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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橙黄橘绿时。冬日的江西省
瑞金市武阳镇石阔村，空气中弥漫着
橙子的香甜，村民们的脸上盛满了丰
收的笑意。

而远在千里之外的甘肃省临夏州
东乡族自治县，一箱箱羊肉、腐竹、吨
袋、服装……正销往全国各地，当地乡
村振兴企业一派繁忙景象。

乡村振兴，产业为要。辽宁方大
集团旗下钢铁板块上市公司方大特
钢，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充分利用上
市公司资源、业务、技术、管理、人才
和组织优势，把产业作为拓宽群众
增收渠道、提升群众自我发展能力
的关键举措，并将产业与当地资源特

色结合起来、与“三农”结合起来，推
动经济较为落后地区逐步建立起优
势产业。

江西赣南苏区，是红色摇篮、革命
胜地。2012年以来，方大特钢以系列

“组合拳”先后定点帮扶瑞金市武阳镇
石阔村、于都县新陂乡庙背村、余干县
枫港乡白家圩村，3个村庄、9年时间，
使得定点帮扶的贫困村全面脱贫摘
帽，让村庄焕发蓬勃生机。

瑞金市武阳镇石阔村盛产脐橙，
但受制于道路不畅与仓储难题，脐橙
产业化遇到瓶颈，方大特钢出资新建
村里的安垄桥，对村里道路进行硬化，
建立脐橙仓储基地，打通脐橙产业化

的“最后一公里”，如今石阔村已成为
武阳镇脐橙种植的大村。赣州市于都
县新陂乡庙背村发展“一村一品”产
业，土地流转500亩后种植蔬菜，创建
赣南七星中药材产业基地，采取“公
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发展中药材种
植产业，带动周边贫困户年均增收约
5000元。上饶市余干县枫港乡白家圩
村成立“华惠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搭建4000余平方米厂棚养殖野鸡。一
个个具有当地特色的生态农业产业基
地建立，不仅鼓了村民的“钱袋子”，更
为村域经济的振兴探索出了一条条因
地制宜的“好路子”。

甘肃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曾是甘

肃省58个集中连片特困片区县和23个
深度贫困县之一，属于“三区三州”深
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主战场。
2019年5月份以来，方大特钢与辽宁方
大集团旗下的另外6支工作队积极推
进甘肃东乡产业帮扶。

辽宁方大集团董事局主席方威深
入东乡县24个乡镇调查研究、现场论
证、座谈交流，把“贫”脉、找“穷”根，有
针对性地制定精准脱贫措施。方大特
钢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本着“微
利持久、让利东乡、让利合作方”的原
则，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开展产业协助
帮扶，配合东乡有效破解传统产业发
展链条短、抗风险能力弱、附加值不高

等难题。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方大
特钢在东乡县投入资金5975万元，落
地实施服装加工、涤纶加工、腐竹生
产、吨袋制造、养羊等5个产业帮扶项
目。截至目前解决就业1558人，当地
群众月收入从项目刚投产时的2000多
元，逐月增加到3000元、4000元、5000
元，最高的已突破6000元。其中，由方
大特钢与合作方合资兴建的大型纺织
企业方大丽明，产品销往孟加拉、菲律
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阿曼等国
家和地区，是东乡县第一家出口创汇
企业。企业步入正轨后，全年可实现
产值1.1亿元、利税1100万元，出口创汇
1500万美元。

方大特钢以产业带活当地经济的
实践探索，有效破解了群众持续稳定
增收难题，大大激活了当地的致富发
展动力，阻断了贫困发生动因，使得帮
扶成果更可持续、更有保障，不仅为当
地乡村振兴、产业振兴贡献了智慧，也
让当地群众在致富奔小康的路上越走
越宽阔。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
结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辽宁方
大集团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
号。方大特钢连续三年被江西省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评为“帮扶贫困村工作
先进单位”。 （罗 霞）

（CIS）

从赣鄱红土地到甘陇黄土地 方大特钢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谢 岚 见习记者 张晓玉

11月30日，因未能对超出预计金
额的日常关联交易及时履行审议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河钢股份与韶钢
松山“结伴”收监管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
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交易所及时跟进监管，
主要是关切关联交易披露的及时
性。河钢股份与韶钢松山关联交易
数据超出预算，但披露过于滞后。
另一方面，监管也十分关切关联交
易的真实性。对于关联交易超过预
算较多的情况，要及时补充信息资
料，以披露关联交易相关信息，以此
保护小股东利益和知情权。”

关联交易超出预算

深交所在监管函称，截至2021年
11月16日，河钢股份与关联方河钢集
团有限公司本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1373.39亿元，超出年初预计
金额合计81.94亿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4.16%。

此前，河钢股份在今年5月25日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相关
预案显示，预计2021年公司与河钢集
团等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1291.44亿元。

从11月17日披露的公告来看，
在11月16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二十二次会议上，河钢股份董事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拟增加
与关联方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320亿元。

而按照河钢股份的安排，公司将
在12月2日召开的“2021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上，审议包括“关于调整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在内的多个议案。

也就是说，在河钢股份11月16
日召开董事会时，其关联交易金额
已经超出了此前的预计，但是公司
未及时召开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并
披露。

无独有偶，韶钢松山当日也因关
联交易超出预算收到监管函。

11月30日，深交所上市公司管理
一部向韶钢松山下发监管函表示，截
至2021年10月28日，公司与关联方中
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和宝武杰
富意特殊钢有限公司本年度实际发
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265.14亿元，
超出年初预计金额合计40.95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3.06%。

与河钢股份相同的是，韶钢松山
未能对超出预计金额的日常关联交
易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直至10月28日才履行董事会审议
程序及相应披露义务，并于11月16日
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深交所在监管函中对上述两家
公司表示，请公司董事会充分重视上
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上

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锅”？

值得一提的是，11月以来，已有
多家钢铁企业因关联交易超出预算
未能及时披露而被出具监管函。

对此，盘和林表示，“大概率是因
为今年钢价和铁矿石波动导致的，其
关联交易往往涉及铁矿石购买和钢
材销售，今年两方面价格都有一定的

波动，而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在年初，
无论铁矿石还是钢材，价格都在低
位。所以关联交易金额超出应该是
价格周期波动的结果”。

在看懂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秦源
看来，“今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上
涨，包括铁矿石和焦煤、焦炭原材料
和钢材市场价格上涨，导致关联交易
超出预算也在情理之中”。

而河钢股份在公告的声明也佐证
了专家的观点。对于关联交易数额增

加的原因，河钢股份表示，根据2021年
以来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原材料
及钢材市场价格上涨情况，预计全年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实际发生的关联交
易金额将超出原预计金额。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监管部门正
在加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的监
管力度，上市公司应该积极适应新变
化，及时学习并执行有关规定，及时
披露公司重要信息。”

关联交易超出预算
河钢股份与韶钢松山同日收整改监管函

本报记者 矫 月 见习记者 王镜茹

11月30日晚间，ST奥马发布公告
称，因对外担保未履行审批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2020年年报披露的相关
财务数据不准确，ST奥马被责令改
正，原实控人(时任董事长)赵国栋、时
任总经理刘向东、时任财务总监吕文
静等3人被出具警示函。

恰在前一天晚间，ST奥马宣布：刘向
东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不再担任公司及子公司的任何职务。

二级市场方面，自9月现任管理
层“自爆”前实控人涉及的多项违规
问题后，短短三个月内，ST奥马市值
蒸发近5亿元，截至12月1日收盘，报
5.46元/股，较年内最高点6.51元/股，
跌近16.9%。

在面对投资者关于“年内是否可

以摘除st”的问题时，ST奥马方面表
示，公司现任管理层将积极采取措
施，努力消除风险，督促相关方尽快
采取措施解决问题。

ST奥马2021三季报显示，公司主营
收入76.98亿元，同比上升27.66%；归母
净利润2.32亿元，同比上升22.67%；扣
非净利润2.32亿元，同比上升31.63%。

记者浏览互动易平台发现，目前
投资者最为关心的问题集中在“ST奥
马是否会继续聚焦原先的冰箱主
业”。对此，公司答道，“根据与相关方
签订的交易协议，公司有权按照协议
约定的条件回购奥马冰箱49%股权。”

某不愿具名的律师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交易协
议的条款约定，ST奥马有两次主张行
权期，分别为股权转让登记完成36个
月后的一个月内以及48个月后的一个

月内；需要注意的是，ST奥马在约定的
期限内仅能行使一次回购权利，回购
价格须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

据悉，ST奥马曾拥有中国最大的
电冰箱制造基地，冰箱出口销量连续
十二年稳居第一。2014年以前，奥马
冰箱占公司业务收入比重超过99.8%。

好景不长，2015年原实控人赵国
栋入主ST奥马，确立了金融科技及冰
箱业务双主业运营。2018年受当年金
融政策和金融行业整体环境影响，奥
马电器金融板块业务收入大幅下滑，
当年公司整体业绩也被“牵连”，净利
润巨亏19.15亿元，同比下滑579.96%。

为减轻财务负担，2020年2月ST
奥马出售奥马冰箱49%股权，转让对
价11.27亿元。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告诉记
者，“ST奥马当初是被P2P借壳，但随

即受政策监管影响，P2P等新业务的
成长和价值都受到严重打击，借壳的
股东也失去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在
不断加强市场监管的背景下，剥离借
壳的另类金融业务是必要的选择。”

昔日的“冰箱出口大王”ST奥马
被谋求白电全球化事业的TCL集团

“看中”。从今年1月开始，TCL家电
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新融泽就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密
集增持ST奥马。

8月17日晚，ST奥马公告称，公司
收到TCL家电集团送交的《要约收购
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公司22.99%
股份，要约收购价格为6元/股，要约收
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约为14.95亿元。

对此，TCL董事长李东生曾表
示，冰箱是其在智能终端业务上的重
要一环，举牌ST奥马是想扩大TCL在

冰箱业务上的竞争力，同时非常看好
ST奥马的冰箱业务。

值得注意的是，投资者似乎非常
欢迎TCL集团控股ST奥马，纷纷表示

“祝贺”的同时，还期待“TCL家电能
够增持ST奥马股份，进一步巩固控股
权”，甚至有投资者建议公司改名为

“TCL奥马”。
对此，ST奥马表示，“公司未来将聚

焦冰箱主业发展，尽快完成金融科技业
务板块相关资产业务的剥离工作。”

艾媒咨询集团CEO张毅告诉记
者：“制造业企业的根本还是要回归
产品品质本身，通过金融调控而导致
主营业务‘虚脱’，这点是值得警醒
的；另外，不论是冰箱还是小家电市
场，从理论上来讲还是有足够大的市
场空间，那么只要做好做精，ST奥马
还有机会。”

对外担保未及时披露 ST奥马原实控人被出具警示函
投资者期待昔日“冰箱出口大王”重回主业

本报记者 殷高峰

11 月 30 日晚间，隆基股份官网发布单
晶硅片的官方报价，各尺寸硅片全线下降
0.41 元/片-0.67 元/片，降幅在 7.2%-9.8%。
这是自 2020年 5月以来，隆基股份官方硅片
报价首次出现下调。

对于光伏巨头隆基股份率先下调硅片
价格，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
裁祁海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对于光伏行业整体来说，硅片降价是
好事，有利于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隆基
股份率先降价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市场份额，
虽然利润率会受到一些影响，但可以追求规
模效益。”

有利于刺激装机需求

从 2020年 5月份开始，光伏组件产业链
进入涨价通道，硅料带头，硅片按比例跟进，电
池片和组件环节由于竞争充分，加价比例较
小，最后导致组件价格一路上扬，从1.4元/瓦上
涨到2.2元/瓦，“光伏系统成本大增，导致安装
量达不到预期。”泓达光伏创始人刘继茂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到 11月末，硅片、电池
片、组件等垂直一体化企业库存大增，应付账
款也大增，而2022年硅料产能扩张，硅料价格
也不可能继续维持高位，价格战不可避免。

刘继茂分析称，到12月份，硅料已完成年
度采购，成交量很少，价格下降就落到硅片环
节上，因为目前硅片环节利润空间还比较
大。硅料价格明年下降，库存压力会进一步
加大。

祁海珅也表示，降价有利于各大光伏企
业把同比增加的库存产品消化掉，提高库存
周转率，短期利润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长期
来看现在的降价趋势更为合理。

“对于企业来讲，在这个时候，谁先降价
谁就处于有利位置。而只要硅料不大幅降
价，账面上的利润还在，年终业绩还是可以
的。”刘继茂称。

调价早有预期

实际上，官方这次下调报价已经有些滞
后。PVInfolink于 11月 24日公布的最新一期
光伏产业价格显示，跌幅最大的单晶硅片
（182mm/170μm），每片成交均价跌至6.40元，
跌幅达6.8%，最低报价为6.25元。

国君电新团队称，本次调价此前已有预
期，经过本轮光伏涨价，下游对组件价格的接
受天花板逐渐摸清，预计组件价格在 2元/瓦
以内会有较好的接受度。本次硅片价格降价
是对下游需求的刺激，也是应对上游价格的
压力，有利于产业链价格的理顺。

“硅片价格降价会直接刺激组件产品价
格降低，会促进终端光伏电站装机的积极
性，”祁海珅表示，今年硅料价格持续涨价，已
经直接影响了光伏电站终端新增装机容量。
我国今年的光伏装机规模应该很难达到去年
的 48.2GW，而 今 年 1 月 份 - 10 月 份 ，不 到
30GW的新增装机，央企国企的投资力度和积
极性明显下降，再不降价，势必影响今年和明
年的光伏电站装机规模。

“硅片降价对于消化库存压力有积极意
义，不片面追求单体的利润，向规模化发展要
效益，会成为明后年光伏产业发展的大趋
势。”祁海珅表示，光伏行业“阶段性和结构
性”的产能过剩现象很可能出现，新的价格战
不可避免。

近两年，在政策等因素刺激下，光伏行业
吸引了大量的投资。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此
前预计，2025年全球新增光伏装机容量将达
到270GW-330GW，下游需求达到2020年的2
倍以上，现有单晶硅产能将难以满足光伏产
业发展的强劲需求。

“光伏组件产业链，最近两年新增投资超
过5000亿元。硅片环节的超高利润也吸引了
很多玩家。”刘继茂表示。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数
据，截至2020年底，硅片企业产能为 205GW，
预计2021年将扩产至310GW，

“硅片产能明年有可能超过600GW，超过
光伏装机量近3倍。”刘继茂表示，此次硅片降
价库存压力较大。根据中国光伏协会的预
测，2022年全球装机容量180GW-225GW。

“光伏茅”隆基股份
率先下调硅片价格
光伏产业面临去库存压力

本报记者 李 勇

“股东会后上演全武斗”“收入不
够卖企鹅来凑”，近来上演多场闹剧的
*ST圣亚正式受到交易所纪律处分。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11月30日公
开了一份对*ST圣亚及有公司有关责
任人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书，经查明
*ST圣亚在信息披露方面、相关责任人
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多项违规行为，
决定对*ST圣亚及时任董事长杨子平、
时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毛崴、时任财
务总监褚小斌予以公开谴责，对时任
董事会秘书庞静予以通报批评。

上海证券交易所查明*ST圣亚及
公司相应责任人共存在六项违规行
为：一是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相关风险提示、收入扣除等事项披
露不真实、不准确，前后披露存在重大
不一致；二是公司未按要求披露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三是公司2018
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第一季度、半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相关财务数据前
后披露不一致；四是未在2020年年度
报告中完整披露部分董事的异议情
况；五是关联交易、董事会决议等多项
信息披露不规范；六是信息发布不公
平，拒不落实交易所监管要求。

本报在7月份刊发的《上交所决定
对大连圣亚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
圣亚今日复牌一字跌停公司尚未就退
市风险进行公告》两篇报道中，就曾提
示*ST圣亚未披露退市风险警示相关
公告及在公众号上发布相关信息的行

为涉嫌违规。就交易所最后的处分决
定书来看，目前公司的相关违规行为
并没有得到纠正。截至目前，公司仍
未就相关事项进行公告，公众号上的
相关内容也未删除。

记者注意到，*ST圣亚及相关责任主
体在异议回复及听证中曾提出异议，但交
易所最终认为相关申辩理由不成立。

“正式处分之前，交易所对*ST圣
亚曾采取过一系列的监管措施。”有
不愿具名的律师告诉记者，对于违规
行为，交易所一般可以采取口头警
示、书面警示、限期改正等多种措施，
一般未按要求改正的才会被暂停信
息披露直通车业务。

上海证券交易所表示，*ST圣亚
长期、多次不配合监管，违规故意明

显，于2021年2月2日起暂停公司适用
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

就在交易所公开处分决定之前，11
月29日晚间，*ST圣亚还披露了一份关于
变更2021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公
告，称鉴于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财光华”）
审计聘期已满，公司决定不再续聘。

资料显示，中兴财光华在今年2月
份刚被*ST圣亚聘为年审会计师事务
所，而此前公司的年审服务机构连续多
年都是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大华所”）。2020年4月
24日，*ST圣亚还召开董事会决定续聘
大华所为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不过，在去年9月份新任管理层调整
就位后，*ST圣亚对为公司提供服务的律

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都进行了变更。
值得关注的是，“卖企鹅保壳”事

件中，在交易所多轮问询后，中兴财
光华今年7月13日出具的专项核查意
见认为*ST圣亚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
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2020年营业收入为8401.11万
元。而低于1亿元，也意味着按修订
后的退市规则，*ST圣亚已触发退市
风险警示标准。今年7月20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
关规定，决定自7月22日起对*ST圣亚
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现在对中介机构的监管越来越
严，没有人敢随意放水。”对于会计师
事务所最后更改核查意见，前述市场
人士告诉记者。

*ST圣亚及相应责任人被交易所纪律处分
新聘会计师事务所不足一年再更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