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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扫描”濒危股

剔除已跌破1元，等待退市“末日审判”的16只个股
外，目前股价位于1~1.5元区间的上市公司合计70家。

就行业分布看，前述企业大多来源于传统行业，并且呈
现一定的周期性特征。其中来自房地产、建筑装饰和钢铁
行业的企业数量居多，分别有9家、7家和6家。

整体看，“濒危股”大多业绩较差，总计50家公司2023
年归母净利润处于亏损状态，其中更有5家企业净资产为
负值。

较典型的如*ST合泰，2023年亏损高达119.91亿元，
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ST合泰净资产为-69亿元。

同时，*ST合泰预计2024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亏损7.9亿元至9.9亿元。目前，公司已进入预
重整程序。

“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一项基础性制度，通过设立多元
化退市标准对上市公司进行筛选和分类，有助于清除市场
中的‘僵尸企业’和‘害群之马’，提高市场的整体质量和效
率，形成有进有退、高效配置市场资源的格局。”泽浩资本合
伙人曹刚受访指出。

随着面值退市制度持续显威，部分非ST公司，甚至绩
优者被“错杀”，其中不乏百亿级市值的公司。

数据显示，70家“濒危股”中，有9家企业市值超过百
亿，其中市值最高的包钢股份，截至8月13日收盘总市值
为649亿元。

作为我国西部的钢铁龙头，包钢股份截至一季度总资
产 1527.41 亿元。2023 年，包钢股份实现营业总收入
705.65亿元，同比下降2.23%；归母净利润5.15亿元，同比
扭亏。

再如基本面较为稳定的永泰能源和辽港股份，两企业
截至目前总市值均超过250亿元。

今年上半年，永泰能源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11.6亿元至12.6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4.54%至24.41%；实现扣非净利润为11.1亿元至12.1亿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0.46%至20.41%。

同时，永泰能源发布了未来三年经营业绩预测，预计
2025年归母净利润为28亿元，相比2023年增长23.58%。

面对股价走势，永泰能源相关负责人曾对外表示：“市
场情绪对股价波动影响比较大，股价跌到1.1元可能会出现
恐慌性的踩踏，实际公司的真实经营情况并未向市场有效
传达。”

“少数公司确实并没有失去持续经营能力，而是因为之
前股本扩张过度，导致每股的市值接近面值甚至跌破面值
的情况，这也不是今年才出现的问题，有企业股价已经多年
来徘徊在面值边缘。”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表示。

B自救各显神通

面对“1元退市”压力，多数低价股已采取
行动“自救”，主要措施包括回购、增持、重组、重
整、发布业绩利好公告等方式。

如永泰能源在7月24日跌至1.1元/股后，
接连发布公告，推出提高回购限额、致全体股东
信以及停牌筹划资产收购等组合拳。截至8月
10日上市公司累计回购金额达到1.97亿元。

8月12日晚间，永泰能源更是公告了公司
核心管理人员的第七次增持公司股票计划，预
计本次增持公司股票总数量在1300万股至

1500万股之间。
此前，在8月7日盘后，永泰能源还披露重组预案，拟

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山西昕益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的天悦煤业51.01%股权，交易价格暂定不超过3.50亿元。

在一系列组合拳之下，永泰能源股价虽短暂回升，但很
快又出现下滑，截至8月13日收盘，永泰能源股价降至
1.16元/股。

同样处境艰难的山子高科，也打出了“大额回购、高管
增持”的组合拳：上市公司宣布拟用自有资金回购股份，回
购资金总额不低于6亿元且不超过10亿元，回购价格不超
过1.6元/股；同时董事长兼总裁叶骥计划以自有或自筹资
金通过二级市场择机增持1000万股公司股份。

叶骥还通过发布《股东信》致歉、复盘、反思、自救，并表
示自愿在公司股价涨回1.6元/股前不领薪酬，种种方式均
向资本市场释放积极信号。

华闻集团在触及面值退市风险后，被海南国资旗下的
海南联瀚举牌，随后，华闻集团多次涨停，截至目前报收
1.28元/股。

美邦服饰在火速开展股份回购的同时，还披露了《收到
债务豁免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和《2024年半年度业绩预
告》，指出“控股股东华服投资对公司的债务豁免将增加公
司净资产约1843万元”，“上半年公司预计盈利5200万元
至7700万元，同比增长406.63%~650.20%”。

除了拿出真金白银外，部分公司也设法进行破产重整
或资产重组，剥离已不再盈利的“包袱资产”，以期改善公司
经营状况、摆脱退市风险。

如吉视传媒公告，宣布与控股股东吉林广播电视台达
成重要协议，将IPTV业务注入上市公司，实现资产置换。
吉视传媒拟置出其持有的三亚樾城投资有限公司100%股
权，同时置入吉林广播电视台下属的IPTV相关资产。随
后，吉视传媒也多次涨停，最新股价为1.09元。

此前，*ST东园也在披露公告称，间接控股股东、最大
债权人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向法院提交了
对公司进行重整及预重整的申请，法院决定对*ST东园启
动预重整。

“面值退市本身是一个市场化的退市机制，连续20个交
易日均低于面值，也就是说在第一次跌破面值后，还有一个
月的时间可以自救。如公司股价已经跌破2元时，就应该要
出手拯救股价，‘自救’的方案可以是回购、大股东增持、做好
投资者交流等，来展示公司的投资价值，也可以做重组方案，
但临时性重组、重整难度还是不小的。”王骥跃指出。

C多家公司失败出局

事实上，近期，已有不少企业自救失败，最终面临退
市。

如迪马股份（现挂牌简称“迪马5”）在股价跌破1元的
危险时刻推出破产重整方案，但依然未能阻止其退市。

5月7日，迪马股份跌停至0.90元/股，当日该公司公
告，收到通知，控股股东与重庆市江南城市建设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投资框架协议》，拟通过司法重整化
解债务危机。

6月13日13点27分，迪马股份又通过官方微信公众
号发布消息，当日，东银控股、迪马股份战略重整专题会议
召开，重庆市政府、重庆市国资委、南岸区政府、重庆发投、
华润渝康等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在此消息的刺激之下，
当日原本还封死跌停板的迪马股份瞬间逆转，股价直线拉
升至涨停板。

此外，迪马股份还推出增持方案，控股股东或其一致行
动人计划自5月15日起6个月内增持金额在3000万元—
5000万元之间。

不过，多重自救方案只是暂时延缓了迪马的退市进程，
并未扭转最终的退市局面，8月7日，迪马股份从上交所摘
牌。

再如近期退市的ST爱康，在退市之前，ST爱康的控股
股东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曾计划自2月27日起6个
月内以自有或自筹资金1亿元至2亿元增持ST爱康股份，
增持价格不超过3.5元/股，最终还是没能使公司避免退市。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公司控股股东资金紧张，直至退
市，相关增持主体仍未增持公司股份。

近年来，面值退市加大了“壳”资源的出清力度，使“炒
壳”“赌壳”成为过去式，对提高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整体质量
起着重要作用。

不过，随着部分非ST股频现“退市危机”，部分市场人
士也对当前的面值退市制度产生了担忧。

王骥跃提出，面值退市机制应该可以有所改进，例如可
以设置整改期，对于依然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公司，在触及
面值退市条件之后，不直接退市，而是给上市公司一个整改
的期限，如果整改无效再退市；对于依然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的，特别是之前大幅扩张股本导致的低价股，应该允许以选
择缩股的方案“自救”。

A股打响面值保卫战
86只濒危股花式自救

随着退市新规持续显威，A股正在掀起一场大范围的“面值保卫战”。
8月12日，ST富通、ST爱康、中银绒业三家公司的股票同日摘牌，正式从

A股退市离场。三家公司退市的原因均为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连续20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1元。

今年以来，强制退市公司数量、ST公司数量刷新历史纪录，其中，面值退市
成为主流，并首次出现市值退市的情况。

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13日收盘，A股合计有86家企业面值低于1.5
元/股，处境不容乐观。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破面值”风险，各个公司“各显神
通”，或真金白银回购、增持，或“创造重大利好”、筹划重组、重要合作，更有甚者
以停牌延缓“审判日”的到来……

资本市场从严监管力度不减。8月以来，已有10家上市
公司或相关方公告被立案调查，年内共有73家企业或相关方
被立案，较去年同期数量增加近六成。

纵观被立案调查的缘由，多和“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有关。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表示，随着新

“国九条”的发布，监管部门加强了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监管，
严肃整治财务造假、资金占用等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被立
案调查的上市公司数量明显增多，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准确、不
完整或存在误导性陈述成立案主因。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证券时报

年内73家上市公司被立案
八成涉嫌信披违法违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