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筹资金、自找房子、自建队伍、自我发展”，三迁社址，几经起伏，每于关键时抓住

机遇，每在关键处引领先行，从单一报纸发展为主流财经媒体矩阵，跻身全国报业优秀创

新案例前五……从无到有，由弱而强，靠创新立业，用创造兴业，

30

年来，踏波时代潮流，

守正创新精神已内生为中证报的强势基因。

1992

年的春天，我作为《瞭望》周刊副总编辑与

《瞭望》经济组负责人林晨南下调研。 此前，经济组编

辑李树忠曾几次前往沪深，回来后为我们描述股市试

点的热闹景象。 那时，我们考虑在《瞭望》周刊原有的

基础上，办一个南方版，主要用于扩充金融、证券方面

的报道。

那年年初，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结束了人们当时的很

多争论，比如“姓资还是姓社”等。我们在南方看到，那时

的深圳、上海等地改革春潮泛起，股市试点一片热火朝

天，证券公司门口排起了长队，股票成为人们街谈巷议

的话题。我们的心情为之牵动，深刻地感受到：这多么需

要一张全国性的报纸来给予报道和引导！

回到北京后，我们经过多次讨论、分析，坚信在改革

开放的热潮下，资本市场将会蓬勃发展，单单办一个“南

方版”并不足以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瞭望》杂志社党

组达成共识后，我们正式向新华社党组递交了创办一份

证券专业报的申请。

新华社领导非常支持创办中证报， 很快就批示回

复同意。 于是我们着手准备工作。 那时，无论是股市还

是资本市场，都还是新生事物，国家通讯社自己创办一

份敏感而专业的证券报刊是否会有政治风险， 这在社

内也有争议。不巧，

1992

年夏深圳发生了“

8

·

10

”股票认

购抽签表风波，引起了高层的关注。有关方面通知我们

“缓办”，要求我们寻找政府有关专业部门联合创办，使

办报在政策和专业方面有保证。 我们先后拜访了人民

银行、体改委、财政部、社科院等部门，但均未获得同

意，原因各异，比如人民银行已有自己的《金融时报》，

体改委有自己的《中国改革报》，当时国家规定每个部

委只能办一份报纸。

“

8

·

10

”股票认购抽签表风波后，国家为加强对资本

市场的统一监管， 很快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和证监会。

我们当时还曾想与证券委和证监会协商协办事宜，但按

国际惯例，证券监管机构不能自己办报，因为会影响市

场。 最后，新华社高层下决心，自己单独创办。

事后来看，开始时步子迈得谨慎一点，也有益处。缓

办这件事本身也令我们把筹建工作做得更扎实。

全面拥抱市场经济

对于中证报这个“新生儿”来说，与新华社之前创办

的《瞭望》《半月谈》《经济参考报》等社办报刊不同，新华

社领导的意见是不给人，不给钱，不给房子，自己闯出一

条新路。 这与当时改革大潮风起云涌的时代也非常吻

合，改革、创业是当时的热词，很多新生事物，对大家来

说，都是第一次。 刚刚起家的中证报注定要全面拥抱市

场经济。

那时大家创业的热情都很高，我们提出“要创办一

流的报纸，拥有一流的经营、一流的管理水平”，也提出

了报社发展的“四自”方针，即“自筹资金、自找房子、自

建队伍、自我发展”。

对于创业者来说， 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

在哪里办公？

创刊的第一年，中证报便搬了

3

个地方。

1992

年那会

儿，很少有商品房的概念，我们在北京城前前后后跑了

一个多月也没找到合适的房子。 总社要拆迁的口字楼，

成为我们的第一个办公室。但按规划

10

月该楼要拆除重

建，我们只能另找办公地点。

1992

年

9

月，我们租用了北

京民族饭店二层的

6

个房间作为临时办公室。 我们也成

为第一家在大饭店里租房办报纸的新闻媒体。

1993

年

6

月，随着业务的发展和人员的增加，我们从

民族饭店又搬到了新华社印刷厂。 在那时，完全按照市

场规则租房办公。频频搬家的漂泊之感也让我们坚定了

“盖房子”的决心。

1994

年，我们积极参与新华社报刊发行楼的集资合

建工程。 工程从

1994

年

2

月开始筹备，到

1999

年初落成。

1999

年

7

月， 中国证券报正式从新华社印刷厂迁入新华

社报刊发行楼。 中国证券报“有家了”。

自力更生的经营之路

我们“盖房子”的钱是怎么来的？ 和租房的思路一

样：向市场要。

筹备阶段， 我们就努力扩大市场影响力。 比如，

1992

年

10

月

8

日报社成立大会，我们选在鼎鼎大名的钓

鱼台国宾馆进行。时任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新华社社

长穆青、老社长曾涛等一些著名人士莅临现场。 摆在成

立大会的是试刊第

1

期，对开四版，上面有华夏、国泰、

君安、南方四大证券公司的大幅彩色广告。

1992

年

10

月

26

日出版的第

2

期试刊同样引人注目。 这期中证报独家

刊登了“国务院决定成立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的重大

消息，当晚，该篇报道被央视新闻联播全文转播，为中

证报试刊期间在社会上树立品牌、 扩大影响力起了重

要作用。

1993

年

1

月

3

日的那天晚上， 创刊号正式出版，我

们一众人都激动不已， 好多人待在办公室没有回家。

一大早，报纸印刷出来后，从领导到员工十几口人，每

人扛着几十份报纸到街上去卖。 我记得，那天清晨我

从西单一直走到了西四， 几十份报纸很快就卖完了，

其他员工有卖不完的，就直接送给市民，目的就是为

了扩大影响力。 没过多久，每天来报社的报贩排起了

长队。 当时，国内的报纸都是邮政发行，没有零售。 报

纸后期的私人订阅量超过了公费订阅量，真正开启了

个人订阅时代。

1994

年， 中证报由对开四版的周二刊改为每周五

刊，对开八版，最高时发行量达到一百万份。 原本我们设

想，中证报创办后“一年亏损、二年持平、三年盈利”。 但

实际上，报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第一

年经营收入

800

多万元，第二年过千万元，第三年我们就

过亿了，远远超过了最初的设想和计划。

（本文节选自《信史流光：中国证券报三十年》一书）

中证报的创业岁月

● 中国证券报原社长、总编辑 任正德

2010年1月4日，中国证券报《金牛基金周报》第一期头版

2004年8月21日，中国证券报头版刊发“首届中国基金金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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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报融媒矩阵

目前，中国证券报融媒矩阵涵盖“两

微一抖两端一网” ， 移动端用户数突破

1000万，中证网日点击2500万次，构建了

自主可控的融媒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