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站在证券时报办公大楼深业上城 58层崭

新的落地窗前，从高空俯瞰深圳市区，今年已

是80岁高龄的禹国刚目光炯炯，望着眼前风光

连连赞叹，难掩激动的心情：“看到你们发展得

这么好，我太高兴了！证券时报办得好，很多

人都感到高兴，但没有人比我更高兴！”

禹国刚当然有高兴的理由。作为深交所

的筹办者和创办者之一，他是推动中国资本市场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重量级元老、“改革先

锋”称号的获得者，也是推动创办证券时报的关

键人物之一。

在探索筹办深交所的最初阶段，禹国刚就

注意到，全球主要股市都非常重视媒体的作

用。于是，他筹办了名为“证券市场导报”的月

刊。然而，月刊时效迟滞，不能及时反映股市的

情况，禹国刚便依托深圳本地一家报纸开了一个

证券专版。负责这个专版的记者与编辑，后来不

少都成为了证券时报初始团队成员。

创业早期，总是伴随着开疆拓土的兴奋和

攻城拔寨的豪迈。当时，为了“将襁褓中的深

圳股市拉扯大”，禹国刚几乎走遍全国每个省

份，向投资者宣传深圳股市。印象最深的一

次，禹国刚应西藏自治区政府邀请，和有关部

门人士赶赴西藏，将深圳股市交易落地西藏。

彼时，一名年轻的记者也来到了雪域高原，记

录下了这个时刻，并给报道起了一个响当当的

标题——“深圳股市登上世界屋脊”。这名记

者，正是证券时报现任副总编辑高峰。

然而，初生的中国股市日新月异，证券专

版很快便不能及时充分反映股市的风云变幻。

“这时候我就想创办一个报纸，每天报道股市的动

态。证券时报的名字，从一开始就是这么定的。”

禹国刚说。

创办一份报纸并不容易，首先要解决的就

是刊号问题。禹国刚回忆，1993年正赶上国家

新闻出版事业整顿期，新刊号基本处于暂停批

准的状态。为此，禹国刚派专人到北京，辗转联

系了有关部门，说明创办证券时报的必要性、紧

迫性，多番周折，终于获得了宝贵的刊号。

刊号落实了以后，禹国刚又马上联系了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邵华泽，商量与人民日报联合创办证券时报。“证券时报主要报道

中国股市，而中国股市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由

人民日报主管和领导，决定了证券时报的站位从一开始就很高。”

禹国刚说。邵华泽欣然同意，并题写了“证券时报”四字作为报

头，为证券时报注入了一脉红色基因。

“证券时报与深圳股票市场有很深的血脉渊源。”禹国刚说，

深圳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发祥地之一，证券时报设立在深圳，天然

就拥有非常丰富的报道素材，从诞生之日起就积极宣传和报道深

圳证券市场。在深圳股市发展壮大、走向全国的多个关键节点，证

券时报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0年来，禹国刚一直关注着证券时报的发展。这是他第一次

来到证券时报的新办公大楼，窗外高楼林立的风光、楼内讯息万

变的电子屏幕、设备先进的演播厅……眼前的一切，都让禹国刚

倍感欣慰。这位从中国股市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走来的老人告

诉记者，从一张报纸到如今的多媒体、全媒体矩阵，他看到了证券

时报脱胎换骨般的变化。

“我希望证券时报百尺竿头，更上层楼，办成中国资本市场的

标杆性媒体！”禹国刚说。 （周春媚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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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是在我国证券市场迅速

发展的形势下创刊的，与国际上成熟的

证券市场相比，我们的证券市场还处于

探索发育期，为了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健

康发展，还有许多艰巨工作要做，开辟

有关信息公开传播的媒介和渠道，是其

中一项重要工作。”这段饱含着殷殷希

冀的文字，来自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

鸿儒写在证券时报创刊号上的祝贺信。

时隔30年，这份报纸仍然珍藏在何杰的

办公室里。

何杰现任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局长，也是证券时报创刊时期的参

与者和见证者。他一边翻阅着这份早

已泛黄的报纸，一边细细回忆着关于这

份报纸、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那些里程

碑式的光辉岁月。

证券时报创刊初期，深圳股市较为

低迷，尤其在 1995年交易量大概仅有

全市场的五分之一，更大范围地宣传和

普及证券市场、进一步提振交易量在当

时尤为迫切。

让何杰印象最为深刻的是，1996年

深交所向全国推行证券市场服务周。

当时深交所以一周一个省份的节奏，走

到各个省会城市举办大型推广活动，还

设置了不少分会场。据他介绍，服务周

的内容比较创新，除了帮助中介机构改

进服务，还向拟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做

一系列宣讲，甚至还有股评家到各地级市夜以继日地做

演讲。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在近30场声势浩大的宣

讲活动后，全国多地对深圳证券市场的认知和参与热情

显著提高，1996年，深圳市场的证券交易量大幅赶超。

在这过程中，证券时报不遗余力地全程跟踪和记录，

从市场变化、动态走势、数据分析、综述评论等方面开展

全方位报道，在交易所培育市场、教育市场和组织市场中

发挥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

证券时报还利用深圳毗邻香港的优势，成为内地报

刊中第一家在香港零售的报纸，加上证券时报早已实现

了异地印刷，分印点遍布全国主要城市，进一步放大深圳

股市的声量，将深圳股市的声音传遍大江南北、香江之

畔，为中国证券市场迅猛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毫不夸张地说，深圳是中国最早的股民集中地之一，很多

投资者的炒股生涯是从阅读证券时报开始的。

随着互联网的强力渗透，以及媒体行业竞争越发激

烈，证券时报跟所有的纸质媒体一样，都面临着生存发展

和转型的压力。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证券时报如今已经

蜕变为一个集报、网、端、微于一体的全媒体矩阵，成为中

国资本市场上影响力领先的主流财经媒体集团。

“证券时报如今开枝散叶，得益于因时因势而变的积

极作为。”何杰说。在他看来，证券时报过去 30年来的成

长，与深圳这座城市大胆创新、锐意进取的基因一脉相承，

没有固守成规，而是着眼于需求，紧随信息社会的步伐，与

资本市场同频共振。

对于下一个 30年，何杰认为，首先，证券时报应一如

既往地秉承深圳这座城市的高度市场化精神，与市场密切

结合，保持敏锐、专业的嗅觉，去发现问题、报道问题、推动

解决问题。其次，充分利用深圳处于海内外信息、资源和

各方面市场要素交汇地带的优势，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

地，既着眼于深圳，又辐射全国。再次，要积极拓展国际经

济和外围市场，努力办成一个更有深度、更有广度、更有厚

度的专业财经媒体。 （卓泳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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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立的证券时报，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风云际会、流光溢彩的峥嵘岁月。一路走来，我们有太多的感慨、感动与感念。创刊30周
年之际，证券时报记者回访了多位长期关心、支持报社事业发展的老领导、老朋友，一起忆往昔，话发展。他们表示，希望证券时报站在人
民的立场，因势而变积极作为，更上层楼，办成中国资本市场标杆性媒体。

因势而变积极作为 办成资本市场标杆性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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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的深圳秋高气

爽，一个阳光和煦的中

午，值证券时报创刊 30
周年之际，原全国人大

财经委办公室副主任王

连洲接受证券时报记者

专访。

在中国资本市场建

立的初期，王连洲曾负

责《证券法》《信托法》

《基金法》等三部法律起

草的具体组织工作，担

任三部法律起草工作小

组的组长，积极推进资

本市场立法建制，受到

业界的信赖和尊敬。

“我现在还关注资

本市场的新闻，希望你

们能继续保持客观、真

实、实事求是的报道。”

已届耄耋之年的王连

洲，精神矍铄，脸上总是

洋溢着笑容，对于证券

时报 30岁生日，他语速

平缓地表达了期许。

2023年恰好是中国

基金业成立 25周年，迈

向新发展阶段之际，市

场也呼吁重新修订《基

金法》。“基金，简单理解就是‘代人’理财，

因为基金更加专业，所以投资者信任。”在

采访的过程中，王连洲提到了对基金行业

的期待，“希望基金公司能够不断提高自

己的专业水平，给投资者多带来稳定收

益，最起码不要让投资者赔钱。”

王连洲说，与证券时报的渊源颇深，还

在央行工作的时候，曾与证券时报首任社

长武凤仪是同事。

创刊 30年来，证券时报始终与中国资

本市场同呼吸、共命运，是中国资本市场乃

至整个中国经济的重要见证者与参与者。

证券时报也由最初的一张报纸，发展成为

中国权威性与影响力领先的财经传媒集

团。根据国家网信办最新公布的名单，证

券时报同时入选“中央新闻单位”“中央新

闻网站”，并成为报、网、端、微同时入选的

财经媒体。

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介绍了证券时

报近年来的发展，王连洲听后连连点头

称赞。

“一定要保持客观、真实，必须实事求

是，应当站在人民的立场。”王连洲称，“站

在人民的立场，就是要代表大多数人的利

益，反映大多数人的愿望。”这是王连洲

对财经媒体价值取向的理解，也是对证

券时报的期许。 （吴少龙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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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证券时报创

刊 30 周年。30 年来，我

既是证券时报的忠实读

者，也是证券时报发展进

程的同路人，更是证券时

报在促进资本市场发展

中辛勤耕耘的见证者！

证券时报创刊之初

及以后发展的10多年，我

在证监系统工作时就与

时报有很多联系，后来我

又分管办公厅工作，与证

券时报等媒体就资本市

场的宣传引导、信息披

露、市场监督等进行沟通

的机会就更多了，对记

者、编辑的专业水平和敬

业精神有了更为直接的

体会和感受。可以说，证

券时报对于推动资本市

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2003 年证券时报创

刊10周年时，我曾代表证

监会去深圳参加庆祝大

会，会上时报同仁对于办

好报纸、服务资本市场发

展的信心和热情给我留

下深刻的印象。

到上海市工作后，我

与证券时报的联系和合

作仍在继续，无论是对于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的推进，还是上海自贸区

金融开放的试点，或是金

融市场发展的重要安排

等等，证券时报都进行

了高水平且极具影响力

的宣传和解读。每当有

重要的金融政策和信息发布时，总能看到

在场的证券时报记者，金融市场组织、金

融机构的大楼里也常常有证券时报记者

忙碌的身影。

再后来，我到中投公司履职，作为全球

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中投在国际市场

的投资一直是境内外媒体关注的重点，证券

时报也是我们对外宣传和介绍的重要渠道，

我也多次接受证券时报记者的采访。

最近几年，我在金融教育和研究方面发

挥一点余热，也常与证券时报打交道，参加

过证券时报主办的金融论坛及研讨会，上海

高级金融学院也与证券时报开展合作，培训

报社员工。

如今 30年过去了，证券时报越办越好。

我虽经历几次工作岗位的变化，但与证券

时报的缘分一直没变，今后还要继续保持

下去。

最后，以几句诗来表达对证券时报30岁

生日的祝贺：

证券时报三十年，

成就历历可圈点。

而今迈步从头越，

不负众望谱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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