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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董事空缺一人，先河环保董
事席位争夺战再升级。

11月 23日晚间，先河环保发
布关于收到股东公开征集表决权
公告。深圳市信天精密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信天精密”）作为
征集人，就公司拟于 2022年 11月
30日召开的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公开征集
表决权。

此次股东大会，信天精密和先
河环保的控股股东青岛清利新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利新能
源”）分别推选一名候选人参加董
事竞选。此次先河环保董事应选
人数仅为一人，因此，两位候选人
将在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上争夺董事一席。这背后，将是小
股东信天精密和傅延华与控股股
东清利新能源的董事会权力之争。

先河环保前两大股东分别为
李玉国、信天精密。同花顺数据显
示，截至2022年三季度，李玉国持
股数为6299万股，占比11.55%，信
天精密持股数为 1383万股，占比
2.54%，两者持股占比相差较大。

添翼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
吴婉莹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小
股东在股东大会之前进行公开征集
表决权的行为，可以理解为是小股
东想让自己提案通过的一种策略。”

小股东“再战”董事会

在披露公开征集表决权公告
的三天前，先河环保接连发布4份
公告，就公司董事选举一事作出说
明。

公告显示，先河环保于 11月
18 日收到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
股份的股东信天精密和傅延华提
交的《补选闫四海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11
月20日先河环保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上，这一议案以7票赞

成、1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获得通
过。这意味着，该议案将在 11月
30日召开的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进行表决投票。

而在股东大会前，信天精密再
次发起公开征集表决权，上市公司
公告显示，信天精密将对本次股东
大会1.00议案《关于补选张菊军先
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董事会提案）》投反对
票，对 2.00议案《关于补选闫四海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3%股东提案)》投赞
成票，并以该投票表决意见向公司
全体股东征集表决权。

据记者了解，候选人张菊军是
由先河环保的控股股东清利新能
源推荐，闫四海则由小股东信天精
密和傅延华推荐，双方在人事部署
方面再次出现分歧。

事实上，随着先河环保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更换，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改组，便拉开了上市公司董
事席位争夺战的序幕。

2022年5月份，清利新能源从
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玉国手
中接下其持有的 1.04%股份，以及
其持有的 9.51%股份所对应的表
决权、提案权等非财产性权利的委
托代理权，成为公司新的控股股
东。又因张菊军为清利新能源的
实控人，因此先河环保的实控人变
更为张菊军。

同年 8月 1日，先河环保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非独
董候选人高群、侯宝军、江喜庆，以
及独董候选人安泽嘉、吕慧、赵亚
光均成功当选。

股东大会前，信天精密和付冬
梅曾提交《关于要求增加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
提案的函》，提请选举 6名董事的
人选，但上市公司董事会以信天精
密和付冬梅不具备提案资格和其
提交的材料不完全符合有关规定
为由未将该股东临时提案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而后信天精密又通过公开征

集表决权的形式建议否决上市公
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的关于选举董事、监事的全部提
案，但最终结果却事与愿违。

对于上述结果，小股东傅延华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8月1
日股东大会前，我们与先河环保沟
通，如果不赞成议案投票可以投 0
票，但当天网络投票的时候，系统
里无法填写0票，号召的中小股东
无法进行有效投票。”

随着小股东争夺董事会席位
宣告“折戟”后，信天精密一举将先
河环保告上法院，称先河环保阻挠
中小股东行使股东权利，侵害了中
小股东利益。对于该项诉讼的最
新进展，傅延华向记者透露，“11
月 25日，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人民法院将对上述案件进行
开庭审理。”

实控人进董事会影响几何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董事选举
的焦点之一为控股股东清利新能源
为何提名实控人张菊军作为董事人

选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和管理？
对此，《证券日报》记者联系到

先河环保董秘沈超，他表示：“我们
认为让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兼第
一大股东（加上表决权）来做公司
董事，会对公司的治理管理以及未
来的业务发展有更明确的方向。”

对于实控人进入董事会，吴婉
莹对记者表示，“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一些重大的经营决策需要提交
董事会审议通过才可实施，在这种
情况下即便是实控人也不能独立决
策。因此，实控人成为董事有助于
其进一步加大对公司的掌控力度。”

如今，小股东信天精密和傅延
华再次发起董事会席位争夺战，欲
将非独董候选人闫四海送上董事
席位。

吴婉莹表示：“小股东提名董
事，是其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
经营决策的表现。小股东提名董
事参与董事会，有助于表达少数股
东意见，监督大股东行为，虽然表
决所占的权重较低，但长期而言仍
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经
营决策的透明度。”

记者注意到，目前先河环保的
董事会中，6名董事和 2名监事均
由控股股东清利新能源推荐。这
意味着，清利新能源在董事会的权
力格局中，占据相当的优势。

信天精密在公开征集表决权
公告中表示，若再由清利新能源安
排的张菊军担任公司董事，则可能
导致清利新能源在公司董事会全
部9名董事中安排的董事高达到7
名，更难以保证公司决策的公平
性，也更难以保障中小股东利益。
因此，为了切实维护广大中小投资
者合法权益，征集人与公司中小股
东已向公司提出临时提案，并通过
本次公开征集推选代表中小股东
利益的闫四海先生为公司董事。

对于小股东提出候选人，沈超
认为，“信天精密及傅延华作为联
合持有 3%的股东来说，他们的确
有权利向上市公司在股东大会之
前增加临时议案。从闫四海的履
历来看，按照目前的法规，只要其
不违反部分规定，就可提名。当
然，闫四海能否当选得由股东大会
来决定。”

先河环保董事席位争夺战升级
小股东与实控人“掰手腕”竞选董事 本报记者 李春莲 见习记者 彭衍菘

11月23日晚间，模塑科技发布公告，因公司涉嫌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这并不是模塑科技首次信批违规。据记者梳
理，该公司先后于2020年1月9日、2020年4月14日、
2021年9月23日、2022年5月31日收到监管问询。

2021年12月8日，公司因信息披露不标准和违规
占用资金收到深交所的监管函。2021年10月，经江
苏证监局现场检查，发现模塑科技存在如下问题：
2020年年报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占用；2020
年年报未按规定披露劳务外包情况；孙公司财务管
理和会计核算不规范。江苏证监局于2021年12月7
日对模塑科技采取责令改正的监管措施。

2022年1月7日，公司披露《关于江苏证监局对公
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经自查，截
至2021年12月，董事长曹克波已全部偿还通过不合
理费用报销方式占用的资金357.83万元及其利息
28.02万元。孙公司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不规范导致
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和《2021年三季报》中多项财
务指标披露有误。至此，深交所于2022年2月22日对
曹克波和模塑科技下发监管函。

11月23日下午，记者多次尝试拨打模塑科技董
事会秘书办公室投资者热线电话，均未有人接听。

透镜研究创始人况玉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多次信披违规肯定是公司治理不规
范，被立案调查说明该公司问题严重。”

值得一提的是，同日，模塑科技还发布《关于模
塑转债预计触发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条款的提示性公
告》（下称“转债公告”）称，自2022年11月9日至2022
年11月22日，公司股票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
于“模塑转债”当期转股价格7.24元/股的85%（即6.15
元/股），预计后续可能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转债公告，“模塑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8.00
元/股。2018年1月份，因公司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项，模塑转债的转股价格由8.00元/股调整为7.84
元/股，而后在同年6月份、2019年7月份、2020年8月
份、2021年7月份多次下调模塑转债的转股价格，截
止到目前，“模塑转债”转股价格为7.24元/股。

对此，添翼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吴婉莹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理论上，上述规定是为了更利于
转股实现的操作，对于可转债持有者多了一个更好
的选择，能以一个更公允的价格去持有公司的股票，
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公司希望更多的人进行债转股，
这样可以降低公司债券到期偿还本息的压力。”

涉嫌信披违规
模塑科技被立案调查

公司股价不断下跌，多次下调可转

债转股价格

张 敏

近日，先河环保、交大昂立两家
上市公司重要人事变动议案在董事
会审议时被董事投反对票引发关
注。据梳理，今年以来，上市公司因
并购重组、关联交易、财务报告等被
董事投反对票的案例多次出现。

拆解这类上市公司的问题、矛
盾发现，公司治理存在缺陷是根
源，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
高人员等“关键少数”法定职责落
实不到位，对管理者和经营者的约

束亟待加强，中小股东的利益得不
到保护、话语权缺失等。例如，交
大昂立此次被董事何俊投出反对
票的原由是“根据公司（原）总裁张
云建反映，大股东已经发生挪用公
司7200万元资金的情况”。

公司治理水平是投资者认识
上市公司的最重要指标。好的公
司治理能够促进公司股权稳定，保
证公司战略的连续性与经营的稳
定性，降低公司的经营、财务以及
违规风险，提升上市公司的价值，
带给投资者丰厚的回报。

反之亦然。先河环保于 2010
年11月上市，交大昂立于2001年7
月上市，两家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
分别有着十余年、二十余年的成长
史，按说是资本市场的老兵，却在
公司治理这一指标上仍未成熟，这
也无怪乎遭到投资者“用脚”票。
交大昂立上市首日的市值为 62.6
亿元，先河环保上市首日的市值为
39.96亿元，11月23日，两家上市公
司的市值分别为仅约为31.4亿元、
35.67亿元。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

推动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是
监管部门近年来的“重头戏 ”。
2020年10月份，国务院印发《关于
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
见》，提出六个方面17项重点举措
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2020
年12月以来，证监会开展了为期两
年的公司治理专项行动，公司治理
水平已经大大提升。

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治理建
设，仍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
任务。11 月 22 日，证监会上市部
主任李明提出，将持之以恒地抓好

公司治理监管，引导督促上市公司
形成一套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上市
公司实际、行之有效的公司治理约
束机制，推动上市公司整体治理水
平持续提升。

对于亟待提升治理水平的上市
公司而言，不能只是董事投投反对
票，更应补齐治理短板，从理念、机
制和实践三个方面进行提升，促进
股权结构优化，股东利益得到保护，
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约束与激励，防
范违规行为与风险，从而有效推动
上市公司发展、保护投资者利益。

上市公司亟待从三方面补齐治理短板

本报记者 龚梦泽

从此前传闻高管降薪，到近日
宣布全员工资打折，威马汽车遭遇
严重财务压力问题已被搬上台
面。11月21日，威马汽车CEO沈晖
发出内部信宣布，为了应对资金压
力，公司管理层带头主动降薪一
半，同时公司将通过一系列财务措
施降低运营成本。

11月23日，《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了威马汽车（以下简称“威马”），
公司内部人士表示：“自10月份开
始，威马员工的工资就按照七折发
放，管理层工资按照五折发放。”该
人士还表示，高管主动降薪等举措
是为了积极实现降本增效、改善盈
利结构等战略目标，以期在行业寒
冬时能够生存发展。

对于降薪，有接近威马汽车人
士则表示：“今年供应链问题、资本
市场寒冬等不利因素持续困扰汽
车产业，对于已创立的新品牌发展
实属不易，威马还在想办法度过寒
冬，但已不允许通过‘烧钱’卖车，
与其他厂家争夺榜单排位了。”上

述人士称，此次降薪某种程度来看
也是为了给投资者一个交待，毕
竟威马汽车正处在 IPO前的关键
时期。

不再“亏本”卖车
全员降薪抵御亏损

事实上，此前一直静候科创板
上市的威马汽车早已备受“掉队”
的困扰。对此，沈晖曾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智能电
动汽车市场的战斗，上半场都没打
完，还远没到分胜负的阶段，所以
不存在掉队的问题。”然而，进入
2022年以后，威马汽车的市场表现
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声量渐弱。

近年来，威马汽车在资本运作
和 终 端 销 量 上 可 谓 双 双 遇 冷 。
2020年9月份，科创板IPO的计划不
了了之；2022年6月份，威马汽车提
交的赴港上市申请至今仍无进展。

终端销量方面，数据显示，今
年10月份威马汽车销量仅为1117
辆，2022年1月份至10月份累计销
量约3万辆。相比之下，威马汽车

与此前同为第二梯队的哪吒汽车
销量差距扩大至8万辆。

那么，近期一系列降薪措施，
对缓解公司的财务压力能起到多
大作用呢？《证券日报》记者查阅财
报发现，2019年至2021年，威马汽
车员工人数随着业务不断扩大而
不断增长，三年间公司人数分别为
2639名、2899名和3952名。截至
2021年末，从职能分工看，制造岗
位员工占比50%左右，研发人员占
比28.9%，一般行政和销售人员占
比均不到10%。

以人数占比最多的制造岗位
来看，雇员薪酬在公司销售成本中
的占比极低，2021年仅为3%，总额
2.01亿元。同期销售人员的薪酬总
额为1.55亿元、研发人员薪酬总额
为2.74亿元。可以看来，这些人员
并非降薪“止血”的主力军。

单从财务数据来看，薪酬总额
最多为包含高管层在内的行政人
员，2021年合计高达21.06亿元。其
中，仅董事长兼CEO沈晖一人就高
达12.62亿元。作为一个亏损企业的
董事长，沈晖的高薪还曾引发过强

烈争议。然而，记者向公司进一步
求证得知，所谓“高薪”，绝大部分为
受限制股份/购股权开支，有着非常
严格的兑现条件，能否最终兑付犹
未可知。2021年，沈晖到手的薪金
和分红总额仅在200万元左右。

财务危机或“拖累”研发
赴港上市成仅存希望？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处
于并将长期处于高速增长期，当前
各家车企的销量和盈亏并非最重
要指标，但必须不断加大研发投
入，车企在跟住发展大势的前提
下，才可打造品牌和技术的护城
河。然而，这对于目前的威马汽车
来说，显然已成奢望。

《证券日报》记者查阅财报发
现，过去三年，公司运转极度依赖
融资。威马汽车的销售及营销费
用在过去三年逐年增长，保持在9
亿元之上，行政费用成为公司日常
开支的大头。其中，公司2021年的
行政费用达到27亿元，占总营收比
接近57%。横向对比“蔚小理”，三

家公司均将销售费用与行政管理
费用进行合并，该部分费用的占比
分别为19%、25%及13%。

同期，威马汽车在研发投入上
分别仅为8.93亿元、9.92亿元和9.81
亿元，远远低于销售成本和行政费
用支出。对于科研投入的怠慢，让
威马汽车看起来似乎并没有“把钱
花在刀刃上”。

对此，中国乘用车产业联盟秘
书长张秀阳表示，如今资本对于造
车新势力的投资态度已由激进转
为审慎，即便完成上市，也并非高
枕无忧。事实亦如张秀阳所言，上
市前曾多次削减募集金额的零跑
汽车，今年9月29日上市首日破发
超三成，从最初开盘价48港元到目
前的18港元，股价已经跌去60%。

张秀阳表示，“赴港上市已成
为威马为数不多的求生路径，尽管
公司已经提交了上市申请。但在
成功上市之前，威马汽车只能降低
支出。长远而言，造车新势力还是
需要提升产品整体质量，提升品牌
信任度，回归理性的成长路径和商
业逻辑。”

资本运作与终端销量双双遇冷
威马汽车IPO关键时刻全员降薪

本报记者 李昱丞 见习记者 李雯珊

皇庭国际历时近9个月的出售重大资产事项又
有了新进展。

11月23日，该公司发布公告称，与连云港丰翰益
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丰翰益港”）签署重大资
产出售的合作框架协议。

皇庭国际证券部相关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具体收购事项尚需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协商后调
整，本次计划成立有限合伙企业作为收购平台，公司
拟与丰翰益港成立有限合伙企业，目前合作各方出
资数额和所占比例尚未确定。”

皇庭国际在上述公告中所指的重大资产是其持
有的深圳融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发投资”）
及重庆皇庭珠宝广场有限公司各不少于51%股权。
上述股权的出售意向发生在今年的2月7日，该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

3月18日，皇庭国际委托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
（下称“联交所”）发布《深圳融发投资有限公司100%
股权转让意向征集公告》，以参考价格为74.93亿元进
行挂牌出售。3月25日，皇庭国际二次委托联交所进
行挂牌出售，调整参考价格为56.2亿元，两次挂盘出
售均未征集到有效购买意愿。

3月25日，该公司委托联交所对外发布了《重庆
皇庭珠宝广场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意向征集公
告》，参考价格为7.65亿元，同样无人问津。由此可
见，连云港丰翰益港是相关股权挂牌近9个月以来比
较确定的“接盘侠”。

公开资料显示，皇庭国际2020年、2021年以及
2022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分别为-3.2亿元，-12.5亿
元，-4.1亿元。2022年前三季度货币资金仅约为1.28
亿元，流动负债高达57亿元。

针对上述财务状况，皇庭国际是否存在被ST的风
险？该公司证券部相关人士认为，“公司最近一年并未
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或者鉴证报告；相关资产的出售足以解决所有债务问
题，不存在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形。”

截至今年6月份，皇庭国际发布公告称，需要花
费合计1.33亿元收购意发功率约27.8%的股权。公开
资料显示，意发功率主要从事功率半导体器件及智
能功率控制器件的设计、制造及销售，拥有一条年产
24万片6英寸晶圆的产线。

在业内看来，一边是业绩亏损、负债累累，一边
则是“大跨界”收购半导体公司，皇庭国际“自救”意
图明显。该公司介绍，收购部分意发功率股权的资
金来源为出售融发投资（挂牌价56.2亿元）、重庆皇庭
珠宝广场有限公司（挂牌价7.65亿元）及成都皇庭国
际中心（市场价约8亿元）所得。

上述皇庭国际证券部人士向记者表示，“截至2022
年9月30日，皇庭基金已支付股权转让款2743.4万元。此
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间接持有意发功率约27.8%股权，
能实质上控制意发功率，并将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历时近9个月找到“接盘侠”？
皇庭国际拟出售重大资产自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