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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只“1元退市股”锁定，新年以来50

多家公司密集警示退市风险……

落地仅两个多月，“史上最严”退市新

规已经开始发威。针对“出口关”的制度完

善，究竟能帮助A股扫出几多“雷”？

首只“1元退市股”锁定 50多家公司

提示风险

2月22日，*ST宜生股价已连续第20

个交易日在1元以下徘徊，将成为退市新

规下首只触及“1元退市”交易类指标退市

的个股，且没有退市整理期。

除了首只“1元退市股”，2021年以来

还有50多家上市公司相继向投资者提示

退市风险。其中，仅1月30日就有30多家

公司同步发布关于可能被实施或继续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

警示退市风险的公司中，除了“披星

戴帽”的 ST 家族，也包括了不少新面孔。

西域旅游1月28日发布提示性公告称，经

公司财务部门测算，预计2020年度扣非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985万

元至-6185万元，预计营业收入为4900万

元至 5080 万元。根据退市新规，若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后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

业收入低于1亿元，公司A股股票将在年

报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值得注意

的是，西域旅游发布上述公告时，距其登

陆创业板尚不足半年。

最严退市新规发威“入口多元”匹配

“出口畅通”

2020年最后一天，沪深证券交易所退

市新规正式落地。体现注册制基本理念，

新规着重建立与“入口多元”匹配的“出口

畅通”。

退市新规对原有交易类、财务类、规

范类、重大违法类等四类强制退市指标逐

一进行了完善，包括将原“面值退市”的交

易类指标修改为“1元退市”，同时新增“连

续20个交易日收盘总市值均低于人民币3

亿元”的市值指标；财务类退市标准采用

营业收入和扣非净利润的组合指标；规范

类指标新增信息披露、规范运作存在重大

缺陷且拒不改正，半数以上董事对于半年

报或年报不保真且限期内不改正两类情

形；重大违法类指标完善“造假金额+造假

比例”退市标准。

财务类指标全面交叉适用打击规避

退市，取消暂停上市和恢复上市环节……

全面优化指标体系的同时，退市新规强调

严格退市执行、提高退市效率，以坚持“应

退尽退”被各方冠以“史上最严”。

对于已步入而立之年的新中国证券

市场而言，新陈代谢机制失灵一直是其难

言之痛。标准不可谓不严，但总有一些公

司通过粉饰报表、突击重组侥幸“过关”；

执行不可谓不力，但冗长的退市流程依然

令A股市场滋生“死而不僵”的怪相。

万得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末A股市

场先后有127家公司退市。剔除证券置换、

私有化、吸收合并等情形后，因触及各类

指标而退市的公司仅为80家。

A股市场几多“雷”？扫扫更健康

“最严”新规之下，A股市场究竟有几

多“雷”？

除*ST宜生外，截至22日*ST成城收

报 0.72 元/股，连续 18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

于1元，即使未来两个交易日连续涨停，也

无法摆脱退市命运。此外，还有多只个股

在“1元退市”生死线上方徘徊。

新年以来发布退市风险警示的50多

家公司中，大多预计2020年“扣非后净利润

为负”且“营收低于1亿元”，从而触及相关

组合退市指标。以往每到年关便纷纷上演

的突击交易规避退市，将因“财务指标和审

计意见类型指标交叉适用”偃旗息鼓，意味

着未来可能有更多公司踩中“红线”。

万得统计显示，2020年至今50多家上

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包括涉嫌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操纵证券市场等情形。123

家公司近一年信息披露、运作存在重大缺

陷。预计其中部分公司将因触及规范类或

重大违法类指标而退市。

在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战略发展研

究部首席经济学家周荣华看来，作为资本

市场的两大基础性制度，新一轮退市制度

改革和注册制改革首尾呼应，将在拓宽入

口的同时，通过“扫雷”畅通出口。“A股‘不

死鸟’现象终成历史，将助力中国资本市

场构筑更健康生态。”周荣华说。

（据新华社报道）

2月17日，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测试活动中，当第一位运动员从国家跳台

滑雪中心大跳台跳下时，运行团队的很多

工作人员在寒风中流下了热泪。

不容易。经过各方反复沟通协商，因

疫情一再推迟的“相约北京”测试活动，终

于在北京冬奥会之前的最后一个雪季举

行了。

2月中下旬进行的是雪上项目和滑行

项目的测试。从16日至26日，张家口和延

庆赛区的 3 个竞赛场馆群共举行 20 项测

试，邀请部分国内运动员和国内技术官员

参与配合，充分检验场地设施、场馆运行

和服务保障。被称为“冬奥大脑”的指挥部

也首次亮相。

距离冬奥会开幕只有不到一年，本次

“实战演习”非常关键，将为组委会提供发

现问题、积累经验的机会。

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迎来

建成以后的首场正式赛事活动，10天内举

办 10 个小项比赛，这 10 个项目也是冬奥

会赛场上雪车雪橇的所有比赛项目。

女子单人雪橇运动员表示，赛道有一

定难度，考验运动员的技术，但整体滑下

来感觉“非常舒服”，是一条更加需要节奏

感去控制的赛道，冰面非常光滑。

测试活动虽然参赛规模压缩，但比赛

场地不减、防疫要求不减、运行要求不减，

要应测尽测、能测尽测，最大限度完成测

试任务。

“女子单人雪橇项目是我们国内举办

的首场正式的雪橇比赛，对于国家雪车雪

橇中心来说也是一次正式的‘大考’，我们

希望通过这次测试活动能够提前发现问

题，提早想出应对和解决的办法。”国家雪

车雪橇中心竞赛主任张旭东说。

测试活动期间，坐落于北京冬奥组委

首钢办公区的指挥部首次亮相。四块大屏

连通各个比赛场馆，八个内设机构覆盖重

点业务领域，指挥机构囊括城市运行保

障，指挥部将在冬奥会赛时成为冬奥主运

行中心。

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部长姚辉

介绍说，测试活动期间，指挥部主要发挥

场馆运行调度、联络枢纽以及信息中枢的

作用。

指挥部还专门设有竞赛日程变更委

员会。据了解，16日在云顶滑雪公园举行

的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和空中技巧比赛，

就因风速和气温未达到比赛要求而调整

了赛程。

“我们所有的运行基本上都是按运行

计划来的，但是在户外场馆比赛中会出现

一些突发的（状况）或者变化，在这个过程

中需要场馆团队进行应变。”张家口赛区

云顶场馆群运行秘书长马轩说。

疫情防控方面，测试活动也有相应措

施，云顶场馆群测试了无接触采访，记者

在混合采访区内与运动员保持2米以上的

距离。

“任何防疫措施都会被考虑到，适当

增加距离也是容易做到的事情。”谈及场

馆混合采访区的设置，曾担任国际雪联自

由式滑雪协调员的乔·菲茨杰拉德说。

测试活动呈现出的效果，得到了菲茨

杰拉德在内的多位外籍专家的认可。雪车

雪橇竞赛组织专家诺蒙兹·科坦斯认为，

从不同角度来看，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是他

到过和服务过的最好的场馆。

“场馆在建筑以及运行功能方面十分

出色，建设过程经过深思熟虑，有非常棒

的设施，相信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会很享

受。”科坦斯说。

在各竞赛场馆，都活跃着冬奥滑雪医

疗队，确保当运动员出现伤病时，能在最

短时间内到达运动员身边进行医治。

拥有10年滑雪经历的医生张辉良经

过选拔，进入冬奥滑雪医疗队，负责雪道

救援工作。在张辉良看来，最大挑战是雪

道很滑而且不平，救治过程中需要先把自

己稳住。对于如何固定伤者头部等具体问

题，队员们比较熟练，能够担负起救治任

务。

“现在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有能力

完成国内高山滑雪比赛的医疗保障任务，

也有信心在明年的冬奥会上很好地圆满

地完成医疗保障任务。”国家高山滑雪中

心医疗保障团队成员白鹏说。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运行团队的很多

工作人员觉得，3个多月的汗水和付出，在

这一刻都是值得的。

“我们经历了很多辛酸，也经历了很

多痛苦，有各业务部门之间的互相磨合，

也有场地需求方面的一些交流等。这3个

多月对大家而言，都是一种不平凡的经

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场馆常务副主任

穆勇说。

坡面障碍技巧场地修型专家德克·舒

曼表示，很开心看到经过较长时间的筹

办，所有事情汇聚在一起，期待明年冬奥

会的到来。“筹办工作都在有序进行，还有

医疗保障人员在场，让我们工作时感到非

常舒适和安全。”

“测试活动是呈现成功赛事的基础。

我认为无论在竞赛还是山地运行方面，目

前测试活动都十分成功。”自由式滑雪场

地设计专家戴维·切拉托说。

相关各方原则上同意，还将于10-12

月举办10项测试活动。届时将进行全要素

测试，邀请国际奥委会等相关组织代表、

各国（地区）运动员、电视转播团队等参

加。不过也要视疫情发展情况，由相关各

方在活动之前 3 个月进行评估后最终确

定。 （据新华社报道）

最严退市新规扫出A股几多“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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