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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

资本市场热议“

IPO

不审行不行”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黄帆

近日， 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再次

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在上周末出

版的 《经济观察报》 中， 一篇报道

称郭树清曾在一个非公开场合提问

“

IPO

不审行不行”。 有关报道引起

资本市场强烈关注， 业界人士和投

资者对此展开热烈讨论。

根据媒体报道， 郭树清是在上

任后不久的一次内部场合中提出此

问题的。 而在此之前， 郭主席的一

系列新政， 包括完善创业板退市制

度、 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分红政策及

IPO

审核阳光化等措施， 已经被外

界普遍认为是推动中国资本市场朝

更加公开透明的市场化方向发展的

重要举措。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的

统计， 在有关

IPO

不审行不行的

新闻发出的一天内， 新浪微博中已

经就有

1500

条微博讨论此事。 而

截至昨日， 新浪微博上的讨论已经

有将近

5000

条， 其中认证用户比

例亦非常高。 几条主要的相关微

博， 转发数均轻松过千。 对于纯资

本市场领域的话题来说， 这一讨论

和转发量已是非常高的水平。 事实

上， 这一话题正是本周热度最高的

资本市场舆情议题。

市场化改革方向获认同

新闻刊出短短四天内， 平面

媒体上已经有约百篇新闻报道，

亦有不少海外财经媒体参与关注，

而各大财经门户亦纷纷推出专题

页面来汇总相关观点和信息。 在

平面媒体文章中， 有约一成明确

提出 “不审肯定不行” 的观点。

多数媒体则着重于赞同推动新股

发行进一步市场化改革， 认为这

有助于减少寻租行为提升效率，

是大势所趋。

期间亦有相关网络媒体发起了

在线投票， 从投票结果来看， 约七

成网友明确表示支持取消

IPO

发

行审核。 在许多媒体赞同取消

IPO

审批的同时， 也有媒体和评论人士

表达了担忧。 比如评论人侯宁认

为， 一旦停止审批， 市场将难以承

受， “停审必崩”。 还有意见认为，

完全不审批的股市并不现实， 将上

市审批权逐步下放给沪深交易所，

应是长期改革的方向。

《南方都市报》 一篇名为 《郭

树清， 请大胆向前走》 的评论， 在

网络上转发甚多， 显示获得了不少

网络媒体的认同。 评论认为， 现行

的

IPO

行政审批制度， 看似有利

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但实际

上存在诸多问题， 需进一步改革。

而在微博平台上， 多名学者和

市场人士也纷纷在第一时间表态。

许小年、 任志强、 徐小平、 王冉、

张欣等一批经济学家和企业家， 表

示坚决支持取消审批制， 他们认为

这是建设公平市场、 减少权力寻租

的必要前提。

讨论在互动共振中深化

从本次大讨论的舆论传播来

看， 话题始发于传统媒体的独家报

道， 热烈发酵于微博平台， 其后媒

体报道亦积极参与， 就在周四下

午，

CCTV-2

频道也邀请了有关专

家进行现场讨论。 从相关观点的产

生和传播来看， 微博成为讨论的重

要平台， 并为其他传统媒体的报道

提供了大量的观点和思路。

作为快速反应和碎片化传播的

媒体形式， 在微博平台上的讨论，

最初以简要表态为主。 取消审批的

市场化观点， 获得了高比例的赞

同。 而随着讨论的深入， 有人士为

如何推进此项改革提出具体建议，

亦有许多人士提到， 在沿着市场化

方向推进

IPO

改革的过程中， 亦

有诸多问题需要注意。

知名网络意见人士简直、 中欧

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

军等， 对如何取消

IPO

审批， 提

出了较为具体的操作建议。

较迟表达观点的燕京华侨大学

校长华生则在微博表示， “媒体热

议

IPO

不审行不行， 其实这是一

个伪问题： 在现行市场框架下肯定

不行。 市场主义的哗众取宠可以赢

些眼球， 但给中国股市制造巧立名

目的扩容大跃进对投资者只会是一

场巨大的灾难。 真问题是为了

IPO

可以不审， 我们先要做哪些制度设

计和改变

?

” 随后他又进一步说，

“我并不反对取消审批。 然仅靠取

消上市审批以扩容暴跌来达到所谓

大乱后大治， 牺牲投资者利益， 也

超出领导层承受力， 只能是纯属炒

作。 现股市制度与取消审批相差何

止十万八千里。 股市回暖也不过是

扩容调控减速的结果。”

此外， 也有许多人提到， 取消

审批制需要法律环境、 中介约束机

制、 退市制度等诸多条件的成熟。

评论人皮海洲就在 《广州日报》 发

文， 称 “不对

IPO

进行审核对于

中国股市来说还真是不行， 不仅现

在不行， 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

内也不行。”

市场化改革需要大智慧

实际上， 无论是资本市场人士

还是媒体专家等人的意见， 大部分

人都对取消发行审核制没有异议，

而在持反对意见的人中， 也并非反

对取消审核， 只是认为在目前条件

下， 取消审核带来的不良后果将会

比其降低寻租空间的好处更大。 由

此可见， 在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大

方向上， 众人基本上目标一致， 然

而关键在于其背后的配套环境是否

支持， 是要果断推行、 一举功成，

还是循序渐进、 水到渠成。

有位网友 “水知道

007

” 说，

“欲速则不达！ 证券市场也处于一

放就乱， 一管就死的中国特色怪

圈， 市场化改革需要大智慧， 过于

理想化简单照搬成熟市场经验， 只

能物极必反。”

或许又如创新工场李开复所言，

IPO

是否不用审核实际上并不重要，

重点是上市公司的披露是否完整准

确， 假若上市公司疏忽或者造假， 上

市公司、 券商、 审计单位及律师事务

是否承担责任， 投资者的权益又是能

够如何得到保障。

假若上述问题能得到肯定的答

复，

IPO

就算不用审核也不会有多大

的问题， 而假若上述问题没有解决，

投资者和公众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在

A

股市场鱼龙混杂的情况下， 类似绿

大地等公司在一段时间内也许更多，

伤害恐怕更大。

就在周三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成立

活动上， 郭树清主席再度谈到资本市

场的改革和发展问题。 他指出， 将在

大幅减少事前准入和行政审批的同

时， 强化上市公司常规监管、 过程监

管、 行为监管和事后问责。 重点是以

提高透明度为抓手。

推进市场化和透明度， 同时加强

监管和问责。 这一政策取向， 应该也

是适用于

IPO

的改革吧。

银行收费

为何我行我素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周文亮

银行向储户收取合法不合理的各类费用， 已经多

如牛毛， 媒体的质问、 网民的牢骚对银行来说， 已经

是虱子多了不怕痒。 换言之， 银行凡此种种受质疑的

收费， 依然我行我素。 这是为什么？

依经济学常识， 笔者认为， 根子仍然在于市场经

济发育不成熟、 市场竞争不充分。 由于政府对金融尤

其是银行业的高度管制， 这类行业天然存在着各类主

体实力不对称、 店大欺客的现象。

而有某银行领导称， 现今银行已经够多了， 竞争

已经不得了。 请问这位银行大爷， 什么是充分竞争？

这个问题在经济学中是有现成答案的。 就是不设门

槛、 各类要素可以自由进入、 退出的行业或领域， 才

算是充分竞争。 如现今的百货超市、 士多店， 你愿开

就开， 没人会阻挠你。

现阶段， 居民的金融服务不是多了， 而是少了。

一个对比的例子可说明。 美国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

倒下的银行过百数， 而我们这里， 还少有银行关门的

例子。 即便有经营不善者， 也有政府为其善后。 这明

显说明， 这个行业离成熟还早。 就像一片森林， 地上

还鲜有枯枝烂叶， 那说明这里还是朝气蓬勃的成长地。

储户多买单的第二个原因， 笔者诊断， 也不能光

怪银行。 因为银行有其特殊性， 不能随便开， 政府依

这个理由把它管起来， 从经济学上讲， 会产生一个管

制红利， 或者说牌照红利。 这个红利让银行经营者、

股东、 管制者都得了， 唯独银行客户成为鱼肉。 因

此， 监管者应站在中间， 给银行收费一个规则与约

束。 因为， 这些机构是你们批出来的。

第三， 广大银行储户应该认识到， 随着产业的发

展与自身所需金融服务的升级， 相对多付出成本是必

然的。 譬如， 十年前， 居民的转账与投资业务是非常

少的， 而现在一般工薪阶层都经常需要这类金融服

务。 又如， 信用卡业务， 多年前老百姓对此好像非常

不习惯， 而现在境外用卡都已十分普遍。 同样的服

务， 大家都一哄而上提出需求， 自然成本下不来。

诚然， 针对眼下建行、 工行停止存折的服务， 尽

管愤怒的网民拍砖， 可预见的结果是， 银行仍照计划

进行。 不过， 反想过来， 少用一点纸质材料， 也算是

对环保的一点贡献吧。

预计盈利大跌 味千雨润不怪自己怪媒体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叶月草

近日， 雨润食品 （

01068

）、 味

千中国 （

00538

） 相继发布盈利预

警公告， 称上市公司

2011

年盈利

将大幅下挫， 降幅分别为

38%

和

20%~30%

。

味千中国公告中提到， “董事

会认为， 减少乃主要由于部分媒体

于

2011

年第三季度前后报道本集

团产品之若干事宜， 令收入减少。”

雨润食品亦称， “媒体持续多月之

负面报道影响了集团的商誉和消费

市场对于集团产品的信心。”

餐饮食品行业负面连连

2011

年

1

月， 雨润食品附属

公司陕西渭南生秦肉类加工公司被

发现一批问题猪肉。

6

月， 渭南生

秦问题肉事情被媒体曝光。

7

月，

出现问题猪肉的渭南生秦被停产自

查。

9

月， 雨润食品再次被曝出有

染 “瘦肉精” 传闻。

2011

年

7

月

22

日， 《新闻晨

报》 首次报道了味千拉面汤底实际

是一种 “骨泥浓缩料” 的浓缩液，

营养含量不高。 此后， 味千中国总

部相关负责人也承认此事， 并接受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埔分局的

行政处罚

20

万元。 此后， 味千

“偷换使用中国农业大学营养报告

数据”、 “曾违规使用食品添加

剂”、 “厦门配料厨房被查处” 等

等事件不断被媒体曝光， 一度负面

舆情高涨。

食品安全关系民生， 公众十分

关心， 作为当事方， 味千、 雨润以

及双汇、 蒙牛等上市公司都应该严

格自省。

都是媒体惹的祸？

然而， 相关上市公司的言论也

让人觉得似乎其认识仍有偏差。

在味千出事后， 总裁潘慰曾对

媒体反思， 错在财务透明不够、 宣

传不够严谨。

面对业绩大幅下滑， 味千和雨

润都把原因归咎于媒体持续的负面

报道， 但对为何公司遭致负面报道

则仍缺乏自省。 一句话， 都是媒体

惹的祸。 有些上市公司管理者可能

会设想： 如果没有媒体连篇累牍的

负面报道， 就不会有如此的业绩，

也就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管理者 “夜

不能寐”。 可能还有些公司觉得，

要是控制住负面新闻的曝光， 就可

以高枕无忧。

其实， 反观上述舆情事件， 除

了传统媒体、 网络媒体， 微博等自

媒体平台也在事件爆发、 传播中占

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并且由自媒

体曝光的舆情事件也越来越多， 威

力越来越大。 近期 “思念水饺吃出

创可贴” 事件的曝光和传播就很好

的体现了这一趋势。 所以， 舆情只

是经营状况的传播和投射， 有问题

必然有舆情， 而在网络发达的当

下， 舆情传播亦是不可阻挡的。

舆情危机中藏有转机

怕采访、 怕曝光、 怕负面已经

成为了许多上市公司的通病， 不少

上市公司管理者对媒体的采访要求第

一反应总是拒绝， 冷淡处理。 但是，

躲着媒体并不意味着能躲过公司治理

存在的各种问题。 当小隐患变成大问

题的时候， 企业的生存都会受到威

胁。 三鹿集团如果能够在早期就被媒

体曝光三聚氰胺的有关事情， 迅速

采取改正措施， 也许就不会引来企

业的灭顶之灾。 即便负面舆情的影

响有限， 但往往也会对公司股价构

成冲击， 公众投资者利益也将受到

影响， 但从对公众投资者负责任的

角度出发， 公司亦应妥善应对好舆

情。 遇到批评和质疑， 逃避和控制

不是办法， 企业应该主动接受公众

监督， 多跟外界沟通， 诚实披露相

关信息和改进措施， 才能更好获得

公众的认可。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热度排行榜

（

2

月

10

日

~2

月

16

日）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曲强

2

月

10

日至

2

月

16

日舆情热

度最高的

5

家

A

股上市公司分别

是： 爱尔眼科

(300015)

、 长航凤

凰

(000520)

、 上海金陵

(600621)

、

ST

海龙

(000677)

以及攀钢钒钛

（

000629)

。

海峡对岸媒体的一则报道使

得爱尔眼科遭受舆情危机。

2

月

15

日 《联合晚报》 报道， 台湾眼

科权威蔡瑞芳医生认为激光近视

矫正手术后遗症正陆续出现， 宣

布停做该项手术， 该消息震动业

界。 作为

A

股眼科医学惟一的上

市公司， 其准分子眼科手术收入

占其总收入三成之多， 爱尔眼科

股价闻声重挫， 手术安全性备受

舆论拷问。 当日下午， 爱尔眼科

董事长陈邦即在网易微博上面对

诸多质疑回应， 并发布澄清公告，

称 “准分子激光屈光手术是相当

安全的手术， 认为准分子手术不

安全的说法， 缺乏可靠证据”。 看

来上市公司舆情管理， 不仅需要

一双明亮的眼睛， 而且还需要一

对及时监测市场各方传言的耳朵。

长航凤凰上演 “穿越剧”， 造

船大跃进酿巨额财务风险。 股票

代码颇有情人节概念的长航凤凰

（

000520

） 最近过得可并不甜蜜。

本周 《证券时报》 连发四篇文章，

从信披违规、 巨额财务风险、 操

纵财报、 资金链危机等方面对长

航凤凰的种种行为提出质疑。 尤

为离奇的是， 长航凤凰股东大会

上竟然竟然作出 “决定在去年卖

掉

225

艘船舶” 的荒谬决定， 上

演了一出资本市场的 “穿越剧”。

财务专家认为闹剧的背后有操纵

财务报表之嫌。 作为上市公司，

还是要在主营业务发展上多下些

功夫， 资本市场上的 “穿越剧”

可不受投资者喜欢。

上海金陵本周公告， 董秘陈

炳良被罢免。 而陈炳良亦在 “将

反对进行到底”。 他已五度向上交

所、 上海证监局递交陈情信， 而

且于

2

月

10

日和

2

月

14

日两次

以网络新闻发布会的形式， 对上

海金陵董事会提出种种质疑。 目

前， 董秘 “轮岗事件” 仍未结束，

上海金陵公司将于近期回复上交

所的有关质询。 上市公司董秘的

任免制度如何更加完善？ 为何董

秘与公司董事会产生如此激烈的

冲突？ 这些都成为了舆情持续关

注的焦点。

“海龙” 搁浅， 深陷降级泥潭。

2

月

15

日， 联合资信评估发布公告称，

将山东海龙主体评级由

BB+

下调至

CCC

， 将 “

11

海龙

CP01

” 信用等级由

B

下调至

C

，

C

级的意思为 “还本付息

能力很低， 违约风险较高”。 这是债券

市场近

6

年来首只

C

级短融。 还有两

个月， 短期融资券 “

11

海龙

CP01

” 将

迎来到期兑付日， 搁浅的 “海龙” 能

否突破层层困境， 避免短融违约？ 让

我们拭目以待。

就在攀钢钒钛为钛产业规划了一

个宏伟蓝图之时， 这家中国最大的

钛业公司卷入了一宗涉嫌窃取商业

机密的纠纷中。 外媒报道， 美国北

卡罗来纳州检方近日起诉了一对华

人夫妇， 指控他们密谋从杜邦公司

窃取商业秘密， 卖给中方合作伙伴

攀钢集团， 并一同起诉了攀钢两位

高管 。 本 周攀钢 钒钛公告显示 ，

2011

公司业绩大幅下滑， 同比降幅

达

87.45%~100%

， 这也受到了投资

者和媒体的关注。

爱尔眼科积极回应

激光手术疗效争议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罗涵兮

2

月

14

日， 据台湾地区媒体报道， 台湾激光近

视手术之父、 眼科权威蔡瑞芳对外宣布将停止做激光

近视手术。 因为据他长期观察， 不少当年接受手术的

患者， 十多年后视力明显下降。 该消息震惊业界， 迅

速成为舆情热点。 受此影响， 作为

A

股眼科医学唯

一的上市公司， 爱尔眼科 （

300015

）

15

日开盘后股

价应声逆市重挫， 两市跌幅居首。

针对此次的手术 “并发症” 之说， 爱尔眼科对舆

情采取了迅速的应对措施。 公司高管主动和网民进行

交流， 公司也及时发布了公告。

2

月

15

日下午

4

点半到

7

点， 公司董事长陈邦

在网易微博与广大网民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交流。 陈

邦指出， “我们认为该手术是安全的， 蔡瑞芳的决定

仅代表其个人观点， 目前并没有科学证据的支撑”。

2

月

15

日晚间， 爱尔眼科公告称， 准分子激光

屈光手术迄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现已发展成为一

种相当安全、 成熟的手术。 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

不禁止该项手术。 个别手术失败患者出现并发症可能

是病人本身存在白内障、 青光眼、 视网膜等问题。

2

月

16

日下午， 爱尔眼科医疗管理中心副总监

江乐平以及董秘韩忠做客新浪微博， 他们介绍了国家

卫生部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的各项情况， 并与网友进

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流问答。

据介绍， 台湾眼科医学会发表声明否定了蔡瑞芳

的说法， 称激光近视手术 “是一种相当安全的手术”。

台当局 “卫生署医事处长” 石崇良表示不会禁止这项

手术。 另外， 蔡瑞芳在晚些接受记者采访时又表示，

停做该手术产生的轩然大波是一场小误会， “封刀”

的原因并不因为手术有问题， 而是有其他的考量。

激光近视手术究竟是否有并发症， 这是科学上需

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然而， 从舆情的角度来看， 此次

爱尔眼科对于负面舆情的回应及时， 第一时间发布公

告， 并积极借助微博等新媒体沟通方式， 主动和投资

者交流， 这种应对舆情的负责任态度值得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