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上交所公开谴责 资本运作严重受限

ST锐电退市或难以避免

本报记者 周松林 孙翔峰

继日前北京证监局发布行政告知书，拟对ST锐电采取责令暂停收购的监管措施之后，4月6日，上交所披露纪律处分决定，对ST锐电及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马忠予以公开谴责，原因是公司2018年10月在明知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披露大额回购计划，但最终仅完成回购下限的2.36%，涉嫌拉抬股价、规避退市。

分析人士表示，根据有关规则，上市公司被公开谴责意味着在未来12个月内大部分资本运作事项无法进行。 如果说北京证监局的监管措施让公司的控制权转让蒙上了一层阴影，那么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则堵上了公司借壳重组的可能，而这一切均是公司不规范运营造成的必然结果。 截至2020年4月3日，ST锐电股价已连续15个交易日低于面值，距离退市仅一步之遥，继续投机炒作的风险极大。

自食恶果

2018年10月，公司股价两度跌破面值，最长连续5个交易日股价低于1元/股。 为稳定市场信心，公司披露大额回购计划，拟以不低于5000万元，不超过2亿元回购公司股份，股价随后出现上涨。 然而，2019年5月，公司披露的回购结果令人大跌眼镜，累计回购金额仅仅只有118万元，仅完成回购计划金额下限的2.36%。 该消息一出，投资者普遍质疑公司回购计划的真实性。

公司2018年三季报显示9月30日货币资金还有5.47亿元，按理说足以支撑回购计划，那公司最终仅回购118万元究竟是何原因？ 交易所的处罚决定显示，ST锐电实际上自始就未准备拿出2亿元资金用于回购，虽然其账上显示有5亿多元的货币资金，但大多处于受限状态，主要需用于处理美国超导事件和日常经营。 因此，在制订披露回购计划时，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就已经知道公司不具备执行回购计划的资金实力，而且也无意准备用于实施此次回购的资金。 此外，决定书还明确指出，回购公告中所披露的回购目的为股权激励，但经查明，其真实原因是部分股东考虑公司退市风险，要求公司做出回购计划。 这都说明ST锐电就是出于规避面值退市目的而发布回购计划，且在制定方案时就知道公司无力实施，这个回购计划就是公司用来忽悠投资者、拉抬股价、规避退市的工具。

重组受限

交易所的公开谴责虽说仅属于自律监管措施，但对上市公司的后续资本运作是具有实际约束效力。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6条、第39条，《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13条等规定，ST锐电及现任董事长马忠被公开谴责，意味着公司最近12个月内不能公开发行证券和非公开发行股票，也不能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可以说未来一年内，ST锐电进行大的资本运作事项可能性不大。

这对于近期抄底投机炒作ST锐电的股民来说，无异于一声霹雳。 近日ST锐电三大股东将表决权委托给两基金公司，消息一出，公司股价连续3个交易日涨停，不少投机力量涌入，赌的就是公司控制权转让之后可能存在重组等利好消息。 但现在，控制权变更拟被责令暂停，公开谴责成为一个实质性障碍，在公司恢复正常的秩序之前，几乎无法实施资本市场动作。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公司目前的基本面也不支持重组等事项，一方面股本已经超过了60亿，后续发行股份的空间本来就很有限，另一方面新进入的两只基金未持有任何股份，后续能否真正入主公司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两只基金资产规模很小，就算是真的有优质资产，在注册制已经开始实施的情况下，再借壳一个历史问题缠身的公司，也不是明智之举。 从这几个角度来看，故意制造的朦胧实际上都轻不起推敲。

忽悠增持

大额回购计划未完成并非ST锐电忽悠市场的唯一事例，在本次股价连续低于面值情况下，公司董监高于3月21日抛出一个在未来六个月内增持金额265万元的增持计划。 但记者查阅规则发现，公司年报披露前30个交易日属于窗口期，董监高在此期间是不能买卖公司股票的。 以公司最晚4月30日披露年报计算，3月21日之后的交易日均处于董监高股票买卖窗口期，也就是说在本次公司股票连续低于面值、濒临退市期间，公司董监高根本不具有增持股票的条件。 ST锐电董监高本次发布增持计划，表面是展现自身与公司同进退的态度，实质上涉嫌利用投资者对窗口期规则不太熟悉，再次来忽悠市场、拉抬股价。 一旦公司后续退市，所谓增持也只能不了了之。

截至目前，公司仍未按规定披露详式权益报告书及财务顾问意见，接盘方中俄丝路和中俄发展也因此被北京证监局拟责令暂停收购。 市场人士认为，两家成立时间不足两年，总资产合计仅3746万元的公司来充当接盘方，且明确以ST锐电不退市为条件，让人怀疑其诚意和实力。 对于ST锐电而言，近年来，多次忽悠投资者，现在不仅接盘方实力存疑，控制权变更存在极大不确定性，而且又难以进行资本运作，前景已十分渺茫。 而以公司目前的股价来说，每一个交易日都是命悬一线，一旦出现部分投资者抛售，股价就将崩盘，后续退市的概率极高。 在此情况下，中小投资者应当保持警惕，充分意识到风险。

2018年以来，A股已有7家公司因连续20个交易日股价低于面值而终止上市，面值退市已成为重要的退市渠道，市场化退市正逐步建立。 前期7家面值退市公司，过程中也有起伏，但最后难逃退市命运，终究是“尘归尘、土归土” 。 从目前对ST锐电的监管来看，对于违规行为，监管部门以大决心大定力，敢于亮剑。

有关专家表示，新《证券法》将信息披露单独成章，其背后的理念是更加强化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监管框架，在此框架下，信息披露作为证券产品的“说明书” ，其核心是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监管的目标就是让这些故意制造朦胧概念，忽悠投资者的行为清清楚楚地揭示出来，大白于天下，通过信息充分披露为资本市场正本清源。 此类公司的出清将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提振市场信心、最终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这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18家电子行业公司一季报业绩预喜

□本报记者 张兴旺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按照申万行业

类（新）来看，截至4月6日发稿时，电子行业有

30家公司发布一季度业绩预告，其中18家公司

业绩预喜。 一季度， 相关上市公司严格防控疫

情，积极复工复产，努力拓展业务。

原因不一

上述发布一季度业绩预告的公司中，10家

公司业绩预增，分别是歌尔股份、紫光国微、长

盈精密、同兴达、圣邦股份、扬杰科技等；4家公

司业绩扭亏，分别是大港股份、三利谱、聚灿光

电、精研科技；2家公司业绩略增，分别是瑞玛

工业、中颖电子；通富微电、华灿光电业绩减亏。

圣邦股份是一家专注于模拟集成电路芯片

设计及销售的企业。公司预计一季度盈利2696.32

万元至3172.14万元，同比增长70%至100%。圣邦

股份表示，这是由于公司积极拓展业务，产品销量

增加，相应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所致。

扬杰科技专注于功率半导体芯片及器件制

造、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等。 扬杰科技预计，一季

度盈利5083.86万元至5785.08万元， 同比增长

45%至65%。 公司称，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优化产品结构，重点发展及推广高附加值产品，

整体效益得到有效提升； 公司各部门积极推动

精益管理，通过信息化、自动化等持续落地，人

效比去年同期有较大提升。

森霸传感预计， 一季度盈利2375.46万元至

2714.81万元，同比增长40%至60%。公司表示，报

告期内，受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市场对热

电堆红外传感器及相关组件的需求量剧增，公司

根据市场变化适时调整了生产计划，积极安排相

关产品的生产和扩产工作，使得热电堆红外传感

器及相关组件的收入和利润同比增幅较大；公司

其他传感器的总体收入和利润也有所增长。

战疫情稳生产

多家公司表示，公司一季度积极防控疫情，

复工复产。

光韵达表示，目前公司已全面复工，有序开展

生产，确保全年经营目标能够顺利实现。报告期公

司应用服务类业务及智能装备类业务订单较上年

同期均保持稳定。预计一季度盈利1045.34万元至

1286.58万元，同比增长30%至60%。

同兴达主要产品为中小尺寸液晶显示模

组、触显一体化模组和摄像头模组。 公司称，虽

受疫情影响， 但公司克服困难将疫情影响控制

到最低， 最终在逆境中实现了销售收入的同比

大幅增长。预计一季度盈利1000万元至1500万

元，同比增长89.61%至184.42%。

紫光国微表示，公司严格疫情防控、积极复

工复产，各项经营活动正常开展。集成电路设计

业务经营规模和收益均保持快速增长， 特种集

成电路业务继续贡献稳定利润， 公司实现了经

营业绩的大幅增长。 预计一季度归母净利润为

1.74亿元至2.08亿元，同比增长160%至210%。

精研科技预计一季度盈利1400万元至18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151.27万元。 报告期内，疫情

对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带来了一定影响。 不过，

公司春节期间部分停产，以保障客户订单交付需

求；在国内外疫情爆发后，公司管理层积极应对

并提早布局，公司复工率及产能稳步提升，尽可

能降低了疫情对公司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

股价背离基本面 中潜股份遭问询

494家公司静态市盈率超过100倍

□本报记者 于蒙蒙

中潜股份近日因今年以来涨幅超过200%，

静态市盈率高达1443.55倍被关注，其早前的数

项收购事项也被质疑。 广东证监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 广东证监局将对媒体质疑的问题进行全

面核查，如发现违法违规线索，将启动立案调查

程序，并依法严厉查处。

WIND数据显示， 剔除亏损公司， 截至目

前，A股市场共有494家上市公司静态市盈率超

过100倍，其中，56家静态市盈率超过500倍，22

家超过1000倍。 这当中相当比例的公司基本面

并不出众，股价走势严重背离。

业内人士指出， 部分公司市盈率高但业绩

平平，可能代表未来的业绩增长空间比较大。但

如果公司没有持续经营能力，业绩连续不稳定，

股价高企蕴藏的风险会很大，投资应谨慎。

频繁收购 筹码集中

中潜股份于2016年8月2日登陆创业板。 公

开资料显示，公司主营海洋潜水设备，当时被不

少券商冠以“潜水第一股” 称号。

这家公司近年来频繁收购， 引起市场广泛

关注。 2018年，公司收购蔚蓝体育，扩展其在潜

水配套服务及设备市场上的市场份额， 完善产

业链及产品系列。 随后公司展开了跨界收购，

2019年7月，公司以1元价格收购北海慧玉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后者为一家以互联网信息技术、

大数据技术为主营业务的企业；今年3月，公司

公告拟收购大唐存储超过80%股权， 但大唐存

储相关产品早前曾被市场质疑过质量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中潜股份的“筹码”正在集

中。2018年年报显示，中潜股份股东户数为14914

户；2019年中报显示，股东户数为12342户；2019

年三季报显示， 股东户数为8276户；2019年12月

31日显示为4905户，2020年2月10日显示为4600

户。随着中潜股份股东户数趋于集中，以该股最新

总市值计算，股东人均持股市值约874万元。

不过，公司并未获得专业机构的认可，中潜

股份最近一次机构研报停留在2017年10月16

日。从最新十大股东看，机构投资者中仅有一家

小型私募。

高风险相伴需警惕

在无基本面支撑的情况下， 股价和市盈率

高企蕴藏着一定投资风险。

中潜股份日前便收到深交所关注函。深交所

指出，公司收购多家标的为无资产、无收入的壳

公司，要求说明收购背景、原因及合理性，以及收

购的提议人、决策过程。 要求公司说明刘勇、仰智

慧、北京泽盈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

员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此外，2019年7月1日至今年4月2日， 公司

股价累计上涨近13倍，在此期间，公司先后发

布了多项资产收购或投资公告。 深交所要求公

司核查股价异常波动的原因， 说明公司是否存

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事项， 是否存在利用信

息披露配合二级市场股价炒作的情形。

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指出， 如果业绩

连续不稳定，或者持续经营能力没有得到体现，

股价波动蕴藏的风险就更大一些。“它可能不匹

配更高的估值水平，这应该说是硬币的另一面。

从长期价值投资而言，其实要更谨慎了。 ”

类似公司不在少数

中潜股份静态市盈率已高达1443.55倍，中

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类似公司并不在少数。

WIND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 剔除亏损公

司， 共有494家上市公司静态市盈率超过100

倍， 其中，56家静态市盈率超过500倍，22家超

过1000倍。 以行业划分，静态市盈率过百前十

大行业分别是电子、计算机、机械设备、化工、生

物医药、通信、汽车、电气设备、传媒、农林牧渔，

对应公司数量分别为61家、53家、47家、41家、

40家、30家、24家、21家、21家、18家。

“这些行业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行业， 里边

有一些公司有比较好的业绩，有的公司则是具备

未来的增长潜力， 寄托着市场投资者的一些希

望。”付立春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在经济转型过

程当中，这些行业代表高质量发展，确实受到较

多的市场关注，相应会有比较多的资金追捧。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剔除亏损公司，静

态市盈率排名前十的公司分别为大东海A、特

尔佳、博创科技、中飞股份、上海新阳、星徽精

密、恒天海龙、丹化科技、闻泰科技、星期六，对

应的市盈率分别为 3728.95倍 、3236.54倍 、

3182.04倍、2436.74倍、2266.75倍、2240.66倍、

2070.98倍、2016.48倍、1970.86倍、1872.35倍。

其中，仅有闻泰科技业绩表现突出，其业绩快

报显示2019年净利达12.54亿元。多数公司经营情

况普遍较差，大东海A2019年净利润仅有75.67万

元， 特尔佳业绩快报披露2019年净利为163.81万

元， 博创科技业绩快报披露2019年净利为772.57

万元， 还有部分公司2019年业绩将呈现亏损状

况，如丹化科技预计2019年亏损2.72亿元。

人福医药董事长李杰：

打造具国际竞争力跨国药企

□本报记者 郭新志 刘向东

在人福医药体系工作19年之后，人福医药

总裁李杰4月3日履新董事长。 “一手抓产品创

新升级，一手抓营销能力提升，人福医药未来

要做的，就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把公司

的产品和业务做好。” 4月6日，李杰在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未来重点要围绕

业务“归核聚焦” 、降低资产负债率、提升研发

效率、坚持走国际化道路、持续优化和丰富人

才梯队等五方面开展工作，将人福医药打造成

一家拥有行业领先地位的专业化、国际化医药

公司。

持续推进“归核聚焦”

自2017年开始，人福医药提出实施“归核

化”战略，在进一步做强做大核心业务的同时，

剥离非核心业务和资产， 择机退出医药工业、

医药商业及医疗服务板块中竞争优势不明显

或协同效应较弱的细分领域，不断优化公司的

业务结构与资产结构。

“为了更好地实施‘归核聚焦’ ，公司短期

内不会再进行大规模的外延式投资并购，会将

更多资源和精力投向核心业务， 采取多种方

式，持续增强公司在细分领域的竞争力。 ” 在李

杰看来，“归核聚焦” 就是要将人福医药的业

务聚焦到医药工业上来， 形成以医药工业为

主、医药商业为辅的业务布局，同时加快非核

心业务、资产的剥离。

他说，人福医药的麻醉药品在中国市场处

于领先地位，随着用药理念的改变、用药领域

的拓宽，市场需求还有较大的释放空间，公司

将继续加大相关产品的研发、布局。 此外，公司

的黄体酮原料药、维药都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4月3日，人福医药发布重组预案，拟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简称“宜昌人福” ）管理层13%股权。 宜

昌人福是国内麻醉药品的龙头生产企业，是国

家麻醉药品定点研发生产企业、国家重点高新

技术企业。 人福医药借此次收购进一步提高对

核心业务的把控力度。

李杰说，一方面，公司将按照计划，加快非

核心资产的剥离出售， 持续优化业务结构，进

一步实现业务聚焦；另一方面，公司将按照产

品线发展思路， 在既定专业细分领域精耕细

作，持续扩充产品研发管线，不断优化产品营

销队伍，巩固现有产品线的竞争优势，在此基

础上，再审慎拓展其他专业细分领域。 此外，公

司将强化对经营公司的管理， 按照现金流、净

利润、营业收入的优先次序严格考核，不断提

升公司资产运营效率和抗风险能力。

提升研发效率

“归核聚焦” 的背后，是人福医药面临的

严峻现实———伴随着公司业务的增长、经营的

扩张，人福医药资产负债率高居不下。 同花顺

iFind数据显示，2019年三季度末，人福医药资

产负债率为61.29%。

李杰坦言，高资产负债率会引发融资成本

增加、现金流受限等一系列财务风险，因此，将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降低到适当水平，是公司当

前工作的一个重点。

他介绍，下一步，公司将从三个方面来着

手解决：一是加快非核心资产处置，尽快回收

现金，同时科学合理地缩减新增投资，控制有

息债务总量；二是持续优化融资结构，通过股

权融资和增加中长期债务比重， 用时间换空

间，化解短期偿债所带来的资金压力，这也包

括公司公告的筹划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并安排

了配套融资计划；三是强化内部管理，加大应

收账款清收力度，同时持续提升现有资产的运

营效率，增强企业盈利能力。

同时，公司将进一步提升研发效率。 李杰

说，公司将按照产品线的发展思路，进一步梳

理公司研发战略，并严格按照产品线规划开展

产品研发和产品引进工作，使研发和BD能更好

地服务于产品线发展。 公司将进一步发挥宜昌

人福在全集团的研发引领作用，在持续加大研

发投入的基础上，对公司研发体系尤其是总部

医药研究院进行调整和优化。

继续坚持国际化道路

“国际化一定要想清楚目的是什么。 ” 李

杰说，人福医药的国际化就是要使自己的产品

国际化，学习国外先进的质量管理体系，学会

开发国际通用的产品开发手段，借助公司现有

的国际化平台，大力开拓国际市场。

他说，“虽然近年来公司在国际化进程中

遇到了一些困难和压力，但是公司走国际化道

路是非常坚定的，也是充满信心的。 人福医药

未来一定能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医药

企业。 ”

他介绍，当前，无论是在美国这样的发达

市场，还是在非洲、东南亚这样的新兴市场，

人福医药都拥有了一套完整的研发、生产、销

售产业链。可以说，公司全球业务布局已初步

形成体系，下一阶段的重点是如何整合、优化

并加快发展。 考虑到海外资本平台的建设及

战略投资者的退出， 也需要公司对海外业务

投入更多的精力。 这也是公司调整分工的一

个重要考虑。

针对投资者关注的商誉风险， 李杰表示，

公司的商誉风险是可控的，未来公司将整合集

团内外资源、提升子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发挥

协同效应进一步降低商誉风险。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2019年第三季度

末，人福医药期末商誉余额为39.03亿元。

□本报记者 周松林 孙翔峰

自食恶果

2018年10月， 公司股价两度跌破面值，最

长连续5个交易日股价低于1元/股。为稳定市场

信心， 公司披露大额回购计划， 拟以不低于

5000万元，不超过2亿元回购公司股份，股价随

后出现上涨。 然而，2019年5月，公司披露的回

购结果令人大跌眼镜， 累计回购金额仅仅只有

118万元， 仅完成回购计划金额下限的2.36%。

该消息一出， 投资者普遍质疑公司回购计划的

真实性。

公司2018年三季报显示9月30日货币资金

还有5.47亿元，按理说足以支撑回购计划，那公

司最终仅回购118万元究竟是何原因？ 交易所

的处罚决定显示，ST锐电实际上自始就未准备

拿出2亿元资金用于回购，虽然其账上显示有5

亿多元的货币资金，但大多处于受限状态，主要

需用于处理美国超导事件和日常经营。因此，在

制订披露回购计划时，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就已

经知道公司不具备执行回购计划的资金实力，

而且也无意准备用于实施此次回购的资金。 此

外，决定书还明确指出，回购公告中所披露的回

购目的为股权激励，但经查明，其真实原因是部

分股东考虑公司退市风险， 要求公司做出回购

计划。 这都说明ST锐电就是出于规避面值退市

目的而发布回购计划， 且在制定方案时就知道

公司无力实施， 这个回购计划就是公司用来忽

悠投资者、拉抬股价、规避退市的工具。

重组受限

交易所的公开谴责虽说仅属于自律监管措

施， 但对上市公司的后续资本运作是具有实际

约束效力。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第6条、 第39条，《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第13条等规定，ST锐电及现任董事长马

忠被公开谴责，意味着公司最近12个月内不能

公开发行证券和非公开发行股票， 也不能实施

重大资产重组， 可以说未来一年内，ST锐电进

行大的资本运作事项可能性不大。

这对于近期抄底投机炒作ST锐电的股民

来说，无异于一声霹雳。 近日ST锐电三大股东

将表决权委托给两基金公司，消息一出，公司股

价连续3个交易日涨停，不少投机力量涌入，赌

的就是公司控制权转让之后可能存在重组等利

好消息。 但现在，控制权变更拟被责令暂停，公

开谴责成为一个实质性障碍， 在公司恢复正常

的秩序之前，几乎无法实施资本市场动作。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公司目前的基本面也

不支持重组等事项，一方面股本已经超过了60

亿，后续发行股份的空间本来就很有限，另一方

面新进入的两只基金未持有任何股份， 后续能

否真正入主公司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两只基

金资产规模很小，就算是真的有优质资产，在注

册制已经开始实施的情况下， 再借壳一个历史

问题缠身的公司，也不是明智之举。从这几个角

度来看，故意制造的朦胧实际上都轻不起推敲。

忽悠增持

大额回购计划未完成并非ST锐电忽悠市

场的唯一事例， 在本次股价连续低于面值情况

下， 公司董监高于3月21日抛出一个在未来六

个月内增持金额265万元的增持计划。 但记者

查阅规则发现，公司年报披露前30个交易日属

于窗口期， 董监高在此期间是不能买卖公司股

票的。 以公司最晚4月30日披露年报计算，3月

21日之后的交易日均处于董监高股票买卖窗

口期，也就是说在本次公司股票连续低于面值、

濒临退市期间， 公司董监高根本不具有增持股

票的条件。 ST锐电董监高本次发布增持计划，

表面是展现自身与公司同进退的态度， 实质上

涉嫌利用投资者对窗口期规则不太熟悉， 再次

来忽悠市场、拉抬股价。 一旦公司后续退市，所

谓增持也只能不了了之。

截至目前， 公司仍未按规定披露详式权益

报告书及财务顾问意见， 接盘方中俄丝路和中

俄发展也因此被北京证监局拟责令暂停收购。

市场人士认为，两家成立时间不足两年，总资产

合计仅3746万元的公司来充当接盘方，且明确

以ST锐电不退市为条件，让人怀疑其诚意和实

力。 对于ST锐电而言，近年来，多次忽悠投资

者，现在不仅接盘方实力存疑，控制权变更存在

极大不确定性，而且又难以进行资本运作，前景

已十分渺茫。而以公司目前的股价来说，每一个

交易日都是命悬一线， 一旦出现部分投资者抛

售，股价就将崩盘，后续退市的概率极高。 在此

情况下，中小投资者应当保持警惕，充分意识到

风险。

2018年以来，A股已有7家公司因连续20

个交易日股价低于面值而终止上市， 面值退市

已成为重要的退市渠道， 市场化退市正逐步建

立。 前期7家面值退市公司，过程中也有起伏，

但最后难逃退市命运，终究是“尘归尘、土归

土” 。从目前对ST锐电的监管来看，对于违规行

为，监管部门以大决心大定力，敢于亮剑。

有关专家表示，新《证券法》将信息披露单

独成章， 其背后的理念是更加强化以信息披露

为中心的监管框架，在此框架下，信息披露作为

证券产品的“说明书” ，其核心是要求“信息披

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简

明清晰，通俗易懂，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监管的目标就是让这些故

意制造朦胧概念、 忽悠投资者的行为清清楚楚

地被揭示出来，大白于天下，通过信息充分披露

为资本市场正本清源。 此类公司的出清将有利

于维护市场秩序、提振市场信心、最终提高上市

公司质量，这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被上交所公开谴责 资本运作严重受限

ST锐电退市或难以避免

� 继日前北京证监局发布行政告知书，拟对ST锐电

采取责令暂停收购的监管措施之后，4月6日， 上交所

披露纪律处分决定，对ST锐电及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马

忠予以公开谴责， 原因是公司2018年10月在明知资

金有限的情况下，披露大额回购计划，但最终仅完成回

购下限的2.36%，涉嫌拉抬股价、规避退市。

分析人士表示，根据有关规则，上市公司被公开谴

责意味着在未来12个月内大部分资本运作事项无法

进行。 如果说北京证监局的监管措施让公司的控制权

转让蒙上了一层阴影， 那么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则堵上

了公司借壳重组的可能， 而这一切均是公司不规范运

营造成的必然结果。 截至2020年4月3日，ST锐电股

价已连续15个交易日低于面值， 距离退市仅一步之

遥，继续投机炒作的风险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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