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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播时尚被借壳

◎ 记者 王敏杰

靴子终于落地！ 关于起步股份涉嫌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及欺诈发行一案，已

由证监会调查完毕， 证监会依法拟对起

步股份作出行政处罚及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5 月 10 日晚间，“童装第一股”起步

股份发布了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及市场禁

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根据公告， 经查

明， 起步股份及相关人员涉嫌违法的事

实包括 2018 年 、2019 年 年 度 报 告 及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重大

遗漏，以及公开发行文件编造重大虚假

内容。 对于相应的违法行为， 起步股份

被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被处以 5700
万元罚款。 此外，多名涉事人员除被罚

款外，还被采取了市场禁入措施。

5 月 11 日开盘，起步股份直接封在

涨停板。 对此， 广科咨询分析师沈萌表

示，这一股价走势反应了投资者对立案

影响的预期回归收敛到调查结果， 前期

过度下跌的部分会进行一定回补。 “股

价短期波动是靴子落地， 明确立案调查

的风险程度，对前期走势进行回调，但之

后仍然是由企业基本面和投资者中长期

判断为主”。

虚增多项财务数据

事情要回溯至 2022 年，起步股份发

布了一则公告，指出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

《立案告知书》。 当时的公告并未透露更

多信息， 起步股份也仅在公告中表示会

积极配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

查工作。

对于起步股份的投资者们来说，等

待这一调查的过程略显漫长。不久前，投

资者还在互动平台上抛出问题称，“公司

被立案调查接近 500 天， 请董秘向浙江

证监局沟通询问一下。 ”5 月 8 日，起步

股份对此回复表示 “公司立案调查工作

仍在进行中， 公司暂未收到中国证监会

就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

短短两日后， 起步股份便收到了这

一调查的结果。

根据 5 月 10 日晚间的公告，起步股

份及相关人员涉嫌违法的事实包含两大

项，分别为 2018 年、2019 年年度报告及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重大

遗漏， 和公开发行文件编造重大虚假内

容。

据称， 起步股份虚增收入及成本的

财务核算基础数据采自道讯系统， 起步

股份通过道讯系统以虚构采购、 销售业

务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

总额。 2018 年年度报告中，起步股份虚

增营业收入 6947.84 万元， 占当年营业

收入 4.97%； 虚增营业成本 4633.25 万

元；虚增利润总额 2314.59 万元，占当年

利润总额 10.39%。 2019 年年度报告中，

起步股份虚增营业收入 1.82 亿元，占当

年营业收入 11.94%；虚增营业成本 1.16
亿元；虚增利润总额 6591.33 万元，占当

年利润总额 37.42%。 2020 年半年度报

告中， 起步股份虚增营业收入 1.09 亿

元，占当期营业收入 19.54%；虚增营业

成 本 6911.29 万 元 ； 虚 增 利 润 总 额

4037.32 万元，占当期利润总额 50.30%。

两年半累计计算， 起步股份虚增营收近

3.6 亿元。

此外， 起步股份还存在股份代持未

披露行为。 2016 年 12 月 13 日，起步股

份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章利民和梁继进、

吴端雅、 王天助、 庄少卿 4 人分别签订

《股权代持协议书》， 约定章利民以每股

5 元的价格向上述 4 人转让其间接持有

的起步股份股票合计 2000 万股，但暂不

办理过户，由章利民代为持有。

据悉 ， 这一股份代持行为结束于

2019 年。 2000 万股代持股份占 2018 年、

2019 年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均为 4.26%。

2018 年年度报告、2019 年年度报告中，起

步股份对上述股份代持行为均未予披露。

这些虚增的财务数据也出现在了公

开发行文件中。 据称，2020 年 3 月 4 日，

起步股份发布公告称中国证监会核准公

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5.20 亿元

可转债，期限 6 年。 2020 年 4 月 8 日，起

步股份公告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 而该募集说明书中“财务

会计信息” 部分， 正式公开披露了公司

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 月-6 月财务报

表。 证监会指出，前述募集说明书中“财

务会计信息”相关内容存在重大虚假。

上市公司和涉事人员均被罚

根据起步股份披露的这份公告，证

监会认为，起步股份 2018 年、2019 年年

度报告及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

记载、重大遗漏等行为涉嫌违反了 2019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相关

规定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 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

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

证监会明确指出，周建永、章利民、

陈章旺和吴剑军在起步股份 2018 年 、

2019 年年度报告及 2020 年半年度报告

上签字确认。 对起步股份上述定期报告

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等行为，时任总

经理周建永组织、 指使有关人员参与造

假，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长

章利民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起步股

份主要负责人，应对信息披露的真实、准

确、完整负主要责任，是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 时任财务总监陈章旺直接参与上

述造假行为，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

任董事会秘书、董事、副总经理吴剑军负

责组织和协调公司信息披露事务， 是其

他责任人员。

此外，证监会还表示，起步股份上述

公开发行文件编造重大虚假内容等行为

构成证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所述违

法行为。 而周建永、章利民、陈章旺和吴

剑军在起步股份上述公开发行文件上签

字确认。 对起步股份上述公开发行文件

编造重大虚假内容等行为，周建永组织、

指使有关人员参与造假， 是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 章利民为起步股份实际控制

人，是起步股份主要负责人，其应对发行

文件的真实、准确、完整负主要责任，是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陈章旺直接参与

上述造假行为，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吴剑军负责组织和协调公司信息披露事

务，在上述发行文件中签字确认，是其他

责任人员。

基于此， 对起步股份信息披露违法

行为，依据相关规定，证监会拟决定对起

步股份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500
万元罚款， 同时对公司多名高管予以警

告并处以罚款。 对起步股份欺诈发行违

法行为， 证监会拟决定对公司处以非法

所募资金金额 5.2 亿元 10%的罚款，即

罚款 5200 万元，并对高管处以罚款。

具体来看， 证监会对周建永给予警

告，并处以 1000 万元罚款；对章利民给

予警告，并处以 500 万元罚款；对陈章旺

给予警告，并处以 300 万元罚款；对吴剑

军给予警告，并处以 200 万元罚款。与此

同时，由于周建永组织、指使相关人员从

事上述违法行为，违法情节较为严重，证

监会拟决定对周建永采取 10 年市场禁

入措施。对章利民、陈章旺采取 5 年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

业绩、股价双跌

起步股份成立于 2009 年，一直专注

于童鞋、童装和儿童服饰配饰等的设计、

研发、生产、采购和销售，2017 年 8 月登

陆 A 股。不过，上市后的 2018 年和 2019
年，其净利润表现并不突出，连续两年出

现下滑。

而自 2020 年以来， 起步股份又因

“快手一哥”辛巴入股、资金占用、违规担

保、业绩大幅度变动等备受投资者关注。

从业绩端来看，2020 年， 起步股份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0 亿元，同比下降 295.31%，其中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 净 利 润 为 -3.34 亿 元 ， 同 比 下 降

392.21%。

而自 2020 年亏损开始，起步股份后

续两年仍未能扭亏。在 2021 年亏损 2.29
亿元的背景下， 去年起步股份实现营业

收入 3.51 亿元，同比下降 66.53%；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03 亿

元，亏损进一步扩大。对于业绩的大幅度

下滑，起步股份表示，一方面是公司应收

账款账龄变长或发生坏账， 计提减值准

备增加；另一方面，公司为维护线下经销

商渠道的稳定， 增加了对经销商的授信

额度、产品折扣等多方面的支持，降低产

品折扣，加速库存商品的处理，加剧了公

司业绩的下滑；同时，由于电商行业的竞

争加剧以及线上团队投建成本高， 线上

销售收入未能达到预期，也产生了亏损。

业绩低迷的起步股份， 在资本市场

的表现也并不好。 2020 年，起步股份因

辛巴系入股成为“网红概念股”后，其股

价一度超 17 元。不过，截至 5 月 10 日收

盘，其股价已经跌至 2.52 元。

业绩不振、股价低迷的起步股份，因

5 月 10 日晚间的处罚公布或还将迎来

投资者索赔。记者注意到，由于起步股份

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

处罚预告，为维护证券投资者合法权益，

上海汉联律师事务所宋一欣律师已经向

曾经购买过起步股份的证券投资者展开

诉讼代理征集，代理投资者索赔诉讼，权

益受损的证券投资者可以向前述律师进

行索赔登记。

◎ 记者 马云飞

又一家服装行业上市公司将彻底更

换赛道。

自 4 月底突然经历两个涨停板后，

去年净利润骤降近八成的日播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日播时尚”）至今仍

在停牌之中。

日播时尚是本土中高端时尚女装品

牌播 broadcast 的母公司， 于 2017 年 5
月正式在上交所挂牌上市， 主营精品服

装的创意设计、 工艺技术研发及生产销

售，旗下有都市女装品牌播 broadcast 及

童装品牌播 broadcute 等。

近日， 这家以服装为主业的公司对

外披露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并继续停

牌的公告。 根据公告， 公司正在筹划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预计

构成重组上市，重组上市交易的交易标

的为上海锦源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下称“锦源晟”）的股权。

换言之，锦源晟欲“借壳”日播时尚

上市。 作为新能源电池材料生产商，成

立于 2011 年的锦源晟与日播时尚目前

的服装赛道相差甚远。 这也意味着，如

果完成重组， 日播时尚将由一家服装公

司转变为新能源企业。

筹划易主

公告显示， 日播时尚的控股股东拟

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梁丰及 /或其关

联方转让公司不超过 30%的股份，同时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拟向第三方受让

人转让部分股份。 资料显示， 梁丰是锦

源晟的实际控制人。 股份协议转让完成

后，梁丰将成为日播时尚的实际控制人。

记者查询发现， 目前日播时尚的控

股股东为日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下称

“日播投资”），实控人为王卫东、曲江亭

夫妇。 截至 3 月 31 日，第一大股东日播

投资持有日播时尚 53.19%的股份，王卫

东直接持有日播时尚 11.72%的股份，为

第二大股东。 第三大股东为王卫东、曲

江亭之子王晟羽，持股 6.19%，目前任日

播时尚董事、总经理。

日播时尚方面称， 此次交易公司拟

通过发行股份及资产置换等方式， 向梁

丰、阔元上海、宁波善浩及其指定主体购

买锦源晟股权以实现对锦源晟的控制。

公司拟将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

负债作为拟置出资产， 与梁丰及其控制

的主体持有的锦源晟股权中的等值部分

进行置换， 差额部分由上市公司向梁丰

及其控制的主体发行股份购买。同时，公

司拟向锦源晟的其他股东发行股份购买

其持有的锦源晟股权， 并拟采用询价方

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截至目前，梁丰、阔元上海、宁波善

浩 分 别 持 有 锦 源 晟 28.5714% 、

17.1429%、7.1429%的股权。 尽管日播时

尚在公告中称重组上市的方案尚未确

定，不过已签署《资产重组意向书》，并正

在洽谈的其余股东合计持有锦源晟

47.1428%的股权。

作为此次交易标的， 锦源晟主营新

能源关键金属矿产资源的开发、 冶炼及

深加工，锂离子电池正极前驱体及正极

材料的研发及制造等相关业务。 官网显

示，目前该公司拥有 170 万吨铜金属、20
万吨钴金属资源量， 控制了 200 万吨红

土镍矿资源。 2022 年 8 月，锦源晟获得

B+轮融资，由正心谷资本领投，联动丰

业、科控丰泰、高林资本、朝希资本、国策

投资、CPE 源峰、辰韬资本、长石资本跟

投，融资金额高达 10 亿元，根据彼时披

露， 该轮融资将用于实现从资源到正极

材料的一体化布局。

值得一提的是， 梁丰还有另一个身

份———国内规模较大的新能源上市公司

璞泰来的董事长及创始人。 3 月 23 日，

胡润研究院发布 《2023 胡润全球富豪

榜》，梁丰、邵晓梅夫妇以 290 亿人民币

财富位列榜单第 733 位。

业绩低迷

不可否认的是， 日播时尚如今的境

况稍显落寞。

2022 年，受到疫情等多种因素叠加

影响， 服饰行业集体承压。 根据中华全

国商业信息中心统计，2022 年全国重点

大型零售企业服装零售额和零售量分别

同比下降 14.79%和 18.61%，其中，12 月

当月， 服装零售额和零售量同比分别下

降 34.32%和 38.80%。

在此背景下，“亏损” 成为服装行业

主基调，美邦服饰、太平鸟、七匹狼等多

个本土服装公司营收净利均出现大幅下

滑，曾经的“优等生”太平鸟更是遭遇了

上市后营业收入首度下滑， 扣非净利润

首度为负。

日播时尚亦不例外。 2022 年，日播

时尚营业收入约为 9.53 亿元，同比下降

7.05%；归母净利润约 0.17 亿元，同比下

降 79.6%；扣非净利润 0.06 亿元 ，同比

重挫 91.89%。 与此同时，作为重要经营

指标，2022 年该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为-0.06 亿元 ，2021 年同期

这一数据为 0.98 亿元。

在年报中， 日播时尚坦言，2022 年

业绩下滑主要是线下店铺部分时间未能

正常营业，导致销售受阻，消费市场整体

增长乏力等。 2022 年是异常艰难的一

年， 严峻的外部环境叠加激烈的市场竞

争，消费低迷，导致收入下降。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日播时尚

共有实体店铺 703 家 ，2021 年同期为

701 家。 不过，与 2021 年同期相比，该公

司 2022 年主要产品的库存量增加明显，

其中上衣与外套增幅超过 70%。 日播时

尚方面对此解释为库存量增长原因，主

要是受外部环境影响，销量下降。

在年报中，日播时尚亦提及，结合外

部环境和公司实际情况，2023 年， 公司

旗下主力品牌“播 broadcast”将进一步明

晰产品风格与定位，并通过能效提升、主

推增量、核心门店拔高等举措，继续保持

稳健发展。此外公司将在 2023 年初步构

建起以 “播 broadcast” 为核心基石，“播

bo”“播 broadcute”“R130”项目为新增长

点的播系品牌矩阵， 进一步夯实新品牌

孵化和多品牌运营能力， 为取得突破性

发展提势蓄能。

“鞋服行业对于生意人来说就是传

统行业， 上市公司逐利本质决定了它们

会发展新业务。 ”鞋服行业独立分析师、

上海良栖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程伟

雄向记者表示：“本土鞋服行业处于转型

升级阶段，在多个方面投入资金较多，投

资回报周期较长， 因此执迷于热点业务

不足为奇。 ”

显然，如果此次易主成功，日播时尚

将彻底改弦更张。

起步股份遭重罚

蔡淑敏 摄

张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