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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上市公司年报披露进入尾

声。截至4月28日21时，已有161只鲁

股发布年报。为充分解读过去一年鲁

股的表现、特点、趋势等情况，大众

日报联合经济导报、新锐大众客户

端、山东财经网，发挥党报的权威性

和财经媒体的专业性，汇聚媒体融合

之力，推出“2015鲁股年报”融媒体

报道，敬请关注。

■编者按

新锐大众客户端

山东财经网

■更多报道请见

161只鲁股披露2015年年报，净利润总额439 . 20亿元

华电国际最赚钱 山推成为“亏损王”
□ 本报记者 王新蕾

截至4月28日21时，167只上市鲁股中，剔除5
只B股后，已有161只发布2015年年报数据，仅剩恒
通股份没有公布年报。透过鲁股年报不难看出，工
业型、资源型企业增速走低，服务型、技术型企业
成为增长新动力，已是我省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净利润同比下降15 . 5%

从年报数据看，与去年相比，我省上市鲁股
净利润有所下滑。

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28日21时，已公布
2015年年报的161只鲁股，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
润439 . 20亿元，相比2014年鲁股净利润520 . 07亿
元，同比下降15 . 5%。2015年净利润同比上升的
鲁股有91只，占161只鲁股数量的56 . 5%，这一比
例与2014年的57%基本持平。

2015年鲁股“盈利王”，为华电国际蝉联并
再创新高。相比2014年净利润59 . 02亿元，其
2015年净利润76 . 94亿元，同比上升30 . 4%。其次
为青岛海尔，净利润43 . 01亿元，第三为山东高
速，净利润27 . 58亿元。

2014年，有6只鲁股净利润超过20亿元。
2015年，只有华电国际、青岛海尔、山东高速3
只。此外，共有12只鲁股净利润超过10亿元，其
中7只实现净利润同比上升。青岛海尔、青岛啤
酒、万华化学、潍柴动力、歌尔声学净利润出现
同比下滑。2014年盈利第二的潍柴动力，2015年
盈利13 . 91亿元，下滑36 . 33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鲁股亏损总额连续两年上
升。已披露的161只鲁股中，有16只出现亏损，
共计亏损42 . 66亿元。虽然亏损公司数量与2014
年基本持平，但亏损总额比2014年多8 . 86亿元，
比2013年多15 . 01亿元。

数据显示，截至28日21时，2015年鲁股“亏损
王”为山推股份，亏损8 . 76亿元。其次为益生股份，
亏损4 . 01亿元，第三为宏达矿业，亏损3 . 55亿元。
相比2014年业绩，这三家公司均为盈转亏。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14年“亏损王”山东
钢铁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7593万元。但据其
2015年三季报显示，当时已亏损7 . 75亿元。这意
味着，山东钢铁2015年第4季度力挽狂澜、扭亏
为盈。

采掘、机械装备亏损严重

轻工制造、医药生物相对较好

数据显示，亏损行业主要集中在机械装备、
纺织服装、矿业和农业，其中又以采掘、机械装
备亏损且净利润下滑最为严重。

按照所属申万行业来看，已披露年报的鲁股
中，5家采掘行业公司，仅山东地矿净利润同比

上升，其余4家均同比下降，且华联矿业与宏达
矿业自盈转亏。21家机械装备公司，有4家亏
损，且有11家净利润同比下滑。其中，山东矿
机、华东数控、山推股份、山东墨龙下滑最为严
重，均为自盈转亏，且同比下滑超过1000%。

农林牧渔、有色金属、化工等行业，个别公
司出现亏损及净利润下滑。10家农林牧渔公司
中，除民和股份、益生股份外，均实现盈利，但
有5家净利润同比下滑。7家有色金属公司中，除
*ST鲁丰外均实现盈利，有3家同比下滑。10家电
气设备行业公司中，仅龙源技术亏损，有3家净
利润同比下降。7家纺织服装行业公司中，仅凯
瑞德亏损，但有4家净利润同比下滑，且均超过
25%。30家化工行业公司中，仅*ST亚星亏损，

其余均实现盈利，有9家净利润同比下滑。
轻工制造、医药、电子、计算机、汽车等行

业实现盈利，但也有个别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
10家轻工制造公司均实现盈利，仅3家同比下
滑。4家商业贸易公司实现盈利，但净利润均同
比下滑。12家医药生物公司均实现盈利，但有5
家净利润同比下滑。4家电子行业公司均实现盈
利，但歌尔声学与共达电声净利润有下滑。4家
计算机行业公司均实现盈利，但新北洋净利润同
比下滑52%。3家建筑材料、4家建筑装饰公司，
均实现盈利，但有3家净利润同比下滑。4家交通
运输公司，均实现盈利，但3家净利润同比下
滑。7家汽车行业公司均实现盈利，但潍柴动
力、中国重汽、兴民钢圈同比下滑。

华电国际

青岛海尔

山东高速

青岛啤酒

东阿阿胶

万华化学

海信电器

潍柴动力

歌尔声学

金正大

盈利前十名

76 . 94

43 . 01

27 . 58

17 . 13

16 . 25

16 . 10

14 . 89

13 . 91
12 . 51

11 . 12

山推股份

益生股份

宏达矿业

*ST江泉

*ST亚星

民和股份

华联矿业

山东矿机

山东墨龙

*ST黑豹 -2 . 21

-2 . 60

-2 . 68

-2 . 75

-3 . 16

-3 . 32
-3 . 40

-3 . 55

-4 . 01

-8 . 76

亏损前十名

按净利润(亿元)

9 . 94%

亏损企业16家

90 . 06%

盈利企业145家

制图：巩晓蕾

161家

鲁股

高管薪酬受业绩影响不大
“最贵”董事长仍属晨鸣纸业

□ 本报记者 王新蕾

年报纷纷出炉，备受关注的高管薪酬也一一
亮相。2015年经济增速放缓，不少上市公司业绩
有所缩水。高管薪酬是否受此影响？

前三名高管报酬稳中有升

截至4月28日凌晨，已披露年报的154只鲁股
（剔除B股）中，前三名高管报酬超过500万元的
仅有3只，2014年同期为6只。2015年，排名前三
位的鲁股分别是万华化学、晨鸣纸业、青岛啤
酒，分别为1019 . 1万元、878 . 5万元、598 . 2万
元。万华化学蝉联前三名高管报酬第一位，但较
去年的1221 . 9万元有所下降。

虽然2015年鲁股净利润有所减少，但前三名
高管报酬并未见明显缩减，反而比2014年有所增
加。前三名高管报酬超过100万元的鲁股有92
只，比2014年多9只。前三名高管报酬低于50万
元的有16只，比2014年少5只。最低三位分别是
凯瑞德、*ST黑豹、山东金泰，为14万元、19 . 9
万元、21 . 99万元。这三只鲁股2015年净利润同
比均有下滑。

从前三名高管报酬占高管报酬总额比例来
看，占比超过一半的有23家。其中，占比最高前
三为新华锦、同大股份、山东如意，占比分别为
76 . 3%、75 . 2%、65 . 2%。除此之外，西王食品、
得利斯、隆基机械也均超过60%。占比超过30%
的鲁股有105只，占披露总数的68 . 2%。华泰股
份、孚日股份、圣阳股份占比最低，分别为
14 . 2%、16 . 2%、17 . 6%。

17位董事长薪酬超百万

在董事长薪酬排行榜上，“最贵”董事长依
然是晨鸣纸业，以500万元年薪连续三年获此殊
荣。董事长薪酬超100万元的鲁股有17只，其中
2015年净利润同比下滑的有11只，例如民和股
份、华联矿业净利润下滑为603%、338%，但董
事长薪酬为100万元、180万元。

董事长薪酬同比去年来看，薪酬数额增加的
有58只。其中，胜利股份、九阳股份、华鲁恒
升、鲁阳节能薪酬增加超过百万。薪酬减少超过
10万元的有13只，其中华联矿业、鲁西化工、鲁
泰大大缩减，分别减少了189 . 96万元，121 . 52万
元，56 . 69万元。

从2015年高管年度报酬总额同比增减来看，
报酬总额同比增加超过100万元的鲁股有25只，
其中有13只2015年净利润同比下滑。例如，潍柴
动力、民生控股净利润分别同比下降72 . 2%、

75 . 8%，但高管报酬增加了423 . 8万元、324 . 2万
元。58只鲁股高管年度报酬有所减少，其中有28只
净利润同比上升。可见，不论是董事长薪酬高低，
还是高管年度薪酬总额，都与公司净利润增减关
系并不大，有的甚至存在背离。

国企高管薪酬与业绩挂钩

受国企高管薪酬改革影响，高管薪酬与经营
业绩相挂钩分配，在鲁股年报中也有体现。

分析49家已披露相关薪酬数据的山东上市国
企，2015年董事长薪酬总额为2523 . 85万元，同
比仅增加57 . 35万元；2015年高管报酬总额为
3 . 03亿元，同比减少200多万元。

据业内人士介绍，一部分上市国企领导被降
薪，是因为同时兼任了集团领导，其薪酬发放按

《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执
行。按照规定，由组织行政任命的企业领导，在
上市公司的取酬大幅下降。

除此以外，大部分上市公司高层降薪的原因
是落实改革要求，将薪酬与业绩挂钩。从高管年
度薪酬总额同比增减可见，在49家上市国企中，
有24家高管薪酬总额同比减少，这其中有15家净
利润同比也有下降；有14家董事长薪酬同比减
少，这其中有8家净利润同比下降。可见，上市
国企高管及董事长薪酬与利润的相关程度，要远
高于其他鲁股。

同时，受到业绩挂钩的影响，去年效益较好
的发电、化工等行业业绩向好，高管薪酬也有增
加。高管年度薪酬总额同比增长超过25%的8家山
东国企中，仅有银座股份、渤海活塞出现亏损，
其余均盈利良好。

□ 经济导报记者 韩祖亦

鲁股2015年年报披露行将落幕，机构进
出路径随之公布于众。其中，被视为市场风
向标的社保基金去年投资路线，备受关注。

记者统计发现，截至4月28日凌晨，山东
板块中，晨鸣纸业（000488）成为社保基金
最爱的“新宠”，在2014年年报持股数为零
的基础上，去年大举新进4134 . 59万股，占到
其 总 股 本 的 3 . 7 4 % 。 此 外 ， 山 东 黄 金
（600547）、海信电器（600060）、兴民钢
圈（002355）、科达股份（600986）、浪潮
软件（600756）等39只鲁股亦在去年获得社
保基金的青睐。不过，特锐德（300001）、
朗 源 股 份 （ 3 0 0 1 7 5 ） 、 鲁 西 化 工
（000830）、万润股份（002643）、万华化
学（600309）等11只鲁股，却惨遭清仓，沦
为“弃子”。

值得注意的是，Wind资讯数据显示，
去年全年仅有6 1只鲁股重要股东二级市场
净买入股份数为正，占比不足四成。在此
背景下，去年A股出现罕见巨震，便不足为
奇。

社保基金的青睐与遗弃

去年年中，在A股持续大幅震荡后，
“国家队”大举出手以稳定市场。那些被证
金、汇金增持过的个股一度备受追捧，被市
场戏称为“王的女人”。

但事实上，因资金来源的特殊性，被社
保基金选中的个股，一直都是业绩良好、增
长稳定的“代言人”。尤其是在养老金即将
入市之际，作为其“同盟军”的社保基金的
投资路径，极具参考性。

截至28日凌晨，在已发布2015年年报的
154只鲁股中，银座股份（600858）、山大华
特（000915）、史丹利（002588）、西王食
品（000639）、渤海活塞（600960）等12只个
股在2014年的基础上，于去年再获社保基金
增持。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新面孔。神思电
子（300479）、阳谷华泰（300121）、法因
数控（002270）、九阳股份（002242）、东
方海洋（002086）、积成电子（002339）等28
只鲁股，均在去年跻身社保基金的新进投资
标的，相较去年中报时的15只再度扩容。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2014年年底对鲁股
共计2 . 32亿股的持股数量，社保基金在去年
可谓高歌猛进。根据目前已发布的154份年
报，社保基金已持有鲁股4 . 48亿股，接近翻
番。

不过，亦有东阿阿胶（000423）、软控
股份（ 0 0 2 0 7 3 ）、朗源股份、齐翔腾达
（002408）、万华化学等11只鲁股，在去年
惨遭社保基金清仓，沦为“弃子”。瑞茂通
（600180）、蓝帆医疗（002382）、瑞康医
药（002589）在去年遭到社保基金不同程度
的减持。

其中，去年上半年资金链有较大改善，
现金净流量同比增长高达18995 . 73%。位列鲁
股首位的瑞茂通，2014年年报披露的1014 . 91
万股的社保基金持股数，在去年中报已降至
0的背景下，2015年年报又增至747 . 31万股。
蓝帆医疗、瑞康医药2 0 1 4年年报的3 4 4 . 3 8
万、524 . 17万股持股数，也在去年减至143 . 09
万、400万股。

从板块构成看，社保基金在对鲁股的投
资上，保持了其一贯钟情蓝筹股、价值型股
票的风格，对农林牧渔、高新科技等板块青
睐有加。

对此，前海开源基金执行总经理杨德龙
表示，A股市场在2015年全年和2016年初过山
车式的行情下，已基本完成了“去泡沫化”
“去杠杆化”的进程，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基
本得到了充分释放。因此，未来无论是社保
基金，还是养老金，其逐渐入市的策略，都
在情理之中。

产业资本出逃

虽然去年7月，监管层发布“禁令”，严
格限制大股东及董监高的减持行为，并严肃
处理违规减持行为，诸多上市公司大股东及
董监高也在“救市”大潮的号召下，为稳定
公司股价，给予投资者信心，出台了多种多
样的增持方案，以真金白银护市，但相对于
去年上半年指数高位时的巨幅减持，其后的
增持依旧“杯水车薪”。

其中，恒顺众昇（300208）、齐星铁塔
（ 0 0 2 3 5 9 ） 、 银 座 股 份 、 日 照 港
（600017）、博汇纸业（600966）、宝莫股
份（002476）等10只鲁股，切实响应政策号
召，全年累积净买入股份数超过1000万股，
均以数亿元的资金表达了护盘的决心。

与此相对的，是多达6 2只鲁股的减持
“大军”。虽然去年下半年重要股东二级市
场减持之路已关闭，但此后“心不甘情不
愿”的政策增持，与去年上半年的减持狂欢
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

汉缆股份（002498）、渤海活塞的重要
股东，其在二级市场减持股份数分别达到
1 . 7 4亿、1 . 2 8亿股，令人咋舌。太阳纸业
（002078）、新能泰山（000720）、华仁药
业（300110）、天润曲轴（002283）、鲁抗
医药（600789）等10只鲁股的重要股东，也
在去年将3000万股以上的股份在二级市场上
套现。

在此背景下，产业资本的大规模出逃，难
以避免。Wind数据显示，去年全年鲁股重要股
东二级市场交易增减仓参考市值为-149 . 52亿
元。也就是说，近150亿元的产业资本，在去年
从山东板块倾巢而出，“抽血”效应不可小
觑。

减持不手软
增持却寥寥

资本流动折射投资风向

最赚钱：

华电国际

2015年鲁股“盈利王”，为华电国
际蝉联并再创新高。相比2014年净利润
59 . 02亿元，其2015年净利润76 . 94亿
元，同比上升30 . 4%。

最困难行业：

采掘、机械装备

已披露年报的鲁股中，5家采掘行
业公司，仅山东地矿净利润同比上升，
其余4家均同比下降，且华联矿业与宏
达矿业自盈转亏。21家机械装备公司，
有4家亏损，且有11家净利润同比下
滑。其中，山东矿机、华东数控、山推
股份、山东墨龙下滑最为严重，均为自
盈转亏，且同比下滑超过1000%。

“最贵”董事长：

晨鸣纸业陈洪国

“最贵”董事长再度花落晨鸣纸
业，其董事长陈洪国的年薪为500万
元，与前两个年度持平，并继续在鲁股
董事长薪酬排行榜领跑。2015年度“最
贵”董秘仍由万华化学的寇光武蝉联，
其年薪高达340 . 72万元。

社保基金最爱的“新宠”：

晨鸣纸业

晨鸣纸业成为社保基金最爱的“新
宠”，在2014年年报持股数为零的基础
上，去年大举新进4134 . 59万股，占到
其总股本的3 . 74%。

“家底最厚”：

金雷风电

每股净资产方面，“家底最厚”的
依次为金雷风电、联创股份、同大股
份，分别是16 . 00元、13 . 37元、12 . 61
元。2015年每股净资产超过10元的鲁股
共有7只，除上面3只之外，还有青岛啤
酒、张裕A、中国重汽、东阿阿胶。

“最大方”：

万华化学

2015年度累计分红方面，前三名依
次为万华化学、潍柴动力、东方铁塔，
分别分红4 . 32亿元、4 . 00亿元、3 . 90亿
元，数额远超去年前三名。2015年，已
披露年报的鲁股累计分红23 . 24亿元，
比2014年增加8 . 94亿元。

“最富戏剧性”：

*ST海龙

屡次戴帽，又能屡次脱帽，恒天海
龙变身记极富戏剧性。继2012年脱帽
后，2013、2014年因连续亏损而戴帽的
*ST海龙2015年再次扭亏为盈，净利润
5476 . 52万元。今年3月25日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变更为“恒天海龙”。

□ 经济导报记者 杜海

截至4月28日凌晨，已披露年报的山东上市公
司，其独董“生态”也渐次浮出水面。记者研究发
现，400余位鲁股独董2015年度共获取薪酬津贴
2552 . 33万元，大部分独董的酬劳集中在3万-8万
元之间。万华化学独董王宝桐的薪酬暂列首位，达
20 . 70万元。歌尔声学的3位独董肖星、张平、肖志
兴紧随其后，分别拿到18万元的酬劳。

与此同时，记者统计发现，2015年度，鲁股
中任职的独董共发生40余起离职事件。除了“个
人原因”离职外，明确说明因“相关文件要求而
辞职”的亦不在少数。

上市公司独董多来自学界、企业、政府、协
会等，大都拥有教授或研究员等身份，会计、律
师以及退休官员也不鲜见，管理学和法学教授成
为上市公司独董的主力军。

总体来看，在山东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控股
企业担任独董，日子还是比较“滋润”的。譬如
万华化学、潍柴动力、兖州煤业以及山东黄金等
这些“大块头”公司的独董薪酬，都超过了12万
元。此外，共计有44位鲁股独董在2015年度拿到
了10万元以上的高薪。

对于不少独董来说，每年只需开几次会、签
几个名就能拿到不菲的津贴收入，如果能够身兼
多家公司的独董，那么收入就更加可观了。

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王
乐锦同样身兼多职。这位54岁的女教授，2008年
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并获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任
山东路桥独董（薪酬5万元）、山东地矿独董
（薪酬6万元）、通裕重工独董（薪酬8万元），
同时还担任刚刚上市的天鹅股份独董一职。此
外，据导报记者此前采访，王乐锦曾连续担任新
能泰山独董整整6年，在去年11月份刚刚辞职。
由此算来，王乐锦每年在各家上市公司获取的薪
酬超过了20万元。

歌尔声学独董肖星同样是位女博士，现任清
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会计系主任、中国会
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理事、清华大学公司治理研
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其在歌尔声学拿着18万元的
高额独董津贴。肖星还兼任湖南多喜爱、新疆雪峰
科技、安徽六国化工、荣信电力电子等公司的独立
董事。因此，其每年获取的独董津贴总额也不菲。

去年底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开展党政领导干
部在企业兼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以及2013年
底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
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这两份文件相继引发了
独董大规模辞职现象，鲁股独董概莫能外。

“虽然有一些独董在辞职报告中给出的原因
多为‘个人原因’、‘工作原因’等，但根本原
因还是在于中组部和教育部发的这两份文件。”
一家上市公司的董秘对记者表示。

被迫离职者众多 不乏身兼多职者

独董“生态”之变

■七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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