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启迪环境”）近日披露的上半年业绩预
告让市场大跌眼镜。

7 月 14 日晚间， 启迪环境发布公告
称， 预计 2021 年上半年亏损 33 亿元至
40 亿元， 相较于上年同期的盈利 1.81 亿
元，同比大降 1927%—2315%。 启迪环境
称，亏损主要原因为计提了资产减值及损
失金额合计约 30 亿元—35 亿元。

随后，深交所火速向启迪环境下发关
注函， 要求于 7 月 22 日前补充披露涉及
减值的具体项目明细情况，并说明发生减
值迹象的时间、原因、减值测试过程、可回
收金额确定的依据等。

同样反应迅速的还有启迪环境的评
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
司，其于 15 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启迪环境
2021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预计亏损情况严
重，且还同时面临应收账款占用较大流动
资金、短期偿债及流动性压力大、部分已
到期债务亟待解决和无实际控制人等不
利因素，整体信用状况仍面临较大挑战。

资产减值损失约 30—35 亿元

启迪环境称，报告期内，受公司整体
投资战略调整及本次吸收合并的影响
（《城发环境“蛇吞象”收购背后》，中国能源
报 2021 年 1 月 18 日，第 20 版），综合考
虑各项目面临的行业、市场、资金等各种不
确定性因素，在对现有资产、项目进行全面
梳理盘点的基础上， 基于双方对未来公司
和项目的建设运营管理的整理战略考虑，
公司决定对报告期内停建项目、 拟退出项
目计提资产减值；对资产运营效率较低、不
能持续运营和公司整体战略涵盖不到的项
目进行退出、转让处置；预计上述资产减值
及损失金额约 30—35亿元。

记者注意到，此次计提减值的资产中，
主要为启迪环境的在建工程，共包括 12个
项目，合计资产减值损失达 22.08亿元。

据透露，启迪环境拟解除镇平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天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等 5 个项目的合作，计提资产减值合
计 10.12 亿元。 另外，启迪环境决定停止
对湖南湘潭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置中心工
程等 3 个项目的投资建设，计提资产减值
合计 6.5 亿元。

与此同时，启迪环境拟停止对运城市
盐湖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等 4 个项
目的投资建设，计提资产减值 5.45 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启迪环境 2020 年年
报显示， 其在建工程账面余额达 128.9 亿
元，减值准备期末余额 1.65 亿元，在建工
程期末账面价值 127.26 亿元。 彼时，深交
所曾下发问询函，询问启迪环境在建工程
是否存在重大减值风险。 而启迪环境和年
审会计师均称减值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仅隔半年就计提减值 22.08 亿元，深
交所在关注函中也要求启迪环境结合
2021 年上半年上述资产出现减值迹象的
原因和时间， 进一步说明 2020 年末上述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现金流趋紧

出现巨额亏损的同时，启迪环境的资
金压力也不容小觑。

2020 年年报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末，启迪环境货币资金余额为 24.8 亿元，
同比下降 27.21%。 短期借款期末余额
48.64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50.16%；一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4.24 亿元，短
期债务合计 52.88 亿元， 应付账款 40.51
亿元，流动负债合计 161.66 亿元。

启迪环境在 7 月 10 日回复深交所年

报问询中称，受行业因素以及外部融资整
体环境影响，公司整体资金趋紧，金融债
务偿付压力较大，同时由于市政公用类业
务应收账款周转率等因素，公司流动资金
出现阶段性紧张。

据透露，截至目前，启迪环境及下属
子公司存在部分已到期金融机构债务亟
待解决，该部分待偿还债务涉及的本金合
计为 5.77 亿元,主要包括银行贷款、融资
租赁等债务形式。

“公司为寻求流动资金缓解通道及改
善流动性，已通过多种形式叠加过渡目前
阶段性流动资金紧张的困境：包括由控股
股东方直接给予资金资助、加强项目资金
回款、加快应收账款回收、出售部分子公
司股权或资产以及积极推进吸并暨重大
资产重组等方案，解决公司目前所面临的
阶段性资金压力。 ”启迪环境称。

一方面是存在较大债务压力，另一方
面却是多个应收款项难收回，产生大额坏
账准备。

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末，启迪环境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高达 66.85 亿元，应收
账款坏账准备余额 10.96 亿元，较上期增
加 5.56 亿元。 另外，还有长期应收款期末
账面余额 14.29 亿元，其中融资租赁款账
面 余 额 12.19 亿 元 ， 占 长 期 应 收 款
44.95%，2020 年计提坏账准备 4.94 亿元，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5.48 亿元。

“打包”出售子公司股权

资料显示，启迪环境主营业务覆盖固
废收集处置全产业链及水务生态综合治
理全领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化环境
治理整体解决方案。

事实上，自 2018 年开始，启迪环境业
绩便开始呈大幅下降态势。 归母净利润

由 2017 年的 12.51 亿元下降为 2018 年
的 6.44 亿元，2019 年继续下降为 3.59 亿
元。 2020 年则出现了业绩“大变脸”，归母
净利润亏损 15.37 亿元。 今年上半年，启
迪环境业绩预亏 33—40 亿元。

在该背景下， 启迪环境频繁出售资
产。 就在业绩预亏的同一天，启迪环境发
布公告称，拟与控股子公司将共同持有的
讷河桑迪环保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讷河
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工程相关资产
转让，其中股权转让价款 2650 万元，其他
转让价款 5850 万元。

启迪环境称：“本次公司出售资产有利
于公司盘活现有资产，符合公司战略规划。
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

而在 6 月 15 日，启迪环境公布称，子
公司武汉启迪拟将其持有的湖北迪晟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等 5 家子公司部分股权
转让予城发零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转让
价格合计约 2.8 亿元。

启迪环境转让的资产远不止于此。 据记
者不完全统计，今年 6月份以来，启迪环境公
告的拟转让子公司或孙公司超过 10家。

事实上，今年年初，启迪环境发布《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称与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城发环
境”） 正在筹划由城发环境通过向公司全
体股东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
并启迪环境，并披露了交易预案。 由于按
照双方彼时的总资产看，启迪环境总资产
是城发环境的近 4 倍。 因此，此次交易被
业内称为是“蛇吞象”。

不过，此后该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并未有
新进展。根据启迪环境最新于 6月 23日发布
的《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
告》，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
易的相关工作，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尽职调
查、审计、估值等相关工作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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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531”政策掀起的一场光伏行业大洗牌，重创产业链上不少企业，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ST 科林”）便
是其中之一（《科林环保业绩“大变脸”遭退市风险警示》，中国能源报 2019 年 4 月 29 日，第 20 版）。 时至今日，*ST 科林仍未恢
复元气。

7 月 14 日，*ST 科林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告。 1—6 月，*ST 科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00 万元，较上年同期亏损
增加 15.36%；基本每股收益亏损 0.15 元/股，较上年同期的亏损面扩大 0.02 元/股。

对于上半年亏损，*ST 科林表
示， 公司历史业务处于停滞状态，
未有新增。现阶段主要解决诉讼及
历史债务问题， 因此财务费用、管
理费用及折旧费用等成本与上年
同期相比未发生较大变化，导致本
期继续亏损。

据了解，自 2018 年以来，*ST
科林受“531”政策及流动性紧张等
因素影响， 深受历史债务问题困
扰，未能开展新业务。

记者查阅公开信息发现，*ST
科林 2018—2020 年近 3 年扣非后
净利润均为负，分别为-5.4 亿元、
-1.37 亿元和-0.09 亿元。 另外，由
于 *ST 科林未能按期支付银行利
息，导致现有银行贷款相继违约。

截至 2020 年底，*ST 科林已逾期
银行借款 2.58 亿元，涉诉金额 2.94
亿元。 2020 年年报披露后，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对其出具了带“与持续
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
及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而在年报中，*ST 科林表示，
2020 年底，公司引入新股东。 在新
股东的协调下， 积极筹措资金，目
前正努力与银行谈判，争取达成和
解并得到续贷。

这也引起了深交所的关注，要
求 *ST 科林说明“争取外部借款支
持、加强催款力度、低效资产剥离等
为改善和提升持续经营能力的措施
的具体执行计划”及相关进展。

6 月底，*ST 科林回复称，由于
公司较多的债务逾期及资产冻结
情况，公司主体短期内难以获得银
行等金融机构授信，银行融资较为
困难。

一季报的数据也间接反映了
目前 *ST 科林遭遇的窘境。 1—3
月，受计提逾期利息增加所致，*ST
科林财务费用高达 617.89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 27.89%；管理费用为
721.79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加
18.85%；短期借款 2.57 亿元，负债
合计 6.92 亿元。

截至 3 月底，*ST 科林的货币
资金为 632.65 万元， 总资产约 7.4
亿元，净资产 4873.2 万元，负债率
达 93.51%。

*ST科林原是一家集大气污染
控制领域的环境工程系统设计、袋式
除尘及脱硫脱硝产品设计、制造、销售
服务为一体的烟气净化治理解决方
案供应商，袋式除尘设备制造规模曾
位居全国首位。2016年底驶入光伏跑
道，主要投资建设光伏电站。

此后， 光伏业务占 *ST 科林
总营收的比例不断提升。 2017 年，
光伏行业营收占比已超七成；2018
年，除尘和节能设备业务被完全剥
离，光伏业务营收占比达 100%。但
也正是从 2018 年开始，*ST 科林
业绩一落千丈。

彼时，*ST 科林解释，“531”光
伏政策以及流动性紧张等因素较大
程度制约了公司光伏电站相关项目
的开发、 建设规模与确认销售的进
度，从而影响了整体销售收入、净利

润的增长。
同时，*ST 科林选择的开发模

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531 政
策”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由于资金实力有限，*ST 科林
承接的光伏电站 EPC 项目， 多数
为垫资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
工等各项工作均需要大量的资金
支出，资金垫付压力巨大。

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ST
科林还出现了原控股股东资金占
用的问题，涉及金额 1224.7 万元。
虽然 4 月 23 日原控股股东已经将
占用资金和利息全部结清，但仍引
起了深交所的关注，要求 *ST 科林
说明发生原因。

*ST 科林回复，公司主营业务
为垫资修建光伏电站，由于公司前
期所建电站未能如期完成出售，导

致大量应收账款未能收回。 2020
年，公司致力于收回上述大额应收
债权，积极配合项目公司处置垫电
站以尽快收回债权，期间多次以支
付咨询费用方式和员工备用金方
式支付上述处理款项。 后在原控股
股东与现控股股东的交接中，相关
人员无法说明资金的具体用途及
资金走向，且以上费用无法认定为
公司应承担的费用。

而诉讼风险也和光伏电站项目
有关。*ST科林表示，因公司前期签
订的光伏工程建设合同， 涉及主体
较多， 现已与相关主体存在买卖合
同纠纷、票据追索权纠纷、票据支付
请求权纠纷等诉讼案件。 虽然公司
已借助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但
对于诉讼结果、 被诉方对于判决的
执行情况均存在不确定性。

在业绩压力之下，*ST 科林也曾想过拓展新利
润增长点。 2018 年，*ST 科林拟收购江苏博恩环境
工程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以及中国水业集团旗下垃
圾填埋气综合利用项目，但都无疾而终。 后又与新
中水（南京）再生资源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意向收
购协议》，有意进军垃圾填埋气综合利用领域，同样
未能如愿。

2020 年 12 月，*ST 科林称，原实控人、现股东
宋七棣以及杭州明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明
函投资”）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由明函投资受让
宋七棣等 7 名自然人股东所持有的科林环保合计
2939.07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55%。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明函投资将成为公
司持股 5%以上股东。

今年 1 月底，*ST 科林再发公告， 原控股股东重
庆东诚瑞业投资有限公司出具表决权放弃承诺函，
自愿且不可撤销的放弃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全部
3591 万股股份，对应公司总股本 19%的表决权，导致
*ST 科林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控股股东更为明函投
资，实控人变为廖星生。随着新实控人入主，*ST 科林
对董事会、监事会进行了换届改选，并聘任了新的管
理团队。

而在新控股股东获得实控权后，*ST 科林的新业
务拓展方向或将大变脸。 从其 2020 年年报中，可以看
出一些端倪。

据年报，*ST 科林拟与新派系（上海）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南京乐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
出资 2000 万元成立合资公司。 其中，认缴 15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75%。

对此，深交所要求结合公司经营状况、现金流水
平、行业资源储备等，说明公司是否具备引入并经营
新业务的能力。

*ST 科林则表示， 新一届管理团队具有丰富的传
媒行业资源、传媒领域工作背景和专业的融资能力及
资源。 但其也坦诚，“鉴于公司存量业务尚未剥离完
成，开展新业务所需资金主要依赖大股东引入及外部
借款，资金的筹集存在不确定风险”。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从除尘和节能设备业务到
光伏业务，*ST 科林的转型之路并不顺畅， 而娱乐
文化业务能否成为公司业绩的“救命稻草”？ 本报将
持续关注。

转转型型光光伏伏后后惨惨遭遭““滑滑铁铁卢卢””，，重重压压之之下下又又欲欲拓拓展展新新业业务务

**SSTT 科科林林能能否否东东山山再再起起？？
■■本报记者 董梓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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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预亏 33—40亿元

启迪环境业绩“大变脸”背后
■■本报记者 李玲

四四处处找找寻寻新新利利润润增增长长点点

东江环保终止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本报讯 记者董梓童报道：7 月 16
日，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东江
环保”）表示，公司收购郴州雄风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下称“雄风环保”）70%股权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决定终止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变更为以现金方
式收购雄风环保 70%股权， 收购价格为
4.29 亿元。

据悉，2020 年 12 月底， 东江环保表
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暨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
议案》，同意公司与北京瀚丰联合科技有
限公司（下称“瀚丰联合”）就收购雄风环
保 70%股权事项明确相关事宜， 并签订
《股权收购意向协议》。

根据当时的初步研究和测算 ，雄
风环保最近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预
计超过东江环保同期经审计营收的
50%，该事项可能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但东江环保在最新公告中表示，基
于中介机构深入及审慎尽职调查及交易
双方签署的框架协议， 为聚焦危废资源
化主业、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发挥业务协
同效应及降低收购成本等商业考虑，经
交易双方友好协商， 雄风环保拟以 2021
年 2 月 28 日为基准日，将部分业务及资
产进行模拟剥离， 包括归属于白银电解
业务以及交易双方经协商不纳入本次交
易的资产，如部分存货、往来款项等，公
司拟收购剥离上述部分业务及资产后的
雄风环保 70%股权。

经相关审计评估报告测算， 相关业
务及资产剥离后雄风环保模拟财务报表
总资产、净资产、营收及交易价格等数据
均未达到公司 2020 年对应经审计财务
指标的 50%。 因此，东江环保决定终止筹
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并以现金方
式收购上述资产。 交易对价来自于其自
筹资金。

东江环保称， 雄风环保主营业务
为从有色冶炼废渣中回收铋、铅、金、
钯等稀有金属， 属于废弃资源综合利
用业。 收购完成后公司将进一步完善
产业链条， 拓展贵金属回收利用细分
市场，增强产业协同，提升固废危废资
源化综合利用水平， 打造新的盈利增
长点。

华通热力实控人
近六成股份被质押

本报讯 记者董梓童报道：7 月 15
日，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华通热力”）发布公告称，公司
实控人赵一波将所持有的本公司 230 万
股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 占公司总股本
的 1.13%。

据披露， 本次质押的用途为担保质
押， 质权人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 截至 7 月 15 日，赵一波累计质
押了 3423.23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59.78%，占公司总股本的 16.88%。

据悉，未来半年内，华通热力实制人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2624.4 万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45.83%，占公司
总股本的 12.94%；未来一年内，公司实控
人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2854.4 万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49.85%，占公司
总股本的 14.07%， 对应融资余额为 7020
万元。

哈工智能上半年
净利润下降逾一倍

本报讯 记者董梓童报道：7 月 15
日，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哈工智能”）发布的 2021 年半年
度业绩预告显示，1—6 月，公司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00 万元
至-580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11.19%
—144.98%； 基本每股收益亏损-0.0657
元/股至-0.0762 元/股。

据了解，哈工智能聚焦于高端智能
装备制造和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公司
业务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制造、机器人本
体、工业机器人一站式服务平台等三大
板块，主要客户为福特、宝马等汽车制
造商。

对于上半年业绩亏损， 哈工智能表
示，受下游汽车行业的影响，公司部分客
户的回款时间拉长， 导致报告期内公司
计提的应收款减值增加， 同时营运资金
需求增加，银行融资增加，财务费用较上
年同期亦有所增加。

同时，哈工智能强调，由于公司继续
进行战略和研发方向的调整， 机器人与
AI、5G、视觉、医疗领域的技术结合与产
业应用， 布局机器人自动化生产在军工
领域的技术探索， 加大了相关领域研发
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