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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梦泽

日前，贾跃亭创建的电动汽车公
司 Faraday Future法拉第未来（以下简
称“FF”）收到纳斯达克发出的通知，称
其延迟提交 2021 年财报（10-K 表格）
的做法违反了纳斯达克上市规则条
款，若想继续上市，交易所要求公司在
4月19日之前达到合规标准。

4 月 8 日，FF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收到警告
文件在意料之中，会努力在4月19日之
前提交对原计划的更新，恢复合规。同
时，“纳斯达克给予 FF一次例外，允许
在 2022年 5月 6日前完成 10-Q表格和
10-K表格的提交”。

据记者了解，今年 2月 1日，FF向
美国证券委员会（SEC）递交了一份当
期报表（8-K表格）。此后，FF管理团
队的某些成员和公司员工收到了 SEC
工作人员的保全通知和传票，遭调查
的原因是 FF 涉嫌向投资者发布不准
确信息。

有调查发现，公司宣称的 1.4万份
FF 91订单中实际只有数百份订单已
支付。据此，3月下旬FF发布公告称，
由于公司高管涉嫌虚假陈述误导消费
者，所以需要额外的时间来完成内部调
查。因内部调查造成的延误，无法按时
递交年度财报。

而这已经是 FF 第二次延迟递交
财报，上一次是2021年的三季度财报，
同样收到了美国证券交易所的退市警
告。

“目前，公司一方面全力配合 SEC
的调查，另一方面也在努力工作，以尽
快完成并提交第三季度的 10-Q 表格
以及 10-K表格，预计会在 2022年 5月
6日或之前提交这两份文件，并在提交
10-K表格后立即提交经修订的 S-1表
格的注册声明。”上述 FF负责人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有权就这一决
定向纳斯达克听证会提出上诉，并要
求保留上市资格。

尽管 FF 因内部调查事宜尚未提
交 2021年年度报告，但据其此前披露
的业绩预测信息来看，公司经营面临

一定困难。
据《证券日报》记者查询，FF预计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的年度运营亏
损在 3.45 亿美元至 3.85 亿美元 ，而
2020年同期亏损 6500万美元，2021年
运营亏损同比扩大 431%；预计 2021年
净亏损 5.1 亿美元至 5.5 亿美元，2020
年同期亏损 1.47 亿美元，2021 年同比
增加247%。

对于运营和净利润亏损加剧，FF
解释称，这主要是因为公司位于加州
汉福德的工厂全面投入商业生产，成
本增加，开发和生产未来电动汽车车
型的费用增加，诉讼的额外应计费用
以及与放弃某些 FF91计划资产（主要
是供应商工具、机械设备）有关的资产
处置损失。

根据公司披露的业绩预测信息显
示，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预计

将累计亏损约 29 亿美元。现金流方
面，预计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FF现
金和现金等价物以及限制性现金约为
5.3亿美元。

而随着财报披露延期、车辆产品
难产，记者注意到，FF在 1年多时间里
已更换了三位 CFO（首席财务官），现
任 CFO 贝琪·洛夫在今年 3 月初才刚
刚上任。

从产品方面来看，今年 2 月 9 日，
FF与韩国汽车制造商Myoung Shin Co.
Ltd.签订合约，宣布将在2024年开始生
产(SOP)FF 的第二款电动车型 FF81；2
月 24日，FF首款车型 FF 91的准量产
车正式下线，按照贾跃亭和现任公司
CEO毕福康此前的承诺，该车型将在今
年三季度正式量产交付。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车能制造和
生产出来，若没有规模化的订单，就

没有现金回笼，无法形成现金流。在
这种情况下，亏损、持续亏损或将成
为常态。

对于公司目前面临的状况，甚至连
FF 管理层都悲观预计，“自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预期发
布日期起一年内，企业继续经营的能力
存在很大疑问。”

有不愿具名的汽车证券分析师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以 FF目前的信
用状况，只有二级市场筹资和增发股
票两条路。但就目前公司股价而言，
无论是定向增发还是大规模公开募
集，都不容乐观。

资料显示，FF于 2021年 7月 22日
通过SPAC的方式登陆美国纳斯达克上
市，股价最高曾至 20.75美元。但截至
今年4月8日，公司股价仅为4.19美元，
对应市值为13.59亿美元。

法拉第未来预计累计亏损29亿美元 因延迟递交财报再收退市警告

本报记者 何文英

穿戴着 VR/AR 设备在虚拟世界
中生活、娱乐，对元宇宙的畅想令人
神往……虽然当前元宇宙时代还未
全面开启，但多家上市公司已先知先
行，在元宇宙应用端的VR/AR 等智能
穿戴设备领域展开了相关布局。

对于上市公司在元宇宙硬件端的
“抢跑”，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王鹏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给予了肯
定。他认为，“元宇宙需要大量产业协
同，其中，VR/AR设备是元宇宙的硬件
基础，上市公司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探索
和相关布局，对元宇宙的研究落地有着
积极意义。”

“果链”龙头
加码智能穿戴设备

蓝思科技作为苹果供应链的龙头
企业，在智能穿戴业务领域的布局可谓
大手笔。

4月7日蓝思科技公告称，拟将“长
沙（二）园智能穿戴和触控功能面板建
设项目”投资总额由原来的 15.15亿元

增加至 54.06亿元，项目预计 2024年底
全部建成达产。

对于此次大手笔加码项目，蓝思科
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预计公司现有产能将不
能满足客户需求，而智能穿戴业务有望
成为公司未来重要的业务增长点，因此
选择进一步加码扩充产能。”

事实上，蓝思科技在 5年前就开启
了VR/AR 领域技术、产品等方面的研
发和拓展，目前已有量产产品落地，具
有丰富的技术储备和全球优质客户资
源。据了解，公司已组建VR/AR 研究
和业务部门，强化声学、光学领域研究
和功能件模组方案设计，并获得了核心
客户的支持。

另外两大“果链”龙头歌尔股份、
立讯精密，在针对VR/AR 设备领域的
市场预判以及布局落子方面也有着
高度共识。

具体来看，歌尔股份早在 2012年
便开始布局 VR，2016 年 进 入 AR 领
域。目前公司已与业内头部品牌厂
商 Meta、索尼、联想等客户以及高通
等知名战略合作伙伴一起完成了多
款明星 VR/AR 产品的研发和量产上

市。2021年VR设备迎来爆发期，公司
当年实现智能硬件营收328.09亿元，同
比增长85.87%。

此外，立讯精密也在今年 2 月份
公告称，拟定增募资不超过 135亿元，
其中 35 亿元将投向智能可穿戴设备
产品生产线建设及技术升级项目。

除了上述这些“果链”龙头企业
外，还有多家上市公司欲争食 VR/AR
这一市场蛋糕。

公开信息显示，水晶光电已在AR
眼镜以及汽车电子AR 领域进行了相
关布局；欧菲光主要生产光学相关的
VR/AR 产品，并与国内主流品牌客户
开展了广泛合作；联合光电已向大朋、
亮亮、纳德等提供VR/AR光学镜头，并
向VR/AR一体机领域进发。

智能穿戴设备
将迎快速发展

在元宇宙市场机遇下，智能穿戴设
备正迎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市场
调研机构 IDC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可
穿戴市场出货量近 1.4亿台，同比增长
25.4%。2021年全球VR/AR 头显市场

同比增长 92.1%，出货量达到 1120 万
台 ，预 计 2022 年 出 货 量 同 比 增 长
46.9% ，至 2026 年 复 合 年 增 长 率 为
35.1%。

东方证券研报指出，未来几年业
内头部品牌先后推出 VR 新品，有望
推动以娱乐为主的VR 硬件销量快速
增长，并引领硬件持续升级，随着全
球 VR/AR 生态圈逐渐完善，社交、办
公、媒体、娱乐等多属性有机结合，应
用场景拓展至 to C、to B 等多个领
域，应用内容逐渐实现跨平台、跨硬
件互联互通，使VR/AR 产品逐渐成为
日常工作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市
场空间巨大。

一位通信行业券商分析师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5G 通
讯、智能交互、云计算等高新技术的
发展，加速了这一蓝海市场的成长。
元宇宙将是未来长期的发展方向，
VR/AR 行业更加受到业界关注。此
前在 VR/AR 领域有相关布局的一些
龙头上市公司已经具备了先发优势，
随着元宇宙相关应用不断推进，这些
上市公司或将开启长达数年的高速
增长窗口期。”

瞄准元宇宙硬件发展黄金期
多家上市公司进军智能穿戴设备制造

（上接A1版）“监管层鼓励上市公
司拓展海外融资渠道，推动中国资本市
场国际化是一个最重要的背景。”此外，
张雷表示，企业决策出海融资，也会结
合自身发展战略、业务拓展、客户资源、
原材料供应等情况进行考虑。“总体来
看，在境外发行存托凭证对企业发展是
比较有利的。”

推进国际化，也是这些公司希望
境外上市的重要原因。明阳智能曾公
开表示，本次发行GDR的募集资金扣
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搭建公司风、
光、储、氢矩阵式高端装备制造业体
系，推动公司国际化布局及补充公司
运营资金。

科达制造则表示，拟境外上市旨在
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公
司治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深入推进公
司全球化战略。其 2021年年报显示，
去年公司海外营业收入达 41.16亿元，
占比42.01%。

“未来，具有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国

内上市公司，选择GDR境外上市会形
成趋势。”谢亚轩表示，通过GDR融资
可以满足境外资金需求、提升国际市
场知名度，助力中国品牌走向世界，还
有利于优化股东结构，提升公司治理
水平。

除了支持企业赴境外上市，深交所
还表示，支持来自英国、瑞士、德国市场
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申请在深交所发
行融资型中国存托凭证，有序拓宽境内
外企业双向融资渠道，扎实推进资本市
场制度型开放、高水平开放。

互联互通范围有望再拓展

在此轮互联互通业务规则修订完
善之前，A股已有 5家公司成功在境外
发行 GDR。 2018 年，海尔智家发行
GDR并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即德
国证券交易所）上市；2019年 6月份沪
伦通启动以来，华泰证券、长江电力、中
国太保、国投电力等先后发行GDR并

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
市场人士认为，目前，与我国互联

互通的几个境外交易所发展稳定，估值
较高，也有利于更多企业通过GDR方
式到海外融资。

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 2021年
底，伦交所主板和 AIM 市场共有 2024
家上市公司，总市值合计 4.72 万亿英
镑。

伦交所一级市场国际业务拓展总
监Tom Attenborough曾表示，伦交所有
将近 40%的上市公司是英国以外的企
业，旗舰指数富时100的成分股由海外
业务占75%的企业构成，堪称世界上最
国际化的交易所。中国的发行人可以
在伦敦市场看到来自不同行业和不同
地理区域的同行，同时也可以利用时区
优势、多元化投资者优势，提升流动
性。另外，可以把上市证券作为收购海
外资产的并购货币。

谈及德国和瑞士资本市场，谢亚
轩表示，德国和瑞士的交易所面对的

都是欧洲市场，如果从通过欧洲资本
市场进一步打开知名度的角度来看，
两国的交易所区别不大。德国制造业
比较强，科技水平很高，中国科技企业
选择在德国上市，可以以此为资本平
台，进行收购或建立自己的研发机构，
加大市场曝光度。

“总体来看，这几个欧洲资本市场
发展稳定，估值较高，上市公司的市值、
投资者的活跃度也是不错的，未来随着
境外融资企业队伍不断壮大，优势逐步
体现，会有更多企业考虑通过境外发行
GDR的方式筹措资金，扩大海外影响
力，把中国的好产品、好服务推广到全
球。”张雷如是说。

关于我国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
的未来发展，谢亚轩表示，一方面，国内
上市公司采用GDR方式赴境外上市的
数量会快速增加，范围将覆盖交易所符
合条件的各类上市公司；另一方面，除
了英国、瑞士和德国外，我国也将进一
步拓展与其他交易所的互联互通。

25天6家A股公司公告拟发行GDR
互联互通加速企业国际化布局

本报记者 李 冰

日前，出行平台滴滴旗下滴滴
月付团队发布公告，正式宣告平台
月付功能下线，4月8日24时将是最
后还款日。

滴滴月付是滴滴金融于2020年
底推出的一款“先享后付”产品，面
向滴滴乘车用户，提供当月不花钱、
打车享垫付服务，支付场景已覆盖
专车、快车、优享、拼车等出行服
务。针对滴滴月付下架事宜，滴滴
方面未给出官方回应。记者以用户
身份咨询滴滴金融客服时，对方表
示，“目前没有还款的用户还可以进
行还款，其他功能全部暂停使用。”

记者注意到，滴滴月付下线后，
滴滴App“金融服务”板块中还剩借
钱、理财、滴滴支付、滴滴保、联名信
用卡等内容，其中借钱业务主要是
滴滴自营贷款产品“滴水贷”。

《证券日报》记者从滴滴方面了
解到，若滴滴月付用户在 4月 8日未
按照规定按时还款，可能会影响个
人信用记录。另外，对于有信用消
费金融服务需求的用户，滴滴目前
给出的方案是，已与多家银行合作，
并为用户提供包含多项福利的信用
卡服务。

据了解，滴滴月付背后的逻辑
是，当用户使用滴滴月付时，由保理
公司根据用户所需支付打车款项。
保理公司向滴滴平台购买了对用户
的应收账款债权，从而使用户可延
期支付前述应收账款。保理公司对
用户享有债权，用户应向保理公司
偿付应收款项。

“事实上，一些互联网信用支付
产品也会通过这种模式来实现信贷

消费功能。其中的核心是‘债权承
接’，也可简单理解为‘将保理业务
做成信贷业务’，保理公司在其中承
担资方角色。”博通咨询金融业资深
分析师王蓬博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从外部环境来看，未来金融业务
与非金融业务将被严格隔离，所有
金融活动依规纳入监管，业务边界
被进一步厘清。另外，断开支付和
金融产品的不当连接也是监管一直
以来的目标，这些都可能是滴滴月
付下架的原因。

事实上，早在 2021年 4月份，金
融监管部门就对多家从事金融业务
的互联网平台企业进行了监管约
谈，提出金融业务必须持牌经营，合
规审慎开展互联网存贷款。随后，
2021年，蚂蚁集团旗下花呗、借呗启
动品牌隔离工作，由蚂蚁消费金融
承接相关业务运营。进入 2022年，
小米集团旗下小米消费金融宣布承
接天星数科的个人消费信贷业务。

王蓬博表示，实际上滴滴月付
上线时间不长，也未进行大面积推
广，因此预计其用户数量并不多，滴
滴月付下线不会对滴滴其他业务及
营收产生影响。

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分析师
苏筱芮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无
论是此前监管要求互联网平台企业
针对金融业务整改，还是 2022年出
台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
提到，“不得在支付页面中将贷款、
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作为支付
选项”，都可能是此次滴滴月付下架
的契机，也不乏是较好时机。在监
管重磅出击下，不排除后续有其他
平台跟进，针对存有合规瑕疵的产
品进行下线整改。

滴滴月付正式下线
后续或有其他平台跟进整改

本报记者 吕 东

随着日前河北银保监局的一纸
批复，衡水银行将与整体流动性持
续紧张的民企东旭集团完成切割，
而新任国资控股股东的入场，也宣
告衡水银行正式回归国企怀抱。

银保监会官网信息显示，河北
银保监局批复同意东旭集团将其持
有的衡水银行14.1亿股股份转至衡
水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衡水建投”）。该批复文件同
时要求衡水银行应严格遵照有关法
律法规，自批复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
股权变更事宜。

据了解，此次东旭集团所转让
的14.1亿股股份，为其所持衡水银行
全部股份。早在2017年，衡水银行
就曾引入东旭集团作为战略投资
者，彼时，其持股比例约为14%，是该
行第二大股东。2018年衡水银行增
资扩股，东旭集团持股比例增至
50.03%，一举跃升为该行控股股
东。而随着此次东旭集团转让全部
持股获批，这家近年来风波不断的
河北省大型民企就此退出衡水银行
控股股东之位。

天眼查App信息显示，此次股权
接盘方衡水建投为国有独资企业，是
衡水市财政局的全资子公司。股权
变更后，衡水建投将持有衡水银行
14.1亿股股份，持股比例为50.03%，
成为衡水银行新任控股股东。而作
为衡水本地唯一一家市属地方法人
银行，衡水银行也将完成控股股东从
民营企业向国资的过渡。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对于银行来说，国
资持股比例的大幅提升，特别是国
资控股股东的到来，意味着在未来
发展中将会得到当地政府的更多支
持，对银行业务开展和资产质量稳
定起到正面作用。

公开信息显示，衡水银行成立
于2002年5月13日，是在衡水市商业
银行基础上更名成立的股份制商业
银行，先后经历了衡水城市信用联

合社、衡水市城市信用社、衡水市商
业银行、衡水银行四个发展阶段。
截至2021年6月末，衡水银行共拥有
分支机构52家，拥有在岗员工1400
余人。

衡水银行近年来的业绩颇为神
秘。记者查阅衡水银行官网发布的
年报发现，在2018年净利润亏损近5
亿元后，2019年实现净利润1.08亿
元，成功扭亏。截至2019年末，衡水
银行不良贷款余额9.35亿元；不良贷
款率2.94%。然而，其2020年年报虽
已于2021年4月末挂网，但却处于对
外“上锁”状态——设置了密码无法
查阅。

不过，在2021年河北省支持中
小银行专项债的一揽子发行文件
中，对该行部分财务数据有所披
露。相关数据显示，该行在2020年
加大了不良处置力度，不良贷款余
额及不良贷款率实现“双降”。截至
2020年年末，衡水银行不良贷款余
额8.93亿元，不良贷款率2.87%，分别
较2019年末下降0.42亿元和0.07个
百分点。2020年全年，该行累计清
收、处置、转化不良贷款25.65亿元。

记者注意到，自去年以来衡水
银行动作频频。2021年12月份，该
行新任董事长郑元昌的任职资格获
得监管核准，而在今年年初，为进一
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衡水银行还
曾面向社会选聘行长。

去年9月份，2021年河北省支持
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一期）-
2021年河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
期）成功完成发行，此笔专项债券发
行规模为60亿元。相较于其他各省
支持中小银行专项债普遍同时支持
省内多家银行补充资本金，河北省
的这笔中小银行专项债所募资金，
被全部用于支持衡水银行，具体为
通过转股协议方式注入衡水银行。

衡水银行在资本补充项目实施
方案中披露，此次专项债券用于衡水
银行资本补充后，将可以缓解中小银
行资本金压力，重在助力其增强“造
血”功能，有利于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并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与民企东旭集团完成切割
衡水银行控股股东将变身国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