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公司名称 舆情事件 舆情热度

１

中国石化

“

千亿混改

”

大幕开启

９８.24

２

中科云网 频繁转型惹来争议不断

９２．８４

３

乐视网 遭遇广电整顿股价暴跌

８５．５４

４

泰亚股份 夭折重组方案被称典型

７５．７８

５

中体产业 陷入

“

白条承诺

”

风波

７５．３８

６

宜华地产 陷

“

控制人被查

”

传闻

７５．０８

７

熊猫烟花 跨界影视行业重组告吹

７４．７０

８

上海新梅 上演

“

控股权争夺战

”

７２．９２

９

山水文化 大股东隐瞒巨额债务

７１．９４

１０

西藏药业 两股东内斗惊动上交所

６７．０２

Ａ股上市公司舆情周榜

泸州老窖1.5亿存款失踪

国海证券两高管被查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黄帆

泸州老窖

1.5亿存款失踪

10

月

14

日，泸州老窖发布

公告称，

2014

年

9

月

25

日，其

在农业银行长沙迎新支行的

1.5

亿存款在转款时被告知失

踪。经多方协调多次磋商无果，

泸州老窖于近日向四川省高级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了解， 白酒行业在过去也出现

过类似的巨额存款离奇失踪事

件。

2013

年

12

月，酒鬼酒子公

司在农业银行杭州分行华丰路

支行的存款账户同样出现被盗

一亿元的事件， 后证实为犯罪

嫌疑人利用经销商协议进行的

特大合同诈骗案。

《上海证券报》等多家媒体

报道分析， 白酒业巨额存款失

踪， 揭开了行业内异地巨额存

款的冰山一角。 另外， 媒体认

为，作为一种营销手段，白酒厂

家和银行开展 “深度合作”，酒

企给银行存款，作为交换，银行

承诺协助卖酒， 然而事实上效

果存疑，更可能引发资金问题，

或许成为祸因。

国海证券

两高管被查

国海证券

14

日晚公告称，

公司接到检察机关口头通知，公

司总裁齐国旗被检察机关刑事

拘留，副总裁陈列江协助调查。

虽然公司在公告中并没有

详细说明具体状况，但包括《每

日经济新闻》 等多家媒体引述

业内观点认为， 固定收益业务

一直是国海证券的旗舰业务，

两位高层遭调查， 或许和债市

反腐有关。去年下半年，国信证

券固定收益事业部总裁孙明

霞、 固定收益事业部副总裁侯

宇鹏、 固定收益事业部债券交

易部总经理谢文贤被调查。 而

今年早些时间， 国家发改委财

政金融司原司长张东生、 浙江

发改委财金处前副处长柳志文

等也先后被调查。

不过国海证券在稍后接受

媒体采访时，对此表示否认。据

《北京青年报》等报道称，公司

回应媒体时表示， 从目前掌握

的情况来看， 总裁被抓与公司

无关，公司运营正常。

据了解， 陈列江曾任固定

收益部的负责人， 后来升为公

司副总裁。

宜华木业

被传失联董事长现身

本周， 停牌多月的宜华木

业公布收购深圳恒安兴酒店用

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草案。

媒体关注到，之前一度被传“失

联” 的董事长刘绍喜也出现并

主持会议。

10

月

15

日，受利好

消息影响，公司股票一度涨停。

据了解， 市场上从

7

月开

始流传宜华木业董事长刘绍喜

“被有关部门人员带走”的消息，

此后董事长一度消失在公众视

野中。直到本周三公司发布的董

事会决议公告显示， 此前身陷

“失联门” 的董事长刘绍喜亲自

主持了会议，并推动重组草案的

进行。这也是刘绍喜自今年

7

月

中旬后，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此外， 公司公布的资产收

购预案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公告称， 宜华木业拟以发行股

份及现金方式，收购深圳市恒安

兴酒店用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股权，作价

5.7

亿元。 据了

解，恒安兴是高端酒店软装饰整

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为客户提供

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酒店用品

解决方案，它的长期客户包括美

国万豪酒店集团、英国洲际酒店

等知名高端酒店。

西藏药业

被发监管工作函

西藏药业大股东之间持续

升温的大战最终引起了监管层的

关注。 据媒体引述上交所的监管

工作函披露，

10

月

10

日，上证所

收到西藏药业董事陈达彬等关于

《西藏药业六名董事关于董事会

会议相关事宜的报告》，上证所要

求公司就《报告》中的相关事项尽

快予以确认并公开披露。

上交所指出， 对于西藏药

业存在因控制权之争而影响公

司正常运作， 进而损害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风险，上

交所公司监管部再次要求西藏

药业及全体董事、 监事和高管

严格依照相关法规依法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保证公司规范运

作， 保障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的合法权利。

资料显示， 近期西藏药业

因其大股东华西药业和二股东

新凤凰城之间控制权之争引起

市场广泛关注， 且股价出现异

常波动。 公司股票于

10

月

13

日开始停牌。

中科云网

遭证监会调查

曾经的“餐饮第一股”湘鄂

情如今虽已彻底转身为互联网

企业“中科云网”，但经营似乎

并未迎来改观， 近期更是屡屡

登上媒体负面新闻榜。本周，中

科云网公告称，公司

12

日收到

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公司涉

嫌证券违法违规行为遭致证监

会对其立案调查，公司股票、债

券自

10

月

13

日起停牌。

媒体报道称， 北京证监局

认为， 中科云网存在三方面的

问题： 在增信房产上设定在先

抵押违反了公司承诺； 公司陕

西房产在先抵押的程序和披露

违反法规； 公司增信措施进展

情况的披露违反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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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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分析师的评价，对一定时间段内沪深两市上

市公司舆情热度作出的综合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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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梳理了 2014 年第三季度与 A 股上市公司有关的舆情

事件,重点分析了其中最受关注、最典型的 10 个案例中上市公司的应对举措。 舆情应对能

力评分主要从应对速度、应对方式、应对态度、应对传播 4 个维度进行量化分析得出。

表2：2014年第三季度A股上市公司

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

表1：2014年第三季度A股上市公司

舆情热度排行榜

说明：舆情热度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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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大戏高潮不断 股权战争硝烟滚滚

———2014年第三季度A股上市公司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进入下半年，

A

股市场整体行情风云

变幻，多空双方的分歧逐渐拉大，股市陷

入牛熊胶着的状态。 作为市场的主角，上

市公司们演绎了一出又一出精彩的资本

大戏。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梳理了

2014

年第三季度热门的上市公司舆情事

件，并从事件舆情热度和涉事上市公司舆

情应对能力两个维度， 排出了相应榜单。

在舆情热度排行榜中，中石化的混合所有

制改革（下称“混改”）关注热度居首；在舆

情应对能力排行榜中， 乐视网以积极应

对、诚恳沟通夺魁。

舆情三大热点：“混改”概念、

资本争斗、并购终止

“混改” 概念备受关注

今年以来，“混改”备受舆论关注，具体

反映在资本市场，就是投资者对带有“混改”

概念的上市公司的追捧，关于公司“混改”的

每一则消息、市场对公司“混改”方案、成果的

评判都能引起公司股价的大幅波动。

年初因宣布参与“混改”而广受市场瞩

目的中石化在

9

月

14

日晚终于公布了“混

改”方案，此后一周内，财经媒体、都市类媒

体、门户网站都对中石化“混改”作了大量

报道。 对于中石化推出的方案，舆论评价以

正面居多，而参与中石化“混改”的嘉实元

和基金在发售当天即售罄， 认购金额超过

100

亿元规模上限。 市场的热衷可见一斑。

并非所有公司的“混改”都能获得如

中石化般的好评，国安集团“混改”结果在

公告后饱受市场质疑。国安集团控股的中

信国安、中葡股份在

8

月上旬公布了早在

今年一季度就已完成的改制，引入多家被

认为是“名不见经传”的公司作为战略投

资者，这被市场认为或成国资改革的“最

坏样本”。

“混改”大潮目前只是刚刚开始，确保

在改制过程中的信息透明、 保障公众知情

权、保证每个竞争者能公平参与国有资产的

竞价等都是舆论所热切关注的。改制审慎推

进， 将以上几点落到实处方能造就中石化

“混改”方案的好评，而国安集团饱受质疑则

是因为未能确保改制过程中的信息透明。

资本争斗硝烟不断

资本方与管理层之间的斗争、上市公

司股东之间的斗争，在上半年是资本市场

的热点，而在第三季度，态势仍旧火热。长

园集团、上海新梅的资本角逐在本季度依

然火热，直至目前仍未结束，德豪润达与

雷士照明之间的纠葛、西藏药业两大股东

之间的“宫斗”则是新近加入的戏码。

雷士照明创始人吴长江与董事长王

冬雷之间上演了雷士总部斗殴事件、分别

召开新闻发布会的“隔空对决”、争相拉拢

经销商等戏码，在最新剧情中，吴长江抗

议雷士照明子公司雷士照明（中国）法人

变更为王冬雷，并举报王冬雷旗下德豪润

达收购造假、利益输送。

西藏药业两大股东华西药业、新凤凰

城的内斗自

8

月以来不断升温，最近的纷

争焦点在于增选独董。 据称，两大股东明

争暗斗由来已久，今年因“甩卖亏损子公

司计划”和“加薪议案”而矛盾公开化。 目

前， 纷争仍未平息，

6

名西藏药业董事于

近日向上交所求助，引来

10

月

14

日的一

纸监管函，督促公司加强信息披露和规范

运作。

并购终止引人瞩目

与上半年一样，并购重组依然是舆情

事件频发的领域，不过，在第三季度中，受

到舆论热议的泰亚股份、熊猫烟花两起跨

界并购案例都以失败告终。

7

月

18

日， 停牌筹划重组已半年有

余的泰亚股份公布重组预案并复牌，在连

拉

3

个涨停板后是

7

周的停牌，

9

月

11

日再度复牌后即宣布终止重组。这起被媒

体讥为“重组‘三日游’”的跨界并购在推

出之初就被引来质疑，原因在于方案设计

空前复杂，被认为旨在规避借壳。 尽管公

司在公告中否认了媒体的质疑，但最终却

以“未就重组的细化交易方案达成一致意

见”为由终止筹划多时的重组，这被许多

媒体认为“难以服众”。

同样是跨界并购影视公司的熊猫烟

花终止重组的理由与泰亚股份异曲同工，

9

月

25

日， 熊猫烟花以未能在公布重组

预案后

6

个月内完成重组工作、交易价格

等事项存在分歧为由宣布终止筹划已有

9

个月的重组。

除了上述热点， 中科云网频繁转型、

乐视网遭广电总局整顿、中体产业大股东

8

年前承诺至今未兑现、宜华地产长期停

牌核查“实际控制人被调查”传闻、山水文

化“假面”股东这些事件都在较长的一段

时间内受到大量媒体持续关注，其舆情也

多有反复，因而上榜。

舆情应对能力比拼：

乐视网夺魁 西藏药业垫底

7

月中旬，乐视网因广电总局连番发

布的监管政策而经历了一场舆情危机。在

遭遇了两个跌停板后，乐视网就媒体报道

发布澄清公告，既透露了与监管部门沟通

的进展，同时还针对近期一连串的监管政

策发表自身观点，试图引导舆论。 值得注

意的是，在这场危机应对中，除了澄清公

告外，乐视网还通过微信公众号、投资者

交流会与投资者沟通， 影响投资者预期，

沟通之余， 乐视网还与重庆广电合作、与

中宣部合作，以具体的解决措施来应对市

场的质疑。因而乐视网在本次的舆情应对

能力排行榜中位列榜首。

7

月

9

日上午，中国银行“优汇通”业

务遭央视质疑为“洗黑钱”。 当天下午，中

国银行即在官网及官方微博发布澄清声

明，其反应值得赞赏。 考虑到针对一个重

大舆情危机， 需要完成厘清事实真相、内

部协调和完成信息披露文书等程序，中行

能数小时之内作出反应，已属不易。 而先

通过官方网站、 微博两个渠道同时发布，

再通过交易所公告的形式，也显示其整体

应对策略已成体系。

7

月中旬，宜华地产、宜华木业两家

公司因共同的实际控制人刘绍喜被查的

传闻而长期停牌， 尽管在

8

月

25

日共同

发布了澄清公告，但被认为澄而不清。 到

了

10

月

14

日，宜华木业拟收购深圳恒安

兴，刘绍喜现身董事会并主持会议。 在此

案例中，两家公司停牌及时，虽然期间三

个月难言刘绍喜发生了什么事，但其现身

确实粉碎了一直以来的传言。

在西藏药业股东内斗事件中，公司在

舆情应对、 投资者关系管理上都表现糟

糕， 因而在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中垫底。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首席分析师彭松

曾撰文认为，在“后

IPO

时代”，上市公司

对中小投资者的竞争会更加激烈，

A

股市

场讨好中小投资者的时代已经来临。需要

讨好中小投资者，在西藏药业的具体情况

中尤为突出。中小投资者为大股东内斗的

局面“操碎了心”，在股吧中有中小投资者

号召联名召开股东大会。

此外，东方锆业、古越龙山、佐力药业、

山水文化、熊猫烟花都曾或被媒体质疑、或

因媒体传闻而陷于舆情危机， 亦都有针对

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其应对虽无亮点，但

也不过不失。 而中科云网频繁转型一直以

来争议不断， 反映公司在舆情管理上未积

极引导舆论，未能让舆论充分理解公司。

投资者关系管理与

内部治理问题凸显

从

2014

年第三季度

A

股上市公司

舆情热度排行榜可以看出，

A

股市场上多

个热门的上市公司舆情事件将“公司内部

治理”、“投资者关系管理” 等多个主题推

向舆论潮头。而从各个涉事上市公司的舆

情应对举措中，也可以看出，这些主题也

日益成为上市公司面前的大难题。

“股权争夺” 是三季度资本市场的绝

对主题，如上海新梅的股权争夺战、西藏

药业的股东宫斗，长园集团与沃尔核材的

争端、进入白热化的东方银星股权争夺等

等。除了内部股东之间对控制权的争夺之

外，来自外部资本力量的入侵也越来越频

繁；以往，商业零售行业是最常被举牌的

行业，但今年以来，举牌的公司已不仅仅

局限于该行业， 而是涉及金融、 商业、医

药、汽车、房地产等诸多行业。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认为，

A

股上

市公司大股东之间的矛盾在近年以来日

益凸显，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

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发达，资本市场亦在

不断发展，具体则表现为市场规则日趋完

善、结构也愈见合理，市场的活跃度进一

步提高，资本力量日渐壮大并进一步被激

活。另一方面，就上市公司本身而言，野蛮

生长而来的民营企业股东结构中的可能

潜伏了许多问题，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

并进入资本市场之后，在市场游戏规则之

下、在舆论的聚光灯之下，这些历史问题

便集中爆发。 此外，大量上市公司本身基

本面不佳且疏于市值管理导致股价过低，

也让资金力量得以趁虚而入。

对于一家上市公司而言，股权战争的

影响可能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股东之间的争斗，很可能会拖

累公司业绩，同时，长期陷于股权争斗或

频繁遭遇举牌，也会对上市公司的资本品

牌形成一定的负面冲击，进而拖累公司股

价。不过，被举牌公司，也有可能被看作是

资本力量看好而被市场赋予积极预期，进

而股价上行，今年以来，部分被举牌公司

股价频频创出阶段性新高。 其次，在股权

争夺过程中，必然会伴生公司内部治理和

投资者关系管理的问题。中国上市公司舆

情中心认为，大股东之间矛盾不断，本身

就是公司治理混乱的一种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场又一场的大

戏中，最容易被忽视甚至被无视的，是广

大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与诉求。通过上海新

梅、西藏药业等多案例可以看出，这些上

市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付出几

乎为零。 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中小投资者

的股东意识、对公司事务的参与意愿愈发

强烈，西藏药业等上榜的中小股东在股吧

等投资者交流平台上积极发声、 表达诉

求，便是明证。

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核心就是通过与

投资者有效的沟通，促进对公司的了解和

认同，并对投资者的预期进行合理管理和

引导。 平等、诚恳、尊重，是公司与投资者

沟通之底线。其次，是沟通的形式、内容与

时机。事实上，投资者购买股票、债券或其

它金融产品，无非为利，即投资收益。因而

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也很简单，无非是争斗

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当然，投资者对于充分知情权的要求丝毫

不过分，占据信息优势的公司、大股东理

应向中小投资者如实、完整地披露各方的

立场与动作。

（执笔：赖梓铭 金立里）

更多资本市场热点舆情分

析，敬请扫描二维码或添加微信

号 gongsiyuqing, 关注中国上

市公司舆情中心官方微信。

“逆天病毒” 的逆天传播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朱离

近日，“逆天病毒”一词横空出世，并成

为横跨舆论界、医学界甚至资本市场的热门

词汇。 据相关媒体报道称，中山大学医学院

颜光美教授课题组研究发现，“天然病毒

M1

能选择性地感染并杀伤包括肝癌、 结直肠

癌、膀胱癌、黑色素瘤在内的多种体外培养

的癌细胞，而对正常细胞无毒副作用”。

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监测，自

10

月

13

日， 中新网率先报道这一消息

后，这一新闻迅速发酵，截至发稿时止，搜

索关键词“逆天病毒”，出现的新闻及转载

量高达

2,600,000

条。 新华网、东方财经、

21CN

、 上海热线等改编或转载了来自中

新网的这一则新闻。

在社会化媒体舆论场上，作为热门话

题，“逆天病毒” 四字在新浪微博热门

话题讨论区，出现了

34918

条讨论。 官

方微博

@

人民日报 以 《中山大学发现

“逆天”好病毒，专杀癌细胞》为名的微

博引发了将近两万的转发量，同时还出

现了将近

2700

条评论。 大多数网友对

此研究成果表示激赞，对“逆天病毒”将

要带来的医学飞跃充满憧憬，也有部分

网友持怀疑态度：“不久后，大概出一个

新闻称，此病毒对人体无效”。

值得注意的是， 在新闻大肆传播后，

科普作家们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

发出了自己的见解。民间科学团体松鼠会

成员、科普作家

@

松鼠云无心 在以长微

博指出了传播过程中造成的谬误，课题组

的研究距离临床实验还有很大距离，“研

究成果让人振奋，但新闻媒体竟将其夸大

到诺贝尔奖的层面”。 这一微博的转发量

高达

1300

多次，评论数将近

150

条，较好

地对有欠严谨的新闻起到了矫正作用。

敏感的资本市场当然不会放过任何

一个值得跟进炒作的投机机会。

10

月

15

日，一篇题为《中山大学发现“逆天”病毒

生物医药板块借势走强》的媒体报道冲击

了当日的财经新闻网站。其中的主角是上

市公司达安基因，文章称：“达安基因是中

山大学下属唯一上市公司，上述消息促使

该股昨天午后开盘不久出现拉升，随后四

环生物等生物医药股也出现一波拉升。 ”

毫无疑问，“逆天病毒”的出现，特别

是经过媒体谬误传播后的轰动效应，着实

在一定程度上利好生物医药板块。这一现

象的背后，是医药股投资热情高涨的大背

景。 有业内人士指出，在已经发布三季报

预告的医药企业中， 近八成出现正增长，

远高于所有上市公司整体业绩上升比例。

不可否认，近期，医药板块炒作因素

不断。 埃博拉疫情继续在世界范围内蔓

延，国内的登革热疫情亦处于高发期。

A

股市场上，游资更是偕达安基因、片仔癀

等上市公司热炒其作为 “埃博拉概念股”

的存在感。 如此看来，“逆天病毒”在资本

市场上的走红，并不是无迹可循。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认为，医药类

话题最易引发公众关注，亦更易搅动资本

市场一池春水，投资者尤其是散户，由于

缺乏专业判断力，容易人云亦云，盲目入

市，更需保持一定的警惕心。 至于上市公

司本身，遑论其产品如何，最重要的是夯

实自身基础， 而不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妄

作“野狐禅”，须知，泡沫总是一吹就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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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舆情事件 应对能力

１

乐视网 多举措应对广电总局整顿

８１．６２

２

中国银行 遭质疑洗黑钱回应迅速

７６．３５

３

宜华地产 停牌核查控制人被调查传闻

７５．７１

４

东方锆业 公告否认

“

分公司存污染

”

７０．１３

５

古越龙山 被疑用自来水酿酒澄而不清

６２．５７

６

佐力药业 否认收购资产被冻结

６０．１０

７

山水文化 发函核实大股东债务问题

５７．３７

８

熊猫烟花 涉足

Ｐ２Ｐ

被指画饼造市

５６．０４

９

中科云网 频繁转型惹来争议不断

５５．０９

１０

西藏药业 内斗不断忽视中小投资者诉求

５４．４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