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1月22日 星期五

责编/版式 刘文彬 09财 经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中国

证券报》21 日刊发文章《从“心动”到

“行动”央国企积极探路市值管理》。

文章称，近日，天山股份、中国交建、

中国中铁等多家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

司纷纷表示，将合理运用市值管理工

具，推动公司价值提升。业内人士认

为，央国企上市公司有望成为市值管

理的主力军，并通过并购重组、回购增

持等多种方式积极探索市值管理的实

现路径。

切实回报投资者
证监会日前发布《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10号——市值管理》，进一步引

导上市公司关注自身投资价值，切实

提升投资回报。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

到，多家央国企上市公司积极响应，在

市值管理方面展开深入探索与实践。

建筑建材类央企已积极行动起

来。11 月 20 日，天山股份在投资者互

动平台上表示，公司将积极响应相关

市值管理的指引要求，如涉及披露事

项会依法依规履行决策和披露义务。

中国交建日前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

示，公司将结合主业盈利及现金流改

善情况，合理运用市值管理工具，制定

改善提升计划，为股东价值最大化而

努力。

中国中铁也表示，正在开展相关

制度起草研究工作。公司将通过不断

提高自身发展质量提升内在价值，以

投资者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信息披

露，加强与投资者交流的广度和深度，

加强资本市场政策工具研究运用，以

监管政策的有效落实为基础推动丰富

完善市值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在价

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传递等方面

统筹开展工作，推动公司市值提升。

此外，中建环能透露，正探索建立

健全公司市值管理工作体系。公司会

以优秀的经营业绩回报投资者，同时

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在中泰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徐弛

等分析人士看来，考虑到国务院国资

委已明确 2024 年各央企要推动“一企

一策”考核全面实施，全面开展上市公

司市值管理考核，央国企上市公司未

来在市值管理方面可能会推出更多实

质性举措。

并购重组成重要抓手
在相关政策支持下，并购重组正

成为央国企加强市值管理的重要抓手

之一。

中国动力于 10 月 25 日晚间发布

的公告显示，拟通过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中船工业集

团购买其持有的中船柴油机 16.51％股

权，并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

资金。这是央国企并购重组换挡提速

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央国企上市公司在并

购重组方面动作频频，涉及医药、资

源、装备制造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等

多个领域。

在资源领域，中国稀土集团入主广

晟有色、盐湖股份易主为中国五矿，均

体现了央国企在资源领域的深度整

合。装备制造领域同样不乏亮点，如华

电国际拟购买华电集团的发电资产，保

变电气与兵器装备集团、中国电气装备

集团的输变电装备业务整合等。

“部分盈利能力稳定、现金流充裕

的企业，特别是大型央国企可能成为

本轮并购重组热潮的重要参与力量。”

国信证券分析师田地认为，通过开展

并购重组，央国企上市公司不仅能提

升自身发展水平，也能为资本市场注

入新的活力。

回购增持延续高热度
在市值管理政策引导下，央国企

密集出手，继续充当回购增持的重要

力量。

近日，“华润系”旗下江中药业宣

布控股股东拟增持公司股份，华润材

料董事长提议回购上市公司股份。此

前，“招商系”旗下 8家上市公司、“电科

系”旗下 5家上市公司也分别披露了回

购或增持相关公告。

招商证券数据显示，2024年以来，

央企上市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79.3 亿

元，央企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累计增持 96.1 亿元。从回购

计划来看，2024年以来，22家 A股央企

上市公司拟回购股份 117亿元，计划回

购的企业数及金额分别较 2023年同期

增长 57.1％、19.0％。

招商证券研究所智库研究员林喜

鹏认为，已披露回购或增持计划的央

企上市公司有望加速实施回购增持，

更多央企上市公司也可能跟进宣布新

的回购或增持计划，为资本市场带来

增量资金，进一步提振投资者信心。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中国

证券报》21日刊发文章《资本市场加快

构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体系》。文章

称，“针对财务造假顽疾，我们加强部

际协调和央地协同，加快构建综合惩

防体系，开展打击上市公司财务造假

专项行动，强化立体化追责。今年前

10个月查办相关案件 658件，罚没款金

额 110亿元，超过去年全年。”证监会主

席吴清 11月 19日在第三届国际金融领

袖投资峰会上致辞时表示。

这是监管部门关于资本市场严监

严管，特别是打击财务造假发出的最新

信号。市场人士认为，相关部门“财产

罚”与“资格罚”并用，既“惩首恶”也“追

帮凶”，对财务造假立体化追责，让造假

者付出沉重代价。下一阶段，“民行刑”

有机衔接的立体式追责体系将不断升

级，财务造假综合惩防体系将加快构建。

“惩首恶”与“追帮凶”并举
从近期公布的案件看，严打财务

造假的一大亮点是：监管部门加大对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关键

少数”的追责力度。

一方面，坚持“惩首恶”。广汇物

流财务造假导致公司以及多名高管被

处罚。公司时任董事长组织、安排实

施伪造交付资料等造假行为，导致广

汇物流 2022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

载，被给予警告，并处以 250 万元罚

款。证监会对其采取 5 年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并对其他当事人给予警告和

不同金额罚款。

在上海久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许峰

看来，坚持“惩首恶”，强化对造假责任

人的追责，将从源头上提高拟上市企

业申报质量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

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让“关键少

数”明底线守规矩，也将从源头上防范

财务造假。

另一方面，坚决“追帮凶”。一些

欺诈发行、财务造假案例中，部分审计

机构缺位问题较为突出，受到有关部

门严惩。因涉恒大财务造假案，审计

机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被开

出“创纪录”罚单。近期，由于涉及慧

辰股份财务造假案，普华永道中天会

计师事务所再收“罚单”。

为构建打击防范欺诈发行、财务造

假的重要防线，有关部门也在持续升级

相关举措。继沪深交易所之后，北交所

近期发布实施了以上市公司质量为导

向的保荐机构执业质量评价指引。其

中，保荐机构存在因发行人欺诈发行、

上市三年内财务造假等重大违法行为

被立案的，在评价中一票否决，评价结

果评定为C类。依据评价结果，北交所

将在保荐项目审核问询、现场督导等方

面作出差异化监管安排。

“财产罚”与“资格罚”并用
监管部门严监严管、对造假者重

拳出击，还体现为用足用好行政处罚

的“财产罚”“资格罚”，让造假者付出

沉重代价。

例如，11 月 8 日，深交所对华道生

物欺诈发行案作出纪律处分决定，对

华道生物及相关责任人给予 5年禁入、

公开认定、公开谴责等处罚措施。

上述案件中，深交所对财务造假

行为的“关键少数”适用严厉的不受理

文件、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监高等

“资格罚”，全面追究相关人员的职务

身份责任，让其付出沉重代价。

今年以来，“资格罚”也频繁出现

在针对中介机构的罚单中，包括华西

证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天职国际会

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等多家

中介机构被暂停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上海汉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副

主任宋一欣表示，相较于“财产罚”，

“资格罚”更能让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

感受到“切肤之痛”。机构业务出现

“空窗期”，不但影响机构的相关业务

收入，长期看还将极大影响机构声誉

和后续业务开展。

立体化追责打出组合拳

突出严监严管，近期多部门打出

监管措施、违纪通报、刑事移送等处罚

组合拳，持续健全行政处罚、民事赔

偿、刑事追责立体化惩戒约束体系。

中上协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独

立董事委员会委员余兴喜表示，立体

化的监管体系不仅提高了违法违规的

成本，还对潜在的违规者形成了强大

威慑力。

“追责机制不仅涉及对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中介机构等各类主体的

责任追究，还包括了从 IPO 到日常运

营、信息披露、财务报告、资本运作、收

购、关联交易、担保等各个环节的监

管。无论是故意违法还是过失违规，都

将面临相应的法律后果。”余兴喜说。

针对资本市场财务造假、资金占

用等重大违法违规相关主体刑事立

法、司法和民事赔偿的立体化追责力

度，还将进一步增强。中国证券报记

者了解到，监管机构将积极推动出台

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提高行政处

罚威慑力，推动最高法出台背信损害

上市公司利益罪司法解释，加大涉刑

移送和刑事追责力度，通过“民行刑”

有机衔接的立体式追责，让控股股东、

实控人不敢随意伸手占用掏空，让实

施侵占的大股东“人财两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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