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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

国美电器“预告体”微博虚张声势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钟钦政

这两天， 国美电器算是狠狠抽

了自己一嘴巴， 也坑了广大股民一

把。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起来， 这事还可以追溯到

3

月

15

日， 人民网发了这么一条微

博： 今天上午， 人民网将发布重要

消息， 请各位网友随时关注人民网

微博及滚动新闻。 尽管人民网随后

即删了这条微博， 这一 “重大信

息” 也被新华网拔了头筹， 但 “预

告体” 微博却火了起来。 短短

22

分钟， 人民网的这条微博便被转发

了

8000

多次， 评论数

3000

余条，

更被好事者截图， 尔后效仿者众，

变体不穷。

国美电器也不甘寂寞。

3

月

27

日上午

10

点

25

分， 国美电器

在其官方微博上 “预告” 了一番：

感谢网友一直以来的关注和关心，

今天， 国美电器将有重大信息公

布， 请大家继续关注。 “预告” 一

出， 在互联网娱乐至死的精神指导

之下， 网友们首先揣测是各种欢

乐———“黄老板要出狱了”、 “要与

当当合并”、 “苏宁看了国美一

眼”。 但欢乐归欢乐， 从字面上看，

国美的这条微博还是很容易被理解

为一个利好。 当日， 在香港股市，

国美股价便上涨了近

3%

。

3

月

27

日下午收市后， 国美

电器 “重大信息” 终于揭晓———国

美电器发布

2011

年财报。 净利润

减少了

6.2%

。 紧接着， 高盛、 美

银、 美林、 瑞银以及里昂证券纷

纷下调国美电器

H

股的评级和目

标价。 第二天 （

3

月

28

日） 一开

市， 国美电器便跳空低开

13%

，

随后持续走低， 到收盘时， 跌幅高

达

21%

！

国美煞有介事在其官方微博

“预告” 之时， 恐怕并没有想到会

是这种结果， 也着实把那些把该

“预告” 当成重大利好消息而买入

国美股票的股民们坑了一把。

作为上市公司， 国美在盘中正

交易之时， 通过微博这样一种渠道

发布一个没有明确指向的信息， 且

未暂停交易， 这么做究竟是否合规

呢？ 对此， 新浪财经编委、 上海站

站长徐安安也在微博上发问： “盘

中公布重大信息， 也不怕被交易所

查？” 但是， 也有市场人士认为，

国美这回算是打了个擦边球， 毕竟

“预告” 并没有涉及具体事项。

而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

测， 国美此事还不是个例。

2

月

份， 国内某著名导演通过微博 “撒

娇” 喊了声 “拍电影太累”， 却引

来市场担忧， 致使某影视公司股价

连跌两天。 该名导正是这家影视公

司的当家导演， 他不得不另发一条

微博致歉， 才让股价止跌回升。

另一个典型事例是， 去年

8

月， 微博大嘴史玉柱炮轰中国人

寿： 别虎视眈眈想控股民生银行。

尽管他马上就删了这条微博， 但依

旧在资本市场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民生银行股价大涨

6.47%

， 作为股

东， 史玉柱账面浮盈达到

2.3

亿

元。 史玉柱由此被证监部门 “请喝

咖啡”， 并称自封微博。

这两个事例与国美有所不同，

当事人一是当家导演， 一是公司股

东， 上市公司只能算是 “躺着中

枪”。 而无论是那位名导还是史玉

柱， 微博粉丝都有百万之众， 本身

就是一个大众媒体， 一言一语， 牵

涉极广。 国美电器虽然粉丝不多，

只寥寥两万余， 但那一条 “预告”

也被转发

137

次， 远远超过它此前

所发的微博。

这两个典型事例， 再加上国美

这一出， 让我们充分看到微博这个

平台在舆情传播中的强大力量和不

确定性。 言者无心， 听者有意， 而

股民的神经总是脆弱的。 尽管互联

网是一个相对自由的世界， 但也不

是人人都能玩 “预告体”。

应当看到， 微博发展至今， 大

势已成， 作为上市公司， 理应顺应

其势， 善用其道。 微博时代， 信息

是 “病毒式” 地扩散， 且传播者和

受众之间可以进行及时互动， 这对

于公司来说， 微博不仅仅是一个快捷

有效的突发舆情应对之道， 更是一个

与客户、 股民良性互动， 打造品牌的

有力工具。

另一方面， 公司在微博上发言，

应当慎之又慎， 一旦失言， 不仅影响

股价进而影响公司价值， 而且还可能

对公司形象造成难以估量的打击。

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 微博的使

用绝对不能游走于资本市场信息披露

法律监管之外。 上市公司该如何在信

息披露与个其他言论间寻的平衡点，

监管部门该如何对上市公司在微博等

新兴媒体上的信息进行界定和监管，

都是值得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新三板渐行渐近

券商欢喜股民谨慎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蒙湘林

3

月

27

日， 王岐山副总理在中关村调研新三板，

各方对该事件的反响也十分积极， 认为新三板的推出

有望加速。

而在股票市场， 新三板概念股也是闻风而动。

3

月

28

日， 以苏州高新、 张江高科为代表的新三板概

念股纷纷飘红， 相反

A

股市场却大幅下挫， 上证指数

失守

2300

点。 因此， 有不少投资者将当日股市的大

跌归结为新三板所带来的扩容压力。

对此， 西南证券场外交易市场部总经理周到表

示， 新三板扩容对

A

股影响有限， 新三板对场内交易

的创业板的估值水平不会构成太大压力， 主要影响在

于心理层面， 即投资者担心新三板将分流股市资金。

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 关于新三板扩容

乃至最终推出的争议颇多， 但总的来看， 支持的观点

还是主流， 新三板总的方向还是好的。

在新三板该不该推出这一问题上，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刘纪鹏曾有生动的比喻———就多层次资本市场体

系来说， 主板是大学， 中小板、 创业板是高中和初

中， 我们还应该有一个较庞大的、 类似金字塔形状的

三板市场体系， 这就是小学。

随着近年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日益显现， 拓

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呼声高涨。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贺强就表示， 新三板门槛低、 容量大， 也会进一步地

刺激

VC/PE

的发展， 而

VC/PE

也会进一步向中小企业

进行直接融资， 这样整个市场可能就会搞活， 就会在

更大层面上支持中小企业。

新三板的推出对于券商来说无疑是一个明显的商

机。 据招商证券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称， 新三板市场

潜在规模近

7000

亿元， 新三板可能实行的做市商制

度、 直投业务， 这对于券商来说势必将拓展业务链

条， 带来更多的业务收入。 德邦证券分析师张海东也

认为， 新三板将给券商带来三大利润增长点： 一是挂

牌上市的费用收入； 二是从三板市场上已挂牌公司定

向增发业务中收取企业融资额一定比例的费用； 三是

通过做市商制度获得价差收入。

相对于券商的乐观态度， 网民特别是小散户们更

多的是报以谨慎关注的态度。 据某门户网站专题调

查， 有

1/3

的网友看好新三板， 认为意义重大， 也有

1/3

的网友并不看好， 认为还是少数人的游戏。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通过微博调查， 发现部分

网友担心新三板市场将会成为投机者的资金竞争地，

网民 “郑天” 认为， 可怕之处在于隐藏在其中的投机

与腐败利益链， 就连相对成熟的中小板与创业板都难

以避免欺诈与腐败， 新三板同样有可能成为寻租者的

天堂。

如同当年酝酿推出创业板那样， 新三板的推进目

前已经到了关键阶段。 我们认为， 新三板的建设和完

善， 需要监管层广泛听取舆情建议， 采取更多行之有

效的制度措施， 只有这样， 才能将新三板打造成为寄

托改革希望、 承载民企和投资者梦想的全国性场外交

易市场。

廉政禁令重创白酒板块 网民力挺政策心疼股价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叶月草

本周， 在一股强烈的廉政风暴

冲击下， 白酒行业再次被推向风口

浪尖。

3

月

26

日， 国务院召开第五

次廉政工作会议， 决定要严格控制

“三公经费”， 禁止用公款购买香

烟、 高档酒和礼品。 消息一出， 迅

速在股票市场引发连锁反应。

3

月

27

日，

A

股市场白酒板块股价全

线大跌， 贵州茅台跌幅达

6.37%

，

刷新了多年来的单日跌幅记录。 统

计显示， 短短两个交易日， 白酒板

块市值损失近

500

亿元。

实际上， 早在

3

月

26

日， 第

五次廉政会议的消息披露后， 便立

刻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3

月

26

日晚上， 微博、 股吧、 论坛上， 网

友纷纷发表对该新闻的评论， 为政

府出台的廉政政策叫好。 在微博

上， “严禁公款消费高档酒” 这一

关键词则被解读为高档白酒股的利

空， 有投资者就预计， 第二天开盘

后高档白酒股股价必将受到冲击。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监测，

网友在网络生活中的发言一般都具

有明显的差异性， 即新闻跟帖具有

公众性， 而微博评论富于社交化。

比如在本次事件中， 在各个转载量

较大的新闻报道中， 不少网友跟帖

表示支持国家出台相关的廉政政

策。 新闻跟帖政治性较强， 受众范

围较广， 发布者会较为注重自己发

帖与新闻内容的相关性、 建设性以

及对带来的影响有一定的评估， 因

此对自己的言论较为慎重。 因此，

网友在跟帖中表现出了较高的政治

关注度和公众话语代表性。

例如， 新浪网转载 《温家宝：

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腐败》 一文

的跟帖中，

105

条回复基本上都为

廉政政策叫好， 提及茅台、 五粮液

等股价变动的很少。 其他新闻中，

情况也相似。

但在微博平台上， 网友的对事

件的关注角度有了较大的变化， 对

于白酒股股价变化的关注十分集

中， 不少网友或针对个股或针对酿

酒行业发表投资观点。 微博平台强

调社交性， 言论的受众范围理论上

较小， 互动性较强， 因此观点偏个

性化， 带有个人社会身份色彩。 因

此不少网友出于社交网络中自我表

达的意愿和社交意愿， 言论内容更

加丰富多彩， 跳出了廉政讨论的框

架。 下图即新浪微博平台关注廉政

政策相关信息的网友观点抽样。

微博网友观点抽样

数据来源

：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从上图可以看出， 微博中网友

的观点较新闻跟帖中观点要更丰富

一些， 关注面也不尽相同， 另外，

关注茅台等白酒企业股价波动等观

点占去了相当大的比例， 网友的观

点表达也更加个性化和互动性。

微博意见领袖在事件中也观点

不一。 潘石屹鲜明地表达了对廉政

政策的拥护： “支持总理不让三公

消费喝高档酒。 最好别喝酒。” 而

经常与其微博互动的任志强则以一

句 “领导的一句话， 股民的万斤

肉” 表达了他的关注重心向政策对

股市的影响倾斜。

作为普通网友， 直接参与市场

投资的他们对政策的影响感受颇为

深刻。 网友 “

hbbeyond

” 感慨到，

温总真是 “杀手”， 一句 “今年的

反腐工作要重点做好禁用公款购香

烟高档酒礼品”， 让作为资本市场

宠儿的茅台一天蒸发

163

个亿！

当然， 也有白酒企业对此次

廉政风暴表示淡定， 四川沱牌曲

酒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家民在

微博上回复投资者： 我们中低端酒

一直卖得好。

申万行业研究员童驯的报告称，

白酒行业持续较快发展的主要背景是

“中产阶级崛起带来的消费升级”， 这

种大趋势不会改变， 并称白酒股估值

仍然低于历史平均值。 深圳东方港湾

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但斌看

好茅台的发展， 他在微博上提到其朋

友婚礼选用茅台为婚礼用酒， 并感叹

“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改变了”！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热度排行榜：

3

月

23

日

-3

月

29

日

万科遭遇“装修门” 东阿阿胶被指“造假”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李勇

3

月

23

日至

3

月

29

日舆情热

度最高的

A

股上市公司分别是：

万科

A

、 汤臣倍健、 东阿阿胶、 中

联重科、 南纺股份。

精装修或成万科

前进途中一道坎

上周末一则网帖称深圳万科

第五园六期多处使用价格低廉、 易

受潮发霉的 “纸板” 作为装修材

料。 事实上， 业主论坛上早有质疑

该项目装修质量的声音， 万科总裁

郁亮此前也坦诚地承认了问题， 并

承诺逐户排查、 整改， 但 “纸板装

修” 这一说法的出现， 还是令很多

人一时间难以接受。 事件很快引发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万科也一

如既往的快速做出了回应。 根据万

科的官方解释， 被业主称为 “纸

板” 的其实是 “中密度纤维板”，

室内环境问题也会有合理解决， 更

没有所谓精装修避税一事。

万科的精装修战略、 高周转模

式以及质量监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挑战。 郁亮说， 这是万科一道必

须越过的坎， 那么时刻保持对消费

者的责任心， 一定是跨越这道坎所

必须的态度。

汤臣倍健应对螺旋藻

铅超标质疑

3

月

28

日晚间， 媒体报道称，

经调查发现包括 “汤臣倍健” 在内

的

6

个品牌螺旋藻产品， 涉嫌 “重

金属铅含量超标”。 这则消息很快

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与热议。 汤臣倍

健于

3

月

28

日当晚第一时间在官

方网站发表了声明， 并在

3

月

29

日临时停牌。 汤臣倍健表示， 作为

一家上市企业， 公司具有严格的质

量控制体系，

2012

年

3

月

3

日由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指定的检

测机构进行的抽检结果显示， 公司

螺旋藻片符合质量标准。

3

月

29

日晚， 公司再次发布澄清公告，

30

日继续停牌， 足以看出公司对事件

的重视。

螺旋藻事件涉及到不同的标准

导致检测结果差异， 对此汤臣倍健

可以主动引入权威的第三方机构，

同时也应与消费者、 投资者有更多

的沟通与交流， 而公众也可以选择

等待有关部门的权威结论。

东阿阿胶回应造假质疑

上周

,

《时代周报》 报道称，

东阿阿胶新疆工厂生产的半成品阿

胶块涉嫌虚构原产地， 另外其用以

支持涨价的行业数据也涉嫌造假。

3

月

23

日晚东阿阿胶发表声明，

对新疆所产半成品的质量、 产地标

注方式、 公司的养驴规模做出了说

明， 并称对于一些媒体的不实报

道， 公司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东阿

阿胶的回应并没有完全平息质疑，

《

21

世纪经济报道》、 《时代周报》

等媒体对事件持续保持关注， 事件

的舆情热度或将有所持续。

中联重科澄清

出售环卫资产质疑

3

月

16

日中联重科披露公司

拟出售一全资子公司

80%

的股权。

随即， 包括财经网、 《第一财经日

报》 等媒体指出， 公告中提及的参

与股权受让方之一， 是由中联重科

高管团队持股的， 因而此次转让或

涉嫌利益输送。

3

月

23

日， 中联重科董秘申柯向

媒体做出了回应，

3

月

28

日， 公司副

总裁孙昌军对此又逐一进行了解释。

公司强调， 此次的股权转让 “是忍痛

割爱”， 管理层持股企业参与联合竞

标， 是为了保证新公司运营管理的

延续， 也是为给相关战略投资者更

大信心。

南纺股份

遭证监局立案调查

南纺股份

3

月

26

日晚公告， 公

司

3

月

2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下达的 《调查通知书》， 因公

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行为， 证监

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媒体对此评

论称， 本次立案调查似乎早已山雨欲

来。 公司去年人事调动极其频繁， 一

年中公司共计发布五次人事变动公

告， 包括前董事长单晓钟在内的

12

名

高管相继辞职。

世说微语

� � � �近日舒淇因遭网友炮轰删掉所有微博引来冯小

刚、 杨澜等名人力挺， 其中高晓松在微博上的一段感

性发言道尽行业辛酸， 意外走红， 引来不少网友模

仿， 不同版本层出不穷。 我们来看看财经界和地产界

的版本， 也是各行有各行的心酸泪呀……

原版

我们这个行业

，

卖身卖艺卖青春

，

用欢笑泪水

，

献爱与自由

。

从未巧取豪夺

，

鱼肉乡里

，

干过什么

伤天害理之事

。

演好了

，

鞠躬拜票谢观众

，

演砸了

，

诚惶诚恐不成眠

。

顶三五载虚浮名

，

挣七八吊养老

钱

。

终归零落成泥

，

随风散去

。

观众总会有新宠

，

不复念旧人

。

看在曾带给大家片刻欢娱

，

能否值回

些人间温暖

？

券商投行版

我们这个行业

，

看完

A

股看美股

，

夜夜看盘到凌

晨

，

青春在红绿间流失

。

从未巧取豪夺

，

鱼肉乡里

，

未做伤天害理之事

。

股涨了

，

谢完政策谢大盘

，

股跌

了

，

黑嘴之声不断

。

顶三五载虚浮名

，

挣七八吊养老

钱

。

终归零落成泥

，

随风散去

。

股民总会有新宠

，

不

复念旧人

。

看在曾带给大家些许良策

，

能否值回些人

间温暖

？

财经编辑版

我们这个行业

，

卖身卖文卖青春

，

以吊死之躯

，

编散户一笑

。

从未觊觎官二代

，

也未窥伺富二代

，

更

未干过高富帅

。

编好了

，

股票涨了

，

谢天谢地谢证监

会

；

编砸了

，

股票跌了

，

彻夜割肉两鬓白

。

天若有情

天亦老

，

人若有股死得早

。

看在白班夜班大夜班连轴

转份上

，

能否值回些人间温暖

？

(

来自新浪微博

)

�

3

月

27

日上午

10

点

25

分

，

国美电器在其官方

微博上

“

预告

”

了一番

：

感谢网友一直以来的关注

和关心

，

今天

，

国美电器将有重大信息公布

，

请大

家继续关注

。

3

月

27

日下午收市后

，

国美电器

“

重大信息

”

终于揭晓

———

国美电器发布

2011

年财报

。

净利润减

少了

6.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