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

：“

上市公司舆情热度

”

是中国上市

公司舆情中心根据传统媒体

、

网络媒体

、

网

民

、

舆情分析师对一定时间段内沪深两市

上市公司舆情热度的综合评估

，

系综合传

统媒体报道量

、

新闻网络转载量

、

网络用户

检索变化情况

、

舆情分析师评分等数据计

算得出

。

先在历史文

物附近圈地，炒

作文化概念，后

进行招商引资，

打造项目使得地

价升值获利，为

“曲江模式” 。

� � � � � � � � � � �资本舆情学院开班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举办的高级培训

研讨班

，

资本舆情学院

（

2013

年第

1

期

），

将于

5

月

9

日至

11

日在广

东珠海开班

。

本期活动以

“

社会化媒体时代上市公司舆情危机的发

现与管理

”

为主题

，

将有权威专家

、

网络媒体负责人

、

资深公关人士

与学员专场交流

，

欢迎来电咨询

（

0755-83501870 83554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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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刹拆迁为申遗 曲江模式再惹争议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蒙湘林

今年清明， 千年古刹西安兴教寺并

不“清静”。 近日，有媒体刊发“拆迁逼近

玄奘埋骨古刹”的报道，引起各方争议，

焦点集中于两个关键词：“申遗”和“曲江

模式”。为了“申遗”而进行的寺庙拆迁会

不会最终破坏遗迹？ 拆迁是“申遗”所必

需还是因代表商业力量一方的 “曲江模

式”的强力推动？

拆迁系商业推动？

据公开资料显示，拆迁的直接理由

是西安当地政府筹划已久的 “申遗”计

划。 根据《西安市长安区丝绸之路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兴教

寺塔申遗工作任务安排的通知》的文件

也显示，兴教寺面临的拆迁直接原因确

是此次“申遗”项目启动。

然而，有媒体报道称兴教寺目前的

拆迁之扰是来自此前曲江文化产业投

资集团开发的“兴教寺佛教文化旅游景

区建设项目”， 曲江新区管委会迅速发

布声明澄清，称否认参与拆迁。 该声明

里提及的不参与事项是“兴教寺的保护

及周边环境改造工作”。

但来自长安区政府网站的信息显示，

去年

3

月， 该项目获得当地政府同意，总

投资额达到

2.3

亿元， 投资目的为实现佛

教文化遗存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而不少

文件材料都让舆论开始怀疑拆迁的背后

是不是有商业力量的参与。 比如，第四届

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文化产业项目

库的官方资料显示，规划中的兴教寺佛教

文化旅游景区将建设四个功能区：佛教园

林区、佛教寺庙区、佛教文化区、佛教休闲

区。这些材料说明和曲江新区声明所称的

“未参与”并不完全一致，曲江方面在商业

投资上是有具体规划的。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联系采访了

涉事的“曲江系”公司———曲江文化产业

投资集团（以下简称“曲江文投”），该公

司宣传主管称：“之前的声明已经说得很

清楚了，拆迁事件与我们公司无关。 ”当

笔者试图了解更多该声明要点的问题

时，对方称可以通过其他权威渠道了解。

曲江模式的隐忧

据曲江新区的官方声明， 曲江文投

旗下公司大明宫集团投资建设的兴教寺

旅游项目于今年已经暂停，但因“申遗”

需要而进行拆迁工作仍然备受争议，争

议焦点集中于寺庙拆迁会不会最终破坏

遗迹？

对于这样的担忧， 负责拆迁具体事

项的长安区民族宗教局局长张宁对媒体

表示，“兴教寺拆掉部分建筑是为了环境

更优美。兴教寺要发展，对僧人工作和生

活的阶段性影响有，但不是很严重。 ”

对于政府的“申遗”拆迁，知名演员

六小龄童在新浪微博上称其好友宽池法师

作为寺院住持阻止拆迁无效， 呼吁国家宗

教局等有关机构及领导出面协调，得到

15

万次网友转发。 而知名评论人杨锦麟略带

幽默地说，如果有人要把申遗当成提款机，

如果有人让申遗变成毁遗， 我们就像大师

兄那样大闹你的天庭。

不过， 媒体人士鲍迪克的观点或许代

表了一部分正方人士的看法，他认为，这次

兴教寺被拆的全是最近二三十年修的僧人

宿舍和禅堂，没一个是文物；寺里的真正文

物，就是这次申遗的几座塔；为了申遗而拆

毁文物不符合常识。

尽管正反方的意见仍停留在讨论层面，

关于兴教寺拆迁的“真相”还没有完全揭开，

但另一大隐忧开始受到关注：曲江系主导的

“曲江模式”（先在历史文物附近圈地， 炒作

文化概念，后进行招商引资，打造项目使得

地价升值获利。 ）一直以来也饱受争议。

此前，西安曲江文投打着“法门寺”的招

牌， 被爆以慈善基金会名义将各种捐献当

作收入来源， 曲江系另一家公司曲江文旅

也曾于去年因“财神庙上市”引来争议。 从

曲江当前的声明来看， 曲江方面并未直面

拆迁事件所引发的大范围质疑， 只称事不

关己，未公布更多有效的信息。

金叶珠宝定增闹剧：事情就这么完了么？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金立里

说到

A

股市场究竟有多少尴尬事

儿， 对于惯看中国资本市场数十年怪象

的人来说，实不足为奇。不过金叶珠宝这

事，却很有些谈资。

金矿承诺化作泡影

金叶珠宝原来不叫金叶珠宝，叫

*ST

光明，在最北边的黑龙江省，后来

一家来自深圳的投资公司九五投资注

资之后，方才改名（金叶珠宝原是九五

投资在东莞的一家子公司），主业也从

桌椅橱柜升级成了珠宝黄金， 九五投

资则成了它最大的股东。 这是

2011

年

的事了， 而金叶珠宝的故事却得从这

时说起。

注资时，九五投资曾经对投资者们

作了一个承诺：在股改实施完成之日起

18

个月内，将向上市公司注入净资产评

估值不低于

20

亿元的优质黄金矿产资

源或其他等值的优质资产，至于注资的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定增。 这一纸承诺

最直接的结果，是金叶珠宝的股价连拉

了

5

个涨停，但往后，所谓“承诺”便杳

无音讯。 直到

2013

年

1

月份，眼看“

18

个月”的大限将至。

1

月

8

日，公司终于

停牌宣布与大股东筹划定增发行相关

事项。

这一停就是半个多月。

1

月份的最

后一夜， 金叶珠宝终于拿出了一个定增

预案：募集资金

23

亿，收购

5

家黄金珠

宝企业。 故事的高潮来了：

18

个月前说

的是金矿， 如今却成了

5

家天南地北名

不见经传的金店。难怪第二天复牌，金叶

珠宝即盘中数次跌停。

也就是从这一个“定增预案”开始，

金叶珠宝这四个字就好像没怎么安生

过，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直到

4

月清明节前公司公告 “定增终止”，不

过两个月，媒体对它的报道就超两千条。

至于终止缘由，它公告里面说得挺好听：

由于“投资者建议踊跃”。实际呢？“踊跃”

倒是没错，可惜不是“建议”。

“说好的金矿呢？”新浪财经、腾讯财

经等财经门户推上首页的一篇文章，便

把投资者这句落寞的吐槽放在了标题之

中。有一家号称发行百万的报纸，就连追

了三篇：《金叶珠宝收购“狸猫换太子”》、

《金叶珠宝定增对象蹊跷丛生》直到《金

叶珠宝定增“闹剧”两月散场》。 显然，金

矿变金店， 太子变狸猫， 投资者岂能买

账？ 自然不吝“建议”。

投资者呼吁监管介入

显然，如果这真是一个局，幕后的做

局者也太低估投资者智商了。 定增预案

刚出来，一名叫“微笑刺客

1980

”的投资

者就以一条长微博， 将

5

家金店和

8

家

定增对象掘了个底朝天，要数据有数据，

要出处有出处———

5

家金店

2012

年末

均存货离奇大增且近半为发出商品；

5

家金店

2012

年末均出现大额增资；

5

家

金店

2011

年净利润合计亏损，

2012

尚

有两家净利润为负，“优质”何来？而

8

家

定增对象也不简单，同样天南地北，更有

的成立不过数月；

8

家掏钱的主

2012

年末

净资产最高的也就两千余万，

23

亿认购资

金何来？

于是这名投资者“纯猜想”了一下：这

是一个局。 大股东找来

5

家无名小店

,

包装

成“优质资产”；接着再借

8

家同样看起来

不相干的“定增对象”出钱给上市公司将自

己手中的一块资产买回来，这一圈转完，钱

又回到了大股东手中，而

18

个月前的承诺

也就实现了！

这就是金叶珠宝所谓的 “投资者踊跃

建议”，却将其组建数月的局一眼看穿。 随

后出现在各大小媒体上的报道如 《金叶珠

宝定增疑云》、《金叶珠宝的收购迷局》 等，

所疑无出于此。 “一开始就是场闹剧，目的

在于推动这

5

家珠宝企业的资本化， 并期

冀二级市场的收益”，媒体援引投行人士的

话，仍自企图破解这个迷局。

终于，还是泡汤了。媒体说整个定增

预案本就过不了监管部门那关， 但无可

否认， 舆论的作用在整个过程中亦难以

忽略。 但是，事情就这么算完了吗？ 有投

资者对此愤愤 ： 这等行为已经涉嫌欺

诈！ 有人做了个局， 把一群投资者当猴

耍了一圈， 然后拍拍屁股表扬了一句

“踊跃”就啥事儿没有了？ 监管部门是否

也该有所表示？

禽流感勾勒众生相：

群众淡定 资本疯狂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刘宇琪

3

月底， 我国上海等地陆

续发现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

例，截至昨日下午，已发现

38

例病例，其中

10

人死亡。 国务

院会议指出，目前疫情处于“可

防可控”阶段。舆论认为，

10

年

前的“非典”给政府积累了宝贵

经验，与当时相比，政府对此次

事件的应对更为从容， 手段措

施也更成熟。

官方越透明

民众越理性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送

君板蓝根”、“洛阳亲友如相问，

捎上一壶板蓝根”， 从非典到

H1N1

再到

H7N9

， 一切都在

变，不变的是板蓝根。这是网友

对于某地卫生厅推荐公众服用

板蓝根防治禽流感的调侃。

虽然此次疫情爆发初期，

一些药房的板蓝根暂时脱销，

但总体来看， 并未出现太多居

民疯狂抢购板蓝根的现象。 一

方面，从疫情扩散程度等来说，

此次

H7N9

不能和

10

年前的

“非典”相提并论，另一方面，由

于信息处理的公开透明， 公众

态度更为理性。

相比此前微博上一些影响

巨大并广受诟病的公共舆情事

件（如

7

·

23

动车事故、北京暴

雨），此次疫情从中央到地方的

应对都比较公开透明。 卫计委

联合世界卫生组织召开发布会

进行疫情说明， 登录卫计委官

方网站也可看到， 首页要闻实

时更新关于

H7N9

的报道。 各

地方卫生厅也定期发布疫情情

况。 这些举措都受到了媒体和

公众的肯定， 政府在疫情披露

公开性上进步很大。

其次， 各地在打击谣言方

面也祭出重拳。近日，公安机关

严查编造散布

H7N9

疫情谣言

案件，

10

余人被拘， 原因是散

布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对

此大部分网民拍手称快， 当然

也有少数网友认为罪不至此。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认

为，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

“谣言倒逼真相的说法” 不足

取。 没有依据的谣言只会徒增

民众恐慌，甚至导致社会动乱。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指

出，在一些情况下，即使是理性

的个人也无法逃脱这一轮非理

性的巨大漩涡， 一同做出完全

违背日常行为规范和情感标准

的暴力事件来。

此次疫情传播中，体现了

极强的新媒体特色，许多地方

政府和机构利用微博及时监

测谣言并予以澄清。 比如上海

交大遭到网友抨击，因为有媒

体称学校为了杜绝

H7N9

大举

捣毁校园里的鸟巢。 对此，上海

交大及时发微博否认，防止了学

校声誉进一步受损。 比如江苏公

布了

7

种以感染

H7N9

为名的诈

骗案例，在微博上广泛传播。 而

央视等媒体也都精心制作了预

防禽流感的注意事项等图文并

茂的长微博，比晦涩的文字说教

更显亲和力。

此次公众舆论对疫情防治整

体呈正面评价，不过也有小插曲。

有媒体人发微博贴出

4

月

5

日

19

点新闻联播的节目单，批评节

目并未报道

H7N9

相关内容，相

反却有和我国人民生活不太相关

的南美亚马逊大潮。 该微博被转

发

4

万余次，作为官方喉舌，央视

此举被民众斥责官媒 “冷到骨子

里”。事实上，据笔者观察，央视的

新闻联播在不同频道和不同时段

都有播放过

H7N9

。 然而，民众从

情感上对

19

点档的新闻较为重

视，以此可见在新闻选材方面，媒

体仍须增加人文关怀。

禽流感概念

受市场爆炒

A

股市场向来被网友感慨不

缺乏想象力，地震炒作敞篷股，七

夕炒作酒店、 床单概念股，“第一

夫人”出巡炒作服装股，核辐射炒

作盐业股，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炒作传媒股， 医药股从非典、

H1N1

到

H7N9

一路走来，屡屡在

有流感传播时被关注。

2012

年世

界末日， 西藏相关股票以及蜡烛

股受到关注， 奥巴马连任消息传

来，由于读音相似，澳柯玛股价瞬

间爆发。 更为奇葩的前段时间某

歌唱家儿子的一桩案件， 竟然使

得和其儿子同名的

ST

天一莫名

中枪，股价大幅下跌。

回顾此次

H7N9

， 最先被舆

论关注和游资爆炒的是生物医药

类股票， 如生产疫苗以及药物达

菲等的公司。 一些暴涨的概念股

如海王生物、莱茵生物、连环生物

等已经发布澄清公告， 表明与

H7N9

无关，然而截至发稿日，这

些股票再度冲高。相比之下，另外

一些行业个股则遭到冲击。 显而

易见的是禽类养殖股， 如以鸡肉

产品为主业的益生股份、 民和股

份，而养猪的罗牛山、养牛的福成

五丰也出现下跌。与此对应，主营

烤鸭的全聚德受到影响， 而湘鄂

情则宣布暂停供应禽类菜品。 有

趣的是， 一些水产养殖公司股价

反而上涨， 看来资本市场认为人

们不吃鸡鸭都改去吃海鲜了。

在这些被炒作的股票中，有

些公司的主业的确与相关事件有

关， 而有些则纯属躺着中彩或者

中枪。即便真与主业相关，中小投

资者仍须擦亮眼睛， 分清楚一些

消息究竟是短时间提振市场情

绪， 还是能从基本面上影响公司

长远的生产和发展。

2013年上市公司舆情周榜：4月5日-11日

南方食品分红引调侃 方正证券自摆乌龙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黄帆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统计

分析，

4

月

5

日

-11

日舆情热度最高

的

A

股上市公司分别是： 南方食品、

神州泰岳、广药集团、万福生科及方

正证券。

南方食品

A股首例实物分红

南方食品，因

A

股史上首例“实物

分红” 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根据公

告，除大股东黑五类集团，股民每持有公

司

1000

股， 将可以获得

12

罐黑芝麻乳

产品。

根据公开资料，不少基金公司将会

因为大量持有南方食品的股票而获得

此 “分红”， 如华夏基金就可领六万多

罐，然而假若基金公司真的申领，将面

临着如何将产品分给基金持有人的问

题。 而在个人股东方面，林忆尔截至去

年

9

月底持有南方食品流通股

212.92

万股，即获得两万多罐黑芝麻乳。 网友

对此褒贬不一，有网友调侃称，两万多

罐够股东吃上

20

年。 也有新浪微博网

友认为，这是一种投资者教育，花费不

高但效果显著。

神州泰岳

受益微信收费传言

近期， 关于微信是否收费一事的争

议颇多， 甚至有网友倡议联合抵制电信

运营商，而在资本市场，一边是腾讯的股

价一路下滑， 另一边则是负责中国移动

飞信运营的神州泰岳连续两日涨停。 神

州泰岳

4

月

9

日发布公告，称“运营商是

否向微信收费不会对公司飞信业务的收

入产生重大影响”。

也有媒体称， 神州泰岳与中国移动

的飞信业务合同已经在去年到期， 其尚

未与中国移动续约， 而中国移动有重构

飞信业务的打算， 飞信将可能不再由神

州泰岳一家提供服务。

广药恐难

抚平“毒药门” 危机

自

3

月

26

日央视曝光广药集团“涉

毒山银花” 事件后， 来自各界的质疑不

断。虽此前已陆续发表两份声明，但仍未

得到舆论的认可。

4

月

10

日晚，广州药

业再发公告表示， 涉事子公司广西盈康

的片剂《药品

GMP

证书》被收回，截至

2013

年

4

月

8

日，广西盈康已召回和封

存维

C

银翘片

13,232

件，召回封存率约

98%

。然而，却坚称维

C

银翘片按照国家

药典标准检测全部合格， 重金属项目检

测也符合规定。但也表示，对因此事给消

费者造成的影响，深表歉意。

万福生科造假

保荐机构或被罚

根据证监会

4

月

3

日媒体通气会上

的信息， 自

2012

年

9

月

14

日对万福生

科立案稽查以来， 现场调查工作基本结

束， 下一步将对相关责任人及相关中介

机构进行处理。

4

月

10

日市场盛传，平

安证券因万福生科造假案将被暂停为期

一年的保荐资格。 对此， 平安证券回应

称， 该公司目前尚未收到监管部门的相

关处罚文件。并表示，平安证券正配合监

管部门、 地方政府等相关各方拟定最有

利于投资者利益的解决方案， 并承诺承

担相应责任。

方正证券

“非现场开户” 摆乌龙

4

月

10

日，新浪微博传言方正证

券暂停非现场开户业务， 消息迅速成

为业内及网络上的关注焦点， 根据传

到网络上的“券商内部通知”截图，其称

接到湖南证监局紧急通知， 证监会将下

发专项指引，在指引下发前，暂不允许开

展非现场开户， 要求营业部暂停非现场

开户业务。 但方正证券当日下午紧急澄

清称传言不实，而监管部门则表示，没有

向有关机构下发相关通知。 湖南证监局

也证实没有下发任何暂停非现场开户的

通知。

� � � � 直到 4 月清

明节前公司公告

“定增终止” ，媒

体对它的报道就

超两千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