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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7月开门红 沪指站上3000点

封死跌停板“停牌钉子户”*ST新亿复牌路坎坷

沪指重回3000点

时隔近4个月，上证综指重回3000点。交

易行情显示，7月1日开盘，A股三大股指集体

高开，随后呈现震荡向上走势，上证综指早盘

成功突破3000点整数关口。午后开盘，A股三

大股指集体进入下行通道，创业板指盘中更

是跌超2%。下午1点45分左右，A股三大股指

集体上演V形反转，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发力

冲高，截至当日收盘，分别收涨1.38%、1.01%，

报收3025.98点、12112.96点；创业板指当日跌

幅则缩窄至0.76%，报收2419.63点。

虽然7月1日收跌，但创业板指在当日盘

中仍然刷新了前期新高，最高点达2450.84。

总体来看，创业板指近期的市场表现引发了

市场极大关注。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杨德龙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

年上半年创业板指数牛冠全球，主要原因还

是科技股大涨带来的行情，这也表明新兴科

技股已成为很多资金追逐的对象。

成交量方面，7月1日沪深两市较此前出

现放量，其中沪市当日成交额达3698.84亿

元，深市成交额达5374.08亿元，经计算，两市

总成交额逾9000亿元，投资者当日交易氛围

浓厚。

数据显示，东方财富、省广集团、万科A、

中国平安、浪潮信息、贵州茅台、紫光国微等

个股在7月1日成交额均超50亿元，其中东方

财富居首，公司当日成交额达75.6亿元。

个股方面，两市涨多跌少，正海磁材、新

华联、拓维信息等逾60股涨停，逾2000股出现

不同程度的上涨。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潘向东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预

计结构性行情有望延续，未来低估值板块个

股也存在一定的补涨机会。

权重股集体走强

在7月1日的市场表现中，白酒、地产、大

金融等权重股表现抢眼。当天早盘阶段，白

酒、地产、券商板块不断拉升，助力上证综指

冲上3000点。其中，白酒股连续爆发，贵州茅

台盘中一度站上1500元，最高达1506.1元，

创历史新高。截至当日收盘，贵州茅台报收

1494.27元/ 股，涨幅达2.15%；老白干酒、迎

驾贡酒、酒鬼酒、泸州老窖、金种子酒等多股

当日更是涨停收盘，其中泸州老窖当日涨停

价100.23元/ 股，迈过百元大关，总市值达

1468亿元。

根据深交所披露的盘后交易信息显示，

泸州老窖前五大买入席位中，机构占据四席，

合计买入6.4亿元；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黄浦区湖滨路证券营业部则买入金额

1.59亿元。

除此之外，舍得酒业、今世缘、五粮液等

多只个股在7月1日也大幅收涨，其中五粮液

当日收涨6.35%，盘中最高价达185.1元，总市

值一度突破7000亿元，亦创出历史新高。

房地产板块在7月1日亦表现突出，掀起

涨停潮，截至当日收盘，新华联、金科股份、绿

地控股、金地集团、中交地产、格力地产、信达

地产、阳光城、南国置业等10余股涨停。

券商、银行等大金融板块在7月1日盘中

拉升走强，助推上证综指站稳3000点。其中，

浙商证券7月1日涨停，光大证券、财通证券涨

幅均超5%，中国银河、广发证券、华西证券等

近40股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银行股则在7月1日午后拉升，光大银行

涨幅居首，当日收涨7.26%；张家港行、宁波银

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平安银行等34股出

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与上述走势强劲个股相比，浪潮信息7月

1日的市场表现引发市场极大关注。7月1日午

后开盘，浪潮信息跳水跌停，随后公司股价有

所回升，当日跌幅缩窄至4.75%。消息面上，浪

潮信息被加入美国出口管制名单，英特尔产

品出口至公司的产品暂停。

184股创年内新高

大涨行情下，7月1日共有184股创出了年

内新高，单日沪深两市全部个股总市值增长

8000亿元。经Wind数据统计，剔除今年6月以

后上市的次新股，两市共有安恒信息、安车检

测、宁德时代、飞科电器、科达利、宣亚国际、紫

光国微等184股创出了年内新高。诸如，宁德

时代7月1日高开1.57%，开盘后公司股价发力

冲高，最高点达181.9元/股。但受创业板指疲

软的影响，宁德时代创新高后股价开始下行，

截至7月1日收盘，宁德时代收于169.4元/股，

跌幅达2.84%。

紫光国微则在7月1日涨停收盘，公司最

新股价达80.03元/股，创出年内新高。根据深

交所当日披露的盘后交易信息显示，前五大

买入席位中，机构席位占据3个，合计买入7.42

亿元；此外，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大钟亭证券

营业部分别买入1.76亿元、1.71亿元。

宣亚国际则成为了184股中的“人气股”，

交易行情显示，宣亚国际7月1日大幅高开

4.92%，盘中一度涨停，最高时达33.12元/股，截

至当日收盘，宣亚国际收涨5.94%，报收31.9元/

股。需要指出的是，宣亚国际近期走势亮眼，公

司在6月15日-7月1日近11个交易日区间累计

涨幅高达116.86%，同期大盘涨幅7.73%。

但财务数据显示，在今年一季度宣亚国

际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1256万元。针对相关

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宣亚国际董秘办公

室进行采访，对方工作人员表示，“公司未来

将通过加强数据技术产品类布局等诸多方式

提升公司业绩”。

另外，截至6月30日收盘，A股全部个股

总市值达70.55万亿元；剔除7月1日登陆A股

的首都在线、秦川物联，截至7月1日收盘，A股

全部个股总市值达71.35万亿元，经计算，仅7

月1日一个交易日，沪深两市全部个股总市值

增长8000亿元。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马换换

7月1日股价跌停

停牌超四年，*ST新亿最终复牌。7月1日，
*ST新亿跌停，这是公司复牌后的第二个交易
日。东方财富数据显示，*ST新亿7月1日以跌
停价2.57元/股开盘，开盘后即在大量卖单的

抛压下被牢牢封死在跌停板上。截至当日收

盘，*ST新亿仍未开板，股价报收2.57元/股，下
跌5.17%，卖一价位上尚有近83万手卖单排队

等待“出逃”。整体来看，截至7月1日收盘，*ST
新亿总市值为38.32亿元。

*ST新亿停牌源于公司的重整事宜。2015
年8月28日，已经因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

亏损且2014年净资产为负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的*ST新亿，被江苏中立信律师事务所以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

部债务为由，向塔城地区中院申请对*ST新亿
进行重整。此后，按照规定，重整受理之后*ST
新亿自2015年12月7日开始因重整事项停牌，

这一停牌就是超四年的时间。著名经济学家

宋清辉坦言，部分长期停牌的公司确实对于

持有的投资者不利，使得投资者资金被锁定

无法进行交易。

今年6月30日，*ST新亿宣布复牌。复牌原
因系公司未按期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停牌已

满2个月。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3.2.5条的

规定，公司股票自2个月停牌届满的下一个交

易日起复牌。复牌首日，*ST新亿股价报收
2.71元/股。

存暂停上市及退市风险

Wind数据显示，停牌之初，截至2015年

12月31日，*ST新亿股东户数约为3.28万户，
这也意味着超3万户股东被“困”超四年。对于

复牌后的*ST新亿而言，所面临的挑战与风险
不容忽视。

从*ST新亿的复牌原因来看，源于公司未
按期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停牌已满2个月。

*ST新亿提示公司可能无法披露年报被暂停
上市、终止上市的风险。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公司如果未能在复牌交易后的2

个月内披露经审计的2019年年度报告，公司

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如果公司未能在暂停

上市的2个月内披露经审计的2019年年度报

告，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

从*ST新亿公告来看，公司年报“难产”主
要源于未正式聘请审计机构。据了解，因前任

会计师事务所辞任、没有新会计师事务所承

接审计等诸多因素影响，*ST新亿无法在2020
年4月30日的法定期限内披露2019年年度报

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2.7条的规定，公

司股票自4月30日起继续停牌，进入退市程

序。”*ST新亿在公告中如是表示。
复牌前夕，上交所也向*ST新亿下发了监

管工作函，督促公司尽快披露年报，充分揭示

风险。对目前年报审计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

多次致电*ST新亿进行采访，对方电话显示已
关机。*ST新亿在最新公告中称，截至目前，公司
正与意向审计机构对接沟通，暂未召开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履行聘请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

除年报披露问题，*ST新亿最新在5月26
日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

调查。在资深投融资专家许小恒看来，立案调

查无疑让*ST新亿蒙上一层阴影。值得一提的
是，在此之前，*ST新亿即在2015年12月被调
查。在最新的公告中，*ST新亿直言，如公司因
前述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根据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触及了《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

制退市情形的，将面临重大违法退市风险。

持续经营能力待解

除面对上述难题外，*ST新亿还存在持续
经营能力较弱的风险。*ST新亿称，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较弱，存在较高的经营风险。据了

解，*ST新亿2018年财务审计报告被会计师出
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会计师未能就

评估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指标（盈利能

力、偿债能力、财务资源支持等）取得充分、恰

当的审计证据。具体包括无法判断形成其他

应收款相关债权交易的真实性、计提坏账准

备的充分性等。财务数据显示，2011-2018

年，*ST新亿扣非后归属净利润均为负值。
另外，*ST新亿表示，大股东或其关联方

向公司注入资产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公司未

来持续经营能力具有重大不确定性。早在

2018年年报中，*ST新亿就曾提到，公司的重
整计划已经基本执行完毕。但彼时，*ST新亿
亦称，“由于本公司尚处于被立案调查及破产

重整案立案审查阶段，其关联方的资产注入

不能实施”。 北京商报记者 高萍

本钢板材转债有投资者一下中签
20张，但投资者表示决定弃购，只因每
股净资产太高导致转股价太高且看不
到降低转股价的希望。这样的可转债，
更像是企业债， 类似的可转债虽然中
签率很高，但不一定“香”。

本钢板材截至2019年末每股净资
产值5.03元，根据相关规定，上市公司
再融资的价格不能低于每股净资产
值，也就是说，虽然本钢板材的股价只
有3.25元，但是再融资的价格却不能低
于5.03元。这样一来，投资者认购再融
资就出现了一个悖论， 从二级市场买
入股票只需要3.25元，但是不管认购增
发还是配股，都不能低于5.03元，那么
谁还会去傻乎乎地认购再融资？ 本栏
认为这可能是本钢板材发行可转债的
直接原因。

但是投资者购买可转债就有利可
图吗？从本钢板材的股价走势看，前一
次股价触碰5.03元是在2018年3月19
日。这就是说，最近的两年时间，本钢
板材从没有达到过转股价5.03元。那么
这个转股价有可能进行下修吗？ 本栏
理解， 既然再融资的价格不能低于净
资产值， 除非本钢板材的每股净资产
值能够下降， 否则转股价依然没办法
下修。所以从可转债的估值体系看，现
在投资者认购本钢转债， 与认购单纯
的企业债并没有多大的差异。

那么，对于企业债来说，本钢转债
的票面利率第一年为0.6%， 第二年为
0.8%，第三年为1.5%，第四年为2.9%，第
五年为3.8%，第六年为5%。即使是最后

一年的5%，也不如企业债的利率高，而
且前面的利率就更少， 所以按照本钢
转债的纯债价值计算， 其上市即破发
属于正常现象。

那么有没有办法降低转股价格？
本栏说了，如果当前的政策不变，那么
就必须要降低本钢板材的每股净资产
值， 但通过亏损来降低显然不符合各
方的利益。

本栏认为， 对于钢铁行业企业来
说， 可能的办法就是修改资产估值的
财务记账方式。打个比方，诸如把高炉
等资产的记账价值中的使用年限减
少，加快它的折旧速度，从而让高炉的
资产价值下降，从而降低每股净资产。
当然， 这一过程可能会追溯往年的利
润水平， 甚至有可能引发追溯调整后
的业绩亏损，但是这样一来，高炉的账
面价值就和变现价值更加接近， 公司
的经营本质不变， 每股净资产值却能
大幅下降， 这对于公司的再融资以及
改变全行业破净的现状都有好处。

在本栏看来，钢铁股的高净资产
和低股价中，正确的是低股价，有“虚
值”的是净资产，因为投资者更关注
的是这一资产如果变现能够产生的
价值，而非它的购买成本。试想，一个
对于自己很有意义的车牌号码，自己
花了大价钱买入， 但是对于公众来
说，这不过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的车牌号码，它的价值量也没有什么
附加值。高炉也一样，对于钢铁企业
自己很重要，但如果拿来变现，也没
有太高的价值。

7月1日，*ST新亿（600145）股价跌停，这也是公司停牌逾四年后复牌后

的第二个交易日。2015年12月，因重整事项，*ST新亿停牌，未曾料想，*ST新

亿这一停即超过四年，由此*ST新亿也被市场戏谑地称为“停牌钉子户”。如

今， 因未能按期披露年报，*ST新亿触及相关规则而复牌。 对于*ST新亿而

言，复牌之后能否按规披露2019年年报摆脱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风险，又如

何改善持续经营能力无疑是摆在公司面前需要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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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6月30日的强势走势，A股7月迎来“开门红”。7月1日，A股三大股指集体高开，盘中经历小幅

震荡整理之后，上证综指午后发力冲高，当日成功站稳3000点，报收3025.98点。盘面上，白酒、地产、大

金融等权重股集体走强，泸州老窖、酒鬼酒、金科股份等多股涨停，贵州茅台盘中一度突破1500元大

关，创历史新高。经统计，剔除7月1日两只上市新股，当日沪深两市全部个股总市值暴增80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