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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30日，正源股份公告称，收到上交所下
发的终止上市事先告知书。这意味着正源股份
成为年内首家被面值退市的非ST股票。

Wind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年内已有 9 家
上市公司完成退市。与此同时，据不完全统
计，截至 5 月 31 日，至少有 19 家公司已锁定
退市。

随着A股退市节奏不断加快，“披星戴帽”公
司也不断增多。Wind数据显示，截至5月31日，
年内新增101家被退市风险警示（*ST）或其他风
险警示（ST）的公司。其中，4月份、5月份分别有
41家、57家公司“披星戴帽”。

“财务退”成常态

从年内已摘牌退市的 9只个股来看，退市原
因包括股价低于面值、连续三年亏损以及其他不
符合挂牌的情形等。

其中，仅 5 月 28 日、5 月 29 日，就有*ST 同
达、*ST 园城、*ST 碳元、*ST 中期、*ST 新纺等 5
家公司被终止上市，且这 5 家公司退市原因均
涉及财务状况问题。

此外，*ST 商城、*ST 左江、*ST 三盛、*ST
太安、*ST 越博、*ST 新纺、*ST 中期等 9 家公司
目前因财务类退市情形锁定退市。具体原因
包括经营不善、相关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年报被出具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等。

财务类指标对上市公司影响较大。Wind数
据显示，今年以来，A股有 68家公司因财务类指
标被实施ST或者*ST，占比近七成。国金证券研
报表示，据上市公司披露的 2023年年报数据测
算，若按4月30日沪深证券交易所修订完善并正
式发布相关退市规则提出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
元”标准，不满足该指标的企业将增加 89家，未
来或有更多上市公司因不满足财务类指标而面
临退市。

“财务类退市成为常态，表明了监管部门在
加强上市公司监管、打击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方
面的决心，有助于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和透明，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陈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面值退”数量增多

年内面值退市的公司数量也明显增多。据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截至 5月 31日，在 9家已
摘牌的公司里，有 4家由于“股价低于面值”而
退市。另有*ST保力、*ST中南、*ST美尚等11家
公司已锁定面值退市。其中，*ST保力于 5月 15
日报收0.09元/股，成为A股历史上首只股价低于
1毛钱的个股。

截至 5月 31日收盘，*ST美吉、ST阳光股价
均为 0.55 元/股，而即使后续连续涨停，也难以
扭转“收盘价连续 12 个交易日低于 1 元”从而

“面值退”的命运。另外，ST富通、ST爱康、*ST
超华目前股价同样低于 1 元/股，均面临“面值
退”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面值退”高悬下，更有非 ST
股锁定退市。例如，正源股份在5月30日收到上
交所下发的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先告知书，成为
年内A股首只面值退市的非ST股票。

如今，“僵尸空壳”和“害群之马”的出清力度
进一步加大，应退尽退、及时出清的常态化退市
格局正加速形成。

年内已有9家A股公司退市
另有至少19家锁定退市

本报讯（记者刘琪）5月31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2024
年一季度银行业保险业主要监管
指标数据情况。

银行业和保险业总资产平稳
增长。数据显示，2024年一季度
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
产 总 额 429.6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1%。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
资产总额 185万亿元，同比增长
11.2%，占比43.1%；股份制商业银
行本外币资产总额71.8万亿元，同
比增长4.1%，占比16.7%。

2024年一季度末，保险公司总
资产32.9万亿元，较年初增加1.4
万 亿 元 ，较 年 初 增 长 4.4% 。 其
中，产险公司总资产2.9万亿元，
较年初增长 4.4%。人身险公司
总资产 28.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4.4%。再保险公司总资产7751亿
元，较年初增长3.8%。保险资产管
理公司总资产1209亿元，较年初增
长14.9%。

银行业和保险业金融服务持
续加强。2024年一季度末，银行
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
（包括小微型企业贷款、个体工商
户贷款和小微企业主贷款）余额
74.4万亿元，其中单户授信总额
1000万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31.4万亿元，同比增长
21.1%。

2024年一季度，保险公司原保
险保费收入2.2万亿元，同比增长
5.1%。赔款与给付支出7352亿元，
同比增长47.8%。新增保单件数
206亿件，同比增长30.1%。

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基本
稳定。2024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
（法人口径，下同）不良贷款余额
3.4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414亿
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59%，
较上季基本持平。2024年一季度
末，商业银行正常贷款余额208.2
万 亿 元 ，其 中 正 常 类 贷 款 余 额
203.6万亿元，关注类贷款余额4.6
万亿元。

商业银行风险抵补能力整体
充足。2024年一季度，商业银行累

计实现净利润6723亿元，同比增长
0.7%。平均资本利润率为9.57%，
较上季末上升0.63个百分点。平均
资产利润率为0.74%，较上季末上
升0.04个百分点。

2024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贷
款损失准备余额为6.9万亿元，较上
季末增加2698亿元；拨备覆盖率为
204.54%，较上季末下降0.6个百分
点；贷款拨备率为3.26%，较上季末
下降0.01个百分点。

2024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

（不含外国银行分行）资本充足率
为 15.43% ；一 级 资 本 充 足 率 为
12.35%；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0.77%。

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合理稳
健。2024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
流动性覆盖率为150.84%，较上季
末下降0.76个百分点；净稳定资
金比例为125.33%；流动性比例为
68.66%，较上季末上升 0.78个百
分 点 ；人 民 币 超 额 备 付 金 率
1.7%，较上季末下降0.54个百分

点；存贷款比例（人民币境内口
径）为78.8%，较上季末上升0.11
个百分点。

保险业偿付能力充足稳定。
2024年一季度末，保险业综合偿付
能力充足率为195.6%，核心偿付能
力充足率为130.3%。其中，财产险
公司、人身险公司、再保险公司的
综 合 偿 付 能 力 充 足 率 分 别 为
234.1%、186.2%、264.4%；核心偿
付 能 力 充 足 率 分 别 为 206.3% 、
113.5%、229.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一季度银行业和保险业总资产平稳增长
金融服务持续加强

本报记者 杜雨萌

近年来，随着国务院国资委会
同有关部门纵深推进国有企业数字
化转型，不仅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
技术在中央企业得以广泛应用，国
有企业在数字产业化等方面亦取得
积极进展。

《证券日报》记者5月30日从国
务院国资委获悉，截至目前，中央企
业建设 5G基站总数超过 360万个，
智 能 算 力 规 模 超 过 27EFLOPS
（EFLOPS是指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
算次数）；中央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
设计工具普及率达88.3%，关键工序
数控化率达74.7%。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2024年国资央企将重点从强化
统筹部署、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以
及基础支撑四个方面发力。其中，
在产业升级方面，聚焦“未来技术
产业化、重点领域未来化”，着力前
瞻布局、要素集聚、人才驱动、场景
牵引，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聚焦优
布局、上规模、提水平，着力数字技
术攻关、原创技术策源、高质量并
购与集群化发展，培育壮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聚焦上云、用数、赋智，
着力实施 AI+专项行动，建设人工
智能数字协同平台，改造提升传统
产业。

事实上，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
发展，数字技术在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方面大有可为。以能源行业为

例，作为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其“数智化”建设程度，一定程度上
将直接关系整个国民经济及社会的
智能水平。

“由于传统能源企业的市场定
位多与能源供应安全供给、能源基
础设施相关，因此，其数智技术的一
个关键应用方向就是帮助企业更好
地提升供应链韧性，动态掌握各类
供应链各环节的动态，及时响应潜
在风险，确保能源供给的安全。”安
永大中华区可持续发展主管合伙人
田苗苗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在数字化浪潮推动下，能源
企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正引发
一系列变革。这种融合首先改变了
能源供应模式，即借助智能化管理

和精准的预测分析，从而实现能源
产业供需之间的高效匹配。

《证券日报》记者从国家能源集
团获悉，在深入推进智能矿山、智能
电力、智慧化工、智慧运输建设过程
中，国家能源集团以煤为基，打造了
首个煤炭行业全产业链国资智能云
——祝融云，提炼形成涵盖产、运、
销、储、用全业务流程数百项SaaS应
用服务。与此同时，为保护云上数
据安全、畅通多方高效协作，构建安
全智慧云生态，国家能源集团还与
国家区块链技术创新中心联合成立
国家区块链技术（煤炭行业）创新中
心，打造首个煤炭行业国家级区块
链服务平台，自主研发了云上基础
组件磐石服务器操作系统（CEOS）

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高性能、高安
全的能源信链等。

数字化时代充满了创新、变革
和无限的可能性。国家能源集团数
据中心主任张延生表示，基于祝融
行业云和国能信链底座，国家能源
集团正持续强化数据治理和标准化
建设，打造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促进
数据流通，激活数据潜能，持续释放
数据价值。

国务院国资委表示，未来，在
加快国有企业数字化发展过程中，
国资央企要进一步加快成果转化
与应用，主动开放市场和场景，促
进首台首套首批首版在国企首试
首用，加速数字技术扩大应用和迭
代升级。

央企今年重点从四方面发力数字化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