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创造性助推资本市场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改革发展，中证报的远见、毅行未曾辜负时代。 从力挺股权分置改

革，疾呼养老金市场化投资运营，到为全面注册制平稳运行鼓呼；从二十年如一日打造标注行业、评价行业、引领行

业的“金牛” 品牌，到发起成立为了投资专业理性、助力实体基业长青的全国投资者教育联盟……30年来，服务“国

之大者”的担当精神始终是中证报的鲜明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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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

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

2003

年

2

月

15

日，中

国证券报在头版刊发《涨

停板敢死队》， 首次披露

银河证券宁波解放南路

营业部 “涨停板敢死队”

的操作手法，被媒体广泛

转载。

2009

年

12

月

1

日， 中国证券报刊

发 《百点长阳能否

击 破 基 金 仓 位

“

88%

魔咒”》。

2018

年

3

月

29

日，

中国证券报刊发《控股

子公司偷排废水被关

停 辉丰股份深陷环保

泥淖》。

2016

年

10

月

13

日， 中国证券报在

头 版 头 条 刊 发

《“

T+0

” 地下工厂

大起底》。

2021

年

5

月

19

日，中

国证券报刊发 《伪市值

管理： 一场利益输送的

隐秘牌局》。

2021

年

8

月

3

日， 中国证券报刊

发 《风格漂移引争

议 名不副实的基

金“盲盒”》。

为股权分置改革鼓与呼的难忘岁月

———我与中国证券报的知遇之交

●东南大学资深教授、

国家发展与政策研究院院长 华生

20世纪80年代， 我在国务院经济体制

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很多领导同志对

我比较熟悉，而我对国有股的市价减持批评

得最早，也最有理论色彩，所以我较早被邀

请参加了座谈会。时任中国证券报社社长陈

乃进，也是我在那个会场上认识的，由此开

始了我与中国证券报多年的深度合作。

我记得会议从8月到9月开了四五次，

争论很激烈。随着市场下行和讨论的深入，

反对者越来越占上风。 2001年10月22日，

国务院授权证监会发表声明， 暂停执行刚

刚发布了4个月的减持决定， 以便进一步

征求意见和研究制定具体操作办法。 这也

意味着高层已经认识到， 国有股减持不是

一个简单的财政问题， 而是涉及证券市场

的改革和制度安排问题。很自然地，证监会

就替代财政部， 成为下一步解决问题的主

导部门。

陈乃进敏锐地觉察到，国有股减持遇到

的挑战反映了我国流通股、非流通股的设置

存在严重问题。 因此，给政府建言献策提供

思路、推动中国股市全流通改革，是中国证

券报这样的主流大报义不容辞的重要使命。

虽然当时市场上和理论界关于这方面的观

点有很多，但是多有自己利益和眼界的局限

性或偏激性，缺乏既能够从全局眼光又接地

气的建设性分析文章，引导讨论理性地深入

下去。因此，会后不久，他就约我给中国证券

报就这个题目写几篇有充分说理性的文章。

这样就有了2001年9月27日、11月15日我在

中国证券报发表的《中国股市的最大国情》

《在风险和挑战中实现多赢格局》两篇整版

通栏长文，均在当时引起了普遍关注，被内

部和外部材料广泛援引。

2002年6月23日，国务院正式决定对国

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原减持国有股的规

定，并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 2003年下半

年，中国证券报再次洞察先机，发起了“中

国股市是否走向边缘化” 的系列讨论。2003

年9月2日， 中国证券报以整版通栏形式发

表了我写的《股市发展需要大思路》文章，

开始了这轮系列讨论。 9月11日又用同样版

面发表了我写的 《资产重组期待浴火重

生》作为讨论系列之六。10月8日，中国证券

报再次发表了我写的 《破解股市全流通谜

局》，并在头版头条做了要闻提示。 11月13

日，发表了我写的《全流通与减持不能混为

一谈》的特约财经时评。中国证券报于12月

20日、12月22日、12月31日， 连续发表了我

的三篇文章。 中国证券报组织的这些系列

讨论和发表的各方面文章， 对中央形成股

权分置改革思路、 作出决定发挥了其作为

中央媒体的积极作用， 被各方广泛认为代

表了主流声音。 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

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

若干意见》即“国九条” 正式发布，意见中

首次明确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 这

样， 中央高层正式将问题的提法从国有股

减持转为股权分置改革。

虽然股权分置改革的问题提出来了，

但是究竟如何改， 还面对各方面分歧的意

见和各种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平衡， 如何

真正实施和推进仍然是一个难题。 记得中

国证券报为了推动不同意见和观点的讨论

和交锋， 当时专门组织了中国证券报的专

家咨询委员会， 定期组织专家进行讨论交

流， 有时请来中央部委的同志一同交流情

况和信息。 当然在某些场合，有个别专家言

辞激烈，观点偏激，相互之间争论不下甚至

发生言语冲突。 但是中国证券报组织会议

的领导和同志总是兼收并蓄、积极引导，尽

可能地综合其中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通

过自己的渠道向上反映。 好多年后，一些与

会的专家谈起来， 不少人至今留下深刻的

印象和美好的回忆。

进入2005年， 上证指数创出自2001年

以来的新低。 一些人对于在这个时候推出

股权分置改革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 股权

分置改革进入临门一脚的时刻。 2005年2月

2日，中国证券报发表我写的《中国股市面

临大变革》的整版通栏文章，指出股权分置

改革的基本原则不是追究历史得失补偿，

而是要保证社会公众即流通股股东不因解

决股权分置问题受到伤害， 还大家一个健

康、规范、前景光明的全流通市场。 3月18

日， 中国证券报又在头版以通栏转整版方

式发表了我写的 《股权分置的市场化分散

决策原则和方案》的万字长文。 4月底，在A

股市场继续探底过程中， 证监会最终发布

了股权分置改革试点通知， 股权分置改革

正式拉开序幕。

2005年5月10日， 三一重工首份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亮相。 我在4月下旬因左手

的可疑肿瘤动了手术，在五一长假中吊着

绷带赶写了《市场转折的信号———股权分

置改革试点通知评析》， 中国证券报将其

在5月10日以头版通栏形式发表。 文章开

宗明义指出，与四年前我发表《漫漫熊市

的信号》时的情况截然不同，股权分置改

革“方向正确，瑕不掩瑜” ，而且“正是在

这种熊市弥漫的气氛中，中国证券市场的

历史性转折已经悄然来到了我们身边。 ”

文章结尾总结道，“当熊市的阴影逼近时，

有人正在飞蛾扑火； 当牛市的信号初现

时，有人还在拼命出逃。 其实与牛市末尾

的狂热和自信一样，熊市尽头的悲观和绝

望，也是同样的盲目和错误。 ”“中国证券

市场正在胸怀和迎接的，是和持续高速增

长并令世人瞩目的中国经济并驾齐驱的

英雄时代。 ”

不久，随着上证指数下破1000点后迅

速企稳反弹， 股权分置改革的试点工作顺

利推进。 2005年8月25日，46家试点公司的

股改方案全部经各自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完成了规定的改革程序。同一天，中国证券

报在头版发表了我写的 《总结试点经验，

推动股改顺利进行》的万字长文。 8月23日

多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的指导意见》， 股权分置改革从试点

转为势如破竹的全面铺开。

（本文节选自《信史流光：中国证券报

三十年》一书）

关键时刻从不缺席

●比亚迪

2022年6月10日，比亚迪的市值首次突破

万亿元，这是个令人激动的时刻。 万亿元市值

是资本市场对比亚迪作为新能源汽车引领者

的褒奖，也是对比亚迪坚守新能源汽车事业、

造福社会大众初心的加冕。

这更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弯道超车战略的

胜利。 这一天，在全球车企市值排行榜上，比

亚迪超越大众汽车集团，紧随特斯拉和丰田，

成为当前唯一一家入围世界前十名的中国车

企。 中国汽车行业等这一天，等了很久很久！

比亚迪的成长历程并非一帆风顺。 新能

源汽车是新生事物， 从一开始就受到各种质

疑。 作为行业引领者的比亚迪， 更是栉风沐

雨、筚路蓝缕，不断砥砺前行才有了今天。 在

艰难成长的路上， 比亚迪深刻地感受到了来

自社会各界朋友的亲切关怀，对此心怀感激，

中国证券报也是其中的重要一员。 作为资本

市场专业、权威的主流财经媒体，从我们上市

起，中国证券报就一路陪伴，每每在关键时刻

主动现身， 架起公司与投资者实时互通的桥

梁，澄清事实，传递公司价值，体现了大报担

当和责任，赢得了投资者和我们的敬重！

2012年“5·26” 事件是比亚迪上市后经

历的一道大坎，至今使人记忆犹新。 5月26日

凌晨， 一辆红色小汽车在深圳侨城东路段与

同方向行驶的两辆出租车发生碰撞， 造成一

辆比亚迪E6出租车起火， 导致车内三人当场

死亡。 新闻曝出来后，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对锂

电池以及比亚迪新能源车的安全性提出疑

问，比亚迪的股价第二天一度触及跌停。

上述事件发生后， 比亚迪在第一时间进

行了公告。 中国证券报记者及时联系了时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吴经胜进行采访。 吴经胜

表示，因为没有接触到这台起火的E6，警方还

没有给出调查结果，所以，当时并不清楚起火

的具体原因。 不过， 他对中国证券报记者强

调， 公司投放市场的E6都通过了国家质量检

测，产品是合格的、安全的。

中国证券报很快将吴经胜的这一观点报

道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市场的疑虑，在

危急关头稳定了投资者对比亚迪的信心。 与

此同时， 中国证券报迅速派记者对比亚迪的

电池实验室进行实地调研， 亲眼见到了这里

的电池被刀劈火烧都很难爆燃的情景， 这更

坚定了中国证券报记者对比亚迪电池安全性

的信心。 由于要等待正式的调查结果，因此，

应我们的要求， 中国证券报没有将此时的调

研正式形成报道， 而是作为新闻素材在合适

时使用。

8月3日，期盼已久的调查结论终于到来。

当日上午10时， 深圳市发改委在会展中心召

开新闻发布会， 事故鉴定专家吴志新在会上

宣布， 两次碰撞中三名乘客所受机械伤害造

成致命性伤害。 比亚迪E6整车安全设计未见

缺陷。 事故中，该车动力电池没有发生爆炸，

72节单体电池未起火燃烧。 同时还确认了比

亚迪E6电动出租车符合要求更高的美国检测

标准。 对于这一结论，中国证券报用很大篇幅

进行报道，有效回应了各方关切，增强了投资

者对比亚迪的信心。

发布会后，中国证券报派出记者小组，就

新能源汽车的安全问题、技术路线、市场切入

点以及市场空间等主题， 对比亚迪进行了为

期一周的采访。 当时， 除采访董事长王传福

外， 中国证券报记者小组还对财务总监兼董

事会秘书吴经胜、 负责电池技术与生产的第

十四事业部副总裁罗红斌、 负责发动机研发

与生产的副总裁张金涛、 负责新能源公交车

业务的副总裁王杰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采访。

此外， 中国证券报记者还试乘试驾了新能源

汽车，参观了车辆碰撞实验和多条生产线。 在

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中国证券报陆续刊发了

一系列深度报道，为比亚迪雪中送炭，为中国

新能源汽车产业鼓与呼。这组稿件中的《纯电

动车深圳模式可行：万亿公交市场待掘》刊发

于2012年9月4日， 重点报道了新能源汽车如

何切入市场的问题， 这也是当时大家最关心

的问题。 当时，市场人士普遍觉得新能源汽车

“叫好不叫座” ：社会效益虽然好，但难以打

开市场。 这篇报道的刊发引起市场广泛关注。

2012年11月6日，中国证券报就市场推广

问题，浓墨重彩地刊发了《比亚迪王传福：纯

电动车是摇钱树 明年现拐点》， 重点报道公

司与国开行等金融机构针对出租车与公交大

巴市场的“四零” 方案。2013年3月13日，中国

证券报再就市场推广问题刊发 《比亚迪助深

圳打造“纯电动汽车之都” 》。如今，新能源汽

车成为市场的“香饽饽” ，造车新势力方兴未

艾，比亚迪新能源车单月销售逾 10�万辆。中

国证券报十年前的这组报道， 正是比亚迪千

方百计破冰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宝贵见证。

（本文节选自《信史流光：中国证券报

三十年》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