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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

政策发力稳增长 舆论热议利与弊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蒙湘林

2012

年

5

月

27

日， 国家发改

委正式核准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

动工建设。 湛江市市长王中丙在国

家发改委门前难抑激动亲吻批复文

件， 这一吻热络一时， 舆论称其为

“吻增长”。 这是稳增长的巧妙借喻。

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稳增

长被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近

期， 发改委连续批复多个领域的投

资项目， 地方政府也陆续宣布数万

亿元的投资计划。 稳增长的号角已

经吹响。 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观察， 舆论对于稳增长所带来的经

济连锁效应观点并不一致， 争议的

焦点在于稳增长能否告别旧模式。

稳增长是中国好声音

尽管中国

8

月宏观数据黯淡，

促使投行纷纷调降中国经济增速预

估， 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表

示， 中国经济增长仍在预定目标

内， 有望进一步趋稳， 而且稳增长

的弹药充足。

向市场发出利好声音的还有国

家主席胡锦涛。 日前， 他在亚太经

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

发表题为 《深化互联互通 实现持

续发展》 的主旨演讲。 演讲中提出

强化亚太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亚太

持续发展。

最近在天津举行的达沃斯论坛

上， 大部分与会专家则对中国以基

建投资稳增长的模式表示认可， 称

中国基建投资远远不够， 而且投资

可创造需求和就业， 为未来增长奠

定基础。 世界银行原首席经济学

家、 高级副总裁林毅夫认为： 中国

经济已持续增长

32

年， 还能以

8%

增长

20

年！ 不仅如此， 他还认

为， 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是各国经济

发展的重要动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

在达沃斯论坛上说， “近期出台一

系列政策， 维持中国经济增速， 这

是很好的。”

对于稳增长的具体实施， 清华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对媒

体表示， 中国要稳定增长， 最重要

的是必须推出一批最基本的投资项

目， 此外整个税收体制必须要重新

设计。

稳增长要告别旧模式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庄

健表示， 现阶段稳增长离不开稳定

投资， 但关键是要注重投向、 结构

以及投资的质量和效益， 协调好眼

前以及长远的利益， 协调好投资效

率与改善民生的关系。

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 稳增长

不能只单纯依靠所谓的新版本的

“四万亿” 刺激计划， 而应该逐步

转变旧的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

方式要从要素驱动、 投资驱动转向

创新驱动， 发展立足点要从速度至

上转向质量和效益优先。

财经评论员周俊生在评论文章

中的观点显得更为激烈， 他指出，

稳增长不能再依赖扩投资上项目。

如果只能依赖扩大投资， 将以往为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而积压起来的一

些投资项目快速放行， 作为稳增长

的唯一手段， 那么， 前两年情景的

重现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稳增长是否会走上过度投资拉

动的老路？ 据中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

“稳增长是否应靠投资拉动” 在线调查

显示， 在参与调查的近

700

位网友中，

有

48%

的网友认为 “中国经济已开始

降速， 调控需放开投资， 才能保持经

济平稳较快增长”， 有

52%

的网友认为

“经济基本面是好的， 保持合理投资规

模即可， 经济刺激需谨慎”。

高速公路免费之争：惠政与私权的博弈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刘宇琪

7

月

24

日， 国务院下发通知，

同意交通运输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监察部、 国务院纠风办

制定的 《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

车通行费实施方案》。 方案规定，

每年包括春节、 清明节、 劳动节、

国庆节等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

7

座以下 （含

7

座） 车辆免收公路

通行费。

8

月以来， 交通部连续下发

通知督促各地尽快出台相关实施

细则， 做好国庆长假首次免费通

行日的准备。 然后近日却有媒体

报道称高速免费细则难产， 地方

路桥公司抵触情绪强烈 。 事实

上， 媒体报道也并不完全准确。

9

月已经陆续有四川、 青海、 内

蒙古等地出台了细则， 其他地区

的细则也都在制定之中并将于近

期出台。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

察， 舆论各方对此项政策确有争议。

政策出台是否越权？

关于政府是否涉嫌动用行政

手段迫使企业让利是争议焦点。

一些高速公路负责人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 从这个政策的起草到文

件的突然发布， 再到决定今年国

庆就开始免费， 没有任何一个人

问过公司意见。 政府想实行免费

政策， 应该首先收回经营权。 中

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彭松指出，

此项政策涉及近

20

家路桥类上市

公司， 股东上百万人， 而对物权

的尊重应是基本原则。

网友迢书认为， 若高速公路是

地方国资， 则交通部越权； 若高速

公路是民营企业， 则交通部侵权。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

冈表示， 对于通过合法手段获得高

速公路经营权的公司， 其主营业务

就是收费， 国务院所同意实施的方

案， 侵害了这些公司的合法经营

权。 对于那些由企业斥资修建并经

营维护、 且在允许的收费期限内的

高速公路， 企业的收费行为是合法

且合理的。

很多民众评论认为， 路桥暴利

在先， 所以一刀切地免费也未尝不

可。 对此， 新京报评论指出， 哪怕

路桥公司再有 “原罪”， 企业正常

经营任意被干涉， 都是对市场经济

制度不妙的寓言。 无论政策出发点

怎样充满善意， 此举终究有 “慷他

人之慨” 的嫌疑。 网友李勇则认

为， 应当按照公路是否超期收费分

情况讨论， 仍在合理收费期的民营

公路， 应尊重其权利。

对相关上市公司的影响

免除节假日通行费， 势必会造

成路桥类上市公司收入减少。 由于此

次规定是针对

7

座以下车辆， 根据兴

业证券的测算， 对于小客车流量占比

较高的深高速、 山东高速等公司影响

较大， 而对于货车流量为主的公司则

影响相对较小。 平均下来， 对于上市

公司净利润的影响为

2%

。

此外， 免费通行涉及多方面，

节假日期间服务人员的配置安排、

车流量增大带来的道路维护工作，

公路服务区负荷的加大， 这些都会

增加高速公路公司的成本开支， 同

时也需要和其他多个部门的协调。

民众纷纷表示欢迎

中金证券观点认为， 高速公路

免费通行的政策， 将促使选择近途

自驾游的人大大增多。 除了私家车

之外， 汽车租赁市场也将开始火

爆。 据媒体报道， 一些门店国庆期

间的租车价格几乎翻倍。 此外， 自驾

游的增多也将拉动消费增长。

有人担心突然的免费措施会导致高

速公路拥堵， 甚至影响正常货运物流的

速度。 此前首都机场高速实行单向收费

之后， 免费方向路段经常严重拥堵， 而

收费路段则比隔壁马路畅通得多。

尽管如此， 普通民众依然对高速

路节假日取消收费叫好欢呼， 还有人

希望能以此为契机， 在未来进一步扩

大收费公路免费的时间和范围， 并彻

底取消超期收费高速公路的收费权限。

舆情管理是

现代企业核心能力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曲强

新媒体革命如火如荼， 传统信息流动方式正发生

巨变。 舆论如一只蝴蝶的翅膀， 正在扇动起资本市场

的另一场飓风。 对资本市场中的上市公司而言， 舆论

通过影响公司声誉、 投资者决策或其他变量， 在上市

公司市场估值， 乃至经营发展等方面， 发挥着不可小

觑的影响力。

目前， 学术界在舆论与上市公司间的作用机制和

影响力评估等研究课题方面， 尚且处于逐步探索阶

段， 各方尚没有达成量化精确的研究共识。 而且， 感

官上对于舆情的作用效果也存有疑惑。 为何同样遭到

舆论谴责、 公众质疑后， 有的公司的经营发展、 市场

估值如故， 甚至有的公司不畏讨伐， 股价依然一路走

高？ 而有的公司却萎靡不振， 江河日下了呢？

舆情是体现公司价值的隐性契约

现代公司的价值， 核心体现在市场竞争中的相对

表现。 公司之间的竞争， 包括价格竞争、 质量竞争、

服务竞争等有形领域， 亦包括声誉比拼、 消费者认同

等无形资产的竞争。 同时， 这几项领域并非相互隔

离， 而是存在着犬牙交错的相互关联。 舆情正是通过

无形领域的传导蔓延， 影响着公司价值的体现。

学者武晓君研究文章 《公司声誉对公司效益影响

的实证分析》 提及： “国外有学者对美国 《财富》 杂

志所公布的 ‘最受尊敬的企业’ 进行研究， 发现排名

越靠前的企业获得资金的能力越强， 也就是说， 好的

声誉能够增加公司的运营资本， 从而给公司带来经济

效益。” 简单地说， 公司外部的舆情环境， 构成了一

份该组织的 “隐性契约”。 消费者、 投资者、 相关利

益方正是凭借 “舆情” 这份 “隐性契约”， 与公司进

行交易或合作。 口碑良好的 “隐性契约” 有助于公司

在多领域的竞争中获得更高的议价权利和获利空间。

这便是舆情这份 “隐性契约” 价值的具体体现。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理解， 舆情环境只是构成公司

整体价值链条的一个环节。 这也解释了， 为何有的公

司即便遭到了公众媒体的口诛笔伐， 却可安然地维护

公司的存续发展与价值的基本稳定： 幸赖于公司在其

他领域强大的护城河， 诸如相对垄断的市场地位、 生

产技术的领先、 经营成本的低廉等。 可以预计， 公司

未来的进步， 无疑将严重掣肘于舆情环境这一短板；

而反观部分身处于竞争 “红海” 的公司， 类如餐饮

业、 日常消费品等行业， 声誉价值占其公司价值的比

率相对较高。 当这部分公司遭受舆情危机时， 他们可

能就没那么幸运了。

舆情是“戴维斯双杀”触发剂

细化到资本市场估值角度而言， 舆情或是导致公

司价值 “戴维斯双杀” 的触发剂。 在市场投资中， 价

格的波动于投资人的预期关联程度较高， 而不断抬高

的预期配合不断抬高的估值水平， 决定了价格与投资

人预期之间的非线性关联关系。 另据索罗斯旨在揭示

股价运行规律的 “反身性” 理论指出， 人们基于舆情

环境的判断， 对公司价值的预期与公司股价的波动存

在反身性关系， 二者相互因变量。 发生公司价值转折

的时刻， 可能正是舆论突发所招致。

在做空时代徐徐拉开帷幕的同时， 舆情环境将更

加变化无常， 通过舆论试图影响公司价值的举动已初

现端倪。 投资者、 上市公司等各方将不断在舆情场中

博弈。 如果博弈策略明显失误， 苦果将直接通过声誉

机制的传导， 引起上市公司利益相关方决策的改变，

导致公司市场估值与实体经营能力的下降， 最终笼罩

于 “戴维斯双杀” 的阴影之中。

要摆脱 “黑天鹅” 的突袭， 上市公司不妨考虑将

“舆情环境” 这道护城河筑宽夯实。 有效积极的舆情

管理对上市公司的经营安全可以起到缓冲作用， 以舆

情管理维护的声誉资本可以缓解外部突发事件会对企

业造成巨大的冲击， 帮助企业在面临危机时刻， 减少

不可控因素所造成的损失。

总之， 舆情管理已成为现代企业核心能力之一。

2012

年上市公司舆情周榜：

9

月

7

日

-9

月

13

日

天业股份涉矿谜团待解 万科降价遭业主讨说法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叶月草

光明乳业“酸败门”

引发舆论危机

光明牛奶的 “酸败门” 让其

成为本周公众和媒体的热点话题

之一。 乳制品行业危机舆情不断，

质量问题频发。 目前， 公司就

“酸败门” 事件向公众道歉， 上海

质监部门亦责令光明公司全面开

展质量安全整顿。 乳制品行业质

量问题频发， 让公众长期以来被

折磨的信任再次面临考验。 “如

何才能喝到安全的奶” 不仅是公

众内心的疑问， 也应是乳制品行

业长鸣的警钟， 更是行业生存的

底线。

三精药业等药企

陷产品安全危机

盐酸氨溴索注射剂近日被曝

出有严重过敏反应， 这一消息让

三精药业等相关药业集体陷入产

品安全危机。 部分药企回应： 相

关产品销售额并不大， 而且自家

的药品目前都还没有收到有不良

反应的案例， 因此暂时还不需要

召回。 但是有业内人士表示， 药

品安全危机事件的严重性在于舆

论传播中的危机， 并称一旦事件

影响力变大， 对企业其他药品的

销售也会有严重的负面影响。

多伦股份信披违规

遭证监会稽查

多伦股份

9

月

11

日晚公告称，

公司实际控制人鲜言于

2012

年

9

月

11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上海稽查

局 《调查通知书》， 因涉嫌未按规

定披露信息， 中国证监会上海稽查

局决定对鲜言立案稽查。 这一事件

再次提醒上市公司， 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是上市公司应尽的责任和义

务， 信披工作将受到市场和投资者

的共同监督。

天业股份

再传涉矿绯闻

涉矿概念股向来颇受资金追

捧， 但概念褪去后， 真相是否经得

起追问？ 近日， 屡屡涉矿的天业股

份引来质疑： 一块

3

年前收购失

败、 疑点重重的黄金资产， 天业股

份如今又要重新涉足， 再玩一把挖

金矿的游戏？ 同时媒体又提出了四

大谜题： 明加尔矿业是否正式开

采？ 矿山评估权威性何在？ 高管为

何蹊跷退出？ 金马资源为何神秘进

出？ 目前市场正关注天业股份对媒

体质疑的回应。

万科烟台降价

百名业主讨说法

8

月

22

日， 烟台万科登出降价

广告， 海云台城区一线典藏海景装

修房大幅降价， 每平方米降了

2220

元， 降价幅度高达

26%

。 这一次降

价， 引发了百余名海台山的业主齐

聚售楼处 “讨说法”， 要求万科给予

降价补偿。 对此， 烟台万科相关负

责人回应， 商品房的价格是由市场

决定的， 企业顺应市场的变化调整

价格， 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 是企

业的正当权利。

股市不景气 机构舆情故事多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黄帆

近来全球金融业不景气， 国内

机构也难独善其身。 据中国上市公

司舆情中心统计， 今年以来， 首次

公开募股 （

IPO

） 融资额度较去年

同期减少接近一半， 经纪业务更是

数据惨淡。 在行情不景气的情况

下， 券商机构的各种八卦传言甚嚣

尘上。

裁员减薪 愁云惨雾

有网友爆料： 多家券商达成默

契， 力争在今年剩下的几个月内完

成保荐代表人降薪。 据媒体透露，

多家券商及投行已经取消保代津

贴， 而全行业薪金都有下降趋势。

据统计， 今年以来，

IPO

融资

金额仅为

952.47

亿元， 较去年同

期缩水

52.54%

， 此外， 今年以来

深沪两市的

IPO

总数为

139

单，

而去年同期有

209

单。 根据证监会

网站显示， 现时注册在案的保荐代

表人有两千多人， 而同时保代资格

考试有进一步放宽的趋势， 加上今

年

3

月， 证监会放宽保代的签字

权， 按照现行的新股发行速度， 理

论上有四分之三的保代处于工作不

饱和状态， “僧多粥少” 将会成为

常态， 供给过剩自然导致薪酬下

降。 目前， 部分券商投行已经开始

实行低工资高提成的做法， 变相降

薪。 而比降薪更为进一步的， 就是

裁员。

保代还算是金饭碗， 券商其他

部门员工就更不好混了。 目前业界

内充斥着裁员和离职信息。

娱乐八卦 啼笑皆非

金融圈不仅有降薪裁员的愁云

惨雾， 而且有频频曝出的娱乐八

卦， 令人哭笑不得。 此前， 多起八

卦事件在网络疯传。 如基金经理无

心看盘， 用陌陌约会陌生女子； 券

商研究员和基金经理打架胜出； 银

行员工和券商员工打架等。 此等娱

乐心态之下， 掩盖的是对前景的不

安和压力。

近日有媒体称， 国泰君安研究

员团队为了卖报告， 已经开始转行

写歌， 并打算在下周的深圳研究会

议上， 进行

MV

首发。 虽然真实性

尚不可考， 但这首标题为国泰君安

医药之歌的 “医心” 已经风靡圈

内。 有网友盛赞其颇有创意， 还有

网友将其和去年光大证券举办的

“比基尼秀” 相提并论。

惩治谣传 监管出拳

除了娱乐八卦， 市场上的传

言和谣言亦是漫天飞舞。 上月初，

就有微博网友编造中信证券海外投

资巨亏、 高管被查、 裁员降薪等一

系列传闻， 其后被公司发公告一概

否认。 更有某网站媒体从业人员，

在其个人微博 “曹某某” 上声称中

信收购的里昂证券出现大规模人士

变动， 中信裁员降薪， 结果被证监

会以 “传播虚假信息” 指控， 指其

涉嫌违反 《证券法》 第七十八条关

于 “禁止国家工作人员、 传播媒介

从业人员和有关人员编造、 传播虚

假信息， 扰乱证券市场” 的规定，

将依据 《证券法》 第二百零六条的

规定， 依法作出处理。

6

月以来铁路运输等基建项目投资力度明显加大

9

月

7

日

-9

月

13

日上市公司舆情周榜

资料来源

：

兴业证券

免费政策对部分上市公司业绩影响

一类车车流占比 一类车收入占比 影响天数

节假日客运量

／

平日客运量

四节取消收费减

少上市公司利润

山东高速

６３％ ３６％ ２０ １．２ １．８％

宁沪高速

６４％ ３７％ ２０ １．３ ２．０９％

皖通高速

５６％ ３０％ ２０ １．２ １．５％

深高速

６７％ ４０％ ２０ １．３ ２．２％

中原高速

６９％ ４３％ ２０ １．２ ２．１％

现代投资

３３％ １４％ ２０ １．２ ０．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