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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开始时间安排：2016年 9月 20日 9：30分 

 

 股东大会召开地点：北京海淀清华同方科技大厦 

 

 股东大会主持人：董事长周立业先生 

 

 议程：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是：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申请注册并择机发行不超过 50 亿元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的

议案 

√ 

2 关于申请注册并择机发行不超过 5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3 关于对下属全资子公司南通半导体以债转股方式增资的议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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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请注册并择机发行不超过 50 亿元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的议案 

 

一、市场形势分析 

 

1、 货币政策与利率走势 

 

货币政策方面，我国 2016 上半年货币政策取向仍略偏宽松，货币总量平稳增长，

为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营造出适度宽松的货币金融环境。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下

行压力仍然较大，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利率

水平低位稳定运行，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 

 

信贷市场方面，2016 上半年在适度宽松政策的支持下，市场流动性较为宽裕，社会

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低位稳定运行。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保持

了较强的支持力度——若考虑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因素，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提供的信贷

支持力度实际上更大。 

 

债券市场方面，2016 上半年经历了债市动荡，货币当局表态短期内不会明显放松流

动性，并对降准等政策有所顾虑，加之美元升值和加息预期增加，债券市场曾一度转向

谨慎。但目前供需关系仍朝着对债市有利的方向演变，投资者风险偏好倾向于较高信用

等级的债券，一级市场认购仍十分踊跃，一级市场收益率走低带动二级市场收益率下行，

资产配置压力将推动利率收敛走向极致。整体来看，2016 下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得以

延续，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望为银行间债券市场提供适度宽松的资金面；预计下半年将再

度引领债券收益率明显回落，带来牛市行情。 

 

通常情况下，债券市场对国家政策的反应比信贷市场更加理性且灵敏，可望为实体

经济提供更加有效的金融支持；金融脱媒和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日益深入，也推动直接融

资模式不断创新和发展。对于非金融企业而言，尽可能运用直接融资工具显得尤为重要。 

 

2、 银行间市场已成为企业最重要的直接融资渠道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披露数据显示，2016 上半年，债务融资工具共发行 2,207 只、

发行金额合计 2.73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1.2%和 12.6%；存量规模 9.26 亿元，同比增

长 19.1%，发行和存量规模均呈稳步增长态势。与此同时，高评级（AA+及以上）企业

发行规模和家数持续提升，2016 上半年高评级企业共发行 2.1 万亿元，占公募产品发行

量的 87.3%——银行间市场越来越成为国内具有良好资信的非金融企业最为重要的直接

融资渠道。随着银行间市场逐步开放，参与主体日益丰富，投资者构成日趋合理，银行

间市场的活跃度必将继续增强，并将吸引更多企业选择通过银行间市场开展直接融资。 

 

综上，在我国经济处于“新常态”的背景下，政府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

健且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有望为银行间债券市场提供适度宽松的资金面。在债市各项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17&is_app=0&jk=a6cb0411adb48223&k=%BB%F5%B1%D2&k0=%BB%F5%B1%D2&kdi0=0&luki=8&n=10&p=baidu&q=27086079_cpr&rb=0&rs=1&seller_id=1&sid=2382b4ad1104cba6&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d=2105128&tu=u2105128&u=http://www.kuaiji.com/news/2847451&url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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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政策的推动下，直融工具势必成为资优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手段。在未来债券市场相

对乐观、多种影响因素交织的格局下，信用债融资成本已呈低位震荡态势。因此，充分

发挥企业信用评级优势、继续通过银行间市场开展信用债融资，已成为解决当前产业资

金需求的最理想选择之一。 

 

二、信用债近期市场表现 

 

近年来，国内债券市场发展迅猛，直融工具日益为资优企业所钟爱。2016 上半年，

中长期债券以中期票据、定向工具和公司债为主导；短期债券则以超短融为代表。 

 

公司关注到，从发行场所来看，基于银行间市场注册的中长期债券（含中期票据和

定向工具）发行规模所占比重一直保持领先地位（参见下表，单位人民币亿元）： 

 

债券类型 

2016 上半年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发行量 占比 
同比 

增长率 
发行量 占比 

同比 

增长率 
发行量 占比 

同比 

增长率 

超短期融资券 14,795.00  36.77% 40.32% 23,081.30  33.22% 109.91% 10,996.00 20.48% 45.93% 

短期融资券 3,245.55  8.07% -30.24% 9,725.00  14.00% -10.40% 10,853.53 20.21% 26.21% 

中期票据 5,848.40  14.54% 16.99% 12,765.20  18.37% 30.51% 9,780.70 18.22% 40.15% 

定向工具 3,186.25  7.92% -21.84% 8,872.95  12.77% -11.78% 10,057.86 18.73% 78.08% 

企业债 3,256.50  8.09% 81.38% 3,421.02  4.92% -50.93% 6,971.98 12.99% 46.71% 

资产支持证券 2,700.79  6.71% 60.67% 6,063.80  8.73% 83.21% 3,309.84 6.16% 1083.34% 

公司债 6,918.53  17.20% 1,262.61% 5,250.99  7.56% 275.09% 1,399.93 2.61% -17.60% 

可转换债 280.25  0.70% 119.98% 300.05  0.43% -6.52% 320.99 0.60% -41.08% 

合计 40,231.27  100.00% 41.74% 69,480.31  100.00% 29.41% 53,690.82 100.00% 48.99% 

 

2013 年底交易商协会推出首单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以下简称“永续中票”）以来，

永续中票发行只数和发行规模均呈爆发式增长，其中，高评级企业（AA+及以上）发行

规模占比达 95%（参见下表，单位人民币亿元）： 

 

 

综合考虑近年各直融工具的品种比重和增长态势，在目前债券市场发行价格已呈历

史低位震荡的形势下，基于银行间市场发行中长期债券已成为拥有较高信用评级的企业

开展中长期直接债务融资的首选——特别是永续中票，更以其规模化融资、不增加企业

债券类型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只数 
发行 

金额 

同比 

增长率 
只数 

发行 

金额 

同比 

增长率 
只数 

发行 

金额 

同比 

增长率 

永续中票 174 3,249 338.46% 29 741 7310.00% 1 10 - 

私募永续 8 114 75.38% 4 65 - 0 0 - 

合计 182 3,363 317.25% 33 806 7960.00% 1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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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不占用普通中期票据额度、发行人对于本息支付可控性较强且成本相对低廉等优

势，日益为资优企业所青睐。 

 

三、中长期信用债优势分析 

 

1、低成本优势 

 

银行间市场信用债的发行募集，在改善公司债务融资结构、有效控制流动性风险、

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提高资金筹措效率、配合重大资本运作等方面均发挥了突出作用，

并取得了良好效果。目前，债券市场的发行价格已呈历史低位震荡态势，具备高信用评

级和实体产业背景的企业选择发行中长期限的债券品种，低成本优势得以彰显。 

 

2、大规模批量化融资优势 

 

金融脱媒和利率汇率市场化不断推动企业通过直融渠道促进自身发展，并不断实现

金融创新，而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大额资金需求，往往受制于商业银行不时缩减信贷额度

和受托支付等固有操作规程。积聚了大量机构投资者资金的信用债市场，则可满足企业

一次性获取大额资金的需求，确保企业的经营周转或资本支出得以从容安排，不受传统

信贷模式局限。 

 

3、固定成本优势 

 

信用债的付息利率可由发行企业自主选择，并在成功发行时锁定，不会伴随市场利

率波动相应调整。当前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多采用浮动利率，企业一般没有主动选择权，

如企业希望降低市场利率变动所导致的现金流量风险，信用债无疑具有明显的固定成本

优势——特别是在债券市场价格处于历史相对低位时期，公司通过发行债券获得低成本

长期资金融通，令固定成本优势更加明显。 

 

4、灵活性优势 

 

永续中票注册程序相对简便，发行运作周期较短，可根据银行间市场报价、资金供

求状况和公司自身融资需求及现金流时间分布特点，灵活确定发行时机和期限结构，且

募集资金一次到位，便于公司统筹使用，不存在传统信贷发放模式下的时效性问题。 

 

5、永续中票的独特优势 

 

永续中票是设置了发行人主动赎回权和递延支付利息选择权的一种中期票据，即发

行人有权选择债券是否到期赎回或永续存在，并可自主决定延迟支付利息。上述两项权

利的设置，令永续中票得以作为一种权益工具，计入发行人的所有者权益。永续中票一

般在 3 或 5 年以后开始设置发行人主动赎回权，并通过利率重置及利率跳升机制来增强

投资者的购买和持有意愿。永续中票在交易结构、产品操作流程等方面与中期票据基本

一致；在融资期限、资金用途、额度管理等方面与中期票据略有差异。基于上述特点，

永续中票具有下列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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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息支付自主可控性强 

 

永续中票因具有债券期限永续及延迟付息等条款的特殊设定，发行人可根据市场行

情和企业需求自主选择本息支付时点，在会计处理上可计入所有者权益，有助于改善资

本结构，既可避免公司股权稀释，又能在不增加负债的前提下完成融资。 

 

（2）注册发行额度单独管理 

 

永续中票可单独享受净资产 40%的发行额度上限，不占用普通中期票据发行额度，

进而增加可供发行人在银行间市场使用的中长期直融额度，为后续调整营运资本结构提

供了更大的空间。 

 

（3）募集资金用途更加广泛 

 

除传统意义上的补充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资产购建投资外，永续中票募集资

金还可用于项目资本金。在公司未来面临股权投资需求时，永续中票可望为公司提供更

大的便利度和更强的时效性。 

 

四、公司注册永续中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必要性 

 

截至目前，公司短期融资券无存续余额，超短融存续余额 30 亿元（2014 年度注册

的首宗 30 亿元额度即将于 2016 年 9 月到期失效，2015 年度注册的第二宗 30 亿元额度

即将用满），中期票据存续余额 35 亿元（仅剩余 7 亿元可用注册额度）。 

 

截至 2016 年 6 月底，公司负息债务总额 171 亿元，64%为短期负息债务（约 110

亿元），在当前利率水平低位稳定运行的货币环境下，短期负息债务占比有待进一步下

降。因此，若能再以 50 亿元永续中票替代部分负息债务并适当补充产业所需营运资金，

则公司的债务融资期限和品种结构必将得到进一步优化。 

 

2、合规性 

 

永续中票的注册、发行及交易行为，目前主要受《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

融资工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8]第 1 号”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

中期票据业务指引》“NAFMII 指引 0004”等文件规范。上述文件未对信用债发行主体

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偿债能力等设定硬性指标限制，主要通过对发行主体的债券信

用专项评级、对银行间市场投资者的准入资格审查以及对债券发行利率的市场化定价机

制，实现对此类债务融资工具的风险控制。因此，目前不存在妨碍公司注册发行永续中

票的合规性障碍。 

 

3、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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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层面的债务融资工具余额管理限制。公司经审计的 2015 年底合并财务报表

股东权益为 226.56 亿元（含少数股东权益），考虑到永续中票单独计算可用额度，故永

续中票可注册额度上限为 90 亿元（即股东权益的 40%）。 

 

(2) 公司主体和债项信用评级。公司保有的“AAA”主体长期信用评级愈加稳固，可

为注册发行永续中票所需债项评级提供有效支撑。 

 

(3) 发行手续的简便性。公司财务会计基础扎实、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信息披露机制

完善，自 2010 年至今已成功注册发行多笔短期融资券、超短融和中期票据，相关市场

准入和资信评级齐备，只需相应更新。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应就本次 50 亿元永续

中票注册发行事宜提请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并聘请商业银行投行部门提供注册申报

与专业承销服务。 

 

综上，公司目前有必要、有条件、有额度、有便利开展永续中票注册发行工作。提

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向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不超过 50 亿元永续中票，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于正式申报注册前，确定主承销商，与获聘为主承销商的商业银行签

署承销公司永续中票所需调增的授信额度文件，在注册有效期内择机发行并具体确定每

期发行的关键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设定发行规模、发行价格、票面利率、募集资金用途、

主动赎回条款、还本付息机制、利息递延条款以及利息递延项下的限制性条款和持有人

救济条款等关键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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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请注册并择机发行不超过 50 亿元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一、 市场形势分析 

 

1、货币政策与利率走势 

 

货币政策方面，我国 2016 上半年货币政策取向仍略偏宽松，货币总量平稳增长，

为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营造出适度宽松的货币金融环境。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下

行压力仍然较大，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利率

水平低位稳定运行，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 

 

信贷市场方面，2016 上半年在适度宽松政策的支持下，市场流动性较为宽裕，社会

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低位稳定运行。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保持

了较强的支持力度——若考虑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因素，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提供的信贷

支持力度实际上更大。 

 

债券市场方面，2016 上半年经历了债市动荡，货币当局表态短期内不会明显放松流

动性，并对降准等政策有所顾虑，加之美元升值和加息预期增加，债券市场曾一度转向

谨慎。但目前供需关系仍朝着对债市有利的方向演变，投资者风险偏好倾向于较高信用

等级的债券，一级市场认购仍十分踊跃，一级市场收益率走低带动二级市场收益率下行，

资产配置压力将推动利率收敛走向极致。整体来看，2016下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得以

延续，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望为银行间债券市场提供适度宽松的资金面；预计下半年将再

度引领债券收益率明显回落，带来牛市行情。 

 

通常情况下，债券市场对国家政策的反应比信贷市场更加理性且灵敏，可望为实体

经济提供更加有效的金融支持；金融脱媒和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日益深入，也推动直接融

资模式不断创新和发展。对于非金融企业而言，尽可能运用直接融资工具显得尤为重要。 

 

2、 银行间市场已成为企业最重要的直接融资渠道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披露数据显示，2016 上半年，债务融资工具共发行 2,207 只、

发行金额合计 2.73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1.2%和 12.6%；存量规模 9.26 亿元，同比增

长 19.1%，发行和存量规模均呈稳步增长态势。与此同时，高评级（AA+及以上）企业

发行规模和家数持续提升，2016 上半年高评级企业共发行 2.1 万亿元，占公募产品发行

量的 87.3%——银行间市场越来越成为国内具有良好资信的非金融企业最为重要的直接

融资渠道。随着银行间市场逐步开放，参与主体日益丰富，投资者构成日趋合理，银行

间市场的活跃度必将继续增强，并将吸引更多企业选择通过银行间市场开展直接融资。 

 

综上，在我国经济处于“新常态”的背景下，政府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

健且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有望为银行间债券市场提供适度宽松的资金面。在债市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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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政策的推动下，直融工具势必成为资优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手段。在未来债券市场相

对乐观、多种影响因素交织的格局下，信用债融资成本已呈低位震荡态势。因此，充分

发挥企业信用评级优势、继续通过银行间市场开展信用债融资，已成为解决当前产业资

金需求的最理想选择之一。 

 

二、信用债近期市场表现 

 

近年来，国内债券市场发展迅猛，直融工具日益为资优企业所钟爱。综合分析市场

发行情况，超短融已成为最重要的短期债券品种，其发行规模占比和增长幅度最为显著

（参见下表，单位为人民币亿元）： 

 

债券类型 

2016 上半年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发行量 占比 
同比 

增长率 
发行量 占比 

同比 

增长率 
发行量 占比 

同比 

增长率 

超短期融资券 14,795.00  36.77% 40.32% 23,081.30  33.22% 109.91% 10,996.00 20.48% 45.93% 

短期融资券 3,245.55  8.07% -30.24% 9,725.00  14.00% -10.40% 10,853.53 20.21% 26.21% 

中期票据 5,848.40  14.54% 16.99% 12,765.20  18.37% 30.51% 9,780.70 18.22% 40.15% 

定向工具 3,186.25  7.92% -21.84% 8,872.95  12.77% -11.78% 10,057.86 18.73% 78.08% 

企业债 3,256.50  8.09% 81.38% 3,421.02  4.92% -50.93% 6,971.98 12.99% 46.71% 

资产支持证券 2,700.79  6.71% 60.67% 6,063.80  8.73% 83.21% 3,309.84 6.16% 1083.34% 

公司债 6,918.53  17.20% 1,262.61% 5,250.99  7.56% 275.09% 1,399.93 2.61% -17.60% 

可转换债 280.25  0.70% 119.98% 300.05  0.43% -6.52% 320.99 0.60% -41.08% 

合计 40,231.27  100.00% 41.74% 69,480.31  100.00% 29.41% 53,690.82 100.00% 48.99% 

 

综合考量 2016 上半年各类直融工具的品种占比和增长趋势，超短融已成为拥有高

信用评级企业开展短期直接债务融资的首选工具，其规模化融资、高灵活性、高便利性

且成本低廉等优势，早已成为市场共识。 

 

三、超短融优势分析 

 

1、低成本优势 

 

自 2010 年 9 月起至 2016 年 7 月止，公司面向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了八期超短融、

五期中期票据和四期短期融资券。自 2015 年 7 月至今，公司依托“AAA”主体信用评

级共发行五期共计 50 亿元 270 天 SCP，发行利率均低于或持平于同期 SHIBOR 水平，

最近一期发行的 10 亿元“16 同方 SCP003”年化综合成本仅为 3.12%，较同期银行贷款

利率节省财务成本 28%，融资效益优势极为突出。 

 

银行间市场信用债的发行募集，在改善公司债务融资结构、有效控制流动性风险、

降低信贷融资成本、提高资金筹措效率、配合重大资本运作等方面均发挥了突出作用，

并取得了良好效果。目前，债券市场的发行价格已呈低位振荡态势，特别是对于具备高

信用评级和实体产业背景的企业，其信用债发行成本已出现低于定价估值中枢指导价的

情况，差别化融资优势得以彰显——这种比较优势在超短融发行中显现得尤为突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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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在公司获得“AAA”主体评级后，该等优势更加明显。 

 

2、大规模批量化融资优势 

 

金融脱媒和利率汇率市场化不断推动企业通过直融渠道促进自身发展，并不断实现

金融创新，而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大额资金需求，往往受制于商业银行不时缩减信贷额度

和受托支付等固有操作规程。积聚了大量机构投资者资金的信用债市场，则可满足企业

一次性获取大额资金的需求，确保企业的经营周转或资本支出得以从容安排，不受传统

信贷模式局限。 

 

3、期限灵活优势 

 

超短融存续期限不超过 270 天，具体发行期限既可为 30 天的整数倍（如 30 天、60

天、90 天、180 天或 270 天），又可根据发行人具体需求设定为非标准期限（如 95 天、

126 天或 183 天等），能够更好地满足企业对融资跨度的要求。 

 

4、无额度上限优势 

 

与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所不同的是，对于发行主体而言，超短融的注册发行不存

在净资产 40%的额度上限，不占用公募债券发行额度，能够有效扩大企业的整体债务融

资规模。 

 

5、操作便捷优势 

 

超短融虽在注册制度方面与其他信用债相同（即注册额度两年有效，注册期内可分

期发行，额度循环使用），但在发行操作方面却较其他债券品种更加快捷高效，例如： 

 

 发行公告时限方面，在发行日前 1 个工作日公布发行文件即可，从企业确定发

行到募集资金到账，仅需一周左右； 

 

 禁发期方面，不设禁发时间窗口（例如，存续债券到期前十个工作日不得发行

新债券），可给予企业较大的腾挪空间，从容安排融资进度； 

 

 如在注册额度内接续发行，无需向交易商协会备案，且无需单独出具债项评级，

令企业得以随用随发。 

 

可见，超短融注册发行机制便捷高效，有助于提高企业短期融资灵活性，提高流动

性管理能力（特别是应对临时性大额资金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 

 

四、公司继续注册超短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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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6 月底，公司从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取得的间接负息债务余额为

115 亿元（占公司全部负息债务 171 亿元的 67%），其中短期借款余额 73 亿元，仍然

存在利用低成本信用债加以替换的诉求。因此，依托高信用等级继续调整短期债务融资

品种结构、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是公司当前的一项重要财务安排。 

 

公司现有 SCP 注册额度为 60 亿元，其中，2014 年度从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获准

注册的首宗 30 亿元 SCP 发行额度即将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到期，目前存续余额为 20

亿元；公司 2015 年底从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获准注册的第二宗 30 亿 SCP 发行额度，

目前存续余额为 10 亿元。为切实保障公司各项流动资金增补需求，安全合理配置信用

直融工具、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信贷，结合当前较为乐观的债券市场形势和 SCP

特有的成本效率优势，建议公司依托“AAA”主体信用评级，继续注册发行 50 亿元 SCP。 

 

2、可操作性 

 

(1) 公司层面的债务融资工具余额管理。与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有所不同的是，

对于发行主体来说，超短融的注册发行不受净资产 40%的额度限制，不计入或占用公

募债券累计发行额度。 

 

(2) 根据交易商协会《关于拓宽超短期融资券发行主体范围有关事项的通知》“中

市协发[2015]129 号”，公司满足注册发行超短融的主体资格要求。 

 

(3) 发行手续的简便性。公司治理机制完善、会计基础扎实、内控健全有效、信息

披露规范，自 2010 年至今已成功注册发行多笔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和超短融，相关

市场准入和资信评级齐备，只需相应更新。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应就本次 50 亿元

超短融注册发行事宜提请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并聘请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认可

的商业银行提供注册申报与专业承销服务。 

 

3、发行计划 

 

针对超短融工具自身特点，公司计划注册 50 亿元超短融发行额度，募集资金拟用

于替换部分不易衔续或成本偏高的银行流动资金或贸易融资贷款，并协助调剂各级产业

单位的季节性资金余缺、补充主业经营所需营运资金，计划在两年注册有效期内，结合

实际资金需求和市场价格水平，择机分次发行。 

 

为提高金融机构参与度、降低发行承销难度，公司拟选聘 3-5 家与公司存在长期信

贷业务关系的商业银行组成承销团，每期选择 1-2 家主承销商负责具体发行。根据银行

信贷审批要求，被选聘为承销商的商业银行可能需要就其具体负责承销的部分相应调增

对公司的专项授信额度。 

 

综上，公司目前有必要、有条件、有便利继续开展超短融注册发行工作。提请股东

大会审议：同意公司在原有 2014 年注册的首宗 30 亿元超短融发行额度到期后，继续向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不超过 50 亿元超短融发行额度；授权公司管理层于正

式申报注册前，确定主承销商，与获聘为承销商的各商业银行签署承销公司 SCP 所需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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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的授信额度文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新额度获准注册后，在注册有效期内择机分

次发行并具体确定每期发行的关键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发行金额、发行价格、票面利率、

存续期限、募集资金用途等关键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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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下属全资子公司南通同方半导体以债转股方式增资的议案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下属全

资子公司南通同方半导体以债转股方式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应收全资子公司南通

半导体的债权 24.09 亿元以人民币 1 元/注册资本的价格转作对其的长期股权投资资本

金，形成注册资本，使其注册资本由 8.14亿元增至 32.23亿元。 

 

上述增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南通同方半导体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设立于 2010年 6月 12日，现法定

代表人为范新，注册资本 8140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为高亮度发光二极管（LED)外延芯

片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南通半导体自 2010 年 6月成立后，经过一年多的基础建设和设备安调，于 2011年

11月实现 1号厂房投产，2013年 6月实现 2号厂房投产，2014年度全面达产；截至目

前，累计投资采购 MOCVD 机台 59台套。 

 

南通半导体于 2012 年度开始量产（1号厂房），年产外延片 56万片，芯片 66亿粒，

实现营业收入 2.85亿元；在此基础上，2013 年度 2号厂房投入量产，年产出外延片 146

万片，芯片 105 亿粒，实现营业收入 3.52 亿元；2014 年度达到项目预计产能，全年外

延片产出 240万片，芯片 170亿粒，且因经验积累和技术进步，实现了大尺寸芯片量产，

全年销售收入 9.37 亿元；2015 年起，结合市场整体形势和自身经营定位适当减产，全

年外延片产出 230万片，芯片 168亿粒，实现营业收入 6.59亿元；2016 年 1-6月，累

计产出外延片 119 万片，芯片 82 亿粒，受市场恶性竞争和自身成本劣势影响，销售收

入锐减至 1.15亿元。 

 

总体来看，南通半导体生产基地建成并投产后，随即迎来 LED行业寒冬，因产业链

上游重资产投资过热，下游照明终端市场需求未能及时释放，导致芯片产品持续供过于

求，业内恶性竞争频发，产品价格出现断崖式下跌，而南通半导体自身固定成本居高不

下，出现多种产品毛利过低甚至成本大于售价的严峻状况，加之外汇项目固贷负息压力

和美元强势升值等因素，令该公司持续处于经营亏损状态。 

 

为保证南通半导体在艰难的内外部环境下维持生产经营并偿还贷款本息，公司已累

计拆借给该公司 240,850 万元资金。随着 2016 年 LED 市场转暖，南通半导体亦结合自

身情况，对产品和客户结构进行调整，力争经营形势出现好转，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

前期经营压力仍在惯性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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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半导体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指标（单位：万元） 2016 年 1-6月（未经审计） 2015 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527 65,872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655 -17,645 

  
2016 年 6月 30 日（未经审

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 

资产总计 270,017 272,084 

所有者权益 24,017 32,685 

注：南通半导体 2015年财务报表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 

 

三、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不涉及。 

 

四、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南通半导体的资产负债率为 91%，公司本次将应收南通半

导体的债权 24.09 亿元转作对其长期股权投资后，可显著降低其资产负债率。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计算，南通半导体债转股后，净资产将增至 264,917 万元，资

产负债率降至 1.89%。因此，本次对南通半导体实施以债转股方式的增资，有利于改善

其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其商业信用，增强其持续经营和市场拓展能力。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南通半导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以债转股形式增资不会产生新的风险。未来，

公司将继续对南通半导体的产品和客户结构进行调整，力争扭转经营局势。此外，公司

还将寻求机会拟通过内外部资源整合的方式改善这一情况。 

 

以上，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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