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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桂学军董事辞职的议案 
公司股东： 

公司董事桂学军先生因工作繁忙，提出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2004 年 6 月 1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桂学

军董事辞职的议案，并于 2004年 6月 18日在《上海证券报》刊登，

现提交股东大会，请审议。 

 

关于选举赵近秋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公司股东： 

经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推荐，提名赵近秋先生

为公司董事候选人。 

2004 年 6 月 1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已审议通过选举

赵近秋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并于 2004年 6月 18日在《上

海证券报》刊登，现提交股东大会，请审议。 

 

关于公司出售所持武汉桥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股东： 

1998 年 5 月，公司利用首发的募集资金 4.4 亿元收购武汉桥梁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桥公司”）22%的股权，并于 1998

年 5月 1日开始享受武桥公司收益。 

2002年 10月 1日起，武汉市人民政府开始实施以“年票制”为

核心的新的武汉市路桥管理办法，武桥所属长江二桥停止收费，致使

武桥公司失去了主营业务收入。新的路桥管理办法实施后，由武汉市

城市建设基金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城建基金办”）代表武汉市政

府与各路桥投资方进行协商，拟由市政府收购各投资方的相关路桥权

益。 

2002年 10月以来，公司与城建基金办进行了多次协商。目前，



城建基金办同意收购公司持有的武桥公司股权，并在返还公司投资本

金的前提下，给予公司适当的补偿。 

鉴于武桥公司的实际情况，为了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公

司拟出售所持的武桥公司股权，同时，向城建基金办提出：依据公司

1998 年投资武桥公司时武桥公司的实际分红水平，以及充分考虑公

司所持武桥股权在今后收费经营年限期内随车流增长出现的收益增

长趋势等因素，给予公司合理的投资补偿。 

因公司在出售武桥公司股权的价格上与城建基金办存在较大的

分岐，经双方协商，拟向武汉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通过仲裁决定公

司出售武桥公司股权的价格。 

请审议。 

 

附：《关于武汉控股所持武桥公司股权被武汉市政府收购的情况报告》 

 
关于武汉控股所持武桥公司股权被武汉市政府收购的情况报告 
一、武汉控股投资武桥公司情况简介 
武汉桥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桥公司”）以道路、

桥梁的建设、经营和管理及其拆迁还建相关的房地产开发为主营业

务。武桥公司成立于 1994年 12月 31日，注册资金 50,285万元，属

中外合资企业。武桥公司的发起股东有：武汉桥梁建设公司（占 50%）、

香港新世界发展（中国）有限公司（占 48.86%）、武汉市江汉桥梁经

济发展公司（占 0.45%）、武汉市长江公路桥拆迁还建开发公司（占

0.68%）。武桥公司资产包括江汉一桥、江汉二桥、长江二桥的三座桥

梁的收费经营权。1998年武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24,790.46万元。 

1998年 5月，武汉控股利用募集资金 4.4亿元（溢价 1,653万元），

向武桥公司的中方股东收购武桥公司 22%的股权，武汉控股从 1998

年 5月 1日开始享受武桥公司收益。中方剩余 29.13％股权全部行政

划拨到市城投公司持有。 

武汉控股投资收购武桥公司 22％股权后，1999年——2004年底，

武汉控股先后十三次收到武桥公司预分红及政府投资补偿款，累计金



额人民币 10,902.5万元。 

二、武桥公司江汉一桥、二桥停止收费，股权结构发生调整 
由于江汉一桥、二桥原属于财政资金投资建设，随着央视《焦点

访谈》对相关问题的报道，1999 年 7 月 1 日，武桥公司江汉一桥、

二桥停止收费。这样，武桥公司仅剩长江二桥一座收费桥梁，导致武

桥公司收入下降，2000 年度、2001 年度的过桥费收入分别为 15,533

万元和 13,370 万元。鉴于江汉一桥、二桥由于停止收费而变成非经

营性资产的情况，在武汉市政府的支持下，经武桥公司股东会讨论通

过，由武桥公司回购城投公司 14.5%股权（即以江汉一桥、二桥资产

置换与其价值相等的城投公司持有的武桥股权）。武桥公司回购的股

份按《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予以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再根据各股东

的实际出资情况相应调整各自的持股比例。调整后，武汉市城投公司

占 17.08%；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占 25.74%；新世界发展

（中国）有限公司占 57.18%。 

三、武汉市路桥收费方式改革，武汉长江二桥停止收费。 
2002年 10月 1日起，武汉市人民政府开始实施以“年票制”为

核心的新的武汉市路桥管理办法，武汉市主城区机动车辆以“年票”

形式向武汉市路桥收费中心交纳过桥费，长江二桥收费站点停止收

费，武桥公司丧失了主营业务收入来源。全市新的路桥管理办法实施

以后，武汉市城建基金办代表市政府与各路桥投资方进行协商，拟由

市政府收购各投资方的相关路桥权益。 

长江二桥停止收费后，武汉控股为维护公司和股东的权益，积极

与城建基金办进行协商，谋求尽快妥善解决武桥问题。2003 年 3 月

17 日，城建基金办出具承诺函，提出解决武汉控股武桥投资问题的

三个办法：⑴、全额返还投资款加合理的补偿；⑵、在符合法律法规

的条件下每年给予一定的投资回报；⑶、以合适的资产置换武桥股权。

2003 年 8 月 6 日，武汉控股与城建基金办达成一致，城建基金办承

诺在武汉控股投资武桥问题未解决前，保证每年按不低于武汉控股

2001年从武桥公司实际分得的税后收益水平给予回报。2003年、2004

年武汉控股分别收到城建基金办对武汉控股的投资补偿 1,542.5 万元



和 1,234万元。 

四、目前武汉控股与城建基金办在解决武桥股权收购问题上的分

歧 
2002年 10月份以来，武汉控股经与城建基金办多次协商，城建

基金办同意收购武汉控股持有的武桥公司股权。但是，双方对武桥股

权收购金额的测算存在较大的分歧。 

武汉控股认为，武汉市政府因为全市路桥统一收费的需要收购武

桥公司股权，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武汉控股的利益，应依据武汉控股

1998 年投资武桥公司时武桥公司的实际分红水平以及充分考虑武汉

控股所持武桥股权在今后若干年随车流增长出现的收益增长趋势等

因素，给予武汉控股合理的投资补偿。 

城建基金办认为，政府收购武汉控股所持武桥股权，是优化武汉

市过江交通组织的需要，武汉控股应从支持武汉市城市建设出发，积

极配合市政府做好收购工作。政府在返还武汉控股投资本金的前提

下，将会给予武汉控股适当的补偿。但政府的补偿标准与武汉控股提

出的补偿要求之间相差较远。 

由于上述原因，武汉控股与城建基金办在武桥股权收购的问题上

经多次协商仍然不能达成一致。 

五、解决问题的方式 
由于武汉控股和城建基金办对武桥股权收购金额的测算不能达

成一致且存在较大分歧，经双方协商，拟向武汉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根据仲裁的有关规定，在武汉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后，双方均应接受

仲裁结果，并不得再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 5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