进

行妥善处理，相关员工由鲁西化工接收的，鲁西集团作为其现有员工用人单位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将自本

次合并的交割日起由鲁西化工享有和承担。

2022年4月28日，鲁西集团召开职工大会，审议通过了职工安置方案，2022年4月29日，鲁西化工召

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职工安置方案。 鲁西集团和鲁西化工均同意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鲁西集

团的全体员工由鲁西化工接收， 鲁西集团对员工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将自本次吸收合并的交割日起由鲁

西化工享有和承担，鲁西化工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予以转移。

根据鲁西集团出具的《鲁西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员工安置情况的说明》，鲁西集团就员工安置总体方

案通过了职工大会决议，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尚无员工提出未来不与鲁西化工续约，亦未发生员工主

张偿付工资、福利、社保、经济补偿等费用或发生其他纠纷的情形。

自本次吸收合并交割日起，鲁西化工将根据公司业务布局和未来发展规划，统筹接收并安置鲁西集

团全部在册员工；鲁西集团全部在册员工的劳动合同和劳动关系均统一转移至鲁西化工。 上述员工劳动

关系的转移仅涉及劳动合同雇佣主体的变更，其工龄将连续计算，鲁西集团和鲁西化工均将按照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上述员工妥善办理相关手续。

二、说明如有员工主张偿付工资、福利、社保、经济补偿等费用或发生其他纠纷，你公司是否具备职

工安置履约能力及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

2022年12月10日，鲁西化工就本次吸收合并涉及的员工安置问题出具《关于安置鲁西集团在职员

工的承诺函》：自本次重组交割日起，鲁西化工将根据业务布局和未来发展规划，统筹接收并安置鲁西集

团全部在册员工，鲁西化工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上述员工妥善办理相关手续。 同时，鲁西

化工充分尊重职工个人选择意向，就自愿选择不续约的员工，在友好协商基础上，鲁西化工将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妥善解决员工安置问题或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如未来在员工

安置具体方案实施过程中发生员工主张偿付工资、福利、社保、经济补偿等费用或发生其他纠纷的情形，

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鲁西化工将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鲁西集团共有在职员工9人，且均与鲁西集团形成了良好的雇佣关系，根据鲁

西集团出具的《鲁西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员工安置情况的说明》，尚无员工提出未来不与鲁西化工续约，

亦未发生员工主张偿付工资、福利、社保、经济补偿等费用或发生其他纠纷的情形。

截至2022年9月30日，鲁西化工合并报表中总资产3,357,456.78万元，净资产1,741,455.49万元，

其中货币资金19,080.91万元，鲁西化工财务状况良好，货币资金充裕，具备职工安置履约能力。

三、补充披露情况

鲁西化工已在《鲁西化工吸收合并鲁西集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第一节本次交

易概况/三、本次交易具体方案/（五）员工安置，第四节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十四、本次吸收合并交易涉及

的职工安置情况”中进行补充披露。

四、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一）核查过程

针对上述问题，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主要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核查了鲁西化工与交易各方签订的《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吸收合并鲁西

集团有限公司协议》；

2、核查鲁西集团职工大会通过的职工安置方案；

3、核查鲁西化工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职工安置方案；

4、检查鲁西集团员工花名册，核实人员信息；

5、核查鲁西集团出具的《鲁西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员工安置情况的说明》；

6、核查鲁西化工出具的《关于安置鲁西集团在职员工的承诺函》；

7、访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8、检查并核实鲁西化工《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分析其是否具备职工安置能力。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认为：

鲁西集团作为其现有员工雇主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将自本次吸收合并交割日起由鲁西化工享有和承

担，员工安置计划符合法律法规和员工个人意愿。 如有员工主张偿付工资、福利、社保、经济补偿等费用

或发生其他纠纷，鲁西化工具备相应职工安置履约能力及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

问题5

报告书显示，本次交易将由你公司担任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提供方，本次交易现金选择权的行权

价格为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90%。 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设置了

跌幅单向调整机制。 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为在你公司股东大会表决本次吸收合并方案的相关议

案的相关议案表决时均投出有效反对票并且持续持有代表该反对权利的股票直至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

日的异议股东。 请你公司：

（1）补充披露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行使程序和你公司回购股份的处置安排，上述事宜是否符合《公

司法》及你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2）说明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未能提供双向调整机制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有利于充分保护异议

股东的合法权益；

（3）结合账面现金、流动资产情况，测算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所对应的现金对价规模，说明你公司

价款来源及支付价款对存续公司流动性有无不利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行使程序和你公司回购股份的处置安排，上述事宜是否符合《公

司法》及你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一）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行使程序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将在本次吸收合

并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申请办理现金选择权的实施，并且应当在本次吸收合并事项实施完成前，实

施完毕现金选择权业务。

获得鲁西化工现金选择权的异议股东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有权以现金选择权价格将其持有的全

部或部分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申报现金选择权。 对于鲁西化工异议股东持有的已经设定了质押、

其他第三方权利、被司法冻结或法律法规限制转让的其他情形的股份，未经合法程序取得质权人、第三

方或有权机关相关的书面同意或批准，异议股东不得行使现金选择权。

鲁西化工将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另行公告现金选择权方案的实施细则（包括但不限

于申报方式、申报期等）。

上市公司在异议股东行使现金选择权业务实施前， 需向深交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登记结算公司” ）提交申请材料，明确申报方式、申报期等实施细则，待其同意后，异议股东

可以按照相关程序行使现金选择权，主要包括现金选择权派发、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现金选择权行权

清算交收三个阶段，具体如下：

1、现金选择权派发阶段

上市公司向深交所及登记结算公司提交派发现金选择权的申请材料，审核通过后，上市公司向本次

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异议股东的证券账户按照有权行使现

金选择权的股票数量派发。

现金选择权派发后， 拟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将通过手工方式或交易系统方式对行使现金选择权

份数等内容进行确认。

2、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阶段

根据相关规定，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期为5-10个交易日，待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期间确定后，拟行

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将通过手工方式或交易系统方式进行行权申报， 鲁西化工股票预计将于该期间内

停牌。

3、现金选择权行权清算交收阶段

异议股东行权申报成功后， 将减计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证券账户中相应数量的现金选择权

权利和鲁西化工股份；合格申报的现金选择权所涉及的股份划拨过户至现金选择权提供方（鲁西化工）

名下后， 鲁西化工将按照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向相关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所指定的账户支付

现金。

申报期满后，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证券账户中未行权的现金选择权将予以注销。

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应当于现金选择权实施日受让成功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鲁西化工股东所持有

的鲁西化工的股份，并按照现金选择权价格向现金选择权股东支付相应的现金对价。

因行使现金选择权而产生的相关税费，由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现金选择权提供方等主体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规定承担，如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对

此没有明确规定，则各方将参照市场惯例协商解决。

（二）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处置安排

在上市公司完成对异议股东股票回购后六个月内， 上市公司将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

将回购取得的公司股票予以注销。

（三）上述事宜符合《公司法》及上市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1、由上市公司作为现金选择权实施主体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

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情况例外。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

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因此，对于在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决议中持异议的股东，上市公司可以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综上所述，上市公司作为现金选择权实施主体回购异议股东所持股份，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

2、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相关安排符合相关规定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公司因“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

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因此，上市公司作为现金选择权实施主体所回购的股份在六个月内完成注销符合《公司法》相关规

定。

二、说明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未能提供双向调整机制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有利于充分保护异议股

东的合法权益

（一）本次交易未提供双向调整机制的原因及合理性

就一般吸收合并而言，吸收合并的存续公司会完全承继被吸并方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对于双方股东

都存在一定的风险。 因此，《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8号———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规定给双方股东提供了退出保护机制，通过现金选择权/收购请求权

给予公司股东有效的退出渠道。

在本次吸收合并中，吸收合并方鲁西化工为上市公司，鲁西化工的股份有较好的流动性，可以通过

二级市场进行退出。 若鲁西化工股价出现上涨的情况，异议股东可以通过二级市场交易卖出其所持有的

股票，无需通过接受现金选择权的方式退出，异议股东的合法权益也能得到有效保障。 因此，本次吸收合

并未安排双向调价机制，单向的调价机制安排具有合理性，利于充分保护异议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本次交易中现金选择权的调价机制有利于充分保护异议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次交易中现金选择权的调价机制有利于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具体表现在：

1、现金选择权调价机制将有助于避免大盘系统性波动对本次交易的影响，减少本次吸收合并的不

确定性，有利于推动本次交易的顺利完成。

2、从现金选择权调价机制的触发情形来看，只有在资本市场或行业出现系统性下跌的情形下，才可

能触发调价机制。 如上市公司的股价出现系统性风险以外因素（如因为个股因素或本次交易方案等因

素）导致的大幅波动，调价机制将无法触发，上市公司股东可通过行使现金选择权以充分保护自身利益。

3、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将更为优化，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管理和运营效率，鲁西集团商

标等无形资产注入也有助于上市公司资产完整独立，进一步降低经营风险、提高公司的竞争优势，有效

推动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更好地参与全球化竞争。

因此，本次吸收合并的现金选择权价格调整机制将有利于整体交易方案的有序推进，鼓励鲁西化工

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继续长期持有鲁西化工股票，更好地保护交易的有序推进，分享鲁西化工未来发

展的红利。

（下转A16版）

（上接A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