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序 公司名称 事件简介 传统媒体关注度 网络媒体关注度 微博关注度 舆情总关注度

１

万 科

Ａ

网友称万科楼盘地板甲醛超标

＞１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９５．００

２

汤臣倍健 媒体称其螺旋藻铅超标

＞１００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 ９１．０４

３

鞍钢股份 集团子公司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１００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８４．３２

４

武钢股份 媒体报道武钢

３９０

亿养猪

５０－１００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５０００ ８１．０６

５

爱尔眼科 台湾名医称激光手术有风险

５０－１０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７１．１９

６

长航凤凰 管理层、 资金链、 信披遭疑

３０－５０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５６．２３

７

中海油服 在建工作船发生船舱进水事故

＜３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 ５４．１６

８

中国石化 分公司员工被曝卷款私逃

３０－５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５０００ ５２．２２

９

华英农业 媒体报道其与死鸭产业链有关

３０－５０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５０００ ４７．６４

１０

维维股份 公告收购前网上早有传播

＜３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３８．３４

１１

伊利股份 网传伊利产品香港停售

＜３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３０．５３

１２

省广股份 地铁招标案涉嫌行贿

＜３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５．２４

１３

东阿阿胶 媒体称公司产品、 数据造假

＜３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５０００ ２２．１３

１４

南京医药 股权外卖疑存回转交易

＜３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４．４４

１５

中 青 宝 被网友指责使用情色宣传片

＜３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３．９２

表

２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

Ａ

股上市公司舆情事件关注度排行榜

说明： 舆情事件热度由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综合传统媒体报道量、 新闻网络转载量、 相关微博条数、 舆情分析

师评分等数据加权计算得出。

排序 公司名称 事件 首度回应时间 首次回应内容 事件结果 应对得分

１

万 科

Ａ

网友称万科楼盘地板甲醛超

标

曝光当天

声明停止采购、 启动复检、 承担

责任

万科公布权威检测结果并启动赔偿

９３．００

２

爱尔眼科 台湾名医称激光手术有风险 曝光后

１

天 董事长称并发症与手术质量有关 手术安全性得到专家、 协会、 卫生部认可

９０．５０

３

汤臣倍健 媒体称其螺旋藻铅超标 曝光当天

声明称产品质量合格， 有待官方

公布检测结果

政府发布权威结果证明产品合格

８９．００

４

伊利股份 网传伊利产品香港停售 曝光当天 公司称早已退出海外市场 伊利已退出包括香港在内的海外市场

７９．７５

５

中国石化 分公司员工被曝卷款私逃 曝光当天

公司称核查发现已经报案， 需加

强员工培训

公安局立案调查， 中石化将全力配合

７９．００

６

鞍钢股份

集团子公司发生重大安全事

故

曝光当天 通报事件进度 国家安监局通报事因， 鞍钢赔偿遇难员工

７３．５０

７

东阿阿胶 媒体称公司产品、 数据造假 曝光后

１

天

声明称无产地问题， 对数据造假

等不予置评

发布公告澄清数据造假等质疑

７１．５０

８

中海油服

在建工作船发生船舱进水事

故

曝光后

１

天

当天董秘办工作人员表示不知情，

次日公告

中海油服启动保险索赔程序

６８．５０

９

中 青 宝 被网友指责使用情色宣传片 曝光后

２

天

公告称未违法宣传， 影片为代理

方制作， 不用于境内宣传

官方网站撤下有争议的宣传片视频

６５．２５

１０

华英农业

媒体报道其与死鸭产业链有

关

曝光后第

４

天

公告称已查明是部分鸭场问题，

将严肃处理

偷卖死鸭属个人行为， 公司提整改措施

６２．５０

１１

维维股份 公告收购前网上早有传播 曝光后第

２

天

公告澄清未泄密、 无应披露而未

披露事项

发布公告澄清质疑， 但仍有质疑报道出现

５５．００

１２

南京医药 股权外卖疑存回转交易 曝光

７

天后 董秘向媒体解疑回转交易 发布补充公告并道歉

４４．００

１３

武钢股份 媒体报道武钢

３９０

亿养猪 曝光

７

天后

集团新闻发言人称新闻属不实报

道

记者发布报道失实声明

４２．５０

１４

省广股份 地铁招标案涉嫌受贿 曝光后第

５

天 公司没有做过非法的事情 检方通告称招标负责人收受公司员工贿赂

３７．５０

１５

长航凤凰 管理层、 资金链、 信披遭疑 曝光

７

天后 董秘称资金链无虞 总经理向媒体表示将改善信披并重视舆情

２８．００

表

１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

Ａ

股上市公司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

２０１２

一季度上市公司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哪件

Ａ

股上

市公司的舆情事件最热门？ 大众

聚光灯之下， 又是哪个上市公司最

有效地化解了舆情危机？ 当前的

舆情传播以及上市公司的应对有

何特征？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梳理了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

３００

个具有一定热

度的上市公司舆情案例。 其中万科

的 “安信地板事件”、 汤臣倍健的

“螺旋藻超标事件” 整体关注度最

高。 在关注度最高的

１５

个案例中，

万科 “安信地板事件”、 爱尔眼科

“激光手术并发症事件”、 汤臣倍健

“螺旋藻超标事件” 的应对最为迅速

全面。 而长航凤凰 “信披质疑”、 省

广股份 “贿赂门” 事件中， 公司因

为反应迟缓、 方式单一等原因， 舆

论评价不佳。

万科爱尔眼科应对可圈点

长航凤凰省广股份待提升

１

、 万科爱尔眼科多渠道应对高

热事件

与消费者直接相关的舆情事件，

往往是重大突发极有可能广泛传播

的事件， 迅速给上市公司带来巨大

的舆情压力。 在面对这一类事件的

时候， 企业的反应速度、 多渠道并

行的应对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万科部分楼盘所用的安信地板

质量被网友质疑之后， 万科在当天

就通过互联网、 媒体向公众发布了

正式的声明。 万科的态度、 应对步

骤在舆情还没有进一步扩散的时候

已经融入了公众传播渠道， 避免了

舆情真正高涨的时候， 公司处于过

于被动的地位。

与此类似， 爱尔眼科、 汤臣倍

健都是在舆情发生当天回应， 第

一时间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传递

了公司的信息， 并通过接受采访、

微博访谈等方式进一步与公众交

流。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公司在

事件最初并没有完全持否决态度，

更多的是展现自身负责任的态度。

尤其是微博互动这种形式， 对于

消减公众的焦虑情绪是有着重要

意义的。

２

、 长航凤凰省广股份回避媒体

质疑

面对涉及公司运营管理的舆情

事件， 尤其是媒体触及了公司的

“痛处” 时， 一些公司往往心存侥

幸， 遮遮掩掩。

从

２

月

７

日开始， 媒体就关注

到了长航凤凰的经营困境， 之后公

司董事会 “大换血” 遭到媒体质疑。

接下来的一周里， 众多媒体连番就

长航凤凰的管理层变动、 财务状况、

信披规范发问， 舆情热度不断提升。

直至

２

月

１６

日公司董秘才对部分问

题做出回应， 但有限的信息并没能

抚平市场中的焦虑与疑问。 在公众

舆论的持续关注下，

２

月

２３

日公司

总经理才再次回应表示整改， 同时

表示将更加关注舆情。

省广股份在面对负面质疑时也

抱有侥幸心理。 公司

２

月份遭到竞

争对手的质疑， 媒体报道其在武汉

参与地铁广告招投标时有违规嫌疑。

虽然公司也做出了临时停牌、 发布

澄清公告的举动， 但是一直表示并

没有违规操作。 事件的热度持续了

较长时间， 并数次反弹， 事件最终

的官方调查结果也并没能洗脱公司

的嫌疑。

实际上， 上市公司面对舆情的

拖延， 很可能导致公司以及公司的

管理者陷入更加尴尬的处境。 公司

缺少的是面对自身问题的勇气， 同

时也缺乏应对问题的技巧。

化工医药行业舆情高发

投资者管理层博弈受关注

就第一季度较为有影响的上市

公司舆情事件分布而言， 中国上市

公司舆情中心发现化工、 医药、 食

品等行业的舆情关注度最高， 事件

与投资者、 公司高管联系最紧密。

１

、 化工、 医药、 食品舆情关注

度高

爆发大规模舆情危机最多的五

个行业分别是化工行业、 生物制药、

食品饮料、 信息技术与电力行业，

这些行业合计占到了一季度舆情事

件的

５０％

左右。 而就舆情事件的地

域分布来看， 上市公司舆情事件高

发的区域依次是广东、 湖北、 山东、

北京以及上海。

２

、 与投资者、 高管、 公众、 客

户有关的舆情事件最多

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 第

一季度的

３００

个舆情事件中相当一

部分是关乎投资者的切身利益或者

高管的违规行为的， 主要涉及信息

披露、 内幕交易等情况。 这一状况

反映了资本市场中， 上市公司的投

资者与上市公司管理层之间的博弈。

公众公司高管的治理水平与道德高

度是市场各方时刻关注的对象， 而普

通投资者的利益诉求， 也正通过互联

网得以放大。

另外关于公众、 企业客户的舆情

事件也有较高的比例。 涉及社区环

境、 人身安全的话题较为容易引起公

众的关注与传播， 比关于投资者或者

高管的话题， 更容易引爆舆论热点。

值得一提的是， 某种产品或服务出现

问题， 往往并不是某一个企业的责

任， 而是牵扯到整个产业链各个环节

的管理与监督， 只是上市公司作为公

众企业， 头顶声誉光环的时候也承载

了更多的责任与期待。

３

、 以网络为起源和主要载体的

事件持续时间短

互联网毫无疑问已经成为社会舆

论话题的一个重要发源地。 统计发

现， 以互联网为源头和主要载体的舆

情事件， 具有更强的爆发力， 但是持

续时间也会相对较短。

第一季度的案例中， 万科安信地

板事件、 中石化客户经理跑路事件等

都是因网友爆料而起， 而动车采购事

件等则主要以互联网为传播载体。 这

类的舆情事件会在短期内达到一个舆

论高峰， 除非有特殊的转折点， 通常

都不会持续较长时间。 但是由传统媒

体发起的、 有众多媒体参与的舆情事

件则会缓慢发酵， 经历数次的高峰，

也通常持续较长时间。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略显被动

澄清质疑仍需加大传播力度

１

、 两成公司舆情应对迟到一周

在

１５

件最热门舆情事件中， 事

件发生当天就做出回应的占

３３％

， 曝

光后

１

天内响应的也只有

２０％

， 还有

相当一部分公司应对迟缓。 类似长航

凤凰、 南京医药等案例， 公司的舆情

应对则迟到了一周以上。

为何长航凤凰对众多媒体监督置

若罔闻？ 为何南京医药在媒体不断追

问下才发布补充公告， 向投资者道

歉？ 为何中国石化早已知晓客户经理

卷款私逃， 却要等到媒体报道才愿意

公之于众？ 为何各种安全事故总是先

由媒体报道， 公司再做出声明、 公

告？ 种种产品问题都是在媒体曝光

下， 公司才自查自纠， 那么平常就没

有发现过类似问题？

虽然现有的规则限定了公司信息

披露的时效性， 完全做到实时主动披

露也是种理想状态， 但是上市公司在

有问题发生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主动

道歉， 主动承担责任， 而不是总是寄

希望于公众忽视或者淡忘呢？

２

、

３０％

公司回应传播力度明显不足

多数时候公众的质疑仅仅是源自

焦虑和不知情， 一些上市公司在面对

舆情的时候也愿意给出合理的解释。

但是我们发现， 只有

３５％

的事件中，

上市公司的回应在随后几天互联网转

载中超过了

１００

条， 即大致达到一个

全面传播的程度。 还有约

３０％

的上市

公司由于回应形式过于简单， 消息发

布之后也没有进一步推广， 只有不到

１０

条的链接包含了澄清信息， 即仅仅

传播到很少的群体。

公告是最具有法律效力的回应方

式， 但是目前多数公司的公告内容过

于死板， 公司也没有主动对回应进行

传播优化， 使得某些情况之下， 公司

的声音被众多噪音所淹没。

３

、 使用微博作为回应渠道的公司

不足三成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认为， 上

市公司有义务向公众传递全面的信息，

也有义务通过各种合理的方式， 将信

息传递给尽可能的利益相关方。 这些

方式包括信息披露平台、 公众媒体、

自身的官网和微博等等。 尤其是用户

日益增多的微博平台， 作为当前信息

传递的辅助形式之一， 是可以在公司

舆情管理中起到重要作用的。

然而， 实际舆情管理中， 只有很

少的一部分公司利用了微博。 在第一

季度的热门事件中， 只有

２０％

的公司

利用官方微博进行了信息发布。 而有

近

７０％

的公司因为没有官方微博或出

于其他考虑， 没有主动通过这一重要

平台发声。 当然， 也有如爱尔眼科这

样的企业， 积极尝试使用微博访谈的

形式， 在传递公司信息方面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

４

、 关注关联企业的舆情并进行必

要的应对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还观察到，

其实有一部分舆情事件的主体实际上

并非上市公司。 例如鞍钢集团下属的

重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是集团下另一

子公司， 并非上市公司的资产。 但是

媒体在报道时只提及鞍钢， 给上市公

司带来了舆情压力。

类似的上市公司分、 子公司， 或

者关联企业发生舆情事件的情况时

有发生。 上市公司应该对关联企业

的消息保持关注， 提升关联企业发

生舆情危机时的响应速度， 向投资

者说明公司受到的影响， 以及公司

的应对方式。 （执笔： 李勇 朱琳）

发榜方：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中

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腾讯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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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

青海明胶从中彩到中枪

重庆啤酒疫苗梦终破灭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蒙湘林

4

月

20

日至

4

月

26

日舆情热度最高的

A

股上市公司分别是： 青海明胶、 乐视网、

中信证券、 重庆啤酒、 华谊兄弟。

（注： “上市公司舆情热度” 是中国上

市公司舆情中心根据传统媒体、 网络媒体、

网民、 舆情分析师对一定时间段内沪深两

市上市公司舆情热度的综合评估， 系综合

传统媒体报道量、 新闻网络转载量、 网络

用户检索变化情况、 舆情分析师评分等数

据计算得出。）

青海明胶陷原料门危机

上周连续

5

日的一字涨停， 让青海明胶

成为股市里的一匹黑马。 然而资本市场的神

话没有延续， 本周一 （

4

月

23

日） 有媒体

报道青海明胶涉嫌从废品站收购骨头作为骨

质明胶原料， 并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面对这样的质疑， 青海明胶选择临时停牌，

并于

25

日晚间发布澄清公告。 公告称， 公

司所用骨料均为向专业骨粒供应商所采购的

骨粒， 并表示公司产品经过抽检， 全部符合

国家规定。 而对于污染问题公司方面表示并

没有 “久拖不决”， 事实上已经改造好的污

水处理系统已经开始运行。

从上周的意外中彩， 到本周的意外中

枪， 青海明胶的舆情态势也是一波三折。 本

次的负面舆情确实让舆论对该公司产生了质

疑， 而这其中也与当下毒胶囊事件的影响有

关。 青海明胶发布的澄清公告中， 引用了大

量监管部门的证明材料， 或多或少对投资者

产生了一定影响。

4

月

26

日， 青海明胶复

牌高开后大幅震荡， 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了

2.06%

。 由于该事件还未有最终定论， 因此，

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后续情况。

乐视网经营数据遭质疑

4

月

20

日， 《证券市场周刊》 刊发

《乐视网幻象》 一文称， 乐视网在官网和年

报中称自己是拥有 “

70

万收费用户 ” 、

“

70%

以上国内热门影视剧的独家网络版权”

的 “中国第一影视剧视频网站”， 与公布数

据严重不符。 乐视网先后三次发表声明， 回

应称公司广告收入确认是真实的， 并解释了

公司网络高清视频服务未与活跃付费用户同

步增长的原因等情况以及影视剧版权数量的

真实性。

但

4

月

24

日复牌后， 投资者对乐视网

的澄清并不买账， 该股最终以跌停报收。

复旦复华召回问题胶囊

近日， 被媒体曝光的复旦复华控股子

公司牵涉 “问题胶囊” 事件后， 复旦复华

第一时间在官网发出致歉信， 并于

4

月

24

日对该事件进行说明。 公司除了承认控股

子公司从浙江康诺购入的明胶空心胶囊中

有一件样品铬含量超标外， 公司还表示已

对使用该批空心胶囊的

16448

盒石杉碱甲

胶囊进行召回。 受此消息影响， 复旦复华

一度大幅下挫。

重庆啤酒

13

年疫苗一场梦

市场期待已久的重庆啤酒乙肝疫苗临床

试验总结终于揭开了其朦胧的面纱， 该报告

显示， 单独用药组治疗剂量从

600ug

每次提

高到

900ug

每次时， 在主要疗效指标和次要

疗效指标中， 无显著疗效。 受此消息打压，

重庆啤酒股价连续跌停， 有分析人士指出，

如果乙肝疫苗宣布彻底失败， 那么重庆啤酒

必须面对单靠主营啤酒生产和销售所带来的

市场。

华谊兄弟“

H

计划”

冲击票房新记录

作为国内民营影业的领头羊之一的华谊

兄弟公司， 再次宣布 “

H

计划”， 发布该公

司

2012

年至

2013

年

14

部最新片单。 掌门

人王中军、 王中磊更表示，

2012

年公司出

品的电影票房将冲击

20

亿至

25

亿元。 此

外， 华谊兄弟在上海嘉定和苏州已经开始建

设电影城和文化城。 一系列的新动作让华谊

兄弟在资本市场备受瞩目。

说明：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梳理了第一季度与

Ａ

股上市公司有关的

３００

个舆情事件， 重点分析了其中最受关

注、 与资本市场联系最紧密、 最典型的

１５

个案例中上市公司的应对举措。 舆情应对能力主要从应对速度、 应对方式、

应对态度、 应对传播四个维度进行相对量化分析。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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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上市公司舆情应对能力矩阵

图

２

舆情事件中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分布

图

３

热门事件中上市公司舆情应对速度分布

图

４

热门事件中上市公司回应传播度

图

５

热门事件中上市公司利用微博回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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