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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集体重挫

上证综指失守2600点

史上最严退市新规传递出哪些监管信号？

资本市场再迎“大动作”

责任编辑：刘鹏凯 美编：赵耀中 校对：韦驰专题

近日，资本市场再次迎来重
塑生态的“大动作”。沪深交易所
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规则
落地。新规落地，威力初显。长
生生物退市机制随即启动，*ST
百特、金亚科技及时发布退市风
险提示。

除了市场普遍关注的“史上
最严”外，退市新规落地还传递出
哪些监管信号？围绕业界关心的
焦点，记者采访了监管部门和市
场人士。

信号一：
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公司“出一家，退一家”

退市新规对信息披露类证券
重大违法情形进行了类型化规定，
明确首发上市欺诈发行、重组上市
欺诈发行、年报造假规避退市以及
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等四种情
形。备受公众关注的社会公众安
全类重大违法的具体情形也同步
清晰：上市公司或其主要子公司
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
或者被撤销；依法被吊销主营业
务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存在丧
失继续生产经营法律资格的。

新规落地，威力初显。深交
所立即启动了长生生物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机制，意味着长生生物
可能成为社会公众安全类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第一股。11月 8日
至16日，*ST长生在投机炒作下
出现7个连续涨停板，退市机制
启动将让不理性的“博傻”资金付
出沉重代价。

谁会收到下一张“红牌”也成
为市场焦点。此前被启动强制退
市机制的*ST百特、金亚科技在新
规落地后及时发布退市风险提
示。两家公司表示，继续维持停牌
状态，待人民法院对公司作出有罪
裁判且生效后，再依据新规判断是
否构成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
出现被吊销营业执照或主营业务
许可等情形必须公告，这意味着
一旦涉及新规明确的退市情形，
此类上市公司退市“在劫难逃”。

上交所强调，退市新规发布
实施后，将切实担起主体责任，严
格执行新规，对于触及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情形的上市公司，有一
家退一家；深交所表示，针对严重
危害市场秩序、严重侵害群众利
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重大违
法公司，坚决做到“出现一家、退
市一家”。

信号二：
退市制度改革仍将随着市场
发展持续完善

“退市制度的改革从未停
步。”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相关
负责人说，随着科创板的推出、证
券法修改完善等资本市场重大改
革的推进，退市制度未来也将继
续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退市制
度没有“史上最严”，而是将持续

升级。
在中国A股市场中，退市

一直是个“老大难”。由于涉及
利益主体众多，每每有上市公
司到了退市关口，都遭遇重重
阻力。证监会数据显示，截至
目前，沪深两市共104家公司
退市，其中56家为强制退市。

随着资本市场生态逐渐变
化，市场各方对打通市场进出
机制、改革退市制度的要求越
来越迫切。2014年 10月，证
监会出台《关于改革完善并严
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
干意见》增加了对欺诈发行、重
大信息披露违法等重大违法公
司强制退市安排。今年3月，
证监会表示拟对此意见进行修
改，并就修改内容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7月，修改退市制
度的决定正式出台。3个多月
后，沪深交易所落地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规则，被称为“史上最
严退市新规”。

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随
着制度不断升级以及退市监管

力度的不断加强，“退市第一
股”越来越多，说明监管部门正
在对市场深恶痛绝的各类重大
违法、市场乱象“亮剑”。

今年，*ST烯碳成为盈利
情况下非标意见退市第一股，
中弘股份因股票已连续20个
交易日收盘价格均低于股票面
值（即 1 元），也进入了终止上
市程序，成为面值退市第一
股。再到长生生物，成为涉及
公众安全退市第一股已“板上
钉钉”。至此，2018 年已有
*ST昆机等3家公司被强制退
市，中弘股份被做出终止上市
决定，*ST长生、金亚科技等4
家公司被启动强制退市程序，
力度罕见。

信号三：
退市常态化将成为大趋势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流水不腐，户枢
不蠹。未来退市制度的继续升
级方向是打造“进退有序、优胜
劣汰”的市场生态，让市场在优
化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
反映真实价值。“打造这样的市
场生态，才能从更广范围和更
深层次保护广大投资者。”

此次退市新规在明确退市
标准之外，还在优化退市环节
上下了功夫，提高退市效率。
重大违法退市情形的暂停上市
时间，由 12 个月缩短为 6 个
月。除欺诈发行外的其他重大
违法退市的公司申请重新上
市，时间间隔由1年延长为5
年。“一快一慢”的调整，释放出
了退市从严的信号。

同时，还明确了欺诈发行
退市的公司不得重新上市，一
退到底，彰显了沪深交易所对
欺诈行为的“零容忍”。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新华社上海 11 月 23 日电
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A股再现
集体重挫。上证综指跌逾2%并
失守2600点整数位，深市三大股
指跌幅均超过3%。两市上涨品
种总数不足200只，成交总量则
放大至近3600亿元。

当日上证综指以2640.67点
小幅低开后，基本呈现单边下行
格局。午后沪指击穿2600点整
数位并继续下行，尾盘收报
2579.48点，跌65.95点，跌幅为
2.49%。

深市表现明显弱于沪市。深
证成指跌 257.29 点至 7636.70
点，跌幅达到3.26%。创业板指
数收报 1308.74 点，跌幅达到
3.34%。中小板指数大跌3.59%，
报5043.90点。

伴随股指重挫，沪深两市个
股普跌，上涨品种不足200只。

不计算ST个股，沪深两市仅16
只个股涨停。

除保险板块在中国人保继续
涨停带动下逆势收涨外，其余行
业板块均告下跌。综合类、印刷、
传媒教育、葡萄酒板块跌幅高达
逾5%。当日仅有银行、石油燃
气、饲料板块跌幅不足2%。

沪深B指同步大跌。上证B
指跌2.29%至277.16点，深证B
指跌1.72%至875.86点。

伴随市场抛盘涌出，A股一
改近期持续缩量态势。沪深两市
分别成交 1500 亿元和 2085 亿
元，总量接近3600亿元。

刚刚结束的本周交易中，A
股总体表现弱势，并两度出现较
大幅度的回调。上证综指全周累
计下跌3.72%，深证成指周跌幅
达5.28%，创业板指数周跌幅高
达逾6%。

荷兰画家伦勃朗·哈尔曼松·
凡·莱因绘制的一幅画像定于12
月5日在英国首都伦敦拍卖。因
为画作底部两处指纹可能是画家
本人所留，因此这幅油画预估价
为 600 万至 800 万英镑（约合
5357万至7143万元人民币）。

这幅油画名为《双手交叉的
年轻男子头像习作，祈祷中的基
督》，高25.5厘米、宽20.1厘米，
大约1650年左右绘制而成。苏
富比拍卖行说，油画2011年在法
国巴黎卢浮宫展出前接受“技术
检查和修复”，在已经修改的模糊
涂层上发现两个指纹。苏富比拍
卖行几乎可以肯定，指纹是伦勃
朗本人的。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日
援引苏富比古典大师画作专项主
管乔治·戈登的话报道，尽管没有
伦勃朗的已知指纹印可以比对，
这两处指纹“在画作底部最初涂
层发现，使它们与画家的关联高
度可信”。

发现指纹的研究员米歇尔·
范德拉尔发表声明，说这幅画像
以当时荷兰盛行技法完成，在下
层颜料没有干透以前就继续涂
抹上层颜料。这种作画方式可
能弄脏画面。范德拉尔说：“指
纹的发现证明，这幅画是快速完
成，让人们得以洞见伦勃朗的娴
熟技巧。”

新华社微特稿

有伦勃朗指纹画作待拍卖

与会人员参观金湾湿地公园。

相关单位在检测城市排水管网系统。

采用透水铺装+生物滞留带对路面雨水进
行控制，让狭窄的水泥路面蜕变为“会呼吸”的海
绵路面；将水塘串联作为大型梯级湿地，将前置
塘雨水引入湿地进行处理，并设置循环泵将中心
河水引入湿地，对河水水质进行循环净化，昔日
面源污染比较严重的鱼塘成为生态湿地公园的
亲水平台……

23日上午，珠海市海绵城市
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称

“市海绵办”）组织各区（功能区）、
市市政和林业局、市住规建局、市
海洋农业和水务局、市公路局、西
城建设局、珠海水控集团、珠海规
划研究院、中国生态院等单位相关
人员，在金湾航空新城召开海绵城
市建设现场交流会，近60名与会
人员实地感受我市海绵城市建设
给城市带来的美丽变化。

据了解，自2016年4月珠海
成功申报全国第二批海绵城市建
设试点城市以来，经过两年多的
摸索，我市海绵城市试点建设工
作在组织领导、工作机制、技术标
准、专题培训、项目建设、监督考
核等方面顺利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的成效初步显现。

实地感受：
海绵城市试点区人水和谐

我市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区总
面积51.96平方公里，包括西部中
心城区31.9平方公里、横琴新区
20.06平方公里，以试点区域先行
开展海绵城市试点建设，积累建
设经验后再逐步推广。

当天上午，与会人员首先来
到位于西部中心城区海绵城市试
点区范围内的航空新城金湖大
道，了解该路段海绵城市改造工
程的进展情况。金湖大道西起双
湖路北段，东至省道S272（机场
东路），道路设计长度2746米，全
线均为直线，设计宽度为60米，
双向8车道。主干路原为水泥路
面，绿化带非常窄。在海绵城市
改造中，将绿化带拓宽后，作为生
物滞留带使用，车行道进行白加
黑改造。项目通过透水混凝土、
透水砖铺装控制非机动车道及人

行道路面雨水；侧石开孔处设置
沉淀池，对雨水进行消能净化。
改造后，生物滞留带下渗区域采
用表层介质土+多孔纤维棉的方
式，通过介质土的高渗透性以及
多孔纤维棉的高孔隙率（可达
90%以上），生物滞留带蓄水层雨
水基本可在雨后2小时左右下渗
排出；雨水在增加下渗区域渗透
能力的同时，还可利用多孔纤维
棉蓄留部分雨水，并在枯水期向
周边土壤缓慢释放补水。其他区
域采用景观种植土，不影响乔木、
灌木及地被的正常生长。

接着，与会人员来到航空新城
区域范围内的中心河湿地公园，实
地感受海绵城市建设给这条河涌带
来的美丽蜕变。据介绍，中心河属
于自然形成的河道，最窄处20米，
最宽处105米，下游与外河泥湾河
交汇处设有闸门，曾一度被作为养
殖水面，河边的几个水塘原来是养
鱼的鱼塘，面源污染比较严重。在
海绵城市改造中，将鱼塘取缔后，以
原生态为目标，维持了基本的生态
本底样貌，围绕水塘打造了一个景
观区域，针对水塘做了一些修缮及
景观提升工作。在中心河东段驳岸
的海绵城市设计方案中，补充了样
板段市政雨水排口处的水质保障措
施：拟在西段驳岸排口处增设前处
理设施——前置塘，将水塘串联作
为大型梯级湿地，将前置塘雨水引
入湿地进行处理，并设置循环泵将
中心河水引入湿地，对河水水质进
行循环净化。此外，对水塘底的清
淤工作以及水生态构建等内容也将
纳入二期工程实施。改造后的中心
河湿地公园水清岸绿、鸟语花香，行
走在蜿蜒贯穿水塘的亲水栈道上，
宛如画中游。

现场交流会的第三站是被称
为“金湾情侣路”的机场东路美化
绿化提升工程一期工程现场。据
介绍，机场东路一期工程设计范围
为机场东路东侧海堤一号闸（祥祺
明月湾）到三号闸岸线，总设计长

度6.4千米，设计宽度从道路机动
车道红线至海堤边，约40米-60
米范围，总设计面积34.55ha。海
绵城市建设控制目标为年径流总
量控制率70%、年径流污染控制率
（以SS计）50%。建设内容包括：构
建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按照海绵
城市理念，在项目设计范围内设置
一定富余调蓄空间，集中收纳周边
汇水；结合景观专业，打造海绵城
市特色景观。项目通过在绿地内
设置滞蓄型植草沟、雨水花园等设
施消纳附近车行道路雨水；在篮球
场、广场等区域布置滞蓄型植草
沟，对场地雨水进行净化；超标雨
水通过项目内设置的雨水渠排除，
保证区域排涝能力。

通过实地探访和听取情况介
绍，与会人员对金湾区的海绵城
市建设成果有了较为深入的认
识，切身体会到了海绵城市让人
与水和谐相处的神奇效能。

交流经验：
海绵城市建设任重道远

在参观和听取情况介绍的过
程中，与会人员还进行了热烈的
交流。珠海市海绵城市专项工作
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表示，在金
湾区举行全市海绵城市建设现场
交流会非常有必要，通过这次交
流，各区各有关单位能更好地互
相学习海绵城市建设经验，提高
项目建设质量，让市民共享海绵
城市建设带来的红利，增添市民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会议强调，各区各有关单位
要认清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意
义，理清海绵城市建设思路，运用
海绵理念引领城市建设，树立大
海绵的概念，将城市涉水问题统
一按照海绵理念来系统考虑、整
体解决，既讲好整个区域的大海
绵故事，也讲好项目地块的小海
绵情节，而且要互相紧密联系。
同时要按照11月5日珠海市海绵
城市建设专题工作会提出的工作

要求，抓好“开工率、完工率、投资
支出率”，加快建设进度。

会议要求，切实抓好管网建
设，实现雨污分流。各区各有关
单位要加快推进试点区内管网普
查、清淤和病害治理，管网普查工
作务必在2018年12月底前完成，
清淤和病害治理在2019年6月底
前完成；加快完成试点区雨污分
流工作，2019年3月底前完成排
水户调查建档，2019年6月底前
完成错接、漏接的整改修复工
作。同时，要切实抓好生态治理，
达到不黑不臭不涝，各区要结合
河长制、黑臭水体等生态治理工
作，加大政府投入，运用新科技、新
技术切实解决河渠水体黑臭问
题，水体达准四类标准，落实考核
目标。针对目前全市海绵城市建
设项目开工率低、完工项目少的
现状，会议要求各区各单位要切
实查找原因，想法设法，全力以赴
狠抓项目建设进度，力争在2019
年4月前完工率达80%以上。

会议特别强调，要优先使用
专项资金，减少政府债务风险。
各试点区要优先使用中央财政专
项补助资金建设海绵城市，落实
国务院关于坚决控制地方各级政
府“隐形债务”规模的指示，减少
政府财政承受力和债务风险，特
别是管网建设、生态治理等项目
要多用专项资金；各试点区要在
年底前保证已下达资金确实支付
到具体项目上。2018年新下达
的3.6亿元专项资金，近期将按分
配方案下达，各试点区要认真落
实，加快完成资金的支付工作。

会议最后认为，我市海绵城
市建设试点后期工作任重道远。
各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转变观
念，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
感，通力协作，加强沟通，结合实
际，将海绵城市建设与排水防涝、
污水治理、黑臭水体整治、环保大
督查等工作整体统筹推进，确保
完成试点任务。

我市召开海绵城市建设现场交流会，相关单位近60人走进试点区

实地感受海绵城市的美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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