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博上流传一个段子

：

谁都不敢赢德国

，

谁赢了德

国就不借给谁钱

；

谁都不敢为难希腊

，

否则希腊就不还

谁钱

。

�媒体报道中对财神庙性质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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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

碎片化传播中的“财神庙上市”争议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龙大香

近日， 一则关于 “曲江财神庙

上市” 的新闻引起了轩然大波， 受

到了各方的质疑。

6

月

8

日， 《经济观察报》 刊

登 《“财神庙” 的上市》 一文， 对

于陕西西安市曲江文旅借壳上市的

过程进行了描述， 认为曲江财神庙

或具有宗教性质， 对将其打包捆绑

上市提出了一些质疑， 关于财神庙

的舆情热度由此持续升温。 抛开财

神庙上市的是非之论， 我们观察

到， 或许是 “曲江模式” 的碎片化

传播， “财神庙” 这一碎片被单一

放大， 造成了如今大范围的讨论。

舆论观点：

宗教资源不宜上市

《经济观察报》 文章指出， 目

前对于宗教相关景区能否上市， 现

有法规并未明确约定， 但国家宗教

局有关领导曾先后表示， 不得将宗

教场所作为企业资产打包上市， 世

界其他国家从没有将宗教活动场所

打包上市的先例。

在媒体报道 “财神庙上市” 事

件后， 这一观点得到了舆论的认

同。 经济之声评论员陈爱海点评

称， 寺庙上市的 “国际玩笑” 开不

得。 《经济日报》 台湾版标题为

《赚信仰财 陕西财神庙借壳上市》

的文章认为， 寺庙上市商业化与宗

教信仰存在矛盾。 《国际金融报》

评论员何勇海表示： 寺庙为何不能

上市？ 众所周知， 寺庙道观是满足

信教群众宗教活动需求的场所， 有

着深厚的宗教及历史文化积淀， 涉

及宗教及历史文化的传承， 承载着

部分老百姓的精神信仰， 岂可沦为

上市公司的赚钱工具。

公众忧虑：

景区过度商业化

媒体和公众的批评增加了企业

的舆情压力， 但这种批评， 反映的

是公众的某种担忧： 资本逼迫下景

区的过度商业化。

有媒体指出，

A

股市场上含

有宗教景观资源的上市公司其实早

已存在。 北京旅游拥有潭柘寺、 戒

台、 灵山、 妙峰山景区等多处宗教

旅游地的商业开发和收费权。 公司

2011

年年报披露， 当年旅游服务

收入达到

1.6

亿元， 从上述几项宗

教资源中获取的收入超过

1

亿元，

2011

年北京旅游还以投资戒台、

潭柘两寺景区进行创

5A

升级改造

的名义， 从非公开市场募集了

5.37

亿元。 峨眉山

A

则在其年报中写

道： “一切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一

切以创造利润为最终目的。”

媒体人段小丢在微博上戏称，

中国寺庙的精神面貌已经焕然一

新： 开光算命请佛一条龙服务、 诱

捐劝捐逼捐流水线作业、 门票斋宴

礼品全产业链管理。 去寺庙别再带

现金， 现在都有移动

POS

机， 带

银行卡就可以了。

争议焦点：此“庙”非庙？

不过， 在媒体最初的报道中，

曲江文旅高管接受采访时表示， 到

财神文化景区并不是一个庙， 而是

一个民俗文化的旅游区， 类似于大

唐芙蓉园、 寒窑遗址公园。 对于在

“财神庙” 中所开展的香火、 供奉

财神等宗教活动， 公司指出， 这些

都是在当地的宗教管理部门、 道教

协会等行业主管部门、 协会的指导

和管理下， 由教职人员进行。

“并不是名字叫庙， 就一定是

庙”， 这一说法激化了舆论的进一

步扩散， 其实也凸显了问题的焦点

所在。

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对媒

体报道进行统计分析， 其中， 有

54%

的媒体认为财神庙是宗教资

源、 宗教活动场所； 有

14%

的媒

体表述中提及财神庙是民俗文化，

传统习俗的载体； 其中仅有

8%

的

媒体认为财神庙是文化旅游景区；

而

17%

的媒体对于财神庙的身份

不表态。

舆情传播：被放大的碎片

就目前的整体舆论看来， “财神

庙” 作为上市公司打包资产， 遭到了

多数媒体和公众的批评。 这固然是

因为事件本身存在一定的争议性，

但同时也与舆论的传播紧密相关。

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

察， 关于此事件， 自

6

月

8

日至

6

月

14

日， 在

1000

多篇的新闻报道

中， 有

51%

媒体的报道在报道标

题中使用了 “财神庙上市” 五个

字。 夺人眼球的标题加速了舆情的

发展和扩散。 而在微博碎片化传播

的时代， “标题党” 式的传播总是

能很快吸引人的眼球， 却无益于人

们更全面地了解事情的全部。

到底是财神庙上市， 还是曲江

文旅的旅游资产上市？ 财神庙是宗

教场所还是民俗文化景点？ 在碎片

化的传播过程中， 并没有得到充分

的论证。 某媒体官方微博标题为

“陕西一财神庙欲借壳上市” 的微

博转发量过了

4000

条。

140

字的

微博根本无法解释 “财神庙欲借壳

上市” 的背景， 可以想象， 部分网

友是不太了解整个事由的， 不过批

评和质疑却很容易因放大了的碎片

信息而起。

舆情应对：直面公众之忧

6

月

8

日舆情危机爆发至今，

曲江文旅并没有进一步的澄清，

而曲江政府也保持了沉默， 这也

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舆论一边倒的

局面。

有网友说， 曲江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请来民俗学家对民俗活动、 造型和

宗教活动、 造像进行区分， 然后公关

《新华字典》， 对 “庙” 这个字的含义

做出增义。

曲江文旅一直以来宣传 “曲江模

式”， 这一次财神庙上市事件将会影

响到企业的整体品牌形象， 上次法门

寺上市受到抵制的风波仍未消除， 财

神庙上市事件可能会影响大众对于曲

江各旅游景区的印象， 对曲江地区的

旅游事业发展也可能有所影响。

如果此时， 曲江文旅和曲江政府

以及相关权威第三方能够出来对 “财

神庙” 的身份进行更系统的澄清， 解

释其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旅游景区， 并

表明旅游景区上市后采取良好措施来

保障游客的权益， 那么媒体关于

ST

长信重组上市的报道也许不会再出现

“涉嫌违法” 的解读， 而公众对此类

景区商业模式的批评， 或许也会慢慢

消除。

2012

上市公司舆情周榜：

6

月

8

日

-6

月

14

日

科力远跻身“稀土新贵” 香雪制药讲述“抗癌故事”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蒙湘林

6

月

8

日至

6

月

14

日舆情热

度最高的

A

股上市公司分别是：

ST

长信、 厦门钨业、 香雪制药、

科力远和珠江钢琴。

借壳

ST

长信

财神庙上市惹争议

西安曲江文旅集团拟将财神

庙与其他酒店景区一起打包， 借

壳

ST

长信上市， 市场人士几乎

是一边倒地讨伐。 长信相关负责

人解释， “并不是名字叫庙， 就一

定是庙， 我这家财神庙不是庙， 而

是景区”。

对于此次

ST

长信的重组上市

是否涉及宗教场所上市， 各界的舆

论反馈不一。 李开复微博直呼：

“寺庙上市， 太荒谬了！” 而此前国

家宗教局也有明确表态， 反对以任

何形式把寺庙捆绑上市。 不过， 也

有网友认为， 寺庙能否上市， 必须

尽早进入法律视野， 目前

A

股市

场已有将寺庙作为资产上市的旅游

公司， 对于此次财神庙上市除了鉴

定是否寺庙之外， 还应该考虑当前

是否有明确的法律规范。

厦门钨业三度澄清

涉矿事件

陷入 “钨矿” 传闻的厦门钨业

5

天连发了

3

次公告， 否认利益输

送， 但却一直没法平息舆论对钨矿

乌龙事件的疑虑。 事件焦点媒体

《

21

世纪经济报道》 连续多日都发

文对公司公告提出了质疑， 在三发

公告之后， 其质疑焦点集中到了厦

门钨业高管违规兼职和隐瞒钨矿股

权质押方面， 目前公司方面暂时没

有正式回应。

科力远成“稀土新贵”

同样涉矿的还有科力远， 公司

12

日晚间公告称拟持有湖南省稀

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比例为

30%

。 由此前发布重组公告到目前

参股湖南稀土集团， 公司股价接连

涨停， 有媒体颇具调侃地认为， 曾

作为

2011

年 “地雷股” 的科力远

在二次涉矿炒作中摇身一变成为

“稀土新贵”。 不过， 业内人士也提

醒投资者警惕科力远的炒作风险。

香雪制药“抗癌故事”

引发三涨停

被新冠以

A

股 “脑瘤药第一

股” 的香雪制药连续三日的涨停都

和抗癌药物的传闻有关。

12

日，

公司方面发布澄清公告， 确认控股

子公司和美国药企合作开发抗癌药

物， 但同时提示新药物存在诸多不

确定性， 尚处在试验阶段。 有网友

惊呼： “公司脑瘤药概念势必将成

为两市中的 ‘稀缺品’。” 目前来

看， 香雪制药的澄清公告书写了一

个 “抗癌” 概念的故事开端， 但业

内人士也同样提醒投资者警惕概念

炒作风险。

珠江钢琴上市

8

日换掌门

5

月

30

日， 珠江钢琴顶着

“钢琴第一股” 的光环登陆

A

股市

场。 仅仅交易

8

日， 公司董事长

递交辞呈挂印离去。 面对市场的

错愕， 公司公告回应称董事长辞

职是出于年龄及身体原因， 否认

了辞职是为了套现的市场传闻，

并表示此次换帅也不会影响公司的

运营。 值得注意的是， 有部分媒体

质疑辞职门太过蹊跷， 报道称董事

长去年已被免、 董事长亲属与公司

关联交易长达

10

年。 目前， 公司暂

未回应。

7

折房贷之惑：

“加急文件”引发的热议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钟钦政

一条已然存在数年的规定， 被旧事重提， 在闹哄

哄的房地产市场， 再度搅起一阵舆论狂风， 而风起风

息， 戏剧性十足。

地方媒体曝央行“特急文件”

自从央行

8

日宣布降息之后， 金融机构贷款利率

浮动区间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

0.8

倍， 当时有媒体

援引 “银行人士” 观点感叹：

7

折房贷将成为历史。

五天后， 重庆时报的一篇报道， 挖起央行向商业

银行下发的一份 “特急文件”， 里面却有这么一条：

商业银行对个人房贷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仍为基准利

率的

0.7

倍。 而这一份特急文件下发的时间， 竟是降

息的前一天晚间。

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 这篇地方报纸的

报道， 就是整场狂风的风穴： 当天就被四大门户网站

和多家主流财经媒体网站抓取转载超过

70

次。 随后，

风势向全国漫卷。 媒体和专家在做跟进报道和分析

时， 也多以此为信息源头。

更为喜剧的是， 这个被疯传的消息竟是早已存在

的 “事实”！ 这一回， 只不过是央行在两年之后旧事

重提。 而这两年的现状是， 在一轮轮调控之下， 个人

房贷政策步步收紧，

7

折利率渐几乎绝迹。

风起尘扬， 当众多媒体四处挖掘已在实行或打算

施行

7

折房贷的银行时， 广东华兴银行， 这家开业不

足两年的小银行， 就此走进舆论中央。 早在央行宣布

降息之后， 这家银行就已在其官方网站放出了其个人

房贷利率

7

折的消息， 只是当时并未引起太大关注。

在媒体追问下， 华兴银行确认了这个消息， 声称

此乃 “积极响应国家的利率调整新政策”， 但也谨慎

地向媒体罗列了诸多条件， 如首套自住

90

平方米以

下普通住房等。

7

折房贷激起舆情千层浪

无论如何， 华兴银行的举动， 似乎也让 “

7

折房

贷” 要重出江湖的风声更为确凿， 很多人猜测， 房贷

将全面放松。 深圳、 上海、 南京、 杭州等地， 甚至已

出现 “千人购房”、 “连夜排队” 的现象。

而一些房地产及银行业内人士， 却显得稍微谨

慎。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在其博客上

写道：

7

折房贷少如 “唐僧肉”， 原因有二。 其一， 当

前宏观经济政策宽松程度有限； 其二， 房地产调控从

紧的主基调没变。

《证券时报》

14

日的一篇文章， 则从银行盈利的

角度， 指出

7

折房贷是 “非主流”。 文章分析房贷

75

折是银行的盈亏平衡点， 再低， 银行只能是 “做一单

亏一单”。 而像华兴银行这种小银行， 由于没有 “历史

包袱”， 为抢占市场份额， 才会打出

7

折的优惠。

有网友质疑， 央行在降息前夕， 重提

7

折利率为

哪般？ 这一点引起了不少猜测， 但有部分人认为， 将

7

折房贷和 “特急” 联系在一起， 其实是一种误读。

对此， 央行新闻发言人

14

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 个别媒体曲解央行政策意图， 有市场炒作之嫌。

该发言人表示， 央行调整利率、 次日生效， 历来都向

银行系统发一特急文件予以说明， 以保证商业银行在

政策当晚完成全行计息系统调整。 而此次下发文件是

要明确在允许金融机构对企业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下限

放宽至基准利率

0.8

倍的同时， 对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浮动区间下限不再进一步放宽， 此次仍保持基准利率

的

0.7

倍不变。

资本市场与欧洲杯：财经达人们的足球观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刘宇琪

近期欧洲杯开赛， 无悬念成为

多数场合的话题焦点。 财经界人士

中不乏球迷， 也有很多跨专业的讨

论。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对此进

行了一些梳理， 看看财经达人们如

何看球。

欧洲杯？ 欧债杯？

激战正酣的

2012

年欧洲杯因

为欧债危机而被蒙上一层经济的面

纱。 微博上流传一个段子： 谁都不

敢赢德国， 谁赢了德国就不借给谁

钱； 谁都不敢为难希腊， 否则希腊

就不还谁钱。 目前欧债危机已影响

到欧洲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远在

千里之外的中国网友也拿此事作为

调侃。

欧洲杯已经被某些媒体称为

“欧债杯”。 调侃背后， 是舆论对于

欧债危机升级扩散的隐忧。 财政紧

缩直接体现在今年一些国家的夺冠

奖金上。 西班牙 《机密报》 称， 深

陷债务危机的西班牙本次给予球员

的夺冠奖励为每人

40

万欧元， 而

两年前的南非世界杯这一数字是

60

万欧元。 虽然奖金低了， 至少

还能拿到。 欧洲杯小组赛的

C

组

被称为经济学的死亡之组， 这组包

含意大利、 西班牙、 爱尔兰和克罗

地亚四个国家， 据统计， 他们的国

民平均每六人就有一人失业。 和球

员奖金相比， 就业状况惨不忍睹！

足球振兴经济？

市民看球热情暴涨， 国家虽然

财政拮据却依然为球队准备了夺冠

奖金。 然而足球对经济的提振作用

究竟几何？ 最有名的当属

1954

年

德国爆冷夺得世界杯冠军引发的

“伯尔尼奇迹”， 有学者认为是这一

奇迹开启了德国的战后时代。 然而

事实上， 马歇尔计划、 德国人才储

备、 法律环境完善等才是二战后德

国经济增长更为必要的条件。 加拿

大 《金融邮报》 认为此次欧洲杯对

于西班牙只能起到 “麻醉剂” 的作

用， 让人们暂时把经济问题放在一

边。 毕竟对于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

足的西班牙 ， 目前正在申请的

1000

亿欧元救助才是真金白银，

但是由此造成的债务负担加重使得

昨夜穆迪又下调了西班牙的评级。

体育赛事可预测股市？

除了预测欧洲杯， 通过足球赛

事来预测股市更是全世界金融界人

士乐此不疲的事情。 股市逢大赛必

跌的魔咒论又甚嚣尘上， 还有人说

每天早盘牛皮市因为基金经理都熬

夜看球无心理会股市， 直到下午大

盘才打了鸡血似地上蹿下跳。 此外，

被封为 “欧洲杯概念股” 的食品饮料

和啤酒板块昨日涨势居前， 由于能提

供看球场所， 连酒店概念股也被某些

市场人士追捧。 这些 “概念” 着实引

起不少股民的兴奋。

网友反映， 欧洲杯期间淘宝上关

于零食、 啤酒、 球衣等商品的销量都

有上涨， 或对相关公司造成短期利

好。 然而这些利好究竟能够支撑多

久？ 此外， 欧洲杯开赛好几日了， 所

谓概念股也不是每日都上涨， 涨幅也

并不一定居前。 股市涨跌受到国内外

经济政治因素以及人们心理的多重影

响， 股指预测是专业人士多少年来绞

尽脑汁都在研究的问题， 岂是几个小

小的概念就可以囊括？ 对于市场炒

作， 股民还需谨慎应对。

世说微语

连日来， 关于养老的话题持续了相当高的舆情热

度。

6

月

14

日， 新浪、 腾讯共有超过

20

万条微博涉

及这一话题。

在国外

，

养老金缺口一般是指长期预测的动态缺

口

，

比如

，

70

年预测下的养老金缺口

，

它只是一种

理论上的缺口

，

从短期来看

，

现收现付的养老金支

付

，

眼前是不会有缺口的

。

事实上

，

没有任何一个国

家眼前就发不出养老金的

，

但从理论上讲

，

在长期预

测中

，

世界上几乎任何国家都存在养老金缺口

。

这是

常识性的

。

———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

养老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保险问题

，

其

本质是社会分配

，

而社会保险仅仅是分配的手段之

一

。

如果我们跳出保险的框框

，

从社会分配的角度来

看养老问题

，

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员唐钧

利用国有企业的存在

，

将较大比例的利润归入

社保基金

，

或出售较大比例但不可出售的股权给

社保基金

，

从而降低民众的

“

直观成本

”

似乎更

为可行

。

———

职业经理人

、

农牧金融倡导者温晓东

（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据新浪微博

、

腾讯微博整理

）

自

6

月

8

日至

6

月

14

日

，

在

1000

多篇的新闻报

道中

，

有

51%

媒体的报道在报道标题中使用了

“

财神

庙上市

”

五个字

。

夺人眼球的标题加速了舆情的发展

和扩散

。

而在微博碎片化传播的时代

， “

标题党

”

式

的传播总是能很快吸引人的眼球

，

却无益于人们更全

面地了解事情的全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