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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一鸣 见习记者 金婉霞

11月20日，三湘印象以国资控股企业的新身份复牌。
截至当日收盘，三湘印象股价报4.22元/股，涨幅9.9%。

据相关公告，三湘印象通过股份转让及定增的方式实
现了股权变更，公司的新控股股东为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发投”）。

天眼查APP信息显示，联发投的实控人为湖北省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湖北省国资委”）。

有利于长期稳定发展

公开资料显示，三湘印象成立于1996年，于2012年8月
份“借壳”上市。

根据公司2023年三季报，三湘印象的原控股股东为上
海三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湘控股”），原实控
人为黄辉。黄辉直接持有三湘印象14.75%的股权，另通过
三湘控股间接持有三湘印象18.45%的股权。此外，黄卫枝、
黄建分别持有三湘印象12.84%、0.75%的股权。黄辉、黄卫
枝、黄建三人为亲兄弟妹关系，也是一致行动人。

截至2023年9月底，三湘印象存货的账面价值为41.28亿
元，占当期总资产的59.30%。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一般而言，地产企业的存货包括了土地、开发项目等科目，
存货占比高，一方面说明公司握有一定的资产，另一方面也
说明企业经营存在着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因此需要对资产
进行进一步的盘活。”

“对企业来说，认清形势很关键，越早盘活存量资产，对
企业的发展也就越有利。”严跃进说。

或基于此，黄辉家族选择了出让控股权。据三湘印象
10月17日披露的公告，三湘印象的股权变更通过股份转让
和定增这两步完成。

其中，股份转让部分为，将三湘控股、黄辉、黄卫枝、黄建
合计持有的三湘印象2.95亿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5%）以
17.33亿元的总价转让给武汉联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联投置业”），折合每股转让价格约为5.87元；定增部分，联投
置业的控股股东联发投拟以2.88元/股的价格认购三湘印象
不超过3.54亿股的增发股票，认购金额不超过10.2亿元。

上述操作完成后，联发投将直接及间接持有三湘印象
合计约6.49亿股股份，持股比例达42.31%，成为三湘印象的
新控股股东。而联发投的实控人为湖北省国资委，因此，三
湘印象的实控人也将变更为湖北省国资委。

三湘印象表示，提升国有控股股东控股比例，将进一步
增强产业支持，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抢抓城市更新等市场机遇

三湘印象11月18日发布的定增方案论证分析报告显
示，三湘印象将发挥国有股东在城市更新、保障性住房等产
业的深耕以及资本资源、信用资源方面优势，抢抓各类阶段
性市场机遇，打造特色鲜明、运营高效、具有持续稳定成长
能力的上市公司平台。

严跃进表示：“城市更新，特别是存量房地产市场结构
调整，会是未来地产行业重要发展方向。”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告诉《证券日报》记者，房
企再融资释放出一些重要的信号。“首先，这表明市场信心
在恢复；其次，表明企业看好房地产市场的未来，甚至认为
现在是进行业务扩张或经营调整的好时机。”

在柏文喜看来，多元化发展（如开拓物业管理、租赁市
场、商业地产等）、精细化运营、绿色环保、数字化转型都可
能是房企未来主要的发展方向。

三湘印象复牌后涨停
公司称将抢抓城市更新等机遇

本报记者 王镜茹 见习记者 刘晓一

近日有报道称，“果链”龙头立讯精密更改此前3.3亿美
元的投资计划，放弃在印度投资设厂。

11月20日，立讯精密在互动平台上澄清，此报道不属
实，公司在印度未曾有上述3.3亿美元的投资决策。

立讯精密早在多年前就曾与印度“结缘”。公司曾在
2021年5月中旬的股东大会上表示，其从三年前开始进行印
度产能规划，主要基于其本地市场需求、人工成本及全球贸
易环境变化等因素，但在一些外部因素影响下，公司在印度
投产规模仍相对有限。

“印度作为全球第二人口大国，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和
潜在商机。”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袁帅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庞大的劳动力优势对于制造
业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2023年4月份，立讯精密在接受投资者调研时，再次就
劳动力驱动因素进行说明：“就目前劳动力成本比较，沿海
地区是内地的1.5倍，是印度的4倍至5倍，不过未来印度成本
应会持续上升。”

立讯精密在同期接受调研时表示，其在印度金奈已经购买
了前Nokia和Moto两个完善的生产厂区，也有5倍于目前厂房的
扩建土地，在配合欧洲通讯客户保证3年价量的前提下，已在去
年底投产，也承接了印度重要通讯营运商的一些网通产品业务。

2023年5月份，立讯精密公开透露了其在越南、印度以
及墨西哥的产能及业务的最新布局规划：“整体而言，目前
消费电子业务着重在越南布局；对于印度市场，公司需要充
分考虑市场内需”。

事实上，立讯精密并非首个对赴印度投资持谨慎态度
的公司。多家跨国企业都曾“撤离”印度。例如电信巨头沃
达丰（Vodafone）、与立讯精密同为“果链”一员的纬创（Wis⁃
tron）、我国知名手机品牌“荣耀”等国际知名企业。

富士康集团子公司工业富联于7月份发布澄清公告，表
示网络平台流传的关于公司已签订在印度投资设厂协议等
传闻并不属实。无独有偶，富士康于此公告前刚刚宣布退
出与印度韦丹塔集团价值195亿美元的半导体合资企业。

实用金融商学执行院长罗攀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对于未来有意向赴外国投资的企业，应注意四方
面问题：“一是制度体系的稳定性，二是法律制度的透明度，
三是资源要素的优势，四是该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活力。”

放弃在印度3.3亿美元投资？
立讯精密澄清：报道不属实

本报记者 桂小笋

退市新规发布以来，上市公
司加速优胜劣汰，常态化退市机
制逐步形成。同花顺数据显示，
截至11月20日，今年以来主板、创
业板、科创板共有45家公司告别A
股市场。

而问题公司、“空壳”公司的
退出，让更多经营稳健、具有核心
竞争优势的企业进入了投资者的
视线。

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为倡导价值
投资理念，资本市场过去几年“扬
清抑浊”动作不断，问题公司的退
市常态化就是其中一环。“为严格
执行退市制度，监管部门陆续细化
了规则，多元化退出渠道持续畅
通，此举改变了过往市场‘炒壳、炒
小、炒差’的风气。此后，又通过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倡导企业合理分
红等举措，让一些科技创新成色
足、持续经营能力强、持续回馈投
资者的上市公司得到市场重视。
最终，引导投资者形成价值投资、
长期主义的投资观念。”

常态化退市机制形成

查阅这些公司退市的原因可
知，45家公司中，因“连续20个交
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
民币1元”退市的公司共有20家，
占比最高。

此外，有18家公司退市的原
因是“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
首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
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
值，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
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

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
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其余公
司则是因为“上市公司存在欺诈
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
他严重损害证券市场秩序的重
大违法行为，其股票应当被终止
上市的情形”或“未在规定期限
内披露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
告的，自期满之日起两个月内仍
未披露年度报告或半年度报告”
等原因被退市。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斌
律师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自
2020年年底沪深交易所发布退市
新规以来，因触及财务类、交易
类、规范类、重大违法类退市标准
而离开资本市场的公司逐渐增
加，退市常态化的理念逐步深入
到投资者心中。

公开资料显示，已退市的企
业中，不少公司仍然面临着投资

者的集体维权诉讼。对此，王智
斌表示：“上市或退市，只是企业
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状态，并不影
响企业做为一个独立法人，承担
其相应的责任。退市的企业，个
别是因为过往存在违法违规行
为，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弱势的中
小投资者如何保障合法权益是非
常重要的事项。”

过往“保壳”手段将会失灵

王智斌表示，从跟踪观察的
情况来看，虽然不少上市公司
退市后，投资者提起诉讼维护
合法权益的积极性依然较高，
但是这些积极维权的投资者占
比仍然较小，说明大部分受损
失的投资者对于自己的权益并
不清楚。未来，建议多元化渠
道进行投资者教育，既可以保

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又能加
大企业的违法成本，让企业在
合规经营上更有敬畏心。

为规避退市，在过往的案例
中，有上市公司接连抛出增持、回
购等公告，尝试拉升股价以“保
壳”，但从目前已有的案例来看，
过往的“保壳”手段已经失灵。

对此，开源证券研报提及，随
着监管层对退市风险公司年报信
息披露监管的不断加强，异常财
务处理已成为退市监管的重点关
注领域，恢复可持续经营能力、提
升业绩表现才是规避退市的正确
方式。

“在全面注册制的大背景下，
上市公司要抛弃过往投机取巧的

‘保壳’思路，优化企业经营能力，
使公司真正具备在复杂的竞争环
境中生存、发展、壮大的能力。”王
鹏说。

年内45家公司“告别”A股 交易类退市占比最高

本报记者 曹卫新

金通灵涉嫌信披违法违规
一案，已由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
局调查完毕。

11月20日晚间，金通灵发布
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中国证监
会江苏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因公司2017年至
2022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涉嫌违反相关规定，中国证监会
江苏监管局拟决定对公司及时
任高管季伟、袁学礼、许坤明、冒
鑫鹏给予警告，合计处以570万
元罚款。

香颂资本董事沈萌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不仅扰乱
市场秩序，也会给投资者带来
损失，属于证券市场必须杜绝
的行为，监管机构对此类违法
违规行为一直保持零容忍态
度。”

多个年度财报
涉嫌虚假记载

2023年6月27日，金通灵对
外宣布，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
法违规，根据《证券法》《行政处
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决定对公司立案。

历时4个多月时间，立案调
查结果正式出炉。经查，2017
年至2022年，金通灵及其全资
子公司上海运能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江苏运能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通过伪造工程形象进度
确认表、发货单等调节EPC总承
包项目完工进度（履约进度），
虚增或虚减对大名县草根新能
源热电有限公司、凯赛（太原）
生物材料有限公司等12家公司
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金通
灵及其控股子公司泰州锋陵特

种电站装备有限公司则通过未
发货提前确认收入、对销售退
回不冲减收入等方式，虚增营
业收入和利润总额。

具 体 到 各 年 度 ，2017 年 、
2018年、2021年、2022年，金通灵
虚增营业收入分别为5.01亿元、
5.5亿元、6893.07万元、1530.85万
元，虚增利润总额分别为1.46亿
元 、1.48 亿 元 、7398.71 万 元 、
4332.73万元。

此外，2019年，金通灵虚减
营业收入1.97亿元，虚减利润总
额3852.77万元；2020年，金通灵
虚减营业收入537.68万元，虚增
利润总额5730.08万元。2017年
至2022年，公司虚增或虚减利润
总额分别占公司各年度披露利
润 总 额（绝 对 值）的 103.06%、
133.10% 、31.35% 、101.55% 、
5774.38%、11.83%。

“上市公司过往年度财务
报告出现虚假记载情形，后续
需要根据最终认定的调查结果
对过往年度财报进行会计差错
的更正和追溯调整。追溯调整
完成后，要注意过往年度某个
时间点是否已经触及了退市的
标准，是否存在退市风险。”上
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斌律师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公司及多名时任高管
领罚单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显
示，经监管调查，金通灵时任董
事长、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季伟，
决策并组织实施上述违法行为，
公司时任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袁学礼，组织、参与了上述违法
行为，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公司总经理助理、时任董事许坤
明，监事、财务部长冒鑫鹏参与、

执行了上述违法行为，是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

依据相关规定，中国证监会
江苏监管局拟决定对金通灵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150万
元罚款，对季伟给予警告，并处
以200万元罚款，对袁学礼给予
警告，并处以100万元罚款，对许
坤明、冒鑫鹏给予警告，并各处
以60万元罚款。

公告显示，涉事的几名高管
部分已离职，部分还在公司任

职。
2022年9月份，袁学礼因个

人职业规划原因向公司提出辞
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以及担任的控股子公
司、参股公司相关职务。今年
10月25日，季伟辞去了公司副
董事长、总经理职务，不过其辞
职后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职
务。许坤明、冒鑫鹏分别担任
公司总经理助理、职工代表监
事职务。

因财务造假引发的“后遗
症”还不止于此。王智斌告诉记
者：“上市公司因虚假陈述导致
投资者权益受损，应承担民事赔
偿责任。对于金通灵来说，行政
处罚决定书落地后，必然会引起
一波投资者诉讼。从目前公开
资料来看 ，2018年 4月 25日即
2017年年报发布日起至2022年
年报发布日止，有买入金通灵股
票的投资者，都可以进行索赔报
名。”

连续六年“花式”财务造假
金通灵公司及多名高管被行政处罚

本报记者 向炎涛

全球手机市场依然承压背
景下，小米集团仍然交出了一
份亮眼的成绩单。公司11月20
日 披 露 第 三 季 度 业 绩 报 告 显
示 ，报 告 期 内 ，公 司 实 现 营 收
70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为60亿
元，同比增长182.9%；2023年前
三季度经调整净利润约为2022
年全年的1.7倍，业绩表现远超
市场预期。

“第三季度小米在全球所有
区域都实现了市场份额正增长，
这一增长并不是受益于大盘的增
长，相反，由于自身能力发生了很
大变化，小米是在大盘下滑的背
景下实现了增长。”在业绩说明会
上，小米集团合伙人、总裁卢伟冰

如是说。
市场研究机构Canalys的数据

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
机出货量同比微降1.1%。而第三
季度小米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
比、环比双双增长，达4180万台，
为近6个季度以来新高，为全球前
三名中市占率唯一同比上涨的厂
商。此外，第三季度小米智能手
机全球市占率为14.1%，已连续三
个季度环比提高，且已连续13个
季度保持全球前三。

谈及小米自身能力的变化，
卢伟冰表示，一方面是小米手机
高端化战略的成果。比如小米
14系列上市后取得了强劲的销
售业绩，开售5分钟销量达到小
米13系列首销总量的6倍，首销
期（10月31日-11月10日）销量已

超百万台。此外，小米手机在海
外高端化也取得了进展，与三星
形成正面竞争。

卢伟冰称，小米业绩增长的
背后还是小米管理红利的体现。
过去几年，小米通过管理变革和
升级，构建了科学高效的管理体
系，实现端到端的业务闭环流程，
从而保证对业务流程的赋能，为
公司的长期发展提供了能力底
座。从经营理念来看，小米从过
去坚持快速增长到如今坚持稳健
经营和精细化管理，坚持规模和
利润并重。同时，持续投资底层
核心技术，包括芯片、操作系统、
AI等。

对于接下来手机市场的展
望，卢伟冰坦言，虽然2023年第
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仍

在下降，但降幅在快速收窄，对
第四季度出货量同比转正有信
心，“预计2024年全年全球智能
手 机 出 货 量 同 比 增 长 会 在 5%
以上。”

谈及近期其他手机厂商密
集发布新机，以及“友商回归”，
卢伟冰表示，无论从小米14系列
的销量来看，还是从小米的市场
份额来看，友商回归对小米的影
响非常小。在市场竞争环境中，
要少关注对手，多关注自身能力
的成长。市场很大，容得下多家
厂商共存。

“小米的策略是踏踏实实投
入底层核心技术，坚定不移走高
端化路线，高端化不仅仅是在中
国市场，还要在全球市场，不仅
是手机，还有小米其他产品品

类。此外，坚定不移走国际化道
路。”卢伟冰表示，这三大策略集
合起来是“人车家全生态”战略，
小米迈上更高台阶的关键，是如
何执行好策略。

另据卢伟冰在业绩说明会上
透露，小米汽车2024年上半年实
现量产的目标不变，目前进度符
合预期，接下来还会有第二次冬
测，按照原目标上市没有问题。
目前小米汽车的投入越来越大，
研发人员在3000人左右。

“雷军没有对外宣布过小米
汽车的销量目标，但小米对入
局电动汽车有很高的目标，希
望利用 15年-20年的时间进入
世 界 TOP5，基 于 这 一 目 标 ，小
米汽车会有相应的里程碑。”卢
伟冰说。

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

小米汽车明年上半年实现量产的目标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