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监会拟处罚决定
1.责令恒大地产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41.75亿元的罚款。

2.对许家印给予警告，并处以4700万元的罚款。

3.对夏海钧给予警告，并处以1500万元的罚款。

4.对潘大荣、潘翰翎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900万元的罚款。

5.对柯鹏给予警告，并处以300万元的罚款。

6.对甄立涛处以200万元的罚款。

7.对钱程给予警告，并处以20万元的罚款。

8.对许家印、夏海钧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9.对潘大荣、潘翰翎采取十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债涉嫌欺诈发行……证监会拟决定：

对恒大地产罚款41.75亿元
许家印等终身证券市场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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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创新高
问：周一沪指高开，盘中震荡

走高，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一强势走高，创业板

指涨超2%，盘面上上涨个股近4500
只，汽车、航天航空板块表现较好，
北上资金净买入约28亿元。截至
收盘，两市涨停86只，仅1只个股跌
停。技术上看，沪深股指均收于5
日均线之上，两市合计成交11379
亿元环比增加；60分钟图显示，各股
指均收于5小时均线之上，60分钟
MACD 指标均重新金叉；从形态来
看，如预期各股指均快速刷新了本
轮反弹新高，短周期技术指标也得
到全面修复。值得注意的是，两市
股指均留下一个未补跳空缺口，有
再次突破的意味，而两市成交的再
次放大，使得短期仍有进一步上升
的空间。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累
计成交减少、持仓增加，各合约负溢
价水平整体继续缩减。综合来看，
伴随成交量的放大，北上资金的持
续净买入，市场重归主线，各板块良
性轮动，后市仍将迭创新高。

资产：周一按计划持股。目前
持有华创云信（600155）99万股、越
秀资本（000987）50 万股、酒 ETF
（512690） 900 万 份 、会 稽 山
（601579）35 万 股 、兆 易 创 新
（603986）5 万股、卓胜微（300782）
3.5万股、太极实业（600667）120万
股。资金余额5528970.44元，总净
值 42259070.44 元 ， 盈 利
21029.54%。

周二操作计划：会稽山拟适当
加仓，酒ETF拟适当减仓，卓胜微拟
适当加仓，兆易创新拟适当减仓，
太极实业、华创云信、越秀资本拟
持股待涨。 胡佳杰

白 杰 品 股

3月18日晚间，恒大地产发布了关于
收到中国证监会（以下简称证监会）行政
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公告显示，恒大地产涉嫌债券信息披
露违法违规案已由证监会调查完毕，证监
会依法拟对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恒大
地产时任董事长许家印、恒大集团时任董
事局副主席兼总裁夏海钧、恒大集团时任
财务总监潘大荣、恒大地产时任副总裁兼
财务中心总经理潘翰翎、恒大地产时任总
裁柯鹏、恒大地产时任总裁甄立涛、恒大
地产时任副总裁钱程作出行政处罚以及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其中，拟决定对
许家印、夏海钧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责令恒大地产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41.75亿元的罚款。

三项涉嫌违法事实
经证监会查明，恒大地产、许家印等

人涉嫌违法的事实主要包括：
一是恒大地产披露的2019年、2020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恒大地产通
过提前确认收入方式财务造假，导致
2019年恒大地产虚增收入2139.89亿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50.14%，对应虚增成
本1732.67亿元，虚增利润407.22亿元，占
当期利润总额的63.31%；2020年恒大地
产虚增收入3501.57亿元，占当期营业收
入的78.54%，对应虚增成本2988.68亿
元，虚增利润512.89亿元，占当期利润总
额的86.88%。

二是恒大地产公开发行公司债涉嫌
欺诈发行。证监会指出，恒大地产于
2020年发行的4笔债券，总额为126亿元
的债券以及于2021年4月27日发行规模
总额为82亿元的债券，由于在发行过程中
公告的发行文件中分别引用了存在虚假
记载的2019年、2020年年度报告的相关
数据，涉嫌欺诈发行。

三是恒大地产未按规定及时披露相
关信息，包括恒大地产未按期披露2021年
年度报告、2022年中期报告及2022年年度
报告、未按规定披露重大诉讼仲裁的情况、
未按规定披露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

证监会指出，2023年8月10日，恒大
地产公开披露2021年年度报告、2022年
中期报告、2022年年度报告，上述定期报
告的披露日均超过规定报送并公告日。
恒大地产未依法按时披露定期报告。

在重大诉讼仲裁方面，截至2023年8
月31日，恒大地产自2020年1月1日以来，
共有1533笔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涉案金
额5000万元以上）未按规定及时予以披
露，涉及金额4312.59亿元。

关于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证监
会则表示，截至2023年8月31日，恒大地
产自2021年1月1日以来，共有2983笔未
能清偿到期债务未按规定及时予以披露，
涉及金额2785.31亿元。

情节特别严重
针对恒大地产2019年度报告、2020

年度报告虚假记载的违法行为，证监会
指出，恒大地产时任董事长许家印全面
管理恒大地产各项业务，授意其他人员
虚增恒大地产年报业绩，手段特别恶劣，
情节特别严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同时作为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实施上
述违法行为。

证监会还称，中国恒大时任董事局副
主席兼总裁夏海钧，实际统筹管理恒大地
产日常经营事务，组织安排编制虚假财务
报告，手段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是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恒大集团时任财务总
监潘大荣，全面负责恒大地产的财务审
计，组织统筹财务造假工作，行为恶劣，情
节较为严重，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证监会指出，恒大地产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涉嫌欺诈发行的行为，违反证券法第
十九条“发行人报送的证券发行申请文
件，应当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
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内容应当真实、
准确、完整”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八
十一条第一款所述的行为。

在这方面，恒大地产时任董事长许家
印全面管理恒大地产各项业务，授意其他
人员虚增恒大地产业绩，手段特别恶劣，
情节特别严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同时作为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实施上述
违法行为；恒大集团时任董事局副主席兼
总裁夏海钧，实际统筹管理恒大地产日常
经营事务，组织安排编制虚假财务报告，
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此外，恒大地产未按期披露2021年
年度报告、2022年中期报告、2022年年度

报告的行为，违反证券法第七十九条的规
定，恒大地产未按规定披露重大诉讼仲
裁、未按规定披露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行
为，违反证券法七十八条第一款以及第八
十一条的规定，均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
七条第一款所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
本法规定报送有关报告或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的”的行为。恒大地产时任董事长许
家印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许家印拟被终身禁入
针对上述行为，证监会拟决定：针对

恒大地产披露2019年、2020年年报存在
虚假记载的违法行为，针对恒大地产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涉嫌欺诈发行的行为，针对
恒大地产未按照规定报送有关报告或者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做出处罚。

综合上述三项，责令恒大地产改正，
给予警告，并处以41.75亿元的罚款；对许
家印给予警告，并处以4700万元的罚款；
对夏海钧给予警告，并处以1500万元的
罚款；对潘大荣、潘翰翎给予警告，并分别
处以900万元的罚款；对柯鹏给予警告，
并处以300万元的罚款；对甄立涛处以
200万元的罚款；对钱程给予警告，并处
以20万元的罚款。

证监会表示，许家印决策并组织实施
财务造假，手段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
夏海钧组织安排编制虚假财务报告，手段
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根据证券法及
《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115号）
相关规定以及拟决定对许家印、夏海钧采
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对潘大荣、潘
翰翎采取十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对此，恒大地产回应称，将持续关注
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另外本公司就本次
处罚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本次
行政处罚最终以中国证监会作出的正式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决定为准。

综合证券时报微信公众号、中国证券
报微信公众号

金融监管总局提高
消费金融公司准入标准

据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记
者18日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获悉，为进一步加强消费金融公司
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优化金融服
务，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了《消
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提高消费
金融公司准入标准，强化业务分类
监管，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等。

办法提高消费金融公司主要
出资人的资产、营业收入等指标标
准以及最低持股比例要求，提高具
有消费金融业务管理和风控经验
出资人的持股比例，提高消费金融
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金要求。

金融监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
人表示，办法将消费金融公司主要
出资人持股比例要求由不低于
30%提高至不低于50%，有利于压
实股东责任，增强股东参与公司经
营意愿，同时有利于提高决策效
率，避免由于股权相对分散而出现
公司治理失效失衡的问题。

办法对消费金融公司的业务
范围进行了优化调整，区分基础业
务和专项业务范围，取消非主业、
非必要类业务，严格业务分级监
管。办法明确了消费金融公司信
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信
息科技风险、声誉风险管理等方面
的监管要求，优化增设部分监管指
标，健全市场退出机制。办法同时
压实消费金融公司消保主体责任，
健全完善消保工作的各项机制，加
强对合作机构规范管理，切实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

上市公司积极开展回购，传递出对内
在价值的认可和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A股共有831
家上市公司发布回购计划。其中，91家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是为了通过注销股份
达到市值管理目的，回购计划总量、注销
股份用途的回购方案数量均远超2023年
同期。

发布注销股份用于市值管理的上市
公司中，有不少是千亿市值龙头股。

比亚迪近日披露关于2024年回购
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告显示，本次回购

股份的资金总额4亿元，回购价格不超
过270元/股。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回购的股份将用于注销以减少
注册资本。

3月15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上市
公司监管的意见（试行）》，提升股份回购
效果和监管约束力。推动优质上市公司
积极开展股份回购，引导更多公司回购注
销，增强稳市效果。要求主要指数成分股
公司明确股价短期大幅下跌等情形下的
回购增持等应对安排。要求未增持或回

购的破净公司在定期报告中说明改善公
司投资价值的相关举措。

除了回购用于注销外，一些上市公司
通过回购股份卖出的方式达到市值管理
的效果。从股价表现看，不少公司股价出
现明显异动。

国联证券研报显示，以市值管理为目
的的注销式回购多基于市场走势、投资者
信心等因素开展。不少发布市值管理类
回购方案的上市公司超额收益明显，显著
高于同期其他回购目的的公司表现。

据中国证券报

今年以来91家公司发布注销式回购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