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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万晨曦
见习记者 刘 钊

2月2日成为*ST凯乐和*ST金洲
的最后交易日。在经历必要的程序之
后，这两家公司将完成退市流程，这也
是2023年首批退市公司。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退
市新规强化了资本市场优胜劣汰机
制，更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促进
国内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与发展。

两公司双双挥别A股

2月2日晚间，*ST凯乐发布公告
称，已于当日收到上交所下发的《关于
拟终止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告知书显示，
截至2023年2月2日，公司股票已连续
20个交易日低于1元，已经触及终止上
市条件。上交所将根据相关规定，对
公司股票作出终止上市的决定。

事实上，*ST凯乐集多项强制退
市指标于一身。据其2022年业绩预
告，公司预计2022年度期末净资产
为-21.54亿元到-23.22亿元，而其2021
年度期末净资产为-18.15亿元，触及
财务类退市指标情形。

同时，*ST凯还触及重大违法类强
制退市风险警示情形。2016年，*ST凯
乐涉足专网通信业务。随着2021年相
关业务爆雷，*ST凯乐深陷专网通信骗
局泥沼。2022年12月份，中国证监会
经过半年多的立案调查，查明*ST凯乐
虚构专网通信业务的事实。

根据证监会相关数据，2016年至
2020年间，*ST凯乐合计虚增营业收入
达512.25亿元，虚增收入金额占当年
披露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48.99%、
73.31%、86.32%、85.85%和91.13%；合
计虚增利润总额59.36亿元，虚增利润
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
为64.97%、99.99%、144.84%、183.71%
和247.45%。

*ST金洲同样面临着交易类、财务
类以及重大违法类三重退市风险。

2月2日晚间，*ST金洲公告称，截
至2023年2月2日，公司股价收盘价格
为0.72元，公司股票已连续20个交易

日收盘价低于1元。已触及《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交易类退市规定，根据
相关规则，公司股票自2023年2月3日
起开市起停牌。

*ST金洲曾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黄
金珠宝生产加工企业之一。根据2022
年11月份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
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中认定的
事实，*ST金洲的违法行为可以追溯至
2015年重大资产重组时，*ST金洲未按
规定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丰汇租赁
的关联交易。同时，*ST金洲的2017
年、2018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2016年至2018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
漏。如果公司2019年末、2020年末净
资产经追溯调整后为负，可能导致
2020年末、2021年末连续两年净资产
为负。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
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此外，根据公司2022年业绩预告，

*ST金洲预计2022年亏损0.6亿元至0.9
亿元。虽然较上年相比大幅减亏，但
仍然无法摆脱亏损局面。从过往退市
案例来看，*ST金洲2022年财务会计报
告将极大概率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
标审计意见，因此，*ST金洲2022年年
报披露后，将锁定因非标审计意见而
触及财务类强制退市情形。

常态化退市机制逐步形成

Wind资讯数据显示，退市新规实
施两年来，2022年共有42家公司被强
制退市，创下A股年度退市量历史新
高；2021年有17家公司被强制退市。
而从1999年到2019年，20年间退市公
司总量才达110家。

专家认为，退市新规明确了“空壳
退市”的目标导向，代替了长期以来的

“亏损退市”逻辑，着重考核持续经营

能力，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
济、抑制市场炒作具有重大作用。

柏文喜认为，新的退市机制推出
“1元退市”和“市值退市”这一量化标
准，大大压缩了以往强制退市规定所
存在的各类可进行人为操作的自由空
间，让强制退市的可执行性大大增强。

湖北德馨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陆
峰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在退市新规下，除了清除资本市
场违法犯罪行为之外，通过索赔的方
式让投资者减少损失，也是对投资者
保护的重要形式。建议由中证中小
投资者服务中心对可提起索赔诉讼
的上市公司及高管和大股东等提起
公益诉讼，形成判决书模板，让其他
投资者按其确认的判决结果直接申
请执行，由法院执行裁决庭通过执行
裁定直接确定每个投资者应取得的
赔偿金额。

三重退市风险叠加
*ST凯乐及*ST金洲双双停牌作别A股

谢若琳

《狂飙》成为2023年当之无愧的
开年大戏。自1月14日开播以来，该剧
持续引领话题热潮。大结局播出当
晚，其在爱奇艺站内热度达到11760，
超越《赘婿》成为电视剧总榜第一。

2月1日，《狂飙》以豆瓣评分9.0
分的高水平收官。云和数据显示，
该片最高正片有效播放市占率达到
65.7%。其独播平台爱奇艺成为“头
号赢家”，当日晚间爱奇艺股价“狂
飙”领涨中概股，收涨9.10%，至此年
内爱奇艺股价累计涨幅达37.92%。

纵观中国长视频行业历史，头
部平台自创立以来接连亏损十余
载，以至于爱奇艺创始人龚宇曾提
出“穷庙富和尚”的观点，即平台利
润微薄，但上游制作公司和个人收
入快速增长。因此，过去两年中，降
本增效贯穿全行业。

从结果来看，长视频平台降本增
效之后呈现边际转好趋势。2022年
第一季度，爱奇艺宣布首次实现季度
盈利。今年开年随着《狂飙》热度暴
涨，行业精品化战略定位更为明晰。

事实上，对于内容产业而言，爆
款模式很难复制，多重因素影响着
一部剧的市场效果，比如题材、剧
本、导演、演员、服化道、播出时间
等，可以说生产一部爆款剧往往是

基于天时地利人和，有时还有一些
运气的成分。因此，平台收益也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正因如此，长视频平台要想长
盛不衰的口碑及财务“生命力”，更
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一方面，需要有持续产出爆款
的能力，即影视产业工业化。通过
成熟的产业链流程，达到稳定输出
优质内容的水平，海外流媒体平台
Netflix、Disney+都是成功案例。

结合中国影视产业的特点，自
制剧可以成为平台稳定输出的一把
利刃，比如2020年爱奇艺首推“迷雾
剧场”自制剧《隐秘的角落》，就曾引
发一轮观影热潮。

另一方面，平台还需要有更多
的优质内容储备。根据云合数据，
2022年全网剧集正片有效播放量同
比下滑2%，但经典老剧有效播放量
同比增长10%。《武林外传》《甄嬛传》

《亮剑》《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
经典剧集成为年轻人的“电子榨
菜”，被反复观看。《知否知否应是绿
肥红瘦》仅2022年的正片有效播放
量就高达13.1亿。

长尾价值是一个成熟平台的基
石。考虑到影视行业长周期特征，
爱优腾等仍然是行业新入局者，在
内容积累上还需坚持长期主义，做
时间的朋友。

长视频想“狂飙”
先要做时间的朋友

本报记者 刘 欢

继 1月 31日晚间龙佰集团发出首
张涨价函后，2月 1日晚间，中核钛白、
惠云钛业、金浦钛业等多家企业也纷纷
发函跟涨，正式掀起了 2023年钛白粉
行业首轮涨价潮。

多位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
业内人士表示，此轮钛白粉企业扎堆涨
价，主要是想通过上调价格来释放成本
压力。在国内整体经济环境趋势回暖
背景下，叠加产业政策利好等因素，钛
白粉需求将逐步增加，行业或将逐渐复
苏。

释放成本压力
扎堆发布涨价函

从上述企业发布的涨价函来看，此
轮钛白粉涨价幅度一致，均为国内客户
销售价格上调 1000元/吨，国际客户销
售价格上调150美元/吨。

“2022年，在供需错配引发的高成
本与弱需求影响下，钛白粉市场均价一

度维持在成本线附近。进入 2023年，
经济恢复预期向好，市场预期乐观，企
业也想通过提价释放成本压力，进一步
刺激市场。”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
荣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了解，2022年，国内钛白粉市场
价格持续下滑，年初钛白粉均价为
20733.33 元/吨，年末均价为 15933.33
元/吨，年内价格下跌幅度为23.15%，造
成钛白粉生产企业产品毛利率大幅下
降。同时，2022年钛白粉成本却维持高
位，高钛渣采购价格同比上涨 25.61%，
钛矿价格同比上涨15.91%。

今年 1月份，钛白粉价格依旧延续
跌势，报价在14600元/吨至15000元/吨
左右。上游原料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截
至 1月 31日，攀枝花钛精矿 46品味 10
矿价格在 2050元/吨至 2205元/吨。硫
酸方面，继前期部分西南酸企陆续涨价
后，市场在2月1日仍有跟涨行为，空间
在40元/吨左右。

高成本低价格持续挤压钛白粉企
业的利润。隆众资讯行业数据显示，
2022年1月份，山东地区金红石型钛白

粉月均利润为 1203.74 元/吨，同比降
68.74%；锐钛型钛白粉月均利润为-
152.26元/吨，同比降109.17%。

卓创资讯分析师孙文静认为，当前
上游原料价格上调波动，部分厂家宣布
涨价释放成本端压力，后续价格走势还
要看涨价的落实情况。卓创资讯数据
显示，截至2月1日，硫酸法金红石型钛
白粉市场评估均价为14967元/吨，市场
实际成交更多落在14300元/吨至15300
元/吨。

需求有望向好
行业将逐渐复苏

对于 2023 年钛白粉的市场表现，
多数人士表示看好。

北京看懂研究院研究员王赤坤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钛白粉价
格的提升，亏本企业或逐渐恢复生产，
产能增加会使钛白粉供给增加。同时，
市场对经济复苏充满期待，钛白粉市场
需求在2023年有望逐步增加。”

方正证券化工首席分析师任宇超

表示，“地产与基础建设是钛白粉主要
的需求来源。目前地产政策偏好稳定、
边际宽松，国内钛白粉下游承压减轻。
此外，我国钛白粉主要出口至印度、巴
西等新兴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具有经
济发展较快，基建及地产需求持续增长
等特点，拉动我国钛白粉出口量呈向上
趋势。随国内地产政策边际宽松及海
外需求拉动，钛白粉需求有望向好，行
业或将逐渐复苏。”

浙商证券研报认为，随着全球涂料
业、塑料业等稳定发展，钛白粉需求量
有望保持增长趋势。根据中国涂料工
业协会数据，预计到 2025年，我国涂料
产量将达到 3000万吨，2021年至 2025
年复合增速为 4.96%；同时，2022年 11
月份开始国家出台相关房地产政策，房
地产企业授信、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得
到宽松。预计未来随着房地产景气度
好转，有望拉动钛白粉需求，带动钛白
粉价格上涨。

某钛白粉企业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宏观经济整体面向好，内循环需求拉
动，预计2023年整体的行情比较乐观。

钛白粉企业扎堆发布涨价函 行业将逐渐复苏

本报记者 龚梦泽

2022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2702.1万辆和2686.4万辆，分别同
比增长3.4%和2.1%，保持了恢复增
长态势，这也体现在行业个股的业
绩预告之中。

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截至
2023年2月2日，沪深两市共有16家
上市车企发布2022年业绩预告，其
中净利润预增的公司有9家，占比
56%。以预告净利润上限计算，16家
车企平均年度净利润约为9.6亿元。

比亚迪位居净利润榜首

通过新能源业务的助力，比亚
迪成为2022年国内车市的最大赢
家，位居净利润榜单首位。比亚迪
公告显示，预计2022年营业收入突
破4200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60亿元至170亿元，
同比增长425.42%至458.26%。

比亚迪表示，新能源汽车销量
大涨推动了公司盈利大幅改善，并
有效缓解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带
来的成本压力。销量方面，比亚迪
新 能 源 汽 车 2022 年 累 计 销 量 为
186.35万辆，同比增长208.64%，大
幅超越了特斯拉 131万辆的年销
量，成为去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
的销量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比亚迪
将向 300万辆的销售目标发起冲
击。同时，比亚迪也在加大海外新
能源汽车市场的开拓力度。公司董
事长兼总裁王传福表示：“未来，比
亚迪在拓展海外市场方面会加大力
度。”数据显示，2022年，比亚迪新能
源汽车在海外的销量已经达到5.59
万辆，同比增长307.2%。

据长安汽车2022年度业绩预告
显示，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73亿元至87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105.49%至144.9%。长
安汽车总裁王俊表示，2022年面对
缺芯、限电等诸多因素影响，公司依
然实现了经营质量稳步提升。2022
年市场占有率增幅为10.3%，市值增
幅为420%。

据统计，长安汽车2022年累计
销量达到234.6万辆，创近5年新高。
一方面，通过“PLUS”“蓝鲸家族”、中
高端UNI序列等产品的投放，长安系
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达139万辆，同
比增长15.5%。另一方面，得益于电
动化加快推进，长安新能源汽车累
计销量达28.4万辆，同比增长160%。

受益于政府扶持资金，江铃汽

车2022年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 净 利 润 为 9.15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9.37%。公司2022年业绩预告称，
归母净利润增长主要是由于期内收
到政府扶持资金和青云谱工厂土地
及地上建筑物处置带来的利润增
加，冲抵了销量下降、原材料及芯片
成本上涨所导致的利润下降。2022
年，公司销售了28.20万辆整车，较上
年同期下降17.3%。

商用车企业业绩下滑

记者注意到，以生产货车、卡车
为主的上市车企2022年业绩表现低
迷。作为商用车上市企业的代表，
一汽解放和中国重汽预计2022年净
利润分别仅为4.1亿元和2.6亿元，同
比分别大跌92%和83%。

对于业绩变动的原因，2家公司
均提及自去年3月份以来，商用车市
场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公司全年销
量大幅度下滑，净利润较上年同比
减少。可以看出，2022年由于物流
不畅和油价暴涨导致的商用车市场
需求大幅下滑，是造成商用车上市
车企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

客车企业的经营状况同样艰
难。业绩预报显示，中通客车、亚星
客车和安凯客车2022年预计净利润
上限分别为7900万元、-1300万元
和-2500万元。3家上市公司均在公
告中表示，客车市场需求显著萎缩，
导致盈利空间骤降。

在年度净利榜单排名靠后的
企业中，北汽蓝谷预计全年净亏损
达52亿元至58亿元；赛力斯预计亏
损35亿元至39.5亿元；江淮汽车预
计亏损14.37亿元；刚实现“摘星脱
帽”的海马汽车预计2022年由盈转
亏，全年净利润将亏损12亿元至18
亿元。

车市回暖背景下，部分车企业
绩亮眼。《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
预告净利润第一位和第六位的比亚
迪和力帆科技，还摘得2022年车企
净利润增幅的冠亚军。据力帆科技
业绩预告显示，受益于汽车业务恢
复和汇率影响，公司2022年实现归
母净利润1.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9400万元，同比增长170%左右；实现
扣非后净利润3000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加6649.95万元，同比实现扭亏
为盈。

对此，中国乘用车产业联盟秘
书长张秀阳表示，未来车企分化将
进一步加剧，在存量领域的厮杀过
程中，强者愈强，边缘企业出局将成
为下一阶段车市的一大趋势。

上市车企2022年业绩冷热不均
商用车企业表现低迷

根据业绩预告上限计算，16家上市车企平均年度净

利润约为9.6亿元

记者观察

本报记者 张 敏 见习记者 刘 钊

进入 2月份，上市公司 2022年年
度报告披露即将拉开大幕。然而，却
有*ST辅仁、*ST中昌、*ST大通等多家
上市公司表示仍未聘请年审会计师，
引发市场关注。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未聘
请年审会计师的企业多集中于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的上市公司。针对上述
公司未聘请年审会计师的情况，交易
所也第一时间向公司发布监管函件，
要求公司解释尚未聘任 2022年度审
计机构的具体原因。

例如，在*ST大通发布 2022年业
绩预告后不久，深交所向公司下发关
注函表示，截至目前，公司仍未聘请

2022年度审计机构，若未在法定期限
内披露经审计的年度报告，公司股票
将存在终止上市风险。上交所在向
*ST中昌发出的问询函中表示，截至目
前，公司尚未聘请 2022 年年审会计
师，督促尽快聘请年审会计师并积极
配合，按期对外披露年度报告，并确保
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为严格执行退市制度，推动“应退
尽退”常态化退市机制形成，引导股票
已被实施财务类退市风险警示的上市
公司及其董监高和负责审计的会计师
事务所归位尽责，今年 1月份，沪深交
易所发布了《加强退市风险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工作》。该文件
针对退市风险公司 2022年度业绩预
告、年度报告编制及相关信息披露工

作明确提出，退市风险公司尚未聘请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在风险提示公告中
予以重点提示。此外，对于该类公司
的年审会计师审计工作也提出了具体
的要求。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相关专家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的上市公司不积极聘
请审计机构，主要是因为这类公司的
年审会计师大概率将出具非标准审计
意见，无法改变退市结果。同时，随着
证券监管趋严，会计师事务所宁可少
做业务，也不愿意接受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的年审业务聘请。”

“自深圳堂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
务违法违规案后，会计师事务所对于上
市公司年审业务趋于谨慎。头部会计

师事务所大多已不再接受退市风险警
示公司的年审聘请。”某知名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经理、注册会计师告诉《证券
日报》记者，“此外，对于上市公司的年
审业务内控也在逐步趋严，越来越多会
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年审项目必须
经风控评估会议评审后方能开展。”

部分业内人士也持同样看法，随
着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业务的监管日
趋严格，风险评估已成为会计师事务
所接手年审业务的首要考量。

上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专家认
为，年报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
内容之一，背后关系着众多投资者的
利益。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就年
审业务的“博弈”，体现出资本市场监
管日趋完善。

年报披露在即 多家公司尚未请来年审会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