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炬高新董事会改组获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本报记者 武卫红 齐金钊

7 月 24 日 ， 中 炬 高 新 召 开 2023 年 第 一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 公 司 当 晚 发 布 公 告 称 ，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了 关 于 罢 免 何 华 、 黄 炜 、 曹 建 军 、 周 艳 梅 4 人 第 十 届 董 事 会 董 事 职 务 的 议 案 。

董事会改组议案获通过

根据公告，此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选举梁大衡、林颖、刘戈锐3人为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候选人刘锗辉未获通过。

股 东 大 会 以 现 场 记 名 和 网 络 投 票 形 式 进 行 投 票 ， 出 席 会 议 的 股 东 和 代 理 人 有1342名，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2140.4769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6281%。 公司董事余健华、万鹤群，独立董事秦志华、甘耀仁、李刚出席会议。 同时，公司监事长郑毅钊、职工监事莫红丽以及董事会秘书田秋出席了会议。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炬高新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同时，宝能集团公司网站发布的一份文件称，中炬高新于7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7月24日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 不过，上述文件并未通过上市公司信披渠道披露。

7月24日晚间，上交所就中炬高新有关信息披露事项下发监管工作函，涉及对象为一般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中炬高新股权结构显示，截至2023年6月20日，火炬集团持有中炬高新10.88%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火炬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山火炬公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鼎晖隽禺、鼎晖桉邺、CYPRESS� CAMBO，L.P合计持有上市公司19.81%股份。 而宝能系旗下的中山润田持有中炬高新9.58%股份。

多位参会股东表示，近期中炬高新高层人事频繁调整，不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和长期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希望此次会议能够解决双方矛盾，为公司下一步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管理层持续变动

在宝能系和火炬集团争夺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同时，中炬高新管理层持续调整。 7月23日晚，中炬高新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于7月22日收到邓祖明的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邓祖明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值得注意的是，邓祖明于7月17日被聘任为中炬高新总经理，在任时间还不到一周。 7月18日晚，中炬高新披露，7月17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李翠旭的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李翠旭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辞职后，李翠旭将不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7月17日当天，中炬高新举行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聘任邓祖明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告资料显示，邓祖明在2012年至2022年历任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本管理中心副总监、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产业发展二中心总经理，融资管理二中心总经理，2022年3月起任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中炬高新其他多名高管近期也发生变动。 7月21日晚，中炬高新披露，公司于7月2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同意聘任田秋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孔令云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7月21日，中炬高新举行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免去李建先生副总经理的议案》。

7月19日晚，中炬高新公告，因个人原因，邹卫东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副总经理职务。 辞职后，邹卫东将不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在公司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暂由公司副总经理田秋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此外，中炬高新在7月17日举行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免去了张弼弘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职务，同时聘任孔令云、秦君雪为公司副总经理。

股东争斗升温

今年7月初，随着火炬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发起临时股东大会提议改组中炬高新董事会，宝能系与火炬集团展开了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争夺。

7月7日晚间，中炬高新发布公司监事会自行召集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中炬高新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称，因公司股东中山润田及其关联方自身债务问题，中山润田持有的公司股份持续被动减持，不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何华、黄炜、曹建军、周艳梅为其推荐或关联的董事不再适合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 火炬集团、鼎晖隽禺、鼎晖桉邺共同提请股东大会免去何华、黄炜、曹建军、周艳梅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同步罢免何华、黄炜、曹建军、周艳梅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及召集人职务。

上述董事会改组提案发出后，宝能系和火炬集团的矛盾再次升温 。 7月12日，中山润田在宝能集团网站发表声明，举报火炬集团等国资股东涉嫌虚假诉讼、操纵证券市场，严重损害中炬高新及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 而火炬集团于7月 12日晚间发表《关于中山润田发布不实信息的严正声明》称，宝能系旗下中山润田的举报是肆意抹黑，捏造、歪曲事实，并针对涉嫌虚假诉讼、操纵证券市场、监事会召集股东大会程序予以回击。

对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秦志华和独立董事李刚在公告中表示，原董事正常履职，罢免理由不足；新提名董事与公司权益诉讼案高度相关，在诉讼结果未明情况下不宜担任公司董事；为保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宜大规模更换董事。

7月22日，独立董事秦志华和李刚再次公开声明，反对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7月23日下午，火炬集团回应称，两位独立董事反对意见高度相似，明显缺乏独立的思考和专业判断。 7月24日午间，针对中炬高新的一系列争议，中山火炬集团公开回应称：近年来，中炬高新经营出现明显下滑，内部管理混乱，股东、广大投资者及员工对于公司当前状况不满，有必要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调整。 无论从公司未来的经营发展角度，还是股东权益保护角度，中山润田已经不适合继续主导上市公司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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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传承创新迎机遇期

●本报记者 傅苏颖

7月24日，国家卫健委等六部门印发《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2023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 其中

提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加快国家中医药传

承创新中心、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中医特色重点

医院、中西医协同“旗舰” 医院建设，推进国家中医

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

2023国家中药科学监管大会日前召开。 与会专

家认为，近年来政策全面推进中医药产业振兴发展，

中药新药上市数量持续增长， 中药国际影响力不断

提升，创新平台建设逐渐完善。 同时，中药企业研发

投入不断增长，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迎来机遇期。

具备多靶点效应

中药产业链长，综合带动性强。 近年来，我国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中药产业创新发展。

“中医药在慢病防控、 疫病防治领域独具特

色。 ” 中国工程院院士程京认为，当前药物靶点发现

难度增大，研发周期变长，单一靶点药物难以应对复

杂疾病。而中药具备多靶点效应，在多靶点复杂疾病

治疗领域潜力巨大。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表示，中药审评

审批制度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 既体现了中药新药

研发规律， 又大幅缩短了研发周期， 提高了研发效

率，加速中药科技成果转化。

对于中药产业面临的挑战，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

璐琦表示， 临床优势突出的高价值中药产品依然稀

缺，已上市中药产品同质化严重，中药产品上市后的

评价与淘汰非常必要。应以强化产品竞争力为核心，

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中药生产链长、影响因素多、品

质成因复杂， 中药材及饮片质量评价和管理体系面

临“高检验成本、低监督效率” 困境，要强化过程管

控，保障中药品质。目前，中药产业集约化程度低，竞

争格局分散，中药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张伯礼称，优质中药

材是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 我国中药

材存在盲目引种、粗放种植，化肥、农药、植物生长调

节剂滥施等问题， 需推广无公害中药材精细栽培和

优质药材“三无一全”（即无公害、无硫加工、无黄

曲霉毒素、全程质量追溯），提升中药材质量和品牌

价值，保障中药材产业健康发展。

以临床价值为导向

为促进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黄璐琦称， 要从

“提质增效”“优化竞争” 两方面着手，通过政策引

导和项目扶持，协调领域和区域发展，以一批重大项

目为抓手，着力提高中药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优化

中药产业链和产品链， 推动形成中药产业高质量发

展态势。 充分激发创新动能，强化全过程管控，促进

集约化发展，提升中药生产效率。

“中药创新必须坚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 ” 中国

科学院院士陈凯先建议，推动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

制剂研制，加强古代经典名方的梳理与挖掘，重视经

典名方的临床价值；注重“老药新用” ，推动中药改良

型新药研究，围绕临床应用优势和产品特点，对已上

市产品进行二次开发，包括改变给药途径、改变剂型、

增加功能主治以及生产工艺改进等；加强中医病证结

合研究，强化中医证候诊断的规范化、客观化和量化

指标；深入中药疗效评价研究，采用循证医学诠释中

医药的疗效特色，逐步建立和完善对中医证候调理和

改善的评价体系；同时，要充分认识到中药复方成分

和作用机理的复杂性，探索中药新药研发新模式。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林国强看来， 中药新药研发

方法与路径之一是利用中药组分， 开展高效生物筛

选与配方研究。在中药药效组分理论指导下，在传统

经方、验方基础上研发组分中药新药。从已有药效出

发，研发单体化合物或多组分中药。

程京认为，目前中医药理论仍偏重于经验传承，

缺少系统性实验科学数据，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药

的传承创新发展。程京介绍，其带领的团队研究建立

了分子本草技术平台， 构建大规模药用分子功效数

据库，希望通过“以药试靶”将传统中医药理论转为

数字化语言，引领中药数字化发展。

国医大师严世芸称， 中药的科学研究要克服单

体研究的局限性。中药材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其内部

各种单体、组分相辅相成、相互制约，进入人体后可

以有选择地对多种靶点发挥作用。药材的单体、组分

研究是当前的主流，但没有摆脱合成药物的框架，不

能揭示中药药材的特点。 建议国家相关部门把中药

药材的生物药特性和综合多向的作用特点研究列入

重点课题，多学科、多方法、多路径开展探索性和创

新性研究，逐步建立中药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王琦表示， 中药复方是中医临床治疗疾病的主

要手段。中药含有多种成分，能够发挥多靶点的治疗

作用。这是中药新药研发有别于化学药的重要特点。

此外，中药新药研发要从种植源头、制备过程等环节

全过程控制药材质量。

稳增长驱动高分红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持续增强股东获得感

●本报记者 乔翔 黄一灵

“回馈股东理所当然。 ” 在上交所日前举

办的“我是股东” 专项投资者关系活动———

“价值与投资：稳增长如何驱动高分红” 交流

会上， 宝钢股份证券事务代表陶昀在谈及如

何看待价值创造与回馈股东之间的关系时态

度明确。

近年来，央企分红率水平有所提升，分红

意愿增强。 在此次交流会上，来自交通银行、

宝钢股份、 上海能源三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

以及中证指数公司、 券商机构的相关负责人

与投资者进行了深度交流。

分红水平上升

近年来，随着相关制度建设不断推进，上

市公司整体分红呈现出两个明显变化， 一是

分红水平持续提升，二是分红质量明显改善。

数据显示，2007年股利支付率低于10%的上

市公司数量占比50%，2022年下降到35%。 同

时， 股利支付率介于10%至40%的上市公司

占比进一步上升， 由2007年的27%提升至

2022年的41%。

在分红水平持续提升的同时，A股上市

公司整体分红质量明显改善。 数据显示，

连续三年、五年、十年分红的沪深上市公

司数量分别超过 2000家、1600家和 700

家。 其中，至2005年连续三年分红的上市

公司占比约38%，到2022年该数据大幅提

升至58%。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高分红特征明显。 ”

中证指数公司负责人在会上表示，2022年央

企控股上市公司分红总额超过1万亿元，占全

市场比重接近60%。 在股利支付率、股息率、

分红持续性等方面，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均处

于领先水平。

积极回报投资者

2022年，交通银行分红再创新高。宝钢股

份和上海能源累计现金分红金额成倍于上市

融资额。

“宝钢股份制定了长期分红政策，并通过

股东大会审议且已写进公司章程， 公司每年

盈利的50%会用于现金分红。 ”陶昀表示，围

绕行业未来发展， 公司需要进一步开展投资

布局， 因此按照50%分红比率这一长期政策

进行操作。

交通银行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桂泽发认

为，分红是对广大投资者的回报，以分享企业

改革发展经营管理成果， 分红表现体现出企

业的态度。

“从2001年上市至今， 如果投资者当时

以9元/股的发行价购买1000股， 目前仅分红

就超过1万元。 ” 上海能源证券事务代表黄耀

盟透露，2017年至今公司分红率均在30%以

上，未来会坚持30%以上的分红率。

营造估值提升环境

去年底以来， 中特估成为资本市场热议

话题。 在中特估逻辑驱动下，一大批央企控股

上市公司迎来价值回归。

对于中特估逻辑，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有

自己的理解和发力点。桂泽发表示，应多头并

进、统筹兼顾，共同营造估值提升的环境。 比

如，可以对上市公司进一步分类，跨类别之间

设立调节系数；同时，营造长期投资环境，避

免短期炒作， 研究机构应更多挖掘国企潜在

价值。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要做好经营，用业

绩说话，并加强信息披露。

在陶昀看来， 国资委的考核可以设置更

多贴近二级市场的指标。“公司层面则要用业

绩来说服投资者， 同时在日常沟通交流中将

公司战略规划更多传递给投资者。 ”

通过开展高效规范的交流沟通， 及时传

递信息帮助投资者了解企业价值， 成为央企

控股上市公司拉近与投资者距离的重要手

段。 今年6月，上海能源邀请20多家机构和个

人投资者代表到公司江苏沛县基地参观。“当

时，投资者感受颇深。 未来应该多开展类似活

动，让投资者认可企业，提升对中特估企业的

认同感。 ” 黄耀盟表示。

视觉中国图片

近两万亿到账 上市公司分红总额屡创新高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统计数据显示， 上市

公司上年度现金分红已接近全部实施， 近两

万亿真金白银已发放到投资者账户。

近年来， 上市公司分红总额屡创新高，

股利支付率稳步增长， 国有控股公司贡献

近七成。 专家表示，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回报

意识明显提高，分红金额持续增长。 上市公

司分红成为投资者分享经济增长红利的新

渠道。

未分红公司不断减少

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 截至7月21

日，共有3234家上市公司实施了2022年年报

利润分配，分红总额为1.73万亿元。 加上上年

度季报、半年报分红，年度现金派息近2万亿

元。 另有192家上市公司2022年利润分配方

案已获通过， 尚未实施， 涉及金额0.15万亿

元；68家公司在当年经营亏损情况下依然坚

持分红； 上市以来从未实施分红的公司持续

减少。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工商银行分红总

额1082亿元， 连续两年派发现金股息超千亿

元，与美股苹果公司分红相当。

分红比率方面，2022年平均股利支付率

为34.12%，较3年前、5年前分别提升近2个和

3个百分点。

按控股类型看，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2022

年分红总额1.06万亿元， 占全市场的比重

49.85%。 一些大型央企上市公司保持高比率

分红，如中国移动、中国神华、中国石化等派

息率均在60%以上。 国有企业已经成为分享

经营成果、积极回馈投资者的标杆，在资本市

场发挥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分板块看，2022年沪深主板上市公司共

分红2万亿元，占总额的94%。 主板上市公司

大多是业务模式成熟、经营业绩稳定、具有行

业代表性的优质企业。同时，双创板块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意识越来越强。2022年，科创板和

创业板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分别较上年增长

2.7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

分红融资比逐年提高

把时间拉长看，资本市场自设立以来，全

部上市公司累计现金分红总额近16万亿元，

已接近包括首发和再融资在内的18万亿元股

权融资总额。 2022年分红总额远超当年1.53

万亿元的股权融资额。 资本市场回报投资者

的作用显著。

626家公司累计现金分红总额超过其上

市以来股权融资总额。 贵州茅台分红总额

是融资总额的80倍，宁沪高速、兖矿能源、

山西汾酒的分红总额与融资总额之比超过

50倍。

近年来，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持续完

善，资本市场成为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满足

财富管理需求的重要渠道。 专家指出，能否持

续稳定地创造价值， 是资本市场评估公司估

值高低的重要衡量因素。 中特估体系将为投

资者提供新的视角，低估值、高股息上市公司

有望被市场重新发现并定价。

中炬高新董事会改组获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7月24日， 中炬高新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当晚发布公告称， 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罢免何

华、黄炜、曹建军、周艳梅4人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

● 本报记者 武卫红 齐金钊

本次股东大会在中山火炬国际会展中心召开。 本报记者 武卫红 摄

董事会改组议案获通过

根据公告，此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选举梁大衡、林颖、刘戈锐3人为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候选人刘锗辉未获通过。

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形

式进行投票，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

有 1342 名 ， 持有表 决 权 的 股 份 总 数

52140.4769万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7.6281%。 公司董事余健华、万鹤群，

独立董事秦志华、甘耀仁、李刚出席会议。

同时，公司监事长郑毅钊、职工监事莫红丽

以及董事会秘书田秋出席了会议。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炬高新临时股东大

会召开的同时，宝能集团公司网站发布的一

份文件称，中炬高新于7月24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取消7月24日临时股东会的

议案” 。 不过，上述文件并未通过上市公司

信披渠道披露。

7月24日晚间，上交所就中炬高新有关

信息披露事项下发监管工作函，涉及对象为

一般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中炬高新股权结构显示，截至2023年6

月20日， 火炬集团持有中炬高新10.88%股

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火炬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中山火炬公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 、 鼎晖隽禺 、 鼎晖桉邺 、CYPRESS�

CAMBO，L.P合计持有上市公司19.81%股

份。 而宝能系旗下的中山润田持有中炬高

新9.58%股份。

多位参会股东表示，近期中炬高新高层

人事频繁调整，不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和

长期健康发展， 也不利于中小投资者的权

益。 希望此次会议能够解决双方矛盾，为公

司下一步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管理层持续变动

在宝能系和火炬集团争夺上市公司控

制权的同时，中炬高新管理层持续调整。 7

月23日晚，中炬高新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于

7月22日收到邓祖明的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

因，邓祖明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值得注意的是，邓祖明于7月17日被聘

任为中炬高新总经理， 在任时间还不到一

周。 7月18日晚，中炬高新披露，7月17日，公

司董事会收到李翠旭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

因，李翠旭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辞职后，李

翠旭将不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担任任何职

务。 7月17日当天，中炬高新举行第十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聘任邓祖明

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告资料显示， 邓祖明在2012年至

2022年历任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资本管理中心副总监、常务副总经理、总经

理，产业发展二中心总经理，融资管理二中

心总经理，2022年3月起任深圳市宝能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中炬高新其他多名高管近期也发生变

动。 7月21日晚，中炬高新披露，公司于7月

2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同

意聘任田秋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孔令

云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7月21日，中炬高新

举行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免去李建先生副总经理的议案》。

7月19日晚，中炬高新公告，因个人原

因，邹卫东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副总经理

职务。 辞职后，邹卫东将不在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在公司聘任新的董事

会秘书之前，暂由公司副总经理田秋代为履

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此外，中炬高新在7月17日举行的第十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免去了张弼弘副

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职务， 同时聘任孔令

云、秦君雪为公司副总经理。

股东争斗升温

今年7月初，随着火炬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发起临时股东大会提议改组中炬高新

董事会，宝能系与火炬集团展开了对上市公

司控制权的争夺。

7月7日晚间， 中炬高新发布公司监事

会自行召集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中炬高新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案称，因公司股东中山润田及其关联方自

身债务问题，中山润田持有的公司股份持续

被动减持，不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何华、黄

炜、曹建军、周艳梅为其推荐或关联的董事

不再适合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 火炬集团、

鼎晖隽禺、鼎晖桉邺共同提请股东大会免去

何华、黄炜、曹建军、周艳梅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职务，同步罢免何华、黄炜、曹建

军、周艳梅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及召集人

职务。

上述董事会改组提案发出后， 宝能系

和火炬集团的矛盾再次升温。 7月12日，中

山润田在宝能集团网站发表声明， 举报火

炬集团等国资股东涉嫌虚假诉讼、 操纵证

券市场， 严重损害中炬高新及广大投资者

合法权益。而火炬集团于7月12日晚间发表

《关于中山润田发布不实信息的严正声

明》称，宝能系旗下中山润田的举报是肆意

抹黑，捏造、歪曲事实，并针对涉嫌虚假诉

讼、操纵证券市场、监事会召集股东大会程

序予以回击。

对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事项，公司独立

董事秦志华和独立董事李刚在公告中表示，

原董事正常履职，罢免理由不足；新提名董

事与公司权益诉讼案高度相关，在诉讼结果

未明情况下不宜担任公司董事；为保持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宜大规

模更换董事。

7月22日，独立董事秦志华和李刚再次

公开声明，反对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7月23

日下午，火炬集团回应称，两位独立董事反

对意见高度相似，明显缺乏独立的思考和专

业判断。 7月24日午间，针对中炬高新的一

系列争议，中山火炬集团公开回应称：近年

来，中炬高新经营出现明显下滑，内部管理

混乱，股东、广大投资者及员工对于公司当

前状况不满，有必要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

进行调整。 无论从公司未来的经营发展角

度，还是股东权益保护角度，中山润田已经

不适合继续主导上市公司经营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