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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第一张股票：抚顺红砖

李幛喆

� � � �先介绍下我自己， 原工作单位是国家

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现在是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兼任中央财经大学证券史研

究员，对股票市场一直非常关注。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谁最早发行了股票

争议很多。 经过我实地调查考证：真正第一

张股票当属抚顺市红砖一厂发行的红砖股

票。 抚顺红砖一厂虽然发行了第一张股票，

但是具有债券性质 （

1990

年以前发行的股

票全都许诺还本付息，都是债券性质）。

20

世纪

80

年代初， 抚顺红砖一厂只

有一条生产线， 年产量

800

万块红砖已不

能满足市场

2300

万块的需求量，每天到抚

顺红砖一厂拉砖的人和车排起长龙。 而扩

大生产能力，需资金

1800

万元。 如何筹资

呢？ 此时中国人民银行抚顺市分行抚顺办

事处负责信贷计划的胡颂华同志向市建

委、市人行报告，要求发

180

万元股票来解

决。当时也有人认为发股票是资本主义的，

是出风头。但是抚顺市政府、市建委觉得此

法较好， 建议为红砖二厂一起再代发

100

万元股票。

1979

年

12

月

20

日和

12

月

27

日，抚

顺市政府韩秘书长两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

研究发股票之事。 电瓷厂秦晓峰领导当场

表示购

40

万股。 与会人员也表示同意，会

上原则达成购股

260

万股。

1980

年

1

月

1

日红砖股票正式发行。

1

月

28

日有

200

多家企业认购，

280

万元

股票认购一空，大功告成。新中国改革开放

后最早的股票问世了。

红砖股票发行后， 红砖厂不到

1

年就

扩大了生产线，产量翻了一番。因为当时还

怕上级责怪，不让搞股份制企业。 所以，抚

顺银行后来通过新增的利润、税金的形式，

买回来原来的股票，收回了股本金，变成国

有资产独家经营了。

2001

年

6

月

11

日，我去抚顺市采访了

发股票的当事人： 中国人民银行抚顺市分

行抚顺办事处信贷计划科科长胡颂华、中

国人民银行抚顺市分行办公室主任刘志

军、红砖厂副厂长周连贺（巧遇）。胡颂华回

忆说，当时冒了很大风险，有人指责我们出

风头，搞资本主义，也经过两次反复。 我们

的张继生副行长很支持我们， 亲自和我们

一起去市政府请示， 也召集有关部门开了

很多次会议，研究红砖股票发行事宜。刘志

军回忆说，红砖股票的发行历史资料，我们

抚顺市银行原来存档了，结果

1996

年银行

搬家，没有注意，这些资料当废纸卖了。 刘

志军现在是后悔莫及。

我在采访中， 正巧碰到红砖厂副厂长

周连贺从厂子出来， 原来没有采访他的计

划，他的突然出现，让我惊喜，真是：踏破

铁鞋无觅处， 采访全不费工夫啊。 我赶紧

采访他。 周连贺回忆说， 因为红砖在当时

非常紧缺， 我们找到银行筹集资金， 最后

决定发股票。 我当时也不懂什么是股票，

反正有钱就行。 不到

1

年， 我们就扩大了

生产线。 不到

3

年， 我们就把股票的集资

额返还了银行。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 红砖厂的经济效

益下滑，其股票也未能上市。 胡颂华、刘志

军、周连贺也感到非常遗憾。

抚顺红砖一厂虽然发行了第一张股票，

但是它没有改名叫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它不

是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第一家股份公司是谁？不是现在大家所知道

的天桥、飞乐、宝安、蜀都。 究竟谁摘得第一

家股份公司桂冠，还需要继续考证。

� � � �对于许春华来说，

1992

年的

9

月， 实在

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在这一年的春季，

已经在股票市场上摸爬滚打了一段日子，积

攒了几十万元资金的年轻的许春华产生了

新的想法，他要到期货市场上去搏击一番。

初战告捷， 仅仅一个星期的小试牛刀，

许春华就赚到了

10

万元。 志得意满的许春

华觉得期货比起股票来， 做起来更容易，他

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的资金投入到了一笔铜

的期货交易中去。

波谲云诡的期货市场很快就打破了许

春华的美梦， 随着一家超级机构的进场，他

们娴熟的做空手法使期铜价格一路下跌。 许

春华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跌势，他套用着

在股票市场上学到的一些做法，总以为在什

么价位上就应该反弹了，但是，事与愿违，他

在那几个月里却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反弹！ 一

直到

9

月底， 这笔期铜到期交割的时候，许

春华才懊丧地承认：打穿了。 交割完毕，许春

华不仅把三个月前带进交易所的

50

万资金

统统赔了进去，还倒欠了期货公司

35

万元。

面对期货公司开出的对账单，许春华一下子

就懵住了。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但是，这

是现实，期货市场同股票市场一样，不能只

承认赢家，也要承认输家。

时间回到

1990

年，

23

岁的许春华从上

海工程技术大学毕业，他没有费很多的精力

就得到了在上海工程成套设备公司的一份

工作。 某天，许春华利用一点空余时间，悄悄

地溜到了一处证券营业部。 那里正是万国证

券公司的上海徐汇营业部。 跑到那里，许春

华才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来晚了，人头拥挤的

投资者在那里一堆一堆地议论着证券行情。

股票？ 什么是股票？ 许春华不懂。 不懂就学，

营业部里到处是他的老师。 他静静地挤在人

群中，听着他们的议论。 对他们的对话，听着

有点似懂非懂，许春华到书店里去买来一本

叫做《漫步华尔街》的书，仔细地看了起来。

这是一本美国人写的书，介绍了美国股票市

场的基本情况。 许春华用一个月的时间几乎

把这本书翻烂了，他也终于明白了股票是怎

么回事。 许春华又回到了证券营业部。 他对

着那块闪烁不定的行情表又盘算开了。 看看

电真空的价格， 现在已经超过

400

元了，但

它的面值就有

100

元，如果把它当作

1

元来

算，那它现在不过才

4

元多一点。便宜！许春

华几乎要喊了出来。 当机立断，许春华把自

己的全部积蓄拿了出来，一共有

2500

多元，

买进了

5

股电真空股票，每股价格

471

元。

从此，许春华便把自己的命运与股票拴

在了一起。 他倒也没有天天往证券营业部里

跑，但是，那忽上忽下的行情着实地牵制住

了他。 电真空涨了，他掩饰不住满心的欢喜，

但有时候电真空也要往下沉一沉，他便显得

万分的焦急，即使是在上班的时候，也定不

下心来。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买股票，也毕

竟，这一笔买卖投入了他所有的资金。 皇天

没有辜负许春华的这第一次投资。 一个月

后，电真空已经涨到了将近

700

元。 许春华

一算， 这

5

股电真空， 已经让自己赚到了

1000

多元，许春华欣喜若狂，要知道这已经

相当于自己

10

个月的工资了。

许春华拼拼凑凑，当手里有了

5

万元资

金时，他再一次来到了证券营业部。 这一次，

他到了位于广东路上的上海最为闻名的万

国证券公司黄浦营业部。 黄浦营业部开通了

深圳股票的买卖。 在上海人眼里，深圳股票

是最有魅力的了，营业部里唯一的一部传真

机整天忙个不停，把上海股民的买卖盘传送

到深圳。 许春华将上海与深圳的股票作了一

番比较，觉得深圳股票价位低，给投资者的

回报却高， 它们比上海股票更有投资的价

值，当即决定，买深圳股票。

但是， 许春华还是牢牢地记着那个美国

人在书上说的话， 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

个篮子里，他只拿出了三分之二的钱，在

3.55

元的价位上买了一笔宝安， 又在

14.10

元的

价位上买了一笔深发展。 还没有等到他把这

些股票放在口袋里捂热，仅仅过了两个星期，

深圳股市像吹足了气的皮球，大涨了起来。在

黄浦营业部里， 那时候还不能很方便地看到

深圳股市的行情， 许春华只能每天从隔了一

夜的《深圳特区报》上来了解行情。 他越看越

欢喜，因为，他的这两个股票，让他每天都有

三五千元的进账。 许春华还是像上次买电真

空那样，只吃鱼的身子，在

16

元的价位上抛

出了宝安， 又在

26－27

元的价位上分几次抛

出了深发展。把这两个深圳股票抛出以后，许

春华并没有离开市场，他天天在等待着机会，

只要有回档出现，他马上就冲了进去。几个回

合下来，仅仅过了半年，许春华的资金已经有

了

50

万元。从最初的

5

万到现在的

50

万，许

春华完成了他最初的原始积累。

许春华觉得，自己在股票买卖上似乎有

着特殊的才能，于是，许春华辞掉了工厂的

工作， 开始心安理得地泡在股票市场里了。

最初的成功让许春华的每一根神经都处在

兴奋之中。 他张开了网，捕捉着任何一个可

以让他赚到大钱的机会。 时间匆匆地进入

到了

1992

年春夏之交的时候，这时候的许

春华， 已经不是一年前刚踏入股票市场时

那样什么都不懂的一个小伙子了， 他俨然

已经是一个熟悉股票市场的行家里手了，

什么样的股票最容易赚钱， 什么时候应该

出货，什么时候应该止损，他都可以说得头

头是道了。这半年来，他虽然比起刚入市的

时候来已经没有了那种一夜暴富的感觉，

但他把股票买卖当作了自己的工作， 更当

作了自己的事业，他活得有滋有味，活得浑

身是劲。 但是，他又觉得不满足，他要寻找

更大的发展空间。

就在这个时候， 上海金属交易所成立

了。 从电视里看到金交所成立仪式那壮观的

场面，许春华的神经又高速运转起来了。 金

属交易所是从事期货交易的，而期货对于中

国老百姓来说， 还是一个太过陌生的东西，

但许春华又想，正是因为陌生，大家都不懂，

反而又是一个能够让人赚大钱的机会。 自己

在股票上的成功就是因为抢上了头班车，那

么，期货这一班自己也不应该脱掉。 于是，许

春华从股票市场里把所有的资金提了出来，

他退出了股市。 这正是

1992

年的

5

月，上海

股市在高速发展以后出现了第一次大幅度

的调整，许春华的退出使他避免了一场灭顶

之灾，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一场更大的灾

难已经在等待着他。

重新回到股市， 许春华应聘到一家证

券公司。从跑客户到解盘，许春华找来一大

堆股票图书， 开始了他的又一次求学。 每

天，他都要在证券公司里呆到很晚才离开，

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一个人对着电脑上的

股票走势图，反复地分析、求证。 许春华紧

紧地跟踪着中国股市的脚步， 不断地变换

着手中的股票， 个人资产也像滚雪球一般

地重新开始膨胀起来。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许春华从一个职业操盘手兼股评家转变成

了一个拥有一定资产的董事长， 他的投资

视野也更为开阔了。现在，他的研究具有了

更多的前瞻性。许春华热爱中国股市，他认

为是股市给了自己生命，给了自己创造。他

最不要听那些对中国股市妄自菲薄的言

论。他说：“我们不能盲目地崇洋迷外，什么

巴菲特，什么索罗斯，也没有多少了不起。

我们就是巴菲特，我们就是索罗斯。 我们中

国股市的明天，一定会越来越好。正是这个

原因，我不想到外国去。 ”

退市十年

重拾信心杀回

A

股

布衣微言

� � � �我下股海是

1994

年的

8

月

14

日。那一天我在武汉证券

公司注册，成为中国一名正式股民，时年

31

岁，深圳的交易

账号极为吉利：

98488

。

参与炒股，诱因是

1994

年

8

月

1

日中国“井喷”式的行

情， 身边的不少朋友都开始议论中国股市是赚钱的好地方，

又因为爱看报纸的缘故，每天都能在报纸中缝扫一眼股票价

格。直到

1994

年

8

月

1

日之前，中国股票市场处于一个漫长

的“阴跌”期，好多股票都只有

1

元左右，其中深圳龙头股“深

发展”跌到了

8

元左右，现在看来应该是它最惨淡的时期了，

没想到

8

月

1

日中国股市突然“疯狂”了，短短的两周内，绝

大多数股票都翻了几番，股市好赚钱成了朋友之间的主要话

题，就这样，自己跟很多朋友一样，一头扎进“股海”。

进入股市，手头的资金是

3000

元，现在看来真好笑。

买什么股？这是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自己也不懂，在朋

友的推荐下，

8

月

20

日买了我平生中第一只股票“川金路”，

价格是

6.5

元吧，

500

股，深圳的。

股市中“低买高卖”是路人皆知的事情，买了“川金路”

后，略有下跌，心情不免有点紧张，但到了

9

月底，“川金路”

股价上涨到

7.5

元，有近

500

元的收益，这时，“贪”这个股市

之大忌的念头出现，还会涨吧？ 没卖！

9

月

30

日下午，也就是国庆休市的前一天下午，目睹

了后来才知道的 “跳水” 行情， 在接近收市前的大约半小

时，大屏幕上急剧变小的指数让我目瞪口呆，竟不知道如何

是好，每等到“川金路”出现在大屏幕上时，它的价格都在

下降。因为当时没有现在发达，每次自己的股票出现都得等

上几分钟，赶快出逃的机会就这样从手中溜走了，也许当时

根本就挤不进柜台了，那时候，买卖股票都需要填单，有柜

台工作人员帮着买卖，这样的情景，估计只有我们这些老股

民才知道吧。

重大节日前，股民大多数会卖出股票，持币观望，因为放

假期间有什么政策出台，变数很大，这样的心态，这样的股市

操作模式，估计就是从

1994

年

9

月

30

日后开始的吧。

接下来的股市，不堪回首。国庆节后的大跌，让我们这些

初下股海的人真正认识到了“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的深

刻含义；随后的连续“阴跌”，让我麻木，到了不看行情和股价

的地步。 可怜的“川金路”跌到了

3

块钱左右，

3000

元的成本

打了对折。

到了

1995

年

7

月

11

日， 因办事偶然路过一家证券交

易所，进去瞧了一眼，这一瞧，不打紧，它让我重振了在股

海畅游的决心和信心。 原来，近一年来不再关注的“川金

路”，竟然涨到了让我有

1000

多元的收益。 这是不是又验

证了股市中的一句名言———买了股票就不管，过个一年半

载准会有收益。

打那以后，自己开始真正地关注股市。 每天关注涨幅较

好的股票，还有朋友谈论的股票，记下它们的开盘价、最高

价、最低价、收盘价、成交量，甚至还绘有若干股票的周、月收

盘价的波动曲线，足足有两大本，现在，这些都由计算机来完

成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持续的关注，让我慢慢体会到了股市

的一点规律，在以后的股票买卖中屡有收获。

其中堪称经典的是，在

1997

年的某月，我委托朋友帮

我买入“蓉动力”（后来改名“银河动力”）股票

500

股，股价

6.13

元，其后时间不长，“银河动力”展开了一轮大涨行情，

几乎每天一开盘，一百多手买单就封住涨停，持续近两周，

股价竟达到

18

元，我在

18.10

元左右果断卖出，其后几分

钟内，其股价上涨到

18.50

元时，竟然直线下跌，以后数天，

天天开盘跌停。

在这一“杰作”完成不久，在另一只股票上的操作上又创

造了“奇迹”，当然这一奇迹不能用“终身遗憾”来形容，只能

用“臭”来鄙视。

那是我第一次用当时最大的一笔资金，买入股数最多的

一只股票———“黔凯涤”，

8.25

元，

2000

股。 买入之后，该股票

就开始“阴跌”，一两个月后，它的股价只有

5.30

元了，由于

朋友说某只股票有“消息”，要大涨，我毅然在

5.30

元割掉

“黔凯涤”，损失

6000

元，把前面“杰作”中赚得的利润如数丧

失！ 后来买进的股票也没能弥补这一损失。

“臭”还没完！ 割掉“黔凯涤”大概两周后，庄家开始疯炒

了，股价最高达

25

元，手法跟“银河动力”一样，都是连续的

涨停板。

这一操作， 被朋友编成了笑话———庄家在看着我炒股，

我不出手，绝不开炒，只要一出，马上行动。

1996

年是中国股民经历大喜大悲的年份，年底前，股市

狂飙，几乎所有股民都有非常大的收益，但是，我始终保持清

醒头脑，在中央“十二道金牌”出台前全部抛出手中股票，随

之而来的悲惨一幕，想必每个经历那段历史的股民一定记忆

犹新，在中央“十二道金牌”出台后还没有出来的股民，几乎

损失了全年的收益，甚至还有重大亏损！

“高处不胜寒”，应该是那年得出的教训；中国股市不规

范，是“政策市”，也应该出自于那年。 因为某种原因，我于

1999

年退出中国股市。 都说在股市中， 有

10%

的人赚钱、

10%

的人平手，

80%

的人亏损，我，有幸成为前一种

10%

中的

一员。

10

年后，我再次“杀回”中国股市，希望再次成为前一

种

10%

中的一员。

炒股，要把它当成一种事业去做！ 一定要投入，用心去

做！再就是拼智慧！贪心、见好就收、有耐心等，在股市中都只

能叫中性词，无所谓褒贬。

本版作者声明： 在本人所知情的范围内，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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