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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业绩承诺恐难达成，或终结“无主”状态

广物控股此番接盘易事特留有后手
易事特在资本市场为

人所知，与公司 57 岁创始
人何思模不无关系。何思
模身上有着“东莞首富”“百
亿富豪”“慈善家”等标签，
给公众留下的印象颇为复
杂——除了有军人下海经
商的创业者光环外，也一度
对证监会的 1.28 亿元罚款
迟迟不缴。

何思模于 1989 年在扬
州创业，当时UPS电源几乎
全部依赖进口，他选择投身
电源行业，决心将中国品牌
做好、做强、做大。“在最艰
难的时候，为了省钱，我爬
过运煤炭的火车，捡过破
烂，还卖过两次血。”何思模
在公开信中写道。

2001年，何思模在东莞
设立易事特，承接外资公司
ODM、OEM 业 务 ；2006
年，世界 500强施耐德电气
公司控股易事特 60%的股
权，何思模担任合资公司总
裁；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
时施耐德经历反垄断调查，
在双方的友好协商下，易事
特逆势收购施耐德在合资
公司的外方股份，走上自主
品牌之路；2014 年易事特
在深交所创业板成功上市。

然而，2018 年 5 月，何
思模却滥用提案权，利用高
送转等信息拉抬股价后，高
位套现员工持股计划。证
监会决定对其没一罚一，共
罚没1.28亿元。不久，何思
模的名字还因此登上证监
会发布的第二批资本市场

“老赖”名单，名单一经公布
何思模才缴清了罚款。

也正是在此次风波中，
何思模向易事特递交了辞
职报告，决定辞任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职务，目的是“便
于公司开展融资活动及更
好地培养新一代管理者”。

同时，董事会提名何佳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
人，同时拟任公司董事长职
务。而“80后”的何佳是何
思模之子。

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在广东恒锐受让股份之
时，东方集团及何思模作
为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销
售的关键负责方，曾对广
东恒锐作出业绩承诺，承
诺上市公司 2020 年、2021
和 2022 年分别实现的净利
润不低于4.73 亿元、6.41 亿
元和 8.16 亿元（以 经 审 计
的净利润为准），合计不低
于19.3亿元。

当时的公告称，若未能
实现承诺，广东恒锐有权在
公司 2022 年审计报告或年
度报告披露后 6 个月内要
求东方集团及何思模回购
本次转让的股份，回购价格
按本次股份转让价款加计
6%/年的利息计算。对此，
易事特在此后公告中重申
该业绩承诺具有可实现性。

记者梳理发现，易事特
2020年和2021年的净利润
分别为 4.80 亿元和 5.35 亿
元，2022 年前三季度的净
利润为4.32亿元，三者合计
为 14.48 亿元，距离此前承
诺的 19.3 亿元还有 4.82 亿
元的缺口。据此，当前要完
成该业绩承诺实属不易。

回顾 2020 年 8 月广东
恒锐完成股权过户后，易事
特股价一路高歌猛进，从接
近 5元涨至 13.44 元的阶段
性高位。相比之下，目前本
次股权转让公告带来的市
场反应仍较为平静，公告发
布次日的 12 月 12 日，易事
特股价高开低走，开盘涨幅
5.58%，收盘微涨 0.80%，收
盘价为 7.59 元，市值为 17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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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锐
自称“广东省国资混改典

范”的易事特（300376），在
“寻主”之路几经波折之后，
又迎来了新的入局者。近期，
易事特发布公告，广东恒锐拟
将其持有公司的17.94%的股
权协议转让给广物控股集团，
自股份过户完成后，东方集团
在未来五年内不可撤销地放弃持有公司的31.78%股份的
表决权，东方集团支持广物控股集团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
取得过半数席位并取得公司控制权。如果广物顺利“入
主”，易事特将结束为期两年多的“无主”状态。

备受国资青睐的易事特是何
来头？公开资料显示，易事特主
要聚焦产业数字化和智慧能源两
大领域，主营智慧电源、数据中心
和智慧能源三大板块业务。

从业务结构来看，高端电源
装备及数据中心是易事特最主要
的收入来源，今年上半年，这类产
品的营收占比为73.30%，再加上
占比为 14.42%的持有光伏电站
能源收入，两者共同构成了易事
特的基本盘。储能业务则被定位
为公司的重要增量业务板块，其
中风电、光伏发电的配储以及火
电调频业务又是其中的重点，公
司正在采取积极措施拓展“风光
水火+储能”的大储、“光储一体”
的户储，以增加该业务的占比。

近期，易事特集团创始人、董
事局主席何思模在公开场合表
示，易事特在新型储能、光储充一
体化及零碳产业园建设等方面取
得了积极成效，连续上榜全球新
能源 500 强、中国能源企业（集
团）500 强榜单等，引领行业发
展。未来希望“以‘绿电+储能’
为最终梦想，共建数字能源美好
未来”。

主营业务踩准了“新基建”风
口的民营上市公司易事特，为何此
前会沦落到“无主”状态？这还要从
易事特一度深陷控股股东股权质押
风险说起。为化解流动性风险，易
事特开始多次与国资“结缘”。

早在2018年年底，易事特发
布公告称，珠海国企华发集团拟
通过股权协议转让与要约收购的
方式，持有公司34.90%的股权比
例，成为控股股东。易事特之所
以要出让控股权给予珠海地方国
资，主要原因是股权质押的解压
需求所致，当时由何思模掌控的
第一大股东东方集团、第二大股
东新余市慧盟投资有限公司股权
质押比例高达78.26%。然而，上
述交易于2019年 9月按下“终止
键”。易事特称，交易各方对有关
后续事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2019年年底，在告别了华发
集团之后，易事特又迎来了广东
省国资委旗下的广东恒健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相关交易方式大致
相同。但最终交易方案发生了调
整，广东恒健并没有直接接过控
制权。2020 年 7月，广东恒锐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18.50 亿 元 受 让 易 事 特 18% 股
份。据悉，广东恒锐由广东恒健、
广东粤澳合作发展基金（有限合
伙）、东莞市上市莞企发展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设立，设
立时间为2020年6月28日。

同时，因东方集团不可撤销
地放弃其交易完成后持有的剩余
全部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易事
特自此也由控股股东东方集团、
实际控制人何思模，转为无控股
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

与国资结缘却沦为“无主”A

根据最新公告，这桩交易虽然
也是广东国资“左手倒右手”，但唯
一不同的是对于控制权的约定。公
告显示，广物控股集团在受让广东
恒锐股份完成后，可成为目标公司
的控股股东，将目标公司纳入广物
控股集团的合并报表。而广物控股
集团控股的依据是第一大股东东方
集团“支持广物控股集团在上市公
司董事会中取得过半数席位”。

广物控股集团是华南地区经营
规模最大的大宗商品流通企业，前
身是 1951 年成立的广东省物资
局。近年来，广物控股集团推动“一
体两翼”战略，聚焦发展“能源化工
产品制造、商贸与物流、产业园区投
资运营与管理”三大主业，联动发展

“金融和数字化”两翼，稳步推动向
“贸、工、技、投”实体化企业转型。
“向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转型”也是广
物控股集团的重要目标之一。

公开资料显示，广物控股集团
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
分 别 从 2019 年 的 390.88 亿 元 、

417.84 亿 元 、5.82 亿 元 ，增 长 至
2020 年的 468.35 亿元、506.35 亿
元、14.94亿元。2021年，广物控股
集团实现营业收入超过 660 亿元。
广物控股集团提出，力争到“十四
五”末，资产总额超 1050 亿元，主
营业务收入超1700亿元。

对股东的变更，易事特证券部
人士近日回应媒体称，广东恒健属
于资管公司，对公司更多的是监
督，日常经营更多的还是在公司管
理层手中。广物控股集团更偏向
做实业，控股后可能会更多地介入
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中。

最新公告还对广物控股集团
入股易事特的合理性进行说明。
公告称，广物控股集团将积极探索
创新国有资本运作方式，在产融结
合中促进产业资本做大做强的经
营方针，协助广东省国资委推进省
属国资布局结构调整，易事特作为
专门从事智慧城市和智慧能源相
关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火
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与其产

业布局相互契合、优势互补，能够
加快公司战略布局，促进公司整体
业务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广东恒锐
入股对公司发展的影响，易事特
2020 年也曾在回复深交所关注函
时称：“易事特客户群中有大量政
府部门、大型央企和国企客户，国
资入股有助于上市公司增强投标
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在高端电源装
备、智慧能源和智慧城市等方面进
一步扩展。”

公告提到，广物控股集团将利
用自身优势，帮助易事特引进更多
政府、产业、金融等战略及业务资
源，加快易事特战略布局，进一步
发展其现有以产业数字化+智慧能
源的双轮驱动模式，带动电光储充
换和源网荷储一体化能源发展路
径，打造以“绿色供能+绿色用能”
为引擎、驱动绿色产业（绿色能源
产业、绿色交通产业、绿色工业、绿
色建筑等）发展的集成创新体系，
促进公司整体业务发展。

广物或更多介入日常经营B

三年业绩承诺难达成C

易事特迎来
新的大股东

视觉中国 供图

羊城晚报记者 黄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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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悉 ，湛 江 、茂
名、阳江、云浮等粤西地

区雨量充沛、夏长冬短，
是我国知名的北运菜生产

基地，种植冬种菜，是当地农
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走进德盛农业在湛江廉江
市的种植基地，丰收之喜扑面而
来，一颗颗拳头般大小的贝贝小
南瓜长势良好。苏钢表示：“公
司种植的辣椒、圣女果、贝贝小
南瓜等冬种菜均已进入成熟采
收期，正待装箱上市。”

据介绍，德盛农业成立于
2016 年，是一家集农产品培育、

种植、加工、销售、研发、扶贫于
一体的“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
业”。2017 年以来，德盛农业先
后与广东省3个村建立了帮扶产
业示范基地，主打高端产品“廉
心小公主”小番茄、贝贝小南瓜、
叶菜、辣椒生产等，目前种植面
积超3000亩。

不过，今年冬种菜的丰收，
却让苏钢心里喜愁交加。丰收
固然令人喜悦，但受疫情影响，
德盛农业冬种菜的销售、回款进
度较慢，这让苏钢发起了愁。“冬
种的圣女果有 200多亩，贝贝小
南瓜达 500 多亩，辣椒 50 多亩，

预计到明年的农历新年均为出
产高峰期。”如何解决冬种菜销
路、保证生产资金流顺畅，让苏
钢十分“头大”。

好在农行广东分行伸出了
援手。通过联合省农担公司创
新担保增信方式，农行阳江阳西
县支行向德盛农业发放了300万
元的农担贷款，为其持续生产、
雇佣工人、拓展销路提供了补充
资金。“而且在农担公司担保下，
农行还给了利率优惠，帮我减轻
了负担。”苏钢高兴地说，在得到
农行支持并知晓“飞渡计划”后，
他希望积极参与进来，通过广东

农产品“保供稳价安心”平台对
接更多冬种菜采购商、商超以及
社群电商平台，尽可能地打通更
多冬种菜销路，辐射带动农户增
收致富。

农行广东分行助冬种菜实现“飞渡”

实际上，德盛农业只是农行
广 东 分 行 积 极 参 与“ 飞 渡 计
划”，支持广东冬种菜产业发展
的一个缩影。要实现“飞渡计
划”，就要抓好产销对接工作，
帮助协调对接产销资源，解决好
区域性农产品集中上市问题。

为支持冬种菜产销工作，农
行广东分行正持续加大资金投
入。在冬种菜主要销区之一的

粤港澳大湾区，广州鸿运嘉
斐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以下简称“鸿运农
业”）就在农行广东
分行的支持下，打
通了冬种菜销售
的快速通道。

据悉，鸿运
农业主要从事
新鲜水果、蔬
菜和水产品批

发，主要供货给一家菜篮子企
业，这些货物销往广东各地。平
常，鸿运农业每月有五十万元的
销售额，遭遇疫情后单月销售额
一下突破百万元，采购量急速攀
升，企业负责人为资金周转急得
团团转。

农行广州分行得知情况后，
加急对接鸿运农业，加快信贷审
批流程，及时向鸿运农业发放了
500万元“抵押 e贷”，解了企业
燃眉之急。在这笔贷款助力下，
鸿运农业第一时间采购到大量
冬种蔬菜、水果和生鲜，并迅速
销往广东各地，既畅通了冬种菜
的销路，又保障充盈了湾区市民
的“菜篮子”。

据农行广东分行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积极响应农产品保
供助销及“飞渡计划”，今年以
来该行出台了一系列服务举
措 ，持 续 创 新 产 品 和 担 保 方
式，放宽贷款期限，执行更优
惠的贷款利率，并开辟绿色审
批通道，为农产品保供链条上
的各类主体提供更精准、更贴
心的金融服务，成为了广东农
产品稳产保供中的一支重要金
融力量。

1 助产：缓解冬种菜生产资金难题

2 助销：顺畅农产品供销资金“活流”

香 港 科
技大学（广 州）
正式开学、年产
30发运载火箭的中
科宇航空天产业园
正在建设中……在南
沙，粤港澳大湾区的地
理几何中心，星辰大海
的征途正在续写。而这
背后，一直有着工行人忙
碌的身影。据了解，工行
广州分行在同业中率先且
唯一完成三个先行启动区
块的网点布局，金融服务南
沙、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辐
射力大大增强。

今年6月 14日，国务院
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
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
案》（以 下 简 称《 南 沙 方
案》），提出要打造立足湾
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
重大战略性平台，在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中更好发挥引
领带动作用。工行广州分
行紧跟国家战略部署，工
行总行、省行、分行、境外
机构全行联动，明确各级
机构的责任分工和重点
工作，建立内部沟通协
调机制，制定具体的落
实措施，进一步汇聚
起工行集团内推动
《南沙方案》落地
的强大合力。

“预计到明年的农
历新年，基地将产出约80万
斤圣女果、160 万斤贝贝小南
瓜。”大雪至，深冬临，广东冬种
蔬菜已进入集中上市期。湛江
廉江市德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德盛农业”）总经理
苏钢的工作日常变得愈发繁忙，
“此前受疫情影响，运输受阻，要畅
通冬种蔬菜的销路并不容易。”

11 月 30 日，广东省下发关于
促进农产品产销对接的通知，发起
广东农产品“12221”保供促销“飞
渡计划”，联动全省各地市农业农
村部门、电商平台、金融保险机构
等力量，助力全省冬种蔬菜产销对
接，保障广东今冬明春农产品的平
稳供应。

作为服务“三农”的国家队和
主力军，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
（以下简称“农行广东分行”）积极
响应农产品保供助销及“飞渡计
划”，今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服务
举措，为农产品保供链条上的各
类主体提供更精准、更贴心的金
融服务，在稳产保供中积极发挥
金融力量。今年以来，该行保供
相关的贷款增量超过70 亿元，
覆盖近2万农户和500多家企
业，为广东冬种菜“飞渡”插
上“金翅膀”。

文/王淼怡 戴曼曼
图/受访者提供

在农行广州分行的资
金支持下，鸿运农业第一
时间采购大量蔬菜、水果
和生鲜，并迅速销往广东
各地，保障市民“菜篮子”

在农行阳江分行支持下，德盛农业在湛江廉江市的种植基地喜获丰收，一颗颗贝贝小南瓜长势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