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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张一帆

“去年以来，证监会坚决落实监管

‘长牙带刺’、有棱有角的要求，查办案

件数量和处罚金额都大幅上涨。”证监

会主席吴清在“5·15全国投资者保护

宣传日”活动上的发言掷地有声。在

2023年，证监会查办证券期货违法案

件 717件，同比增长 19%；作出行政处

罚 539 件，同比增长 40%；罚没 63.89
亿元，同比增长140%。

本周恰逢新“国九条”发布 1 个

月，以过去 1个月的样本来看，“强监

管、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的主线进

一步清晰地呈现在资本市场面前。

在上市公司层面，1个月以来共有

25家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平

均每个工作日就有 1家上市公司被立

案。在第三方规范执业、勤勉尽责的

努力下，一些“问题公司”在财报披露

的过程中被曝光，监管层的监管手段

更加“有的放矢”。同时，对案件处置

也延续了从严从快从重的主基调，调

查用时仅 1个月的案例频现，表明监

管机构在提高效率和响应速度。

值得注意的是，“一案多查”的局

面也逐渐常见。一桩金通灵财务造假

案，牵涉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以及 4家

券商机构。中介机构是市场的“看门

人”，也是市场的“发动机”，业内人士

表示，这一新趋势反映了监管机构对

中介机构作用的重视，紧盯不勤勉、未

尽责，压紧压实“看门人”责任，督促引

导中介机构提升执业质量。

2024年，证监会将从严打击严重

危害市场平稳运行、侵害投资者合法

权益、社会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行为，为加快建设

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

性的资本市场保驾护航。

立案调查日均1家

自 4 月 12 日新“国九条”发布以

来，据Wind统计，累计已有 25家上市

公司公告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平均每

个工作日就有 1家上市公司被立案。

作为对比，2023年同期被立案调查的

上市公司数量为15家，2023年全年上

市公司被立案调查的数量累计为 127
家，平均每月约10家。

在此期间，5月8日是立案调查的

高峰，当天有包括ST华铁、威创股份、

普利制药、*ST三盛、ST易联众、东旭

光电、东旭蓝天、*ST越博在内的 8家

上市公司都公告称被证监会立案调

查。此外，在“五一”假期前的 4月 30
日，则有凯撒文化、广汇物流、联泰环

保、远大智能、恒润股份 5家上市公司

被集中立案调查。

需要强调的是，上市公司未能按

期披露财报数量增多，并不与上市公

司违法违规行为更频繁相挂钩。而是

在新的监管政策下，审计机构强化执

业规范性，执业态度更加谨慎；独立董

事勤勉尽责，切实发挥监督作用，使监

管层发力更为有的放矢。

这一特点在7家因未能按期披露财

报而被证监会立案的企业中尤为明

显。在5月8日，之所以一口气有8家上

市公司被立案调查，其原因就是前述7

家上市公司被证监会集中立案。对未

如期披露财报的上市公司立案调查是

证监会每年的例行操作，但在 2023年

财报季未按期披露财报的上市公司企

业数量明显增加，据Wind统计，2020
年至 2022年，这一数据分别为 0家、3
家、3家。

*ST越博、*ST三盛未能及时披露

财报的原因是遭遇了会计所的主动解

约。与*ST三盛解约的北京兴荣华会

计师事务所表示，在汇审过程中，发现

*ST三盛未按照约定如实、完整、及时、

规范地提交被审计资料，缺乏关键审

计证据。在*ST三盛2023年财报的审

计过程中，北京兴荣华已经是第三家

辞职的会计师事务所。

ST华铁未能及时披露财报，是因

为独立董事的发力。独立董事占多数

的 ST华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现了

财务数据问题，否决了ST华铁2023年

年度报告及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

据悉，截至报告期末，ST华铁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尚未归还的资金占用余

额约为 13亿元，资金占用问题整改未

达预期，该公司仍存在关联方非经营

性资金流出，同时，独董、审计委员会

也无法获取充分资料和合理解释。

普利制药未能及时披露财报，是

由于未能完成海南证监局的责令改正

要求。该局在现场检查中发现，普利

制药2021年、2022年年度报告中的营

业收入、利润等财务信息披露不准确，

要求公司对相关年度营业收入、利润

等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自

查。因自查进展尚未完成，普利制药

未能向天健所完整、及时地提供审计

所需重要文件资料。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

利辉向记者表示，仅凭立案数量的增

加并不能得出违规行为更严重的结

论，需要结合违规的性质、影响范围和

后果等综合因素进行分析。他认为，A
股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数量的

增加，反映的是监管力度的加大和调

查能力的提升，能够更为有效地调查

违法违规行为。

据证监会方面统计，2023年，证监

会查办证券期货违法案件 717件，同

比增长 19%；作出行政处罚 539件，同

比增长40%，处罚责任主体1073人（家）

次，同比增长 43%；市场禁入 103人，

同比增长 47%；罚没 63.89亿元，同比

增长140%；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证券

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和线索118件。

证监会表示，2024年仍将重点打

击欺诈发行、财务造假、占用担保、违规

减持等违法违规行为，密切盯防并严厉

打击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影响市场正

常秩序的违法行为，为投资者入市提供

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案件处置“从严从快从重”

在立案调查后的案件处置环节，

从严从快从重仍然是一以贯之的主

基调。新“国九条”要求，全面加强监

管、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稳为基调、严

字当头，确保监管“长牙带刺”、有棱

有角。与此同时，因应新的上市规则

诞生的全新的行政监管措施也开始

发挥效用。

去年四季度，证监会强化对上市

公司的持续监管，重点查办违规减持、

回购爽约、炒概念蹭热点、短线交易、

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等违法违规行

为。这一系列重点监管领域，在今年

以来仍被高度聚焦。

在交易类违法违规行为中，5月 7
日，因涉嫌内幕交易海润光伏股票，ST
阳光的控股股东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

司面临2.3亿元的罚单，成为近期罚款

金额最大罚单。5月 10日，中科曙光

董事长李国杰因配偶短线交易行为，

被处80万元罚款。5月6日，利欧股份

的高管王相荣、王壮利，因家属实施短

线交易，被合计处以20万元罚款。

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例中，鼎

信通讯、永悦科技、康华生物等近期市

场关注度极高的案件被快速处置。鼎

信通讯案中，上市公司于今年 2月 27
日知悉国家电网对公司全部采购品类

启动招标采购“熔断机制”，但公司直

至3月29日晚间才发布临时公告披露

上述事项。证监会拟对上市公司及相

关责任人合计处以275万元罚款。

最重的行政处罚，则是连续 7年

财务造假的*ST新纺，这家公司面临

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可能。在

7年间，*ST新纺共虚增利润 23.93亿

元，虚减利润7.63亿元，证监会拟对公

司及相关责任人合计罚款 4250万元，

并对时任董事长魏学柱等人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同时，*ST新纺此

次违法违规行为可能存在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的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提及的案件，

从立案到查明调查速度极快。违法事

实长达7年的*ST新纺案，从立案调查

到出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间隔

时间仅约 1个月，鼎信通讯案、康华生

物案等案件调查时间也为 1个月。而

案情较为简单的利欧股份案，调查时

间仅10个工作日。

田利辉称，快速的立案调查和处

罚结果表明监管机构在提高效率和响

应速度。这意味着监管机构正致力于

更迅速地解决违规问题，减少违规行

为对市场的负面影响，同时提升监管

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证监会方面透露，正着力提升执

法效能，加强对案件办理全流程全周

期管理，强化过程监督、动态管理、关

键环节把控，切实提升查办质量。优

化执法力量配置，通过“联合调查”“以

案代训”“援派组长”等模式，快速查处

重大案件。

此外，针对刚刚结束的 2023年度

财报暴露出“非经营性占用大额资金”

问题的上市公司，“限时责令整改”成

为监管层的“新武器”。

5月 10日晚，ST摩登、ST红太阳、

ST华铁、*ST中利、ST浩源、*ST深天、

ST长康、ST三圣、*ST信通等 9家公司

相继披露收到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公

告。9家公司被责令整改的缘由均为

“非经营性占用大额资金”，占用金额

少则上亿元，多则超 30亿元。监管要

求上市公司在6个月内清收占款，若6
个月内未能完成将面临停牌，停牌后4
个月仍未完成整改，交易所将决定终

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这一新动作，是监管机构落实新

“国九条”要求的具体体现。4 月 12
日，新“国九条”提出加大规范类退市

实施力度。4月 30日，沪深交易所发

布退市新规，新增占用资金退市情形，

并提出上述监管动作，以切实增强对

大股东侵占监管震慑，督促公司加强

内部控制，维护资产、财务独立性。

中介机构遭重罚

除了对上市公司层面的监管，多

起案件出现涉事企业和中介机构“一

案多查”的局面，并对相关机构和人员

进行“双罚”。证监会执法紧盯不勤

勉、未尽责，压紧压实“看门人”责任，

督促引导中介机构提升执业质量。

一桩金通灵财务造假案，牵涉了1
家会计所以及 4家保荐机构。江苏证

监局此前查明，2017年至2022年连续

6年，金通灵均实施财务造假，共计虚

增营业收入约 11.35 亿元、虚增利润

4.68亿元；虚减营业收入约2.02亿元，

虚减利润3852.77万元。

在金通灵上述财务造假期间内，4
家券商因在持续督导、相关保荐项目

的执业过程中未能勤勉尽责而被罚。

其中，华西证券被采取暂停保荐业务

资格 6个月的监管措施，目前其申报

的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事项已因此中止发行注册程序。

大 华 所 则 在 金 通 灵 2017 年 至

2022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均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6年审计

收入合计688.68万元。江苏证监局表

示，大华所存在“风险评估及内控测试

程序存在重大缺陷”“未采取恰当审计

措施应对舞弊风险”“实质性程序存在

重大缺陷”等问题，违法行为跨越新旧

证券法，罚没大华所合计 4132.08 万

元，并暂停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6 个

月。短短两日内，已有 10余家A股公

司宣布取消与大华所的合作。

“深感痛心和惭愧。”大华所就此

事回应称，“此次处罚，反映了我所在

应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面前存在

的差距，在风险意识、内部治理、质量

控制方面存在的不足。我所诚恳接受

监管部门的处罚决定，自觉接受各监

管机构、企业客户及社会各方的监督，

并按要求进行全面整改，在全所范围

内组织深刻反省。”

监管层对中介机构的强监管范

围不止于财报审计。4月 19日，在被

证监会立案一周之内，中信证券、海

通证券以及中核钛白实控人王泽龙

等人涉嫌违反限制性规定转让股票

一案调查完毕，相关方利用转融通实

现限售股出借的细节被坐实，各方合

计被罚没 2.35亿元。中信证券表示，

将认真学习并积极贯彻资本市场新

“国九条”，坚守主责主业，回归业务

本源，充分发挥自身功能，切实保护

投资者合法权益，更好地服务资本市

场高质量发展。

近期，东吴证券也发布公告，因涉

嫌国美通讯、紫鑫药业非公开发行股

票保荐业务未勤勉尽责被证监会立案

调查；渤海证券因涉嫌财务顾问业务

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与此同时，

还有多家券商密集收到监管罚单，仅5
月 10日，即有包括国信证券、中金公

司、申万宏源、中信证券、东莞证券、开

源证券在内的6家券商收到罚单。

田利辉表示，近期中介机构受到

密集监管反映了监管机构对中介机构

作用的重视，监管思路在于推动中介

机构的规范发展和专业发展，加强内

部控制，确保其服务合规性，推动其高

质量服务。

强监管助力资本市场行稳致远
新“国九条”满月，25家上市公司被立案调查，多家中介机构遭重罚

证券时报记者 刘茜

5月 15日晚，常青科技(603125)
发布公告，拟通过全资子公司常青

树泰州在泰州市高港区投资建设高

分子新材料生产基地，远期投资总

额约100亿元，分三期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常青科技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为 22.98亿元、净

资产 21.69 亿元。而该项目初步规

划投资金额约 30亿元，常青科技表

示，项目的投资支出可能导致公司

现金流量净额减少或负债大幅增

加，可能增加相关财务风险。

公告显示，一期 30亿元资金来

源暂定为，银行贷款约20亿元，按项

目建设进度逐年投入，公司资产负

债率预计可控制在 50%以内，以

2023年财务数据测算利息保障倍数

约为3.11倍；自有资金约10亿元，其

中 2024 年 3 月 31 日公司自有资金

（含理财）约 4.69亿元，以前两年平

均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6亿元

测算，2024年至 2026年形成可用资

金约 4.8亿元，缺口 0.51亿元由项目

投入运营后回款继续投入。

经初步测算，该项目达产后预

计内部收益率超过 20%。至于后续

的二、三期项目，常青科技表示，尚

无明确的投资规划。

对于投资建设该项目的必要

性，常青科技表示，公司主要聚焦高

分子新材料特种单体及专用助剂的

研发和生产，对于芳香族含氧高分

子新材料单体的生产（主要以酐、

酚、醇、醛为代表的高端品种）还待

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目前，高分子

新材料是国际化工巨头竞相开发的

重要领域，泰州生产基地即将生产

的含氧类特种单体，是这些新材料

不可或缺的必备原料。

“本次投资是基于主营业务的

进一步拓展和延伸，不会导致主营

业务发生变更。”常青科技表示，该

项目规划产品是公司现有产品的

进一步延伸，推出新的高分子特种

单体，可丰富公司产品品类、完善

公司产品矩阵；项目开发带有特殊

官能团的特种单体，可增强下游

高分子材料的优质特性，推动产

业发展。

常青科技同时表示，项目投资

资金分批投入，项目建设不会影响

公司现有业务的正常开展，预计对

公司 2024年度经营成果影响较小，

且该项目投资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

政策以及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有

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

夯实产业链优势，同时优化产品结

构，推动产品延伸和升级。

不过，除了财务风险，常青科技

还表示，该项目预计建设周期为 2
年，由于建设周期较长，项目实施进

度可能受建设进程、施工管理、设备

采购周期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

此外，虽然公司对该项目选定

的技术路线做了多方面论证，但仍

可能因新技术应用尚需进一步完善

导致项目建成后无法长期稳定运

行，或无法达到预期运行指标等，存

在一定技术风险。

常青科技主要从事高分子新材

料特种单体及专用助剂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主要产品用于高分子新

材料的制造。高分子新材料又称聚

合物材料，是一类以高分子量化合

物为基材，经过加工改性得到的在

一定条件下能满足使用要求的具有

一定物理形态的物质。

数据显示，自2010年设立以来，

常青科技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保持在 99%以上，2023年实

现营业收入 10.19 亿元，同比增长

5.75%；归母净利润约 2.13亿元，同

比增长11.5%。

常青科技拟百亿元
投建高分子新材料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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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吴志

5月 15日，万达电影(002739)举
行了2023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这

是万达电影易主后的首次业绩会，也

是公司新任董事长陈曦首次在业绩

说明会上亮相。

业绩会上，万达电影管理层回应

了诸多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公

司实控人变更为柯利明后，万达电影

与柯利明的中国儒意之间如何协作

的问题，万达电影管理层进行了详细

解答。

去年 12月，万达电影宣布筹划

控制权变更。今年4月，万达电影实

控人正式变更为港股公司中国儒意

董事长柯利明，原任中国儒意旗下儒

意影业总裁的资深电影制片人陈曦，

接任万达电影新任董事长。业绩说

明会上，陈曦回应了多个与中国儒意

相关的问题。

对于儒意与万达的协同机制，陈

曦从三方面进行了介绍。在内容方

面，陈曦表示，万达电影会借助新股东

在影视内容研发、制作及宣发领域的

优势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制

作出更多优质作品；同时针对儒意

出品的电影及电视剧，万达电影可

以优先投资并进行主宣发，发挥全产

业链优势。

游戏方面，陈曦表示，万达电影

旗下互爱互动会与儒意景秀实现优

质游戏产品的 IP、渠道及发行区域

合作，增厚游戏利润规模。

在衍生品方面，万达电影将借力

新股东带来的“包公系列”“西游系

列”“白蛇系列”等动画电影 IP重点

发展衍生品业务。通过 IP运营、衍

生品研发生产及销售矩阵，全面扩大

旗下时光网品牌影响力及盈利能力，

提高公司非票收入。

万达电影目前有自己的内容制

作团队，与中国儒意可能存在同业竞

争问题。陈曦表示，实控人柯利明已

承诺，自股权转让完成起 3年内，对

于其旗下现有可能与上市公司存在

同业竞争的情形，将持续采取积极有

效措施，妥善解决相关事项。

受益于影视市场复苏，2023年，

万达电影实现营业收入 146.2亿元，

同比增长 50.8%；实现扣非净利润

7.2亿元，同比扭亏。公司经营现金

净流入44.2亿元，同比大幅增长。分

行业来看，2023年万达电影观影收

入 84.4 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57.8%，收入同比增长57%。

会上，有投资者提到，传闻万达

电影将逐步终止与加盟影院的合

约。万达电影执行总裁陈洪涛对此

明确否认，称“相关情况不属实”。

对于公司未来如何提升毛利率

空间问题，万达电影财务负责人黄朔

表示，目前院线收入包括观影、广告、

卖品及餐饮等4部分收入，综合毛利

率近20%，院线盈利能力较好。

万达电影的资产负债率、澳洲院

线的发展情况，也受到投资者关

注。黄朔提到，随着公司盈利水平

好转及短期贷款到期，公司陆续偿

还部分流动资金贷款，资产负债率

相应下降，预计二季度贷款利息费用

将同比下降。

对于公司澳洲院线的发展情况，

黄朔表示，目前澳洲院线盈利水平暂

未恢复至疫情前，2023年实际利润

约为人民币0.8亿元。

万达电影也介绍了公司在内容

制作方面的规划和最新进展。

陈曦还介绍了对AI应用于内容

制作领域的看法。陈曦说，目前很多

电影制作成本很高，通过AI技术可

以为内容制作带来投入成本及制作

周期等多方面的降本增效，提升了电

影的质量及叙事能力。AI作品的制

作将会形成标准化及流程化，未来有

很多具备内容原创能力的人及公司

可以借助AI，在更短时间和更低成

本内制作出高质量作品。

“上游内容的大量产出将为终端

影城带来助力，观众可以看到更多种

类丰富、内容优质的影片，长期来看，

技术的繁荣将带来电影行业的繁

荣。”陈曦表示，公司后续作品都会以

标准的工业制作流程为准，从孵化到

上映，在保证项目品质的前提下缩短

周期。

万达电影详解
与新实控方合作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