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本市场利益链条错综复杂，看似风平浪静的海面之下，往往暗流涌动。创刊30年来，证券时报始终坚守媒体
责任，以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为己任，极度深潜，夙夜守望。一篇篇掷地有声的监督调查报道，揭示真相，排雷化险，
净化生态，捍卫“三公”。

极度深潜夙夜守望 揭示真相捍卫“三公”

剥开蓝田股份造假外衣
号称“中国农业第一股”的蓝田股份，一度为投资者奉上不俗的业绩表现。2001年8月，证券时报刊发

《五问蓝田股份》系列文章，记者深入现场抽丝剥茧，同时邀请财务专家一同“破案”，穿透层层财报数据，剥

开了一家“非典型绩优股”的造假外衣。该系列报道引发了监管部门进驻调查，同年10月，刘姝威教授发

表在《金融内参》的质疑文章，使蓝田股份的财务造假案进一步轰动全国。

曝光“国企挂靠”
灰色产业链

2021年1月，证券时报推出深度报道《国企挂靠

江湖调查：百来万挂靠假央企 掮客“助力”瞒天过

海》，全面起底国企挂靠的利益链产业链，推动监管

部门开展打假专项行动，取得了较大社会影响力。

记者历时数月，通过明察暗访等多种方式，深

度曝光国企挂靠利益链、挂靠流程及背后代办中介

群体生态，以及多家央企、国企挂靠资源被明码标

价倒卖的情况，呼吁多部门联合行动，重拳整治。

报道刊发后，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开展专项行

动清理整顿假央企国企。

自2020年8月起，证券时报率先对“世界500
强”公司雪松控股及所属雪松系展开调查，先后

于 2020 年 9 月刊发《雪松“迷雾”——雪松信托

“供应链金融”调查》、2022年 2月刊发《雪松 200
亿涉众募资调查》两篇重磅调查报道，引发了舆

论的重大反响及各级政府、监管部门的高度重

视，公安经侦部门随即展开侦查。

证券时报对雪松系历时两年多的持续监督

报道，积极呼应党中央、国务院和监管部门有关

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的要求，积极发挥媒体舆论监督功能。如今，雪

松系涉嫌“非吸”已被刑事立案，实控人被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雪松 200亿涉众募资调查》获评第

33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拨开雪松“迷雾”

揭穿“专网通信”骗局
“专网通信事件”以上海电气83亿元应收款爆雷为导火索，是2021年A股市场标志性的事件之一。事件

爆发后，证券时报记者历时2个月深入追踪，于当年7月刊发万字调查报道《900亿“专网通信”骗局》，揭开了由

隋田力操控的A股史上最大资金骗局，至少13家上市公司卷入。

该报道首次揭示出了A股上市公司参与融资性贸易的广泛性。监管部门后续对涉案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证实了相关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贸易是没有商业实质的虚假业务，属虚增收入、财务造假。截至目前，这一造假

窝案中，已有2家上市公司被摘牌退市。“专网通信”系列报道获评第32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金交所、保理等领域乱象频出，这些恰是中央和地方“都管，又都不管”的监管薄弱地带。虽经过多年

整顿，取得积极进展，但市场上金融套利的变种换个“马甲”之后，卷土重来。证券时报于2021年9月刊发《起底“伪金交所”》系

列报道，曝光违规发行“理财产品”的地下新融资通道。

该系列报道刊发后发挥了实质性的影响，“清理整顿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高度重视，先后数次召开全国性监管

会议，布置、落实对伪金交所的清理整顿。经过两年的清理整顿，全国范围内大部分的伪金交所，或被注销，或变更企业名称及

经营范围，不能再从事违规通道业务。

起底“伪金交所”

T4证券时报创刊30周年特刊

主编:于德江 编辑:李为学 美编：官兵 2023年11月27日 星期一 Tel:(0755)83501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