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 钊

12月9日，*ST博天发布公告称，公
司收到北京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

《告知书》认定，*ST博天通过多种方式
虚增或虚减营业收入、利润，导致2017
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上述情形触及《股票上市规则》有关重
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ST博天可能因
此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ST博天连续5年
财务造假，不仅损害了投资者利益，还
严重破坏了资本市场秩序。监管部门
对违法行为严厉打击，以维护市场的
公平与透明是必要的。”

虚假记载金额大

《告知书》显示，*ST博天上述虚假
记载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持续时间
长，虚假记载金额大、占比高，严重损
害证券市场秩序。

具体来看，*ST博天虚增营业收
入、利润的主要方式包括：一是未及
时对已终止的设备销售业务进行会
计处理，并通过签署虚假委托付款
协议的方式抵消虚增收入引起的往
来款项；二是未及时对已竣工结算
的项目进行会计处理，并通过签署
虚假委托付款协议的方式抵消虚增
收入引起的往来款项；三是使用无
商业实质的验工计价凭证确认工程
进度，并通过签署虚假债权债务转
让协议、委托付款协议的方式，隐瞒
虚增收入的情况。

鉴于上述事实，北京证监局拟决
定对*ST博天，公司时任董事长、总经
理、财务总监等有关责任人予以责令
改正、警告和罚款，罚款合计1300万
元，并对实际控制人赵笠钧采取7年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

据了解，*ST博天除了存在财务造
假行为外，其披露的相关年度案还涉
虚假记载金额等会计差错，*ST博天对
2017年度至2021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和
母公司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涉及
对各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和合并资产负

债表的影响。
*ST博天的上述违法行为导致其

资产负债表出现严重扭曲，其中，公
司2020年及2021年资产负债表虚假
记载金额合计19.55亿元，且占该2年
披露的年度期末净资产合计金额的
138.06%。该情形触及《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即公司披露的资产负债表连续2年
均存在虚假记载，资产负债表虚假
记载金额合计达到5亿元以上，且超
过该2年披露的年度期末净资产合
计金额的50%，可能被实施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如根据行政处罚决定
书认定的事实，公司触及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
上市。

除重大违法强制退市风险外，目
前，*ST博天还存在大股东质押风险和
诉讼风险。数据显示，截至目前，*ST
博天控股股东已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8.88%，且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全部
股份已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诉讼
风险方面，截至目前，*ST博天及其子

公司存在因合同纠纷、票据纠纷、追偿
权纠纷等而产生的多起诉讼。

*ST博天表示：“公司将全力配合
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截至目前，公
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同时，公司对上
述相关拟处罚措施将积极行使听证或
进行陈述、申辩等合法权利，维护公司
和广大投资者权益。同时，公司立即
开展合规自查，进一步加强公司财务
管理和信披工作，切实履行上市公司
责任和义务。”

市场加速优胜劣汰

自2021年退市新规实施以来，应
退尽退、常态化退市逐渐成为市场共
识，资本市场进退有序、优胜劣汰的市
场生态正在加快形成。

截至目前，今年已有*ST泽达、
*ST紫晶、*ST宏图等多家公司因被认
定存在财务造假、欺诈发行等重大违
法行为而被强制退市。其中，*ST宏图
系沪市首家触及“造假金额+造假比
例”重大财务造假退市量化指标的公
司。此次*ST博天也触及“造假金额+

造假比例”重大财务造假退市量化指
标。

“造假金额+造假比例”是退市新
规改革的一大亮点。有受访人士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设定“造假金额+
造假比例”退市标准，主要原因是实
践中少部分公司存在严重扰乱市场
秩序的重大财务造假行为，财务造假
金额巨大，丧失基本的诚信，对投资
者信心和信息披露秩序造成严重损
害，其内部组织机构运行不规范，内
控失效，已不适合作为公众公司继续
留在证券市场，有必要将其退市以维
护市场秩序。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
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
究员盘和林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在当前严监管总基调下，
势必需要加速淘汰低劣上市公司，如
果上市公司出现了重大造假，那么退
市应该仅仅是起步，罚款也不应该是
唯一的处罚手段，还需要推动投资人
集体诉讼，实控人强制回购等措施保
障中小投资人财产安全，要真正实现
对投资人的保护。”

*ST博天连续5年财务造假
或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本报记者 何文英

据最新消息，苹果公司在今年12
月份将正式量产第一代MR（混合现
实）产品Vision Pro，首批备货40万台
左右，预计将在明年年初正式发售。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
克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认为：“Vision Pro 的量产，首先
会为硬件设备制造商带来增长机
会，其次，随着 MR 设备的应用扩
展，也将为软件开发和内容制作公
司带来商机。”

随着 Vision Pro 产品周期的到
来，产业链上市公司也引起了资本市
场的高度关注。

山西证券研报表示，Vision Pro
在中国内地供应链的比例大幅提升
至60%左右。民生证券提到，整机组
装方面，立讯精密和歌尔股份均具备
较强的技术实力；微显示方面，京东
方、视涯和索尼等已有布局或已实现
Micro OLED的规模量产；光学器件
方面，舜宇光学、水晶光电、苏大维格
等充分布局；感知交互方面，兆威机
电和智立方能提供相关硬件和检测
设备；在电池上，德赛电池、欣旺达和
紫建电子技术实力成熟。除此之外，
检测设备供应链智立方、杰普特、荣
旗科技与华兴源创亦值得关注。

对于MR头显的合作进展，一些
产业链上市公司也间接予以了回
应。蓝思科技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在MR头显领域，公
司与多家大客户都在协同开展相关
外观、结构、光学部件的研发生产，公
司的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得到深
度应用。”

水晶光电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
表示，公司和苹果保持密切的业务合
作，也一直密切关注终端客户的新产
品开发并积极参与配合。博众精工
表示，公司目前已为客户提供 Vi⁃
sion Pro 生产过程中所需的检测和
组装设备，设备已经出货。

随着Vision Pro的发售临近，市
场对于MR应用的落地也充满了期
待。浙大城市学院文化创意研究所

秘书长林先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MR产品的普及有望促进内容
和应用的更新，为软件开发商和内容
提供商带来更多商机，其中，MR技
术在游戏和影视中的应用有望最先
得到验证。”

“MR技术有可能为游戏行业带
来新的机遇，场景现实感、沉浸式、体
验式互动等都将给玩家提供更真实
的游戏环境，为游戏开发商带来更多
的创新空间；影视方面，MR技术将
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影体验，可以身
临其境地参与到电影或电视剧的情
节中，为影视公司提供更多的创作可
能性。”林先平补充说。

芒果超媒作为国内新型主流媒
体产业集团，在MR技术方面早已先
行布局。公司董秘张志红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针对MR技术发展，
公司积极展开了技术预研，目前已储
备有多项MR相关音视频技术。此
外，公司控股股东芒果传媒于 2019
年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湖南芒果幻视
科技有限公司，聚焦XR虚拟制作、
内容创意研发等，是芒果生态在VR、
AR、MR等扩展现实领域的主要战略
布局，相关产品也将陆续推出。”

除了芒果超媒，还有多家上市公
司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回应了MR
技术的应用进展。恒信东方表示，公
司研发团队已经开启《Drakheir》游戏
在Quest3的适配工作。公司将视市
场需求和业务需要考虑是否将《Dra⁃
kheir》移植到苹果 Vision Pro 头显。
锋尚文化表示，集团子公司锋尚互娱
运用演绎科技和 XR、MR 等技术进
行展现，结合锋尚互娱积累的交互技
术，为消费者营造文化与艺术体验更
加沉浸的精神体验。

对于MR产品带来的市场机遇，
中国金融智库特邀研究员余丰慧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产业链上市公司可以通过研发创意
内容产品、提供技术服务、建设MR
体验馆以及投资上下游相关企业来
把握机会，抢占市场先机，增厚上市
公司利润，与股东共享科技时代带来
的发展红利。”

苹果Vision Pro开启量产
MR产业链有望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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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彬彬

山东钢铁控股子公司山东钢铁集
团日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钢日
照”）正在引进战略投资者。12月9日，
山东钢铁发布公告称，为引入战略投资
者，进一步提升山钢日照的核心竞争
力，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钢铁
控股股东，以下简称“山钢集团”）拟将
其持有的山钢日照 48.6139%股权转让
给宝钢股份。根据评估报告，山钢日照
股东全部权益的预评估价值为 235.67
亿元，山钢日照 48.6139%股权转让价
款预计为 107.03亿元。山东钢铁拟同
意本次股权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目前，山钢日照的股东分别是山东
钢铁、山钢集团、日照泽众冶金科技中
心（有 限 合 伙），持 股 比 例 分 别 为

50.5981%、48.6139%、0.7881%。本次
交易完成后，宝钢股份将成为山钢日照
第二大股东。

山钢日照成立于 2009年，是山东
钢铁日照生产基地的运营主体，具有钢
材产能 790万吨。山钢日照盈利能力
良好。2022年山钢日照累计实现营业
收入 422.39 亿元，净利润 17.23 亿元。
今年前三季度，山钢日照累计实现营业
收入263.46亿元，净利润5.28亿元。

有熟悉山东钢铁的人士介绍：“山
钢日照资产质量优良，不论是装备水
平、生产效率还是盈利能力，在行业内
都是比较靠前的。此次山东钢铁放弃
优先购买权，应该是统筹考虑的结果。”

对此，山东钢铁表示，宝钢股份系
全球领先的现代化钢铁企业，山钢日
照引入宝钢股份后，将借助其管理理

念和工艺技术，加快山钢日照建设发
展，进一步提升山钢日照的核心竞争
力，符合公司战略投资规划及长远利
益。“本次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系公司
基于自身发展定位及战略经营规划的
整体考虑做出的决定，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本次放弃
优先购买权后，公司享有山钢日照的
权益不会发生变化，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不会发生变更。”

同日，宝钢股份也公告称，为挖掘
北方区域协同潜力，提升北方市场影响
力，同时分享投资收益、获得稳定投资
回报，公司拟以107.03亿元现金收购山
钢日照48.6139%股权。

宝钢股份是国内钢铁行业龙头，目
前拥有上海宝山、武汉青山、湛江东山、
南京梅山等主要制造基地，均位于长江

沿线及以南地区。宝钢股份表示，本次
交易既是中国宝武服务国家战略，践行
央企基础功能保障作用，支持山东深化
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实践，更是中国宝
武、宝钢股份做强做优钢铁主业，实现
优质钢铁基地强强联合的具体体现。

今年 8月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钢
铁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明确提出，鼓
励行业龙头企业实施兼并重组，建设世
界一流超大型钢铁企业集团，推动全国
钢铁产能优化布局。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清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此次宝钢股份
支付超百亿元获得山钢日照 48.6139%
股份，将进一步提升宝钢股份的核心
竞争力，同时也将提高中国钢铁行业
集中度。”

宝钢股份拟斥资107亿元收购山钢日照48.6%股权
实现优质钢铁基地强强联合

本报记者 桂小笋

截至12月10日，A股多家拥有生猪
养殖业务的公司发布了11月份销售数
据。对比数据可知，生猪销售价格仍处
低位，销售情况尚未好转，供需矛盾仍
在持续调整中。

根据Mysteel农产品行业监测数
据，前11个月份，养殖端标猪自繁自养
亏损在138元/头；外购仔猪亏损亦高
达282元/头，年内无明显盈利阶段。
随着行业亏损面积增大，规模企业及
集团还面临成本、防疫、现金流的多重
压力风险。

从相关上市公司发布的数据来看，
11月份生猪价格仍然处在低位。大北
农公告显示，11月份公司控股及参股公
司生猪销售数量合计为69.36万头，1月
份至11月份累计为532.72万头；11月份

销售收入合计为10.32亿元，1月份至11
月份累计为85.86亿元。从销售均价来
看，11月份为13.78元/公斤，相较10月份
的14.88元/公斤下降明显。

立华股份公告显示，公司今年11月
份销售肉猪7.88万头，销售收入1.32亿元，
肉猪销售均价14.36元/公斤，环比变动分
别为-15.81%、-25.84%、-6.63%，同比变
动分别为1.55%、-47.83%、-41.91%。立
华股份解释称，11月份公司肉猪销售收
入、销售均价同比下降，主要受国内生
猪市场行情变化影响所致。

虽然当前处在生猪消费的传统旺
季，但却出现了“旺季不旺”的现象，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分析人士表
示，这是因为供需矛盾未从根本上解决
所致。

上海钢联农产品事业部生猪分析
师王凌云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说，四季度随着天气转冷，终端消费
逐渐增量，屠宰企业开工带动回升；但
上游生猪出栏同步增加，供应叠加上
量，供大于求，市场持续弱势。目前，南
方气温仍相对偏高，腌腊灌肠活动虽有
开启但尚未进入集中期。

布瑞克农产品集购网研究总监林
国发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冬季猪价能
否上涨，需要综合分析供需情况和下游
采购意愿。而今年母猪繁育效率普遍
明显提升，多种因素影响下，第四季度
生猪存栏量及可供出栏生猪数量整体
高位。

开源证券研报提及，生猪屠宰后流
向包括终端消费市场和冻品库存，截至
今年12月7日，全国冻品库容率维持高
位且进一步上升至20.9%，猪肉鲜销率
下降至89.8%，反映当前市场生猪供给
过剩，下游走货不畅。

而生猪供大于求的背景下，供给过
剩的状况将在未来数个月内延续。生猪
存栏量大，以及可供应的生猪出栏量偏
高因素下，市场不乐观的氛围被强化。

“从监测的行业情况来看，整个市场
出栏猪数量巨大，但下游需求不足，特别
是食品端普遍不愿构建库存的情况下，
单纯依靠鲜猪肉销售很难化解当前猪肉
供应矛盾，另外今年猪肉冻品库存高，且
走货比较难。”林国发对记者介绍，“当
前，生猪养殖各环节及主体均呈现不同
程度亏损，从行业来看，有一些企业出现
资金压力，面临员工工资、饲料原料及时
支付难度增加的情况。”

华安证券研报也提及，生猪产业资
金链紧张。上市动物疫苗企业、饲料企
业回款能力明显变差，上市猪企资产负
债率居于历史最高，流动比率和速动比
率均跌破历史低位。

生猪消费旺季不旺 多家企业11月份销售均价环比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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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银基集团正式从香港
交易所退市，作为“中国酒类流通第
一股”，银基集团的退市也反映出整
个行业面临的挑战。面对酒类新零
售、直播电商的崛起，酒类渠道的分
化趋势或将愈发明显。

艾媒咨询最新发布的《2023 年
中国新锐企业家白酒消费洞察白皮
书》显示，白酒行业已从以往的普涨
阶段进阶到挤压式增长阶段，2026
年白酒市场规模有望突破万亿元。

面对万亿元市场“蛋糕”，行业内
卷加剧。曾经以大商模式、线下销售
为主的酒行业，正在探索直播电商渠
道以做大规模。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至
9月份，全国直播电商销售额达 1.98
万亿元，同比增长60.6%。“通过直播
的方式，消费者可以更直观地了解产
品特点，同时也为品牌提供了更多的
销售渠道。”酒仙集团董事长郝鸿峰
表示。

万联证券研报显示，根据 10月
份三大电商平台（淘系、京东、拼多
多）线上销售数据显示，白酒线上销
售总体表现亮眼。10月份白酒线上
销售额同比增速上行，销售额为
81.25亿元，同比上升 202.24%，较 9
月份增速（80.79%）大幅提升。

“直播电商的销售效率比传统的
货架电商和线下门店的销售效率更
高，未来大量的流通品和名品要靠网
络完成销售。”在郝鸿峰看来，新一轮
酒业调整的最大增长机会在网络化
进程，“今年酒仙集团在 1月份至 11
月份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60%以
上。”“从 2009年创办酒仙集团到现
在，十多年时间内网络化酒水的销售
比例在行业内只有 10%。但今年开
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五年网
络销售占酒类销售总量会达到 50%
以上。”

对于网络渠道卖酒的快速发
展，酒类营销专家肖竹青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互联网平
台卖酒的主要优势，是可产生品牌

推广效应和与消费者互动效应，酒
企通过电商平台可以更好的了解消
费者喜好，了解消费者对品牌概念、
包装形态、价格定位、促销政策的反
馈，互联网卖酒能为消费者建立数
据库，进行新产品概念测试，或者是
进行消费互动。

不过，在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
书玉看来，在酒行业调整周期内，不
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平台，只“卷”低价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库存积压、预期
转弱的问题。

“线上+线下”组合拳将是酒企
及酒类流通企业共同的选择。面对
渠道的分化，传统酒类流通企业正积
极“应变”。

比如，壹玖壹玖从2022年开始，
业务模式由直营模式向平台化转变，
并持续优化门店，计划在今年完成国
内所有城市布局，门店数达 5000家
以上。

酒类产品在线上销售份额的不
断增长，对于以线下为主要销售渠道
的经销商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在零售业做了将近三十年的浙
江商源集团董事长、总裁朱跃明对于
未来的行业调整信心满满，他表示，
经销商不仅要有打造渠道连锁的运
营能力和私域运营能力、管理能力，
还必须具备投资及资本运营能力。
上游厂家现在已经意识到经销商是
重要一环，厂商之间只有共同发展、
共同成长，才能真正地帮助下游，给
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广东粤强酒业董事长王富强则
表示，酒业是长期的行业，做好厂商
之间得关系非常重要。另外，行业
未来是有门槛的，特别是经销商要
有门槛。

面对行业调整，去库存是未来的
关键词，这对酒企和酒商都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直播电商带动的网上平
台酒水业务的快速增长，为酒行业去
库存打开了一条通道，但是，对于酒
企“控价”来说，这也是一把双刃剑。

2024 年春节销售旺季即将到
来，未来厂商之间如何构建起新的共
赢模式，是一道待解难题，需要酒企
和酒商共同回答。

酒类销售渠道分化加剧
传统流通企业积极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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