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曹卫新

奥联电子钙钛矿项目关键人物履
历涉嫌造假一事遭监管“实锤”。4月8
日，奥联电子发布公告称，公司于近日
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经监管查明，公司披露的胥明
军（奥联电子子公司南京奥联光能科
技有限公司时任总经理）在钙钛矿领
域的业绩存在误导性陈述，上述行为
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
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
款所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中国证监
会决定对公司及5名相关责任人给予
警告并罚款750万元的行政处罚。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智斌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上市公司误导性陈述的描述对象通
常是公司自身的产品或项目，因给合
作对象‘贴金’而被处罚的，奥联电子
是首例。监管部门的这一处罚表明，
任何形式的‘蹭热点’均有可能触及监
管红线。”

履历造假细节曝光

作为奥联电子钙钛矿业务布局的
关键人物，从奥联电子公布的胥明军
履历来看，其在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技
术上具有“丰富经验”，对钙钛矿电池
研发进程和产业化过程有独到的理解
与实践能力。

关于胥明军的主要业绩，奥联电
子在2023年2月13日披露的《关于对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以下简称“回复公告”）中列举了其
“完成100×100mm钙钛矿电池组件实
验线全部工艺设备国产化研制”“指
导完成华能清能院550×650mm钙钛
矿电池组件中试线工艺设备设计”等
12条主要履历。

事实上，胥明军未在上述12项项
目中起到主导或者牵头研制作用。公
告中所称的“完成 ”仅指胥明军参与
了该项目，且项目最终完成。公告所
称的“指导”仅指胥明军曾对项目提出
了建议，并未发挥关键核心技术或者
重大工艺的指导作用。

此外，公司在前述回复公告中称：
“胥明军及包括鲁汀在内的多名团队
成员已自主研发完成多型钙钛矿工艺
装备，并实现了与钙钛矿电池制备工
艺适配，完成并交付了多条实验线、中
试线装备，对钙钛矿电池研发进程和

产业化过程有独到的理解与实践能
力，在钙钛矿技术产业化所需要的材
料配方、工艺研发、装备研制等领域具
备核心竞争能力。”

经监管查明，胥明军的专业背景
为军事指导自动化。在2020年5月份
入职杭州众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杭州众能”）之前，胥明军从未
接触过钙钛矿项目。胥明军在杭州众
能、浙江众能光储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和无锡众能光储科技有限公司不是
核心技术人员，工作内容以运营管理
为主。“自主研发完成多型钙钛矿工艺
装备 ”等工作业绩实际为杭州众能及
其合作伙伴完成的项目，胥明军和鲁
汀仅参与了项目的部分管理工作。

公司及5名相关责任人被罚

《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奥联电
子违法行为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关
于胥明军在钙钛矿行业主要业绩的内
容存在误导性陈述。二是关于胥明军
及团队的核心竞争力的内容存在误导
性陈述。

依据证券法相关规定，中国证监
会决定对奥联电子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并处以300万元罚款；对公司时任

董事长陈光水给予警告并处以150万
元罚款；对时任董事会秘书薛娟华给
予警告，并处以100万元罚款；对公司
时任总经理傅宗朝给予警告，并处以
60万元罚款；对公司时任副总经理并
代行总经理职责的蒋飚给予警告，并
处以60万元罚款。

胥明军虽不是奥联电子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但是其提供的相关
个人信息直接导致了信息披露违法，
亦是奥联电子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主
要参与者之一。中国证监会对胥明军
给予警告，并处以80万元罚款。

奥联电子为何要在公告中给合作
对象“贴金”？4月8日，记者致电奥联电
子时任董事会秘书薛娟华，对方表示目
前其已辞去董事会秘书一职，相关问题
不方便回答。记者多次致电公司公开
电话，但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
李远扬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
是上市公司和董事高管的必修课。从
奥联电子一案来看，上市公司对于子
公司高管人员的简历背景应当予以关
注，特别是相关身份可能涉及新兴领
域和产业转型，可能对公司股价和前
景产生重大影响，给投资者带来信息

误导。”
“为了‘蹭热点’抬高股价，不惜进

行人员简历造假。奥联电子也创造了
对人员经历造假构成虚假陈述的第一
案。奥联电子造假案的真相揭露后，
股价大幅下跌，很多股民损失惨重。
现在正式处罚下来了，当时受到损失
的投资者，可以起诉奥联电子以及其
他信披责任人，要求进行索赔。”北京
威诺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兆全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王智斌对记者表示：“2022年12月

10日至2023年2月21日上午买入奥联
电子且截至2023年2月21日午间持股
的投资者，其损失与奥联电子误导性
陈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有权要求奥
联电子及相关直接责任人赔偿部分损
失。目前我们已经接受了一部分投资
者的委托，将在近期向法院提交诉讼
材料。”

公开资料显示，上海久诚律师事
务所许峰律师团队也在推进奥联电子
虚假陈述投资者索赔案的代理征集工
作。4月8日，许峰对记者表示：“我们
代理的奥联电子投资者索赔案已获南
京中院正式立案，目前还在继续推进
后续案件的立案工作，还在接受其他
投资者的索赔委托。”

钙钛矿项目关键人物履历造假被“实锤”
奥联电子及相关责任人被罚750万元

本报记者 李 勇

4 月 8 日上午，大连热电召开
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其中，就公
司目前着力推进的重大资产重组，
大连热电总经理张永军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
交易相关事项，全力协调各中介机
构落实加期审计等相关工作，尽快
完成财务数据更新并及时向上交所
申请恢复审核。

大连热电目前主营热电联产、
集中供热等业务，公司系大连地区
供热、供电联产龙头企业，旗下拥有
北海热电厂、庄河热电厂等企业。
截至 2023年末，大连热电装机容量
10万千瓦，年上网电量 1.53亿千瓦
时，供热面积1839万平方米。

年报数据显示，2023 年大连热
电实现营业收入 6.33 亿元，同比下
降 21.61%，实现归母净利润 1.06亿
元，同比扭亏为盈。张永军在说明
会上表示，2023年公司归母净利润
实现合并扭亏，主要原因是确认东
海土地补偿收益所致。

如果刨除非经常性损益方面影
响，大连热电 2023年业绩其实是亏
损的。公开数据显示，2021 年至
2023年，大连热电扣非归母净利润
分别亏损 1.1亿元、1.75亿元和 2.37
亿元，三年累计亏损5.22亿元。

张永军表示，公司是热电联产
企业，集中供热提供的是社会公共
产品，产品和服务执行政府指导
价，但原材料尤其煤炭市场已完全
放开，即原材料市场价采购而生产
的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执行“市
场煤、计划电、计划热”的定价机
制，导致热电行业长期微利或亏损
经营。2021年以来，由于煤炭价格
大幅上涨且维持高位运行，公司严
重亏损。

对于公司当前主营的热电业
务，张永军表示，一方面受煤价上涨
导致燃料成本增加，另一方面由于
环保政策调整，电厂按新标准进行

环保设备升级改造，旧设备淘汰报
废，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经营及盈
利面临较大压力。最近三年，公司
盈利能力较弱，且呈现逐年下滑趋
势。

如何改善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和抗风险能力？大连热电拟通过重
大资产重组的方式置入具有较强持
续经营能力的优质资产，以提升上
市公司核心竞争力。

具体来看，自 2023年 6月份起，
大连热电就在着力推进一场重大
资产重组，以实现公司主营业务的
整体转型。大连热电披露的重组
方案显示，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主要
分为三部分：一是公司向大连洁净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第
三方出售全部资产及负债；二是以
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恒力石化、江
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
有的康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康辉新材”）100%股权；三
是募集配套资金。其中重大资产
出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前
提，同时生效。如重组最终顺利完
成，大连热电将彻底退出热电行
业，康辉新材将成为大连热电的全
资子公司，大连热电未来将定位于
新材料行业。

公开信息显示，大连热电此次
重组目前正处于中止审核状态。对
于记者有关重组进展的提问，张永
军表示，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已按
照问询函要求，对相关问题逐项进
行了核查、落实及回复。并根据进
一步审核意见，对问询回复进行了
修订，对重组报告书再次进行了修
订、补充及完善。

对于中止审核问题，张永军表
示，本次申请文件中记载的财务资
料已过有效期且2023年度财务资料
更新工作尚在准备过程中，根据相
关规定，上交所已中止本次交易审
核。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交易相关
事项，尽快完成财务数据更新并及
时向上交所申请恢复审核。

大连热电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
将尽快完成财务数据更新申请恢复审核

公司新闻0303 2024年4月9日 星期二
本版主编：陈 炜 责 编：石 柳 制 作：王敬涛

本报记者 张 敏 见习记者 陈 潇

4月8日，世茂集团在港交所公告
称，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
于4月5日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
提出对公司的清盘呈请，涉及公司财务
义务金额约为15.795亿港元。

当日，世茂集团股价低开低走，截
至收盘，跌逾18%。

世茂集团在公告中表示，公司认为
该呈请并不代表其境外债权人及其他
相关方的共同利益。为保障其相关方
利益，公司将极力反对该呈请，并继续
推动境外债务重组以最大化其相关方
的价值。

公司此前曾表示，一直在积极推进
境外债务的拟议重组，包括本金总额约
为68亿美元的以美元计值的优先票据，
以及本金总额分别约为21亿美元及204
亿港元的各种境外银行和金融机构借

贷。董事有信心获得相关债权人的支
持并完成拟议的重组。

据世茂集团3月25日发布的公告显
示，根据重组方案，世茂集团为债权人
提供了短期工具、长期工具、强制可换
股债券、不同工具的组合四个选项。世
茂集团控股股东许荣茂也将未偿还的
股东贷款交换为新的长期票据和强制
可转换债券。

不过，此次清盘呈请的提出使重组
计划的前景并不明朗。公告显示，若世
茂集团最终因该呈请而清盘，公司于开
始清盘之日（4月5日）后就公司直接拥
有的财产做出的任何产权处置，以及任
何股份转让或公司成员地位的任何变
更将属无效。

“从寻求重组到投资者不接受重组
方案进而提出清盘呈请，这是目前化债
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某种程度上是投
资者增加话语权、对出险企业施加压

力、防范企业股东暗箱操作的一种策
略。”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港股企业近两年“被
清盘”的案例较多，也说明房企在债务
处置方面不是很顺利。

世茂集团收入主要包括物业销售、
商业运营、酒店经营及物业管理业务。
从财报数据来看，公司2023年营收达
594.64亿元，其中，物业销售收入为
469.86亿元，占收入总额的79%，权益持
有人应占亏损约210亿元。

不仅仅是经营亏损，在债务方面，
世茂集团的压力也很大。公司财报数
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世茂集
团的借贷合计约为2640亿元，其中约
1994亿元将于12个月内到期偿还，而其
现金总额（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及受限
制现金）仅有约214亿元。

此外，据世茂集团披露，于2023年
12月31日，公司未按计划还款日期偿还

的借贷共计1694亿元；截至公司2023年
综合财务报表批准之日，未按计划还款
日期偿还的借贷余额共计1741亿元。
对于这些情况，公司独立核数师坦言，
可能对公司持续经营的能力产生重大
疑虑，公司可能无法在正常经营过程中
变现资产和偿还负债。

世茂集团还有较多酒店资产。截
至2023年12月31日，世茂集团自持酒店
已开业的有24家，包括上海康莱德酒
店、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香港东涌
世茂喜来登酒店、武汉世茂希尔顿酒
店、长沙世茂希尔顿酒店、世茂成都茂
御酒店等。

镜鉴咨询创始人张宏伟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此前世茂集团提出了重
组方案，但目前债权人可能仍有反对意
见。预计后续世茂集团跟债权人还会
再有新的谈判，从而继续博弈，直到达
成一致。

世茂集团被提出清盘呈请 公司称将极力反对

本报记者 李 婷 李雯珊

随着低空经济“腾空而起”，也为动
力电池打开了新的的应用场景和发展
空间。近日，多家锂电池龙头企业官宣
入局，抢占市场。

亿纬锂能近日在回复投资者提问
时表示，公司在飞行汽车、无人机等低
空领域已有相关电池产品的布局和应
用。公司是行业内少数同时掌握消费
电池、动力和储能电池核心技术的锂电
池平台型企业，具备深厚的技术积累，
能快速响应下游客户多样化需求。

4月3日，宁德时代在互动平台上表
示，公司凝聚态电池能量密度最高可达
500Wh/kg，正在进行民用电动载人飞

机项目的合作开发，执行航空级的标准
与测试，满足航空级的安全与质量要
求，同时还将推出凝聚态电池的车规级
应用版本。

去年年底，国轩高科与飞行汽车独
角兽企业亿航智能达成战略合作，共同
研发适用于亿航智能无人驾驶eVTOL
（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产品的动力电
池解决方案。

资料显示，目前低空经济涉及的主
要产品包括 eVTOL、无人机、直升机
等。其中，eVTOL是指通过电力驱动且
具备垂直起降功能的飞行器，因其具有
低碳环保、安全便捷、自动化等级高、运
行成本低等优势，而备受市场关注。

“eVTOL采用电力驱动，其能源系

统的核心是锂电池。相比于汽车动力
电池，eVTOL对于电池性能的要求十分
严苛，尤其是起降时的动力需求，航程、
运载能力等指标，使得锂电池能量密
度、充电倍率等直接成为制约eVTOL发
展的关键因素。”招商证券相关行业分
析师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平安证券表示，电池性能是制约
eVTOL发展的关键瓶颈。动力电池存
在能量密度短板，eVTOL垂直起飞所需
要的动力是地面行驶的10倍至15倍，这
对电池的能量密度提出了极高要求。

“目前，各家电池厂的低空场景电池
还是以半固态电池为主。”真锂研究首席
分析师墨柯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低
空领域的锂电池需要同时满足更高能量

密度以及安全性两个要求。相比普通锂
电池，半固态电池使用的电解液是普通
锂电池的10%。电解液是电池安全的关
键因素，同时对耐用性也有较大影响。

在目前的锂电市场，已有宁德时代
发布的凝聚态电池，其能量密度最高达
到500Wh/kg。宁德时代表示，凝聚态
电池的电解液是一种半固态化的胶质
状态，这使得凝聚态电池既能完成锂离
子在正负极的传导工作，也因为电解液
本身的黏性使得流动性降低，能提高动
力电池整体的安全性能，避免了传统液
态锂离子电池热失控的巨大风险。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龙头企业的创
新引领，低空领域的锂电池有望在不久
之后迎来“起飞”行情。

“火拼”低空经济 多家电池巨头积极布局

本报记者 王 僖

在碳纤维行业陷入供需失衡、
行业“内卷”的背景下，头部企业光
威复材于 4月 8日晚间交出 2023年
成绩单。公司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25.18亿元，同比增长0.26%；实
现归母净利润 8.73 亿元，同比下降
6.54%。同时，公司坚持高比例分
红，2023年度拟10派5元（含税），合
计派发现金股利4.13亿元（含税）。

航空航天业务需求稳增

近年来，随着应用领域的不断
渗透和拓展，国产碳纤维行业保持
了快速发展态势。根据《2023年全
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市场报告》，2023
年国产碳纤维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
达到了76.7%的历史新高。

但与此同时，碳纤维行业也因
为近几年的无序投资、重复建设，以
及阶段性全行业涨价扰动，导致下
游应用需求增长放缓，从而迅速从
前两年的供不应求进入到行业“内
卷”状态。

光威复材董秘王颖超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公司是国内碳纤
维产品品种最全、系列化最完整的
碳纤维企业，且多年来一直采取的
是‘发展高性能产品、瞄准高端应
用’的产品策略和市场定位。因此
使得公司有条件、有能力在各高端
应用领域不断拓展业务，从而缓解
了客观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使得
公司经营业绩实现了基本稳定。”

从此次光威复材年报披露的板
块业务对比和整体市场结构来看，
报告期内，航空、航天、新能源是公
司三大业务板块，其中，航空业务贡
献销售收入 12.53亿元，占公司业务
总收入的49.79%，同比增长20.89%，
航天业务贡献销售收入 3.47 亿元，
占公司业务的 13.79%，同比增长
37.73%。公司表示，得益于航空、航
天装备应用需求的稳定增长，确保
了公司营业收入保持稳定。

“对于公司最核心的碳纤维业
务来说，传统定型纤维产品订单稳
定、交付及时，依然是公司收入和业
绩的重要基石。”王颖超说。展望
2024年，以航空航天为核心的装备
用碳纤维业务随着新定型产品转入
量产进程，对公司经营业绩的贡献
和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增强。

传播星球App联合创始人由曦
对《证券日报》记者说：“从行业供需
来看，碳纤维行业的确出现过盲目
扩产和供需失衡的问题。然而随着
时间的推移，行业逐渐成熟，企业之
间的竞争也会变得更加有序，未来
碳纤维市场空间仍是被看好的，且
高质量越来越成为关键竞争因素。”

行业“内卷”或加剧

实际上，去年碳纤维行业最“内
卷”的还是工业应用领域。对于光
威复材来说，因为传统主要客户订
单量价齐跌，以及新开发客户虽开
始导入量产但业务规模还有限，使
得2023年公司风电碳梁业务销售收
入同比减少了35.54%。

放眼 2024年，光威复材方面认
为，随着通用型碳纤维新增产能的
持续释放，行业“内卷”有可能加剧。

“这对公司风电碳梁业务和包
头碳纤维项目的影响可谓喜忧参
半，预期 2024年风电碳梁业务可能
会呈恢复性增长，而即将投产的包
头碳纤维项目短期内可能会面临一
定压力。”王颖超说。

根据公司年报，光威复材包头
项目整体建设工作已收尾，目前已
转入投产前的准备阶段，计划在
2024年上半年投产。公司今年也将
积极筹划并做好客户开发、市场准
备和产能消化。

天风证券研报表示，“双碳”目
标下，中国的风电、光伏、氢能、新能
源汽车等行业高速发展，带动风电
叶片、压力容器、汽车等领域的碳纤
维需求快速提升。

东华大学客座教授潘俊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未来碳纤维市
场空间很大，特别是在新能源领域
的应用，如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
等，这些领域对碳纤维的需求还将
持续增长。此外，碳纤维在低空经
济领域的应用也将成为未来发展的
重要空间。”

谈及近期热度颇高的低空经济
可能会对公司带来的影响，王颖超
直言：“作为空中飞行器，无论是高
空还是低空，减重都是机体结构选
材的重要考虑因素，碳纤维也是当
前先进空中飞行器结构材料的优先
选择。公司目前在对接准备中，不
过，低空相关产业尚在发展初期，短
期内对公司的贡献应该有限。”

光威复材去年营收超25亿元
航空航天业务稳定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