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 

 1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 

 2 

 

目录 

 

 

关于申请注册并择机发行不超过 37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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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 

 3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开始时间安排：2017年 11月 16日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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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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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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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请注册并择机发行不超过 37 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 

 

 

一、 市场形势分析 

 

1、货币政策与利率走势 

 

货币政策方面，2016 年 3季度以来，央行方面为积极推进防风险、抑泡沫的金融监

管工作，督促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货币政策逐渐收紧，由稳增长转向配合去

杠杆。整体来看，2017 年上半年央行通过逆回购+MLF 进行“削峰填谷”，以把握好去

杠杆和维护金融体系流动性基本稳定的平衡。2017 年 8 月央行发布《2017 年第二季度

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货币政策基调“不松不紧”、政策调控方式“预调微调”，

并直接定调“维护债券市场平稳运行”，表明央行对于 2017 上半年债券市场融资急剧

萎缩、社融结构极端畸形存在担忧，为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形成，发展直接融资、

维稳债市必不可少。 

 

信贷市场利率方面，2017上半年，在强监管（特别是针对同业业务的严格监管）背

景下，银行缺少负债，存款增长缓慢，出现负债荒。银行负债端成本和资产端收益开始

出现倒挂，利率倒挂倒逼各金融机构不同程度地收缩信贷投放额度，进行存量资产改造，

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逐步面临量缩价涨。预计央行于 2017 下半年将实施“不松不紧”的

稳健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和流动性基本稳定。 

 

债券市场利率方面，回顾 2017 上半年债券市场，自年初以来信用债发行价格一路

震荡上行，且出现了超贷款基准利率的倒挂现象，发行规模方面呈供需两弱格局，发行

规模大幅萎缩。具体来看，2017年初至 2月初，发行价格上行；2月初至 3月末，发行

价格震荡回落；3 月末至 5 月初，发行价格大幅上行；5 月中旬发行价格有所回落；6

月以来，资金面不及预期紧张，央行对货币市场流动性进行呵护。从央行呵护态度来看，

预计 2017下半年将有利于债券市场后市长期平稳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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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今年 7月召

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提到了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将为实体经济服务作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债券市场未来将进一步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有效的金融支持，

也将推动直接融资模式不断创新和发展。对非金融企业中长期融资而言，采用直接融资

渠道显得尤为重要。 

 

2、银行间市场继续担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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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6 月，其所监管的债务融资工

具累计发行量达 27.53 万亿元，存续规模更达到了 8.45 万亿元，超过我国企业直接债

务融资总规模的 70%——银行间市场继续担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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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银行间市场发行人群体的广度不断拓展，首次发行债务融

资工具的发行人数量稳步提升，存量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保持稳定，反映出存量企业再

融资的需求仍然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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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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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直融工具势必成为资优企业最重要且稳定的融资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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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解决当前企业批

量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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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上半年，

中长期债券继续以中期票据和公司债为主导；短期债券则仍以超短融为代表。 

 

公司关注到，直融工具品种方面，基于银行间市场注册的超短融发行规模所占比重

最大，且发行主体均系国内知名大型企业或上市公司；长期品种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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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规模所占比重最大，且一直保持领先地

位（参见下表，单位人民币亿元）： 

债券类型 

2017 年上半年 2016 年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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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3.60  36.44% -38.54% 27,612.90  33.81% 19.63% 23,081.30  33.15% 109.91% 

短期融资券 1,975.30  7.92% -39.14% 6,062.95  7.42% -37.66% 9,725.00  13.97% -10.40% 

中期票据 3,843.20  15.40% -34.32% 11,448.10  14.02% -10.42% 12,779.46  18.35% 30.66% 

定向工具 1,945.40  7.80% -40.94% 6,035.15  7.39% -32.04% 8,880.95  12.76% -13.46% 

企业债 891.60  3.57% -72.62% 5,925.70  7.25% 73.21% 3,421.02  4.91% -50.93% 

资产支持证券 4,803.66  19.25% 60.32% 8,755.35  10.72% 42.71% 6,135.08  8.81% 85.36% 

公司债(公募） 1,802.52  7.22% -73.95% 14,951.15  18.30% 184.73% 5,250.99  7.54% 591.83% 

可转债 326.51  1.31% 62.83% 212.52  0.26% 116.86% 98.00  0.14% -69.47% 

可交换债 270.26  1.08% 215.25% 674.29  0.83% 164.89% 254.55  0.37% 325.95% 

合计 24,952.05  100.00% -38.61% 81,678.11  100.00% 17.31% 69,626.35  100.00% 30.60% 

 

综合考虑 2017 上半年各直融工具的品种占比和增长趋势，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

券已成为拥有较高信用评级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直接债务融资的首选，其规模化

融资、高灵活性、高便利性且成本相对低廉等优势，已成为市场共识。 

 

三、 信用债优势分析 
 

1、 低成本优势 

 

自 2010年 9月起至 2017年 8月止，公司已面向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了四期短期融

资券、六期中期票据和十七期超短融。2015 年 7 月至今，公司依托“AAA”主体信用评

级共发行三期共计 27亿元 5年期中期票据，其中“16同方 MTN001”发行利率低于 1年

期 SHIBOR水平，融资成本优势极为突出。各期信用债发行概况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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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存续期间 
发行金额 

（亿元） 

综合融资 

成本 

公司取得同期 

银行贷款利率 

节省融资成本 

（%） 

10 同方 CP01 2010.09.17-2011.09.17 8.00  3.68% 5.00% 26.40% 

11 同方 CP001 2011.10.21-2012.10.21 6.00  7.03% 7.22% 2.63% 

11 同方 CP002 2011.11.14-2012.11.14 8.00  6.33% 7.22% 12.33% 

12 同方 MTN1 2012.11.27-2015.11.27 7.00  5.29% 6.15% 13.98% 

13 同方 CP001 2013.04.26-2014.04.26 6.00  4.60% 5.70% 19.30% 

14 同方 MTN1 2014.03.21-2019.03.21 8.00  6.75% 7.04% 4.12% 

14 同方 MTN2 2014.10.24-2017.10.24 7.00  5.10% 6.46% 21.05% 

14 同方 SCP001 2014.12.09-2015.09.05 10.00  5.45% 5.60% 2.68% 

15 同方 SCP001 2015.02.10-2015.03.12 20.00  5.65% 5.88% 3.91% 

15 同方 SCP002 2015.04.03-2015.12.29 10.00  5.29% 5.35% 1.12% 

15 同方 SCP003 2015.08.13-2016.05.09 10.00  3.49% 4.61% 24.25% 

15 同方 SCP004 2015.10.16-2016.07.12 10.00  3.46% 4.37% 20.82% 

16 同方 MTN001 2016.01.13-2021.01.14 10.00  3.39% 4.75% 28.63% 

16 同方 SCP001 2016.01.21-2016.10.17 10.00  3.30% 4.13% 20.15% 

16 同方 SCP002 2016.02.26-2016.11.22 10.00  3.14% 4.13% 24.02% 

16 同方 SCP003 2016.07.04-2017.03.31 10.00  3.12% 4.13% 24.50% 

16 同方 MTN002 2016.07.15-2021.07.15 10.00  3.61% 4.75% 24.00% 

16 同方 SCP004 2016.09.23-2017.06.20 10.00  3.06% 4.13% 25.95% 

16 同方 SCP005 2016.10.13-2017.07.10 10.00  3.05% 4.13% 26.19% 

16 同方 SCP006 2016.10.26-2017.07.23 10.00  3.05% 4.13% 26.19% 

16 同方 SCP007 2016.11.18-2017.08.15 10.00  3.49% 4.13% 15.55% 

17 同方 SCP001 2017.04.14-2018-01.09 10.00  4.60% 4.57% -0.71% 

17 同方 SCP002 2017.06.16-2018.03.13 10.00  5.00% 4.57% -9.47% 

17 同方 MTN001 2017.06.23-2022.06.23 7.00  5.16% 4.99% -3.46% 

17 同方 SCP003 2017.07.06-2018.03.23 10.00  4.73% 4.57% -3.56% 

17 同方 SCP004 2017.07.18-2018.04.14 10.00  4.64% 4.57% -1.59% 

17 同方 SCP005 2017.08.10-2018.04.27 10.00  4.72% 4.57% -3.34% 

注：表中“综合融资成本”由票面利率和承销费率组成；“公司取得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公司向现有授信银行在其

可使用授信额度下，以同等融资规模及期限可能取得的利率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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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上半年债券市场发行价格一路震荡上行，下半年在央行“维护

债券市场平稳运行”的呵护基调下，债券市场的发行价格已呈振荡下行态势，特别是对

于具备较高信用评级和实体产业背景的企业，差别化融资优势更将得以彰显。 

 

2、 大规模批量化融资优势 

 

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不断推动企业通过直接融资来促进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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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减信贷额度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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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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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固定成本优势 

 

信用债的付息利率可由发行企业自行选择，并在成功发行时锁定，不会伴随市场利

率波动做相应调整。当前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均采用浮动利率，企业一般没有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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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灵活性优势 

 

信用债注册程序相对简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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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公司继续注册中期票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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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亿元（其中，30 亿元

注册额度将于 2017年 12月到期，另 50亿元注册额度即将满额使用），中期票据存续余

额 42亿元（其中，2014 年第二期中期票据 7 亿元将于 2017年 10月到期兑付，现已属

于短期负息债务）。 

 

公司目前虽持有 50 亿元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以下简称“永续中票”）可用注册额

度，但在监管机构控风险、去杠杆等一系列货币新政影响下，永续中票市场发行难度明

显提高，募集价格飙升，难以满足公司原拟通过其优化债务融资期限、品种及成本结构

的诉求。 

 

2017上半年，为把握安防、环保、医疗等主业领域的商业机遇，公司在放弃永续中

票发行计划的情况下，暂时抽调部分流动资金，用以满足相关业务单位的产业项目投资

和营运资本增补等中长期资金需求，加之经营活动的季度性现金净流出，导致包括银行

流动资金贷款和超短期融资券在内的短期负息债务相应增加——截至 2017 年 6 月底，

公司短期负息债务为 167 亿元，较 2016年底的 140亿元增加 27亿元——总体来看，公

司目前的债性与股性资本构成及其与资产之间的匹配关系，有待进一步改善。` 

 

2、合规性 

 

中期票据的注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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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注册发行中

期票据的合规性障碍。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 

 8 

 

3、可操作性 

 

（1）公司层面的债务融资工具余额管理限制。公司经审计的 2016 年底合并财务报

表股东权益为 245.56亿元，中长期公募债券累计发行上限为 98亿元（合并股东权益的

40%），扣除中期票据当前存续余额 42亿元后，中期票据尚可发行额度为 56亿元。 

 

（2）公司主体和债项信用评级。公司保有的“AAA”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和“稳定”

评级展望，可为新增注册发行中票所需债项评级提供有力支撑。 

 

（3）发行手续的简便性。公司财务会计基础扎实、内部控制健全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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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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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亿

元中期票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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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向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不超过 37 亿元中期票据，授权公司管

理层于正式申报注册前，视具体情况确定主承销商及发行期限，与获聘为主承销商的商

业银行签署承销公司中期票据所需调增的授信额度文件，并在注册有效期内择机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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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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季度以来，央行方面为积极推进防风险、抑泡沫的金融监

管工作，督促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货币政策逐渐收紧，由稳增长转向配合去

杠杆。整体来看，2017 年上半年央行通过逆回购+MLF 进行“削峰填谷”，以把握好去

杠杆和维护金融体系流动性基本稳定的平衡。2017 年 8 月央行发布《2017 年第二季度

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货币政策基调“不松不紧”、政策调控方式“预调微调”，

并直接定调“维护债券市场平稳运行”，表明央行对于 2017 上半年债券市场融资急剧

萎缩、社融结构极端畸形存在担忧，为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形成，发展直接融资、

维稳债市必不可少。 

 

信贷市场利率方面，2017上半年，在强监管（特别是针对同业业务的严格监管）背

景下，银行缺少负债，存款增长缓慢，出现负债荒。银行负债端成本和资产端收益开始

出现倒挂，利率倒挂倒逼各金融机构不同程度地收缩信贷投放额度，进行存量资产改造，

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逐步面临量缩价涨。预计央行于 2017 下半年将实施“不松不紧”的

稳健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和流动性基本稳定。 

 

债券市场利率方面，回顾 2017 上半年债券市场，自年初以来信用债发行价格一路

震荡上行，且出现了超贷款基准利率的倒挂现象，发行规模方面呈供需两弱格局，发行

规模大幅萎缩。具体来看，2017年初至 2月初，发行价格上行；2月初至 3月末，发行

价格震荡回落；3 月末至 5 月初，发行价格大幅上行；5 月中旬发行价格有所回落；6

月以来，资金面不及预期紧张，央行对货币市场流动性进行呵护。从央行呵护态度来看，

预计 2017下半年将有利于债券市场后市长期平稳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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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今年 7月召

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提到了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将为实体经济服务作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债券市场未来将进一步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有效的金融支持，

也将推动直接融资模式不断创新和发展。对非金融企业中长期融资而言，采用直接融资

渠道显得尤为重要。 

 

2、银行间市场继续担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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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6 月，其所监管的债务融资工

具累计发行量达 27.53 万亿元，存续规模更达到了 8.45 万亿元，超过我国企业直接债

务融资总规模的 70%——银行间市场继续担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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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银行间市场发行人群体的广度不断拓展，首次发行债务融

资工具的发行人数量稳步提升，存量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保持稳定，反映出存量企业再

融资的需求仍然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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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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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直融工具势必成为资优企业最重要且稳定的融资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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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解决当前企业批

量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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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上半年，

中长期债券继续以中期票据和公司债为主导；短期债券则仍以超短融为代表。 

 

公司关注到，直融工具品种方面，基于银行间市场注册的超短融发行规模所占比重

最大，且发行主体均系国内知名大型企业或上市公司；长期品种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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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规模所占比重最大，且一直保持领先地

位（参见下表，单位人民币亿元）： 

债券类型 

2017 年上半年 2016 年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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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3.60  36.44% -38.54% 27,612.90  33.81% 19.63% 23,081.30  33.15% 109.91% 

短期融资券 1,975.30  7.92% -39.14% 6,062.95  7.42% -37.66% 9,725.00  13.97% -10.40% 

中期票据 3,843.20  15.40% -34.32% 11,448.10  14.02% -10.42% 12,779.46  18.35% 30.66% 

定向工具 1,945.40  7.80% -40.94% 6,035.15  7.39% -32.04% 8,880.95  12.76% -13.46% 

企业债 891.60  3.57% -72.62% 5,925.70  7.25% 73.21% 3,421.02  4.91% -50.93% 

资产支持证券 4,803.66  19.25% 60.32% 8,755.35  10.72% 42.71% 6,135.08  8.81% 85.36% 

公司债(公募） 1,802.52  7.22% -73.95% 14,951.15  18.30% 184.73% 5,250.99  7.54% 591.83% 

可转债 326.51  1.31% 62.83% 212.52  0.26% 116.86% 98.00  0.14% -69.47% 

可交换债 270.26  1.08% 215.25% 674.29  0.83% 164.89% 254.55  0.37% 325.95% 

合计 24,952.05  100.00% -38.61% 81,678.11  100.00% 17.31% 69,626.35  100.00% 30.60% 

 

综合考虑 2017 上半年各直融工具的品种占比和增长趋势，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

券已成为拥有较高信用评级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直接债务融资的首选，其规模化

融资、高灵活性、高便利性且成本相对低廉等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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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0 月止，公司已面向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了四期短期

融资券、六期中期票据和十八期超短融。自 2015 年 7月至今，公司依托“AAA”主体信

用评级共发行十五期共计 150 亿元 SCP，其中“16 同方 SCP005”和“16 同方 SCP006”

年化综合成本仅为 3.05%，较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节省财务成本达 26.19%，融资效益优势

极为突出。截至目前，公司各期信用债发行概况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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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存续期间 
发行金额 

（亿元） 

综合融资 

成本 

公司取得同期 

银行贷款利率 

节省融资成本 

（%） 

10 同方 CP01 2010.09.17-2011.09.17 8.00  3.68% 5.00% 26.40% 

11 同方 CP001 2011.10.21-2012.10.21 6.00  7.03% 7.22% 2.63% 

11 同方 CP002 2011.11.14-2012.11.14 8.00  6.33% 7.22% 12.33% 

12 同方 MTN1 2012.11.27-2015.11.27 7.00  5.29% 6.15% 13.98% 

13 同方 CP001 2013.04.26-2014.04.26 6.00  4.60% 5.70% 19.30% 

14 同方 MTN1 2014.03.21-2019.03.21 8.00  6.75% 7.04% 4.12% 

14 同方 MTN2 2014.10.24-2017.10.24 7.00  5.10% 6.46% 21.05% 

14 同方 SCP001 2014.12.09-2015.09.05 10.00  5.45% 5.60% 2.68% 

15 同方 SCP001 2015.02.10-2015.03.12 20.00  5.65% 5.88% 3.91% 

15 同方 SCP002 2015.04.03-2015.12.29 10.00  5.29% 5.35% 1.12% 

15 同方 SCP003 2015.08.13-2016.05.09 10.00  3.49% 4.61% 24.25% 

15 同方 SCP004 2015.10.16-2016.07.12 10.00  3.46% 4.37% 20.82% 

16 同方 MTN001 2016.01.13-2021.01.14 10.00  3.39% 4.75% 28.63% 

16 同方 SCP001 2016.01.21-2016.10.17 10.00  3.30% 4.13% 20.15% 

16 同方 SCP002 2016.02.26-2016.11.22 10.00  3.14% 4.13% 24.02% 

16 同方 SCP003 2016.07.04-2017.03.31 10.00  3.12% 4.13% 24.50% 

16 同方 MTN002 2016.07.15-2021.07.15 10.00  3.61% 4.75% 24.00% 

16 同方 SCP004 2016.09.23-2017.06.20 10.00  3.06% 4.13% 25.95% 

16 同方 SCP005 2016.10.13-2017.07.10 10.00  3.05% 4.13% 26.19% 

16 同方 SCP006 2016.10.26-2017.07.23 10.00  3.05% 4.13% 26.19% 

16 同方 SCP007 2016.11.18-2017.08.15 10.00  3.49% 4.13% 15.55% 

17 同方 SCP001 2017.04.14-2018-01.09 10.00  4.60% 4.57% -0.71% 

17 同方 SCP002 2017.06.16-2018.03.13 10.00  5.00% 4.57% -9.47% 

17 同方 MTN001 2017.06.23-2022.06.23 7.00  5.16% 4.99% -3.46% 

17 同方 SCP003 2017.07.06-2018.03.23 10.00  4.73% 4.57% -3.56% 

17 同方 SCP004 2017.07.18-2018.04.14 10.00  4.64% 4.57% -1.59% 

17 同方 SCP005 2017.08.10-2018.04.27 10.00  4.72% 4.57% -3.34% 

17 同方 SCP006 2017.10.20-2018.07.17 10.00 4.95% 4.57% -8.32% 

注：表中“综合融资成本”由票面利率和承销费率组成；“公司取得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公司向现有授信银行在其

可使用授信额度下，以同等融资规模及期限可能取得的利率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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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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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上半年债券市场发行价格一路震荡上行，下半年在央行“维护债券市场平稳运行”

的呵护基调下，尽管债市的发行价格呈振荡态势，但相对于具备较高信用评级和实体产

业背景的企业而言，仍具有较大吸引力。 

 

2、大规模批量化融资优势 

 

在 2017 年的强监管背景下，银行缺少负债，存款增长缓慢，出现负债荒。银行负

债端成本和资产端收益开始出现倒挂，利率倒挂倒逼各金融机构不同程度地收缩信贷投

放额度，导致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渠道量缩价涨。在银行信贷额度日趋紧张和贷款价格

持续上涨的形势下，积聚了大量机构投资者资金的信用债市场资金仍相对充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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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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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信贷模式以及目前监管形势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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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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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给予企业较大的腾挪空间，从容安排融资进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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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发行主体跟踪评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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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7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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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37亿元，占公司全部负息债务 241.98 亿元的 61.73%，其中，短期借款余额 106.66

亿元——在银行信贷额度持续偏紧的形势下，公司仍然存在利用相对不受信贷额度限制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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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效控制流动性风险、提高资金筹措效率，已成为公司当前的一项重要财务安排。 

 

公司累计获批 SCP 注册额度 110亿元，其中：2014年 9月从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获准注册的首宗 30亿元 SCP发行额度已于 2016 年 9月底失效；2015年底从交易商协会

获准注册的第二宗 30亿元 SCP发行额度即将于 2017年底到期失效，目前存续余额为 20

亿元，尚可使用额度为 10亿元；2017年初从交易商协会获准注册的第三宗 50亿元 SCP

发行额度，目前存续余额为 40亿元，尚可使用额度为 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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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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当前银行间接融资量缩价涨的客观形势和 SCP 特有的效率优势

及未来可见之成本优势，建议公司依托“AAA”主体信用评级，在 2015 年底获准注册的

第二宗 30亿元超短融发行额度于 2017年度到期失效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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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多期次短期融资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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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在 30亿元超短融发行额度于 2017 年底到期失效后（2015 年底获准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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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获聘为承销商的各商业银行签署承销公司 SCP

所需调增的授信额度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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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