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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解世豪

6月12日上午，威创股份刚刚回答
完年报问询函不久，又收到深交所监
管函。

根据监管函，威创股份在2022年1
月至2023年4月期间，向北京金色摇篮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金色摇篮文
化”）等八家公司提供借款，累计金额
为2.61亿元，日最高余额为1.34亿元。
尽管截至2023年4月19日上述资金已
经收回，但公司未就上述财务资助及
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深
交所要求公司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
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针对威创股份的“大额资金往来
未披露”，年审会计师此前对公司2022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均出具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深交所对此
发出问询函。

透镜咨询创始人况玉清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对于问询函提出的
问题，公司要先做内部核查，然后与审
计机构一起给出解释。而交易所了解
情况后发出监管函，则是对公司不当
行为最终的处理措施。”

在对问询函的回复中，威创股份
解释了借款事项的详细情况。根据
公司回复，上述未知借款分为两类：
一是母公司发生的资金往来系支付
的项目尽调保证金，威创股份认为其
属于正常业务性质支出，符合公司关
于资金审批权限的有关规定，且未达
披露标准，因此未对外公开披露。二
是幼教子公司发生的资金往来系向
业务合作方支付的借款。威创股份
称，参与借款的八家业务合作方均不
属于公司的控股、参股公司，与公司、
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与幼

教子公司已有多年的业务往来，幼教
子公司从2022年1月至2023年4月期
间，多次分批向合作方提供借款，协
助其渡过经营难关。

值得注意的是，金色摇篮文化曾
于2016年2月份变更为威创股份全资
子公司北京金色摇篮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自2019年11月份北
京金色摇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100%
退出后，金色摇篮文化与公司才算无
关联关系。

根据深交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中第六章重大事项中关于财务资
助的定义，幼教子公司的借款，已构成
对外的财务资助。威创股份解释称，
由于幼教子公司未及时上报，导致公
司未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威创股份将问题归咎于公司资金
管理制度设计及执行，具体体现为：子
公司200万元以下资金支付经幼教财
务总监及幼教副总经理审批，200万元
以上资金支付除上述审批外只需经集
团总经理审批，在付款审批流程中未
设置集团财务审批节点，同时公司未
对子公司的闲置资金使用进行有效控
制，由此最终导致子公司在资金管理
上存在缺陷。

“问询函和监管函接连发出说明
深交所对威创股份‘大额资金往来未
披露’的问题越来越重视。这会影响
公司的信誉度，让投资者对公司的日
常经营状况产生质疑，公司还可能会
面临相关处罚措施，对经营造成不利
影响。”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师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

况玉清表示，大额资金往来未披
露暴露出公司内部控制方面的严重问
题，需追查相关责任人，对相关事项进
行整改。

累计超2.6亿元借款事项未披露
威创股份回复问询函后再收监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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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正

近日，受市场需求释放等积极因
素带动，多个种类的三元锂电池正极
原料价格企稳回升。以硫酸钴为例，
Mysteel数据显示，电池级硫酸钴（晶
体）6月12日中间价报39750元/吨，较
上一日上涨250元/吨，6月1日以来已
累计上涨6%。

《证券日报》记者以投资者身份
致电钴盐生产商盛屯矿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钴
盐产品排产会根据当前价格、产销情
况和库存进行调整，目前正在全力推
进卡隆威铜钴采冶一体化项目产能
爬坡，预计该项目2023年产能将达到
设计年产能的70%。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叶银丹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短期来看，下游锂电池及新能源汽车
市场需求和预期回暖，使得硫酸钴等
锂电正极原料需求有所改善，价格企
稳回升。从近期的政策导向来看，预
计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加大对新能
源汽车的支持力度，需求有望稳中有
增，将对上游的三元正极原料价格形
成支撑。

补库存需求支撑价格走高

据了解，除硫酸钴以外，硫酸镍、
碳酸锂等多个正极原料价格近期均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Mysteel数
据显示，电池级晶体硫酸镍和电池级
碳酸锂 6 月 12 日报价分别为 31500
元/吨和 315000元/吨，6月 1日以来分
别累计上涨1.61%和3.45%。

东高科技首席主题研究员尹鹏
飞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三元正
极原料价格走势主要取决于行业整
体供需格局、市场变化和经济形势
等因素。终端数据方面，近期新能
源汽车市场销售趋势向好，4月份国
内电动车销量 63.6 万辆，同比增加
113%；欧洲、美国等市场同样出现销
量增长。新能源汽车市场复苏正在
拉动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等产业链
各领域共同发展。随着产业链整体
补库需求增加，订单量短期激增，不
少正极原料生产企业的库存去化也
明显加快，直接推动了产品价格的
企稳回升。

“近期新能源汽车支持政策频
出，产业链上下游对新能源汽车终端
需求的预期更加乐观。6月 2日召开
的国常会提出‘巩固和扩大新能源汽
车发展优势’，对提振市场预期起到

了较好效果。”叶银丹表示，国常会还
提出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
置税减免政策等，有望为新能源汽车
市场提供长期增长动能。

叶银丹表示，虽然目前市场整体
有所回暖，但锂电产业链的观望情绪
和博弈仍在持续。未来下游市场需
求的持续回暖和信心的重塑，是决定
三元正极原料价格能否继续企稳回
升的关键。

企业预期普遍较乐观

《证券日报》记者通过多方采访
获悉，目前有多家三元正极原料企业
正在积极布局扩产项目，或推动新增
产能投产，企业对未来市场预期普遍
较乐观。

氢氧化锂生产商天华新能相关
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新增
产能方面，公司目前共有两个在建项
目。其中，四川天华时代锂能有限公
司年产6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建设项
目已进入产品验证阶段；年产 2.5万
吨电池级氢氧化锂的伟能锂业一期
项目，预计将于2023年第三季度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

碳酸锂生产商赣锋锂业也表示，
目前公司锂盐出货正常，排产情况
比较稳定。新增产能方面，公司正
在持续推进阿根廷盐湖项目，目前
投产时间临近。届时公司的锂盐产
能会有所增加，预计年产能在 4万吨
左右。

另据钴盐生产商寒锐钴业相关
负责人透露，公司年内有新建产能，
看好锂电池终端需求等。

受 2023年第一季度需求不振等
因素影响，A股市场能源金属（镍、钴、
锂）板块（按申万行业分类）公司整体
经营情况并不理想。Choice 数据显
示，板块 13家上市公司中，仅有 2家
第一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本轮三元正极原料价格走高，在
A股市场能源金属板块的估值上也有
所反映。截至 6月 12日收盘，能源金
属板块指数报17204.52点，6月1日以
来已累计上涨 3.4%，融捷股份、天华
新能等个股涨幅居前。

叶银丹表示，总体来看，在需求
带动下，能源金属赛道未来具有较好
的投资价值。近年来，部分国家对中
资企业能源金属资源投资的审查明
显收紧，可能对行业供给造成影响。
另一方面，海外能源金属资源不确定
性加大，也有望提振国内能源金属资
源相关公司的估值。

多品种三元正极原料价格同步回升
相关厂商积极推进扩产项目投产

本报记者 李万晨曦 施 露

6月 12日晚间，*ST天润、*ST弘
高发布公告称，截至 6月 12日，公司
股票收盘价已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
于 1元。根据相关规定，两家公司股
票自6月13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
提示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包括上述两家公司，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年内已有
18家公司触及“1元退市”。其中，*ST
凯乐、*ST西源、*ST荣华、*ST金洲、
*ST宜康、*ST蓝光已经退市摘牌；ST
泰禾、*ST庞大、*ST宏图等 7家公司
已经收到退市事先告知书，等待交易
所作出最后决定；此外，ST粤泰、*ST
宋都、ST阳光城等 6家公司也已基本
锁定“1元退市”。

部分存在退市风险的公司因为
“临时抱佛脚”的保壳动作引来监管
方关注，质疑其是否拥有履约能力、
是否存在“忽悠式”增持等。全联并
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会专家安光勇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频繁出现
低价股和面值退市的情况，并不意味
着‘壳炒作’已经熄火。尽管面值退
市的公司数量增多，但仍有投机者可
能利用低价股进行市场操纵。因此，
监管机构需继续加强市场监管，遏制
不当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

资本市场优胜劣汰

值得关注的是，继蓝光发展正式
终止上市暨摘牌，成为退市新规下A
股首家“面值退市”的房企，A股退市
房企名单还在持续“更新”。

6月 5日，福建房企 ST泰禾被强
制退市。ST泰禾的股价于 2023年 5
月8日跌破1元，至6月2日收盘价已
经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1元，因触发
退市条件而被强制退市。此外，*ST
中天、*ST嘉凯、ST美置不久前已触及

“1元退市”红线。
同样在 A 股上市的福建房企阳

光城也发布公告，对公司股票存在可

能因股价低于1元面值被终止上市的
风险作出提示。截至 6月 9日，阳光
城股票收盘价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均
低于1元/股，公司股票自6月12日开
市起停牌，公司股票可能被深圳证券
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

中侨数字科技研究院院长朱歆
宇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注
册制的全面实施，常态化退市机制进
一步完善。与其他‘财务退’指标不
同，‘1元退市’更多体现了资本市场
的优胜劣汰。经营不善的公司被资
本市场淘汰是必然趋势。”

临时抱佛脚不可取

一些公司为了避免触及“面值退
市”，抛出回购、增持计划，希望把股
价抬升至1元以上。

ST 中嘉在 5 月 29 日晚公告称，
鉴于公司股价近期大幅下跌，已严
重偏离公司基本面，公司控股股东
孝昌鹰溪谷投资中心及其一致行动

人北京博升优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拟增持公司股份。此次拟增持股份
金 额 不 低 于 3000 万 元 ，且 不 超 过
5000万元。

民营地产企业ST世茂在6月9日
公告称，公司股东峰盈国际及一致行
动人增持500万股。“目前看来上市公
司股东的增持还未结束，短期内不会
有退市风险。”ST世茂内部人士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

安光勇对记者表示：“退市常态
化趋势对市场产生了积极影响。首
先，退市常态化能够加强市场监管的
有效性，减少不良企业，提升市场整
体质量。其次，有助于引导投资者更
加理性地参与市场，避免盲目追逐热
门概念或低价股的风险。”

看懂研究院研究员张雪峰对《证
券日报》记者说：“多家ST公司为避免
退市采取增持等方式稳定股价。但
在退市新规下，对上市公司的财务和
业绩要求更加严格，公司的基本面不
改变，则难逃退市的结果。”

年内18家公司已触及“1元退市”红线
花式“保壳”难改被“淘汰”命运

择 远

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公布的市场
交易监管信息显示，2023 年 6 月 5 日
至6月9日，上交所对退市辅仁、退市
未来、退市中昌、退市运盛、退市泽达、
退市紫晶等退市整理股票和杭州热电
等严重异常波动股票进行重点监控。

将退市整理股票等纳入重点监控
范围，非常有必要。这是防范交易风
险、维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重要举措。

今年2月份，沪深交易所就全面
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配套业务规则
正式发布答记者问时均明确表态，将
严重异常波动股票、风险警示股票、

退市整理股票等纳入重点监控范围，
可从严认定异常交易、从重采取监管
措施，着力防范交易风险。

随着退市制度的不断完善，近两
年，A 股市场退市公司数量大幅增
加。这是资本市场优胜劣汰功能的
一种体现。从已经退市或进入退市
整理期的公司情况看，退市的原因多
元化，包括重大违法退市、面值退市、
财务退市等。

可以说，这些公司存在的问题
“摆在面上”，市场各方也都“看在眼
里”。投资者“用脚投票”、避而远之
是最理性的做法。然而，有些投资者
对此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甚至对这

类公司抱有“兴趣”、伺机炒作。
事实上，退市公司想要重新上

市，除了终止上市情形（交易类强制
退市情形除外）已消除，还需要同时
符合相应的条件，方可向交易所申
请。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实现重新上
市的公司数量少之又少。

所以，对于进入退市整理期的公
司，投资者一定要清醒认识到存在的
风险，不做火中取栗的超高风险投
资。而让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
念需要多方合力，共同推进。

监管部门要高度关注退市整理
期股票的交易情况，采取强化风险提
示、公开交易信息等措施，充分提示

终止上市风险，压缩投机炒作风险；
要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对存在影响
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误导中小投资者
交易决策的异常交易行为，要依规采
取监管措施。

证券公司要加强投资者适当性
教育，多渠道加强风险揭示，告诉投
资者设置退市整理期是为退市公司
投资者提供必要交易机会、尽量释放
风险作出的交易安排；提醒投资者在
买入股票前，一定要三思而行，不要
跟风炒作、随意买入。

对进入退市整理期的股票，投资
者一定要保持警惕并远离，切莫盲目

“押宝”，将自身置于风险之中。

退市公司问题“摆在面上”投资者不能只“看在眼里”

本报记者 李 勇

又有公司提前锁定面值退市。6
月 12日，*ST海投报收于 0.89元/股，
再度跌停。至此，*ST海投已连续十
九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1元/股。

“根据相关规定，股票收盘价连
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 1 元/股，就将
触发面值退市。”新热点财富创始人
李鹏岩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由于公司被实行退市风险
警示，日涨跌幅有 5%限制，即使 6
月 13 日涨停，*ST 海投股价也无法
回到 1 元以上，该公司已提前锁定
面值退市。

曾多次大幅下修业绩预告

*ST 海投曾对 2022 年度业绩预
告多次修正。1月 31日，*ST海投发
布公告称，经初步测算，预计 2022年
度 归 母 净 利 润 为 6349.64 万 元 至
9524.46 万 元 ，扣 非 归 母 净 利 润
6300.51 万元至 9475.33 万元，均较
2021年大幅提升。

一个多月后的3月2日，*ST海投
却对前次发布的业绩预告进行大幅
下修，预计 2022年度亏损 3.5亿元至
5.26亿元，预计扣非后亏损 873.21万
元至盈利1.66亿元。

对于修正的原因，*ST海投当时
在公告中称，主要系公司为相关关联
方提供的违规担保事项造成的影
响。首次预告时，公司尚未取得确认
预计负债的相关资料。今年 2月末，
公司收到法院判决书，并计提了预计
负债，从而导致业绩预告金额区间发
生变动。

出人意料的是，一个多月后，*ST
海投再次大幅下修业绩预告。4月25
日，*ST海投再次披露业绩预告修正
公告，预计公司2022年度亏损7.19亿
元至 10.78亿元，预计公司 2022年度
扣非后亏损 1.98 亿元至 5.58 亿元。
此次修正是因为公司收到相关方发
送的财务资料和报表，对联营单位海
投一号长期股权投资确认了一定金
额的投资损失。

*ST海投4月28日最终披露的年

报数据显示，2022年公司亏损7.64亿
元，扣非后亏损3.78亿元。因2022年
度经审计净利润为负值，且当年仅实
现营业收入 6421.31 万元、低于 1 亿
元，*ST海投自今年5月4日起被实行
退市风险警示。

大股东增持未能挽救危局

随着*ST海投风险不断暴露，公
司股价也不断走低。5月 17日，*ST
海投收盘价首度跌破1元/股。截至5
月 31 日收盘，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11个交易日低于1元，并创下0.75元/
股的新低。

退市风险高悬之下，*ST 海投 5
月 31 日晚间公布了一份增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
司及一致行动人海航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计划斥资不低于 2000万元增持

公司股份。不过，此次增持也设定了
增持底价，即增持价格不低于 0.95
元/股。

在增持公告的利好影响下，6月1
日起，*ST海投曾连续 5个交易日涨
停，至6月7日收盘时，公司股价已站
上增持底价，收于 0.96元/股。6月 8
日，*ST海投盘中多次触及涨停，股价
最高曾达到1.01元/股，不过当天成交
量也大幅放大，最终报收于 0.99 元/
股，仍未能收于 1元以上。6月 9日，
*ST海投再度跌停，当日报收于 0.94
元/股。

有不愿具名的市场投顾人士认
为，*ST海投未能在6月8日的有利时
机让收盘价站上 1元，一方面是由于
前期多日连续涨停，有资金大幅获利
趁机了结；另一方面，出于对风险的
担忧，很多投资者不愿冒进，加上当
日增持力度有限，未能助力公司股价

站上1元红线。
截至6月9日收盘，*ST海投已连

续18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1元，且当
日报收于0.94元/股，低于原来设定的
增持底价，如果6月12日公司股价不
能实现一定幅度的上涨，便意味着
*ST海投将失去最后的保壳机会。

紧要关头，6月11日晚，*ST海投
披露增持计划修订公告，取消了原来
的增持底价限制。但 6月 12日，*ST
海投全天都未能翻红，最后以跌停报
收。全天共成交 1.24 亿元，换手率
9.69%。

前述不愿具名的市场投顾人士
认为，从披露的增持计划修订公告来
看，控股股东前期已经增持了一部
分，但*ST海投 6月 8日和 6月 9日未
能成功让收盘价站上 1元，对市场信
心造成一定影响，导致公司最终“无
力回天”，锁定面值退市。

连续十九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1元
*ST海投面值退市已提前被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