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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勇

6月 13日晚间，*ST美吉披露《关于公司股票将被
终止上市暨停牌的风险提示公告》，截至2024年6月13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1元，触及
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6月
14日开市起停牌。

资料显示，*ST美吉主要通过“美吉姆”品牌开展早
教中心的直接经营和特许经营业务。公司发展巅峰
期，曾在全国运营超500家早教中心，也被市场誉为“早
教第一股”。

受多重因素影响，近年来，*ST美吉经营并不理想，
营业收入不断下滑，业绩持续亏损。截至 2023年底，
*ST美吉净利润已经连续四年为负，四年累计亏损超
20亿元。今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不足千万元，净利
润亏损3940.36万元。

因2023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审计机构对公
司2023年财报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自2024
年5月6日起，*ST美吉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同时，
因审计机构对公司2023年度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审计机构出具的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中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
确定性，*ST美吉股票还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数据显示，自5月6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
风险警示以来，截至 6月 13日收盘，*ST美吉股票已经
连续28个交易日一字跌停。其中，5月16日，公司股票
收盘价首次跌破1元面值。

“公司被实施风险警示或退市风险警示后，容易被
投资者远离。”承珞资本合伙人徐泯穗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6月 13日，*ST美吉最终报收于 0.37元/股，这也是
公司股票连续第 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 1元，正式触
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

“随着市场的不断成熟，投资者的风险意识也在不
断提高。对于存在退市风险的公司，投资者往往选择
及时止损，这也加速了部分公司的股价下跌和退市过
程。”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司普遍存在
经营不善、资不抵债、内部治理失控等问题，这也进一
步导致公司股价持续下跌，并最终触发了面值退市。

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明明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在触及面值退市情形并停牌后，交易所将向上市公
司下发拟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并告知上
市公司有权申请听证或者提出书面陈述和申辩。在充分
听取上市公司的陈述或申辩意见后，交易所将依据相关
事实和规则，最终做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对于近期多家公司股票触及面值退市情形，刘春
生表示，这也说明当前A股市场正在加速优胜劣汰，市
场生态进一步优化。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要更加谨
慎，密切关注相关公司的基本面和潜在风险。

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
*ST美吉今起停牌

本报记者 曹卫新

深陷控股股东违规占用资金
旋涡的 ST 长康，距离面值退市红
线又近了一步。6月13日，ST长康
开盘一字跌停，最终报收于0.67元/
股，跌幅达5.63%。

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显示，
2024 年 5 月 6 日至 2024 年 6 月 13
日，公司股票连续28个交易日以跌
停价收盘，从起始价2.84元/股跌至
0.67 元/股，累计下跌 76.41%。截
至6月13日收盘，公司股票收盘价
已连续8个交易日低于1元/股。

资金占用问题迟迟未解

今年4月30日，ST长康在年报
披露当日曝出控股股东长江润发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润
发集团”）及其关联方巨额资金占
用问题。

年报显示，2023年度公司控股
股东长江润发集团及其关联方通
过资金划转、融资租赁业务、贴现

商业承兑汇票等形成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截至公司2023年年度审计
报告出具日（2024年4月30日），占
资余额为36.25亿元。

6月 12日，公司在对深交所年
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中披露了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的具
体用途。公告显示，长江润发集团
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取得违规担
保的银行承兑汇票后，资金的主要
用途是对外投资和偿还银行借款
本金及利息，其中对外投资7.28亿
元 ，偿 还 银 行 借 款 本 金 及 利 息
28.24 亿元。截至问询函回复日，
公司控股股东归还了 1.4亿元，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
为 34.85亿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93.44%。

“目前，控股股东方面提供给
公司的还款计划中，还款资源主要
是固定资产及股权资产两大类，承
诺的还款时间是2024年10月份前
偿还占用的资金。我们也在积极
争取控股股东方面给出更具体的
还款计划表。”6月13日，ST长康相

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从公告内容来看，并没有明

确控股股东的固定资产和股权资
产有没有附着其他的权利限制，如
果有抵押、司法查封等问题，变现
能力会受到影响。”上海明伦律师
事务所律师王智斌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

投资者已开始“抱团”索赔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4年修订）》相关规定，
在深交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
公司，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连续20
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均低于 1
元，深交所将终止其股票上市交
易。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
而终止上市的股票不进入退市整
理期。

2024年 6月 3日，ST长康报收
于0.97元/股，公司股票收盘价首次
低于 1元。当日晚间，公司发布股
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
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显示，6
月 3日至 6月 13日，公司股票收盘
价连续8个交易日低于1元。按公
司目前股价计算，如果后面 3个交
易日还是以跌停价收盘，即使随后
的 9个交易日都以涨停价报收，公
司股价也无法回到 1元以上，将会
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标准。

上述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作
为管理层来说，我们不会放弃努力，
会及时将准确完整的信息向投资者
公布。对于实体企业来说，稳定运
营是非常重要的，管理层也会稳定
运营管理，确保企业的持续经营能
力。”

控股股东违规占用资金带给上
市公司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因涉嫌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
该公司及长江润发集团立案调查，
目前有部分投资者已开始“抱团”
索赔。

“在2024年4月30日之前买入
长江健康股票，并且在2024年4月
30日后卖出或继续持有股票的投
资者可发起索赔，近期我们打算申

请立案。除了上市公司涉嫌信披
违规，控股股东也涉嫌信披违规被
证监会立案，后续在索赔过程中，
投资者可以将相关主体作为共同
被告并且要求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上海久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许
峰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王智斌表示：“目前，已有不
少投资者前来登记，近期我们将
提起索赔诉讼。从公司治理的角
度来说，公司的内控存在重大缺
陷，大股东巨额占资一事公司内
部应当有追责机制，管理层没有
勤勉尽责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的。”

记者注意到，此前，深交所在
年报问询函中要求公司说明内控
存在重大缺陷、整改措施及内部追
责情况。公司在问询函回复公告
中并没有就内部追责进行说明。

对此，上述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当下公司管理层主要在全力解
决占资问题，后续等到监管部门调
查结果出来，一定会有相应的问
责。”

连收28个跌停板 ST长康拉响“面值退”警报

本报记者 张文湘
见习记者 金婉霞

6月12日，由复星医药与直观
医疗共同投资的手术机器人企业
——直观复星正式启用了其总部
产业基地。《证券日报》记者从复星
医药获悉，该基地项目总投资约7
亿元人民币，是直观医疗在亚太地
区最大的研发、生产和培训一体化
基地。

值得注意的是，手术机器人
“网红”产品——腔镜手术机器人
“达芬奇”（以下简称“达芬奇”）也
将在这里实现国产制造。从行业
层面来看，这也为提高达芬奇在中
国市场的渗透率奠定了产能基础，
并有望发挥链主作用，带动手术机
器人产业链的发展。

据了解，手术机器人因具有定
位准确、创伤小、感染风险低和术
后康复快等优点，被誉为下一代外
科手术的新方式，已是医疗装备产
业中最热门的细分赛道之一。“达
芬奇”则是手术机器人中的网红
产品。

一位行业人士告诉《证券日报》
记者，“达芬奇”的初代产品于2000
年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上市，截至目前，是全球商业化最为
成功的手术机器人之一。另据直观
医疗2024年一季报，截至今年一季
度末，其全球总安装量已达8887台。

虽然进口版的“达芬奇”已在
2006年进入中国市场，但总体装机
量远不及海外市场。上述行业人
士称，“达芬奇”实现国产化后，有
望提高市场渗透率，因此相关进程

一直备受关注。
复星医药是“达芬奇”国产化的

推动者。复星医药董事长吴以芳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早期，复星医
药通过代理销售的模式将“达芬奇”
引入中国市场，随着公司对于手术
机器人的认知加深以及对中国市场
的看好，2017年，复星医药与直观医
疗合资成立了直观复星，以此推进

“达芬奇”的国产化。
直观复星CEO潘小峰表示，

2023年10月份，国产“达芬奇”在国
内获批上市，价格也有了明显降
幅。此次，总部产业基地启用后，

“达芬奇”将进行本地化生产，并逐
渐将零部件进行国产化，以进一步
控制成本。本地化生产后，“达芬
奇”的可及性将进一步提高，进而
提高市占率。

记者了解到，我国对手术机器
人等大型医用设备实行严格的配置
管理，医院需持有配置证才能配置
这些设备。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
关于发布“十四五”大型医用设备配
置规划的通知》，“十四五”期间，腹
腔内窥镜手术系统拟共导入559台。

“这较‘十三五’期间所规划配
置的数量（197台）有了大幅提高。”
潘小峰表示，目前，直观复星仍在
梳理供应链，对于“达芬奇”的产能
也尚在爬坡。预计产能将满足市
场需求。

除“达芬奇”系列产品外，该总
部产业基地也已开始生产其他品
类的手术机器人。记者在现场看
到了Ion支气管导航操作控制系统
（以下简称“Ion”）的国产化生产
线。资料显示，该手术机器人已于

2024年3月份获批在国内上市。
在生产车间内，身着洁净服

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生产作业，
为了保证内部生产环境的洁净
度，零部件与外界的传递需要走
特设的通道。工作人员向记者介
绍：“此处正在生产 Ion的三种耗
材：柔性活检针、旋转接头和视觉
转换器接头，并已向全球供应，由
我们生产的这三种部件可供应全
球市场70%的需求。”

吴以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希望直观复星总部产业基地能够把
握好中国产业链优势，拓展多种手术
机器人并把手术机器人的成本降下
来，使之具备全球竞争力，最终成为
全球手术机器人供应链中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未来，直观复星还要再
拓展手术机器人的研发孵化。”

直观复星总部产业基地启用 手术机器人“达芬奇”实现“中国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