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周上市公司舆情热度TOP5

上市公司一周舆情排行榜（5月16日至23日）

新希望智慧过渡女承父业 康芝药业遭遇实名举报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黄帆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统计分

析，5 月 16 日至 5 月 23 日舆情热度最

高的 A 股上市公司分别是： 新希望、上

海家化、掌趣科技、康芝药业、雏鹰农牧。

新希望：女承父业

马云、刘永好、马蔚华、史玉柱、王石，

这些为企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元老级人物

今年纷纷退下火线。继娃哈哈集团宗庆后

之女宗馥莉继承父业后，本周，由刘永好

打造的新希望也迎来了接班人。刘永好在

股东大会上宣布，不再担任董事长，仅任

董事。 其女刘畅则进入董事名单。

老一代民营企业家逐渐退役， 第二

代逐渐走上前台。 网友和媒体对此均作

出了极大的关注。 有媒体找出了早前刘

永好在一次活动上的视频， 刘永好当时

称，女儿这几年特别热爱公司，小时候不

爱去养猪场， 现在去的比自己还多。 此

外，不少媒体关注“第二代”接班后给公

司带来的影响， 刘永好的交班策略也引

起了网友的讨论。

上海家化：暂时停战

有关上海家化和平安信托之间的内

耗战持续数周，在本周出现停战的迹象。

此前平安负责家化项目的人士、 平安信

托投资总监陈刚向平安方面递交辞呈。

陈刚全程参与平安收购家化谈判过程，

有声音把陈刚的离职与家化、 平安近日

的纠纷联系起来，更指“陈刚个人觉得

平安没有兑现此前的承诺” 。 这种观点

被多家财经媒体以“内部人士透露” 的

方式加以转述。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曾联系陈刚本人求证， 但其表示不方便

回应。而相对于平安一方的低调而言，家

化及葛文耀的回应则相对高调。 葛文耀

的微博持续多天发文反击各种负面新

闻，引发投资者和网友们的关注，有网友

在其微博上留言称， 每当看到家化二字

就会想起葛文耀， 认为对于优秀的企业

家应当宽容， 不应让其卷入政治内耗和

人事斗争当中。

掌趣科技：风险提示

创业板近期走势强劲， 引发风险担

忧。本周，有 6 家创业板公司集体发布风

险提示，称近期涨幅过大，提醒投资者注

意。 今年以来股价上涨 2.5 倍的掌趣科

技更发公告称要停牌核查， 检查是否有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同日，掌趣

科技公告称副总经理杨闿辞去公司董事

及副总经理职务，但依旧没有复牌。媒体

称，杨闿上周分两次减持公司股票，套现

4000 多万。

创业板的热炒也引发了舆论的担

心， 投资者对于买还是不买创业板股票

也出现了分歧。 有投资者在网上认为风

险太大，近期不会碰，也有网友四处询问

怎么开创业板账户炒股。

康芝药业：实名举报

康芝药业 5月 23日因媒体报道导致

临时停牌。据了解，《21世纪经济报道》发

表 3篇评论称该企业 IPO过程中，运用隐

匿关联方、定价公允存疑、大客户关联交

易非关联化等手段。 实名举报康芝药业

的，是上市公司曾在公告中致谢的前任审

计总监、审计部负责人何晓梅。 何晓梅的

律师称，当事人的实名举报，已被证监会

转至海南证监局，海南证监部门回应举报

已受理，目前正在核实处理中。

有关报道迅速引起了网络上的大量

转载，并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姜广策个人认

证的微博称， 如果属实的话就 “麻烦大

了” ，有投资者则担心它会成为下一个“万

福生科” 。

雏鹰农牧：涉嫌造假

毛利率超过同行业 3 倍， 每头猪也比

同行业公司多赚 250 元， 而养猪农户却连

连叫道“都赔哭了” 。多项涉及雏鹰农牧公

司核心财务数据的指标遭到了严重的质

疑。 雏鹰农牧因媒体报道质疑其财务数据

而申请停牌。 雏鹰农牧在媒体报道的次日

发布澄清公告，却不能平息事态，被媒体再

度质疑。而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

市场上对澄清公告也并不太认可。 具体到

股价表现上，21 日复牌后曾一度触及跌停

板， 而公司对涉嫌关联交易问题还没有给

出一个明确合理的解释。

证监会新主席舆论形象渐趋明晰

———媒体多角度解读肖钢再度公开发声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张筱翠

5月 21 日， 证监会主席肖钢在证监

会党委中心组召开的学习会议上发表了

讲话。上任两个月以来，肖主席极少出现

在有媒体参与报道的公开场合， 这位社

会舆论眼中的“少壮派” 新帅，备受关注

而又低调寡言。此次公开表态，较详细谈

及资本市场发展问题， 引起媒体热烈讨

论。在舆论场中，肖主席的监管思路和理

念开始变得明晰。

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肖

钢上任以来，共有两次公开发声。一次是

在五四青年节期间寄语， 中国梦是寄语

的重要主题；这次发言，则是在学习李克

强总理有关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的讲话

时发表。两次讲话紧贴当下主要议题，而

最近的这一次，则以“简政放权” 为主

旨， 围绕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问题做了更

详细的展开， 舆论亦得以对肖钢的监管

思路有更多的了解。

5 月 23 日，以《证券时报》为代表

的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披媒体， 均将肖钢

的此次讲话刊登在当日头版头条， 几家

指定信披媒体不约而同地从“对不该管

的事情要坚决放， 把该放的放给市场”

等简政放权的话语层面来切入报道，以

此来解读肖钢的此次发声。

亦有不少媒体从保护投资者利益角

度来解读肖钢的再度发声。 近期证监会

对多家公司采取了严厉监管措施， 这也

被一些媒体在本次报道中再度提及。 如

《京华时报》报道称“肖钢上任两月二

度发声， 大力打击违规保护中小投资

者” ；来自财新网的报道则以“肖钢：加

强监管执法 保护投资者权益” 为切入

点； 而在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

体上， 也有许多舆论声音是从投资者的

角度出发的， 如@ 网易股票 官方微博

的标题即为 “加大力度打击违法违规

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关心肖钢，是

因为关心 A 股市场。 亦有媒体直接将此

次讲话与股票走势联系起来， 撰文称

“肖钢四度发声给市场吃定心丸 激起

A 股想象空间” ， 倒是引来网络媒体大

面积转载。另外一些媒体则稍微含蓄点，

标题中突出的是“资本市场发展潜力巨

大” 。 本次讲话中肖钢主席提到，“积极

稳妥推进改革措施” ， 这一表述亦在不

少媒体的标题中获得共鸣， 比如有关

“一参一控” 的政策放松则被好些媒体

引作佐证。

在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

上， 对肖钢的此次发声也不乏正面的解

读。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的@ 黄建中博

士认为肖钢的此次表态意味着“证监会

踏上正途” ；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

心主任刘纪鹏在微博上引用了部分肖钢

发言后评论道：“肖钢这番讲话是何等

好啊？中国证监会只种审批的田，荒疏监

管的地，仅替股民选美，不抓坏人的历史

该结束了。 ”

上任两个月的肖主席， 在媒体眼中

是“偶尔露峥嵘” 。只要他有公开言论，必然

引起广泛讨论。而在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看来， 随着肖钢数轮公开及被引用的表态，

以及证券监管系统最近展开的系列行动，新

主席的舆论形象也开始逐步清晰和统一。

《环球企业家》有篇文章这么写，“监

管与创新并重，不激进，也未必很保守，‘稳

中求进’ ，这是意味深长的肖式监管” 。 这

个表述， 可能比较接近目前舆论场对证监

会新掌门的看法。

疯狂的创业板：牛市还是泡沫？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金立里

5月 21 日晚间，7 家创业板公司纷

纷发布风险提示公告， 其中掌趣科技更

宣布停牌核查。而据媒体的报道，提示风

险是“监管层的意思” 。创建已 3 年多的

创业板，正抵达一个特殊的当口：时隔两

年之后， 创业板指数重回千点， 却恰逢

IPO 将启未启之时。

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统计，从

去年 12 月 4 日上证指数创下 1949 点调

整新低以来， 截至 5 月 23 日收盘 2275

点，累计涨幅为 16.72%；而同一时期创

业板指数却从 585 点疯涨到 1042 点，涨

幅高达 78%。 那“千点大关” ，是在 5 月

15 日一举冲上去的。

那么，“创业板牛市” 当真已经来了

么？微博上一段针锋相对的争论，让我们

得以一窥整个市场态度的分歧所在，以

及各方阵营的力量比对。

22 日一早，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师张

忆东看过“创业板多家公司发了风险提

示公告，传闻监管层干预” 的新闻后，在

其认证微博上写道：“我认为，成长股行

情只是处于底部的顶部， 即短期创业板

的不确定性增加，有震荡压力，但是，消

费和创新驱动的成长股中长期走牛市的

大局已定。 至于创业板指数将是未来 3

年中国最牛的指数， 短期如能休整一下

将更健康，IPO 出来后可能是更好的买

入机会。 ”

虽然张忆东这段话写得婉转而艺

术，如“底部的顶部” 、“休整一下更健

康” 云云，给自己留下不少后路，但大体

的意思却是明确无疑： 中长期走牛市的

大局已定。

然而这个观点并未得到其 4 万多粉

丝的充分认同。 私募人士“@ 不会游泳

的徐胖子”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由

最牛公司组成的最牛的指数即使腰斩，

还是贵，非常贵，贵得离谱。还是那句话，

泡沫就是泡沫，不要为泡沫找借口，找理

由；当然更可悲的是，本来就是流动性盛

宴下的狂欢， 到后来自己居然被自己信

口胡编的故事打动了。 ”

“泡沫就是泡沫” ，“徐胖子”直白的

表述，得到了大多数微博网友的支持。 据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统计，张忆东原创

微博转发 600 余次，评论 156 条，而明确

表示反对其观点的评论占到了 69%。

张忆东微博下的网友的情绪， 或许

已可反映整个市场对于“创业板牛市”

的态度。 市场上不乏旗帜鲜明地看空创

业板的观点。比如，同样是“首席” ，被称

为“创业板死空头” 交银国际首席策略

师洪灏就认为， 创业板估值泡沫化，而

IPO 的重启将是压垮创业板的最后一根

稻草。 甚至连最坚定的多头英大证券李

大霄，也不住劝导：远离创业板。

很显然，人们对于疯狂的股指，并未

给予多少信任。那么，与股指一路上扬的

曲线相对应的， 关于创业板的舆情走势

曲线，又是怎样一番景象？中国上市公司

舆情中心对自大盘 1949 点触底以来近

半年左右涉及创业板的新闻报道数量及

转载量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创业板的

舆情曲线尖锋陡起，千沟万壑，要比股指曲

线更惊心动魄、更有故事可讲。

媒体行业有说法认为“坏的新闻才是

好的报道” ，媒体通常都偏向于报道负面信

息，而这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个反映。然而

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出， 尽管几乎每次浪尖

都出现在大跌的时候， 但创业板指数却在

此期间涨了近八成。纵观媒体报道，主要针

对造假上市、业绩滑坡、高管套现等问题。

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可说是创业板的硬伤。

对此现象，有媒体分析认为，创业板内部

公司质量出现了两极分化，创业板指数却

只把同期最牛的 100 个股纳入指数，且每

年调整 4 次。 这就可以理解，为何股指飞

上了天，板块内的公司却也麻烦不断。 亦

有投资者据此认为，创业板指数并不能真

实地反映创业板的情况， 指数本身便存在

泡沫。

当然，少数看好创业板的人，自有其一

套道理。 至于孰是孰非，只能等事实说话。

诚如网友留言：希望张首席勿删微博，三两

年后再来评论。

从雏鹰农牧遭质疑

看农业类上市公司危机

曾召鑫

过去一周， 雏鹰农牧面临

着严峻的市场信任危机。 公共

媒体对其经营状况及财务数据

提出造假质疑， 引发市场投资

者热烈的讨论。 雏鹰农牧也在

第一时间发布了澄清公告，否

认关于涉嫌造假的言论， 并对

媒体的质疑进行有针对性的回

应。而在澄清公告发布当天，雏

鹰农牧的回应并没获得市场的

有效认可。 公司股票当天放量

大幅下跌近 8 个点， 盘中也一

度触及跌停板。

回顾近一年多来， 农业上

市公司可谓是“黑天鹅事件”

频发：2012 年 8 月， 罗牛山

126 亿养猪资金被媒体质疑其

来源；牧原股份由于财务造假

被媒体质疑；同年 9 月，万福

生科因财务造假开始受到监

管部门稽查；同年 12 月，新希

望被爆出“速成鸡” 流入市场

引发轩然大波；加上今年 5 月

雏鹰农牧被媒体质疑财务造

假一事，更是把市场投资者对

农业公司的质疑推向了又一

个高潮。

对此， 市场也引发了一个

对于农业上市公司的讨论热

潮。 有投资者更是列举出来 A

股历史上的造假大案， 绝大部

分都是农牧业公司， 诸如银广

夏、蓝田股份、绿大地、万福生

科等都是让投资者们望而生畏

的例子。 农业公司问题频发的

原因何在？

鉴于农业公司的行业特殊

性， 公司在日常经营中经常存

在大量的现金交易， 而且存货

量以及成本价格都极易受到市

场波及， 这也给农业公司财务

造假提供了隐性操作的先决条

件。 会计舞弊三角的 3 个必要

元素：动机、机会以及自我合理

化， 农牧业公司都能很轻易满

足， 这或许也是农业上市公司

成为财务造假案的多发地带的

原因之一。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

中心观察， 农业领域遭质疑

的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财务数据造假， 由于

公司经常与农户进行现金交

易，比较难以监控，在财务方

面容易造假； 其二就是农业

公司的产品问题， 涉及到公

众食品安全问题，较易引发舆

论的关注。

就农业公司常见网络热点

问题，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进行了多方采访， 试图聆听业

内人士的心声。

有资深业内人士表示，相

比于大多数其他行业来说，农

业是一个“看不懂” 的行业。甚

至连一些行业研究员也不明

白一些重要的财务指标的内

在意义，他们更多的是关注毛

利率、 利润之间的巨大差异，

忽略了公司因为受行业周期、

市场波动以及公司战略扩张

的影响。

某证券公司研究部副总经理

在接受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的

采访时表示： 农业类上市公司容

易受到质疑， 跟它比较强的行业

周期有关，供求失衡严重，供给大

于需求的时候，出现很多的存货，

会有很大的减值； 供给小于需求

时，又有较强的扩张和利益冲动，

是一个比较容易出问题的行业。

同时行业也有较多的现金交易，

例如从农户手里收购之类的，监

管较难。

当然，“看不懂” 也跟研究机

构、专业投资者和媒体对农业类

公司的了解观察有关系。 农业公

司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基本都处

于远离大城市、 繁华商圈的地

带。 山高路远的现实环境让投资

者、研究员甚至是媒体记者很难

及时有效地对农牧业公司进行

实地访问研究。 他们更不会一头

一头地去数猪圈里的猪或者鸡

笼里鸡的数量，唯一能贴近他们

生活的大概是去超市或者农贸

市场看一下猪肉的价格或者销

量情况，而这种了解只能说是九

牛一毛。

虽然农业产品与人们的日常

饮食、生活都息息相关，但市场和

公众对于产品生产流程的不了

解，行业知识的认知偏差等问题，

也都使得农业类公司处于极其尴

尬的地位。 当市场爆发出对于农

业产品热议时， 大多数都是些不

好的消息，比如速成鸡、黑心鸭、

黄浦江死猪等等。

关于农业类上市公司受到这

么多质疑的原因， 华英农业董秘

李远平表示： 主要在于和公众方

面的沟通远远做得不够， 很缺乏

沟通。他认为，沟通责任应当在政

府和行业协会去主导， 一家企业

的力量是远远做不到的； 公众对

这个行业还是不太了解， 企业的

确还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但对于

行业来说，还应大力鼓励和扶持，

而不是打压。

也有业内人士表示， 市场需

要给予农业类上市公司有足够的

耐心和理解， 公司也很乐意通过

开放饲养场， 生产基地以及产品

展示厅的方式供媒体、 投资者和

热心人士的参观指导， 大量引入

市场监督也会促进公司产品质量

以及安全的提升。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认

为， 直接关涉食品安全问题的农

业类上市公司， 无论是投资者还

是大众，都有着较高的预期要求，

也对农业公司的产品质量保持着

高度的警惕性。当然，激烈的市场

舆论就如一把双刃剑， 给了严苛

的要求的同时， 也可以传递企业

口碑。 面对舆论质疑与误解，企

业如何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把

行业知识普及和企业积极的风

貌展现给公众显得尤为重要。 当

企业与社会公众进行了有效的

沟通交流，引入市场监督，企业

也有足够的动力去把产品做好、

做精，市场舆论自然会给予公司

足够多的美誉。

（作者系中国上市公司舆情

中心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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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以来农业类上市公司

敏感舆情脉络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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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