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

年

4

月： 在科龙电器公布

2003

年年度报告之后， 廖照

文购入该公司股票。

2004

年

8

月至

2005

年

5

月： 在科龙电器股价连续下跌期

间， 廖照文不断加仓。

2005

年

5

月： 中国证监会进驻科龙电器公司， 正式对该公

司的虚假陈述行为展开立案调查。

2006

年

7

月： 廖照文委托律师向科龙电器提起赔偿诉讼，

被广州中院受理。

2008

年

10

月： 中小股东诉科龙电器及其原董事长顾雏军虚

假证券信息纠纷案件于广州中院正式开庭审理。

2009

年

6

月： 科龙电器案在广州中院举行集中调解会。

按照法院确定的损失额， 股民得到

100%

赔偿， 至此该案宣告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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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之四

草根维权故事

科龙财务造假出难题

数学教师启用维权公式求解

证券时报记者 唐立

财务造假， 宁有理乎？ 面对科龙

设下的投资陷阱， 受伤股民不约而同

地揭起维权旗帜。 在这众多的维权股

民之中， 有一位来自顺德当地的数学

教师， 他的维权故事以及他对维权的

独特理解颇值细述， 他就是廖照文。

与科龙初见即为邻

廖照文是顺德大良某小学的一位

数学教师， 证券时报记者约访他的当

天正值周一。 由于一天都有教课任

务， 廖老师显得很忙碌。 但性格爽朗

的他牺牲了午休时间， 在家中愉快地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提起时隔多年的维权往事， 廖老

师谈笑自若地开了头： “当年要是没

错过深发展那只牛股， 也就不会有后

来关于科龙电器的麻烦事。” 廖老师

所指的是， 在他最初接触股市的

1996

年

6

月左右， 深发展时价才

5

块多， 此后一年时间内却出现了翻倍

的疯涨。 虽听朋友推介而看好深发

展， 但因为当时慑于学校禁止教师炒

股的规定， 他最终没能坐上这只牛股

的轿子。 按照他后来将资金一股脑投

入到科龙电器上的做法， 若先前搭上

了深发展， 或许后来真没有他针对科

龙维权的事情。

不过， 这世上的很多东西往往能

与人们轻易地擦肩而过， 唯独巧合却

很难。 廖老师与科龙电器的碰撞， 其

实就是一件很巧合的事情。 廖老师原

本是广东河源人， 祖孙三代均从事教

师职业。

1994

年， 二十出头的他听

朋友说顺德发展形势不错， 于是慕名

前来并于当地某小学顺利谋得教师职

位。 当时就住在科龙电器旁边的廖老

师， 并未对这个邻居有太多直观的

印象。 后来在多次的学生家访

中， 他才知道很多学生的家

长原来都在科龙公司上班，

这时的科龙电器也渐渐引

起了他的关注。 由于对

股票投资深感兴趣， 廖老师主动地跟

一些家长了解起科龙公司的情况。 加

上每次家访途中看到科龙公司大门前

总有工人忙于装货的景象， 他得出科

龙电器是一家值得投资的上市公司的

判断。

这个邻居不太善

随后， 廖老师寻机介入科龙电器

并浅尝甜头。 不过， 事情在格林柯尔

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入主科龙电器之后

埋下败迹， 而这个顾雏军麾下公司早

就对科龙电器觊觎已久。

2001

年

11

月， 刚刚入主科龙电器的格林柯尔急

不可耐地提出了以顾雏军为首的八名

新董事名单， 完成了科龙电器清洗式

的高层大换血。 从那时起， 顾雏军手

执科龙股票， 在二级市场上不断玩出移

花接木的资本游戏。

据廖老师介绍，

2004

年他再度购

进科龙股票时， 正值科龙

2003

年年度

报告公告不久。 当时科龙的财务状况

是， 持续盈利上亿元人民币， 这令他相

信这个一度落魄的邻居持续反转向好。

因此， 廖老师也把自己几乎所有的积蓄

都押在了科龙电器身上， 并企望以一次

性买入的这几万股股票博出好彩。

岂料， 在廖老师购进科龙电器

1

个

月后， 科龙董事长顾雏军因涉嫌财务诈

骗被警方逮捕， 导致科龙股价大幅下

跌。

2005

年， 科龙的财务造假黑幕被

全面曝光。 科龙股票从最高时

25

元左

右价格， 一路跌到

2005

年

7

月

20

日

1.41

元 “仙价”。 此时， 廖老师为科龙

股票所投下的

10

多万元， 转眼即缩水

至几万元， 超过一半的金额蒸发匿迹。

谎言见光， 梦想破灭。 上当受骗后

的廖老师深感这个邻居， 并非自己想象

中的那么友善。

加仓！加仓！

其实， 在步入科龙财务陷阱的初

期， 廖老师也有过逃生的机会。 但来自

各方面信息使他误判了形势， 最终愈陷

愈深。

2004

年

8

月，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一次题为 《格林

柯尔： 在 “国退民进” 的盛宴中狂欢》

的演讲， 揭露顾雏军在收购活动中如何

席卷国家财富， 并将矛头瞄向了格林柯

尔。 这次演讲在直接挑起了郎顾之争的

同时， 也警醒了相当部分的科龙电器股

民。 但由于随后顾雏军仰仗当地政府之

名， 大打公关太极， 声称要追究郎咸平

的诬陷责任。 其言之凿凿状， 令占有地

缘优势的廖老师不自觉地投出信任票。

另外， 廖老师还特别介绍称， 当时

科龙电器的审计师为德勤。 这家全球知

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科龙的年度财

务报告时出具了没有异议的无保留意

见， 这使得他更对科龙一方的言辞深信

无疑。

在 “双保险” 模式的引导下， 廖老

师不仅于科龙股价连跌之时放弃出逃机

会， 而且还逢跌加仓。 那时候， 他每个

月的薪水除去必要开支， 几乎全部为加

仓所用， 以至于早先起好的房子都没舍

得装修， 水管、 电线等都自行拉设。 但

可惜的是， 科龙财务造假的事实最终并

没能以廖老师执着的加仓意志为转移。

2005

年

5

月

9

日， 中国证监会进驻科

龙电器公司， 正式对科龙电器公司的虚

假陈述行为展开立案调查。 在得知这一

消息后， 廖老师顿然醒悟， 原来科龙电

器在格林柯尔入主后， 所奉上的连年盈

利不过是几张看上去很美， 却不堪食用

的 “画饼”！ 但此时加仓不可为， 割肉

亦不甘。 面对已半空的账面， 他又该如

何是好？

反复确认 找到律师讨说法

辛苦编织多日的投资梦想一朝破

灭， 许许多多的投资者在突如其来的变

故面前， 往往会感到惊愕不已乃至无所

适从。 但教书多年的廖老师在惊醒之后

并未慌乱不已， 通过几番冷静思考， 他

决定从自己当初认为的所谓 “双保险”

处寻找出解决办法。 对此， 廖老师仍记

忆犹新： “当初我就是因为听信了科龙

的郑重言词以及德勤的审计意见， 所以

才会不断买入科龙股票。 但结果证明科

龙和德勤有意隐瞒真相， 诱导投资者受

骗上当。 也就是说， 由于科龙财务造假

以及德勤审计把关不严， 才给诸如我这

样的投资者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因

此科龙和德勤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抱着上述想法的廖老师， 决定向科

龙公司讨要说法。 由于孤身一人难免势

单力薄， 加上平时授课繁忙， 其讨要说

法的进程随后陷入僵局。 直到有一天，

素有读报习惯的廖老师在某报刊上发现

一则告示函， 内容是关于股民向科龙电

器索赔投资损失的征集和代理。 该则消

息由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登出， 后附事

务所郑名伟律师的联系方式。

看完这则消息之后， 廖老师的第一

反应是自己的损失赔偿有救了。 但前期

失足的投资经历却仿佛在提醒他， 这会

不会又是一个陷阱呢？ 带着满心的狐

疑， 廖老师拨通了郑律师的电话。 尽管

郑律师在电话里头耐心地给他做了很多

的释疑工作， 但挂完电话他仍然没法做

到十分放心。 后来， 廖老师还亲口托付

在深圳工作的叔叔， 让他帮忙查看郑律

师及其事务所的办公环境和证件状况。

不久， 在得到叔叔的肯定答复后， 廖老

师终于决定前往该事务所与郑律师面谈

委托诉讼事宜。

维权就是一次再投资

当廖老师和郑律师谈到委托诉讼的

事宜时， 新的问题又出现。 廖老师说，

当时律师方提出预收

3700

多元的前期

代理费。 若胜诉， 还会收取法院判决科

龙所赔付金额的

20%

。 按他当时提出

7

万多元索赔额预算， 两项合计接近

2

万

元，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的金额。

“我当时确实很认真地掂量过近

2

万元钱的轻重。 若官司赢了， 我收回的

就算再少， 总比把

7

万多元扔水里、 却

听不到任何回响强。 不过， 要是官司输

了， 我很可能得再损失几千元。 还好郑

律师最后打消了我的这种疑虑， 他说此

前的东方电子案、 银广夏案等类似案件

中， 维权股民最终都获得胜诉。 通过分

析研究， 科龙电器案至少有

80%

的胜诉

把握。 听了郑律师一番话， 我想为什么

不尝试一博呢？ 我就当是再进行一次投

资又何妨？ 况且这个过程也不需要我特

别劳心费神。” 谈及当年决定竖起维权

大旗的细节， 廖老师声情并茂地说。

不过， 在科龙电器后来索赔进程

中， 廖老师却有意做了一番劳心费神的

事情。

2008

年

10

月

30

日， 科龙电器案

第一批案件在广州中院开庭审理， 廖老

师作为郑律师的代理原告之一， 是唯一

一位到庭并坐上原告席的维权股民。 回

想起当年自己的紧张心情， 廖老师现在

觉得很有趣。 他说， 当时法庭置放的科

龙案件资料至少有

1

米高， 但郑律师在

翻阅时却举动从容。 加上郑律师答辩时

有理有据的样子， 让他对维权的成功充

满了希望。 而能亲身参与这样的维权第

一现场， 也成为廖老师无法忘怀的人生

片段。

采访最后， 记者请廖老师总结自己

的维权经历， 他说： “相对于投资不正

当损失而言， 维权实际上就是一次再投

资。 尽管再投资存在风险， 但因为这个

环节里基本上有法可依， 所以风险相对

要小。 投资者若要充分地降低自己的投

资损失， 应当了解维权， 树立维权意

识， 并建立起足够的维权信心！”

（本系列完）

3

月维权记忆

证券时报记者 刘雯亮

3

月的深圳， 时晴时雨。 自编辑部

策划 《草根维权故事》 系列以来， 这

一个月时间， 我们的心情亦随着主人

公的故事进程而起伏。 在系列故事

里， 我们追随草根股民的维权心路，

时而为他们遭遇的不公而不平， 时而

为他们的坚持所感动； 时而为他们遭

遇的忐忑所感伤， 时而为他们的胜利

而欣慰。

在系列故事里， 我们认识了河北

省石家庄监狱六监区的干警张平海。

法律专业的他抓住最后的诉讼时机，

拿起法律武器， 自己单枪匹马起诉蓝

田股份。 最终， 这种坚持为他开启了

胜诉大门。 然而， 胜诉之后， 由于公

司应付的赔偿金迟迟不能到手， 张平

海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公司

2010

年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他又从维权成

本的角度， 参照纳税制度， 提出建立

债权人最低赔偿标准方案。 对法律知

识的熟悉和坚持， 令他在曲折的维权

路上取得一定成效。 他一个人的战斗，

其实背靠的是强大的法律后盾。

在系列故事里， 我们认识了大户

王君 （化名） 和小散大李 （化名）。 在

银广夏惨痛的投资损失前， 王君一度

自认倒霉。 直到她看到律师征集投资

者索赔的消息， 她决定主动和律师咨

询和沟通； 大李的故事则更具代表性。

作为中关村的一名专业

IT

人士， 由于

轻信研究报告， 乐观介入银广夏。 在

得知银广夏财务造假、 虚构利润， 出

于维权成本的考虑， 他和北京律师建

立联系。 最终， 经过

6

年多的艰苦抗

战， 在公司仍在上市的状态下， 二人

通过 “股权换诉权” 的方式得到比较

满意的赔偿。 这种创新， 不失为一种

可行的赔偿方式。

在系列故事里， 我们认识了杭州

80

后女孩马晶晶 （化名）。 在杭萧钢

构

300

亿大单面前， 入市不深的她由

于听信公司高管的豪言壮语， 不免陷

入圈套。 父母给予的嫁妆也打了水漂。

直到她从电视上看到律师为亏损股民

伸冤的报道， 出于对追回损失的迫切

愿望， 她成为全国首位索赔者。

82%

的现金赔偿比例， 最终令她得偿所

愿， 成功实现了自己最初的诉求。 这

一比例， 也成为全国同类型案件中最

高获赔比例。

在系列故事里， 我们认识了顺德

数学老师廖照文。 由于轻信科龙电器

的郑重言词以及德勤的审计意见， 令

占有地缘优势的他不自觉地投出信任

票。 直到中国证监会正式对科龙电器

虚假陈述行为展开立案调查， 他才幡

然醒悟， 举起维权大旗。 和小散大李

比较类似的是， 成本问题成为他维权

考虑因素之一。 出于对此前类似案件，

维权股民最终获胜的坚定信念， 廖老

师毅然决然走完维权路， 并最终获得

满意赔偿。 正如他所说， 维权， 何尝

不是一次再投资呢？

由于时间和篇幅的局限， 我们无

法把草根股民维权故事一一呈现。 虽

然他们的故事各有各的不同， 在他们

身上却有共同点， 那就是坚持、 坚韧、

坚定。 在雾里看花的中国股市， 受骗

上当也许难免。 在遭遇不公之后， 股

民能够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 积极抗

争， 这不仅仅是对个人利益的争取，

也是为了令整个证券市场更加透明，

更加纯净。

“在那山的那边、 海的那边， 有

一群草根股民， 他们坚韧又

智慧， 他们吃苦又耐劳， 他

们勇敢奋斗在维权的日子

里， 他们诉讼索赔打官司样

样精……”

若要书写改革开放后三十余年时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简谱， 顺德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个

音符。 这片弹丸之地， 神奇地诞生并哺育众多驰骋全国乃至全球的企业， 美的、 格兰仕、 科

龙、 万家乐、 万和、 康宝等。 当然， 若要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成人礼撰写一篇长诗， 顺德同样

是一个不可轻描淡写的章节。 当年科龙财务造假东窗事发， 不仅让这片热土深深蒙羞， 也让

彼时介入其中的股民大受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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