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东明:大隐于市 笑看股市风云

证券时报记者 陈英

“我从一个军人到一个股评家， 出名了， 也成功

了， 我那些当将军的同学都感到很愕然。 可是， 我也羡

慕他们， 他们可以指挥千军万马， 而我却是在股市里面

过了一把瘾而已。 股市如战场， 我也找到了一点打仗的

感觉。” 黎东明这样回顾曾经的股评生涯。

最早的股评人

早在

1984

年， 即便是中国金融专业人士对股市也

相当陌生的时期， 黎东明就开始认为中国会出现股市，

并从此开始钻研股市理论。

1990

年， 股市开始升温， 投资者需要一个交流信

息的场所， 在这种状态下， 黎东明和同伴在深圳创办了

新中国第一个 “股民沙龙”。

通过张贴广告， “股民沙龙”

很快就聚集了一批常客， 每

周日， 一杯咖啡、 一盘快餐，

大家一泡就是一整天， 评股

论市， 激扬文字。 后来聚集

的人越来越多， 小小的咖啡

厅里到处都挤满了人。 也就

是在那个时期， 黎东明结识

了一批热衷股市的朋友， 并

在股市领域里开始大踏步地

前进。 有人说， 第一个股民

沙龙的最成功之处， 不在于

这里走出了多少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而是在于诞生了

新中国第一代股评家。

黎东明股评观点专业严

谨， 文字通俗易懂、 风趣幽

默， 文章结构多以 “章回小说” 为标题， 很受股民的

欢迎。

1993

年， 《南风窗》 把他和古思平、 余嘉元放

在一起， 并称为 “深圳股市三剑客”。 “抄底” 一词就

在那个时候 “发明” 出来的。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我

写的一个标题里———抄底大军蠢蠢欲动。 文章出来后，

行情出现了大反弹， 所以这个词很快就被市场认可了，

也被大家记住了。 后来， 余嘉元也使用了这个词， 慢

慢越来越多的人引用这个词， ‘抄底’ 最后成了小股

民们津津乐道的 ‘口头禅’。 直到现在， 成为了股市中

使用率极高的一个词汇！ 我自己也挺喜欢这个词， 我

觉得它深刻地描述了中国股市早期的炒作之风盛行，

也生动地还原了当时不成熟股市中各种博弈的股民生

态。” 黎东明说。

6000 点大预测

1996

年初， 一批股市分析人士在深圳的银湖宾馆

开了一个 “银湖会议”。 这个内部会议里， 黎东明首次

提出 “

1996

年

1

月已经开始了一轮中国大牛市的启动”

的观点。

1997

年初， 黎东明运用他的波浪理论在 《证

券时报》 刊登了一篇 “预测深成指初见

6000

点” 的文

章， 引起同行和股民的注意， 而那个时候， 深成指在

4000

点附近。 股市最终在

1997

年

5

月以

6100

点见顶，

与黎东明的市场预测误差正负

100

点， 这次准确的预测

成为黎东明股评生涯中的成名之作， 一举奠定了他在股

评界的地位。

在市场预测中， 黎东明擅长在分析股权结构中寻找

机会， 曾预测某只股票上市后会有

3

倍的涨幅， 这就是

市场当时流行的 “四两拨千斤” 的分析文章。 搞了

10

年股评研究， 黎东明形成了一些自己的股评原则， 比

如： “牛市要守仓， 熊市要斩仓”、 “有错要认错， 而

且要赶快认错”、 “不要把养命钱全部投入股市， 闲钱

可以， 养命钱千万不要动”、 “入市前要先学习， 先纸

上谈兵” ……技术上， 黎东明擅长应用 “道氏理论”、

“江恩理论” 和 “波浪理论”。 在长期的股市生涯中， 他

知人善用， 热心培育新人。

1995

年， 黎东明和朋友一起成立了惠多投资咨询服

务公司， 但是公司未能通过

1999

年证监会的年检， 加上

当时股市处于调整期， 公司业务萎缩， 黎东明认为 “上帝

不会总是眷顾某个人”， 此后， 在完成 《中国股市

20

年大

预测》这本书之后， 黎东明选择了急流勇退， 大隐于市。

股市今非昔比

弹指一挥间，

20

多年已经过去， 如今的股市已今

非昔比， 但黎东明对中国股市依然充满激情， 充满信

心， 依然相信股市会好起来。 对于未来股市， 黎东明

分析说： “中国股市从

1988

年

4

月

1

日起就开始有

数据记录 （当时是用手工记录）。 从那一刻起， 股市

运行至

2008

年的

1664

点， 第一大循环浪的五浪上升

和

ABC

三浪下跌已经走完。 由于百年一遇的金融海

啸缩短了第一循环浪修正的时间周期， 市场目前运行

的是第二循环浪的初始阶段， 所以筑底阶段的时间会

比较长。 股市参与者要有足够的耐心与智慧。 当然，

目前新股上市改革方案的出台尤为重要， 必须根除上

市公司利用上市圈钱的顽疾， 这样才真真正正地有利

于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 只有彻底完善上市公司的治

理结构， 才有利于中国股市第二轮大牛市的第二循环

浪盘出底部， 使中国股市顺利展开历史上最长的一轮

大牛市！”

现如今， 黎东明经常与三五好友交流探讨股市心

得， 纵论宏观与微观经济， 乐在其中。 现在， 依然每天

到证券部坐坐看看， 这也是他退休后几年里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 “股市是我生命中一份抹不去的情愫， 没有压

力只是一种寄托， 我正在真正地享受股市的人生快乐！

无悔人生！” 黎东明说。

陈钢:曾经最勤奋的股评家

证券时报记者 陈英

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期， 还在广西山区

某重点高中当语文老师的陈钢， 看着讲台下

几十双求知若渴的眼睛的时候， 绝对想不到

10

年后， 自己作为全国著名的股评家站在

东北的某场馆里， 要面对的是几千双疯狂的

眼睛。

因为迷恋股市，

1992

年， 陈钢开始写股

评。 那时候， 全深圳只有几个证券营业部， 每

逢收市， 股民们就围在一起讨论行情， 陈钢总

是主角。 次数多了， 陈钢开始引起了一些证券

媒体的关注， 陆续接到约稿电话。 后来， 陈钢

又被深圳电台股评节目请去做嘉宾， 露脸次数

多了， 在股评界中的名气也慢慢大起来。

1992

年底， 《深圳特区报》也开始向陈钢约稿， 他

在第一篇稿件———《论深圳股市的反弹和反转》

文章里提出了 “

220

点是深市大底” 的观点， 言

论很快在股市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果然， 两个

月后， 深市升到

368

点。 由此， “股评家陈钢”

的身份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抄底大侠” 的

标签也从此贴在了陈钢的 “个人名片” 上。

陈钢回忆说： “

20

年前， 深圳只有不到

500

万人， 但做股票的却有

200

多万人。 炒股的

人多， 但懂股票的人却很少， 因此，

1993

年，

第一轮牛市出现以后， 股评家很快被捧起来， 就

像现在的明星。 你们无法想象我那个时候有着怎

样的待遇： 出入深圳关口还没掏出身份证， 就有

工作人员把我请到值班领导办公室里讨论股市行

情； 坐飞机， 还没有整理好行李， 就被空哥空姐

们围住咨询股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那年跟

着深交所做全国巡回演讲， 在东北一个大场馆

里， 满屋满角落的都是人， 连窗户上都趴着股

民。 散场后， 数百名听众排着长队等我签名， 警

察都出动了。” 此后几年， 陈钢一直活跃在深圳

的股评界里。

1994

年

7

月， 他认为深沪两市会见一个中

期底部， 出现一个中期反弹， 当时沪市从

97

点升到

171

点， 又回到

145

点， 很多人都认为

行情结束了。

8

月

27

日， 陈钢在 《证券时报》

上出惊人之语： 《何不劝人逢低吸纳》， 认为

沪市还要涨

80

点， 此后行情果然大涨。

1995

年元月， 陈钢发表文章认为沪市在

530

点左

右、 深市在

125

点左右是一个中期底部。 接着

深沪两市蠢蠢欲动， 缓缓上扬，

5

月爆发大行

情。

1996

年

1

月到

2

月， 陈钢又号召大家买深

发展、 四川长虹 “半仓过年”， 后来证明这个

选择是对的。

回忆当年， 陈钢自认为是中国最勤奋的股

评家， 每天早中晚三篇股评， 还有全国各地报

刊的专栏文章， 每月至少要写

80

篇文章。 两

年多下来， 写了千万字的股评。

多年的股评生涯， 让陈钢认识到 “知识就

是金钱”， 现在的他， 依然关注投资。 对现在的

市场， 他认为， “现在的股市， 相比以前， 更

加规范化、 国际化、 专业化。 大部分股票表现

得熊市弥漫， 而少数行业、 板块

的股票， 在新时代股市环境下，

却是一年几倍甚至近

10

倍地上

涨。 对于股市将来， 我非常乐观。

中国

A

股市场已经经历漫长的熊

市， 之前仅仅上涨了两年的牛市

不过是大熊市中的巨型反弹而已。

10

年后， 国内股市总利润以

7000

万亿计算， 牛市的顶部市盈率即

使只有

30

倍， 股市总市值也可以

达到

200

多万亿元。 我这辈子的

事业就奉献给投资了， 当然最爱

的还是股票投资。”

黎东明

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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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资讯稀缺的上世纪 90 年代，股市草创，中国股民还不成熟，得到资讯的渠道也非常

匮乏，大多时候都是“听消息买股” 。而少数对股市更为了解的股评家，就成为为股民答疑解

惑提供资讯服务的迷津指点者。 在那个年代，每一位知名的分析师，都曾有过与那个激情燃

烧的市场共同起伏的故事。

证券时报创刊 20 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之“追忆股评风云” 的主题活动昨日举行，曾叱咤

中国股评界的黎东明、陈钢、古思平、周龙华、张子任等数位资深股评人士汇集一堂，在回首

往事，展望中国股市未来的同时，也道出他们与《证券时报》共同成长的深厚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