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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C_89_E8_82_A1_E5_c33_41571.htm 国有股减持方案讨论已

久，至今时今日，已演变为管理层与市场的两方博弈。管理

层反复强调的在市场稳定下实现国有股减持将成为博弈双方

的均衡点。真正好的方案满足各方的利益要求确实比较难，

但证券市场是一块能不断增大的“蛋糕”，只要大家都认识

到这一点，就能实现真正的“多赢”，短期的输家也许是未

来的大赢家。 假设一：冷处理，长期化 方式轮廓：由于目前

找不到令市场各方都能接受的圆满方案，管理层推出“七类

”方案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引起市场的暴跌，政府只好从长计

议，暂时不提国有股减持的事，但什么时候再提也不明确。 

可能性分析：从最近的消息面看，冷处理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这实际上表明政府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第一，中国经

济发展不能没有股市；第二，稳定压倒一切；第三，减持只

能在牛市中进行。因此，管理层可能会从完善市场出发以时

间来换空间，在稳定发展的股市中来完成国有股减持。 市场

反应：首先需要提醒的是，冷处理并非不处理，只是政府目

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而已。但政府又不能断然决定国有

股不减持，因而只能采取这种消极的办法“无时间表”地暂

时搁置。既然如此，市场会预期至少短期内，可能是半年、

也可能一年左右不会推出减持方案，因而大盘短期内会有所

表现，至少为一些深套的庄家提供了一个反弹自救的时间空

间。但是，随着时间的逐步推移，减持的预期会越来越大，

如果政府没有其它措施的辅助，大盘必将走向漫漫的熊市。 



假设二：个案处理，各不相同 方式轮廓：个案处理模式实际

上在本次大讨论、即国有股减持暂停之前已经采用，主要是

对新上市公司以及在上市公司增发时，以各公司不同的筹资

额度和不同的发行价格进行国有股减持。 可能性分析：很明

显，这种方法被市场无情地抛弃了。但是，2002年1月30日在

北京召开的“市场分析座谈会”上，又有专家提出了所谓的

“在减持的基本原则指导下，予以个案处理”的建议。分析

他的理由，大致有两种可能：第一，全部处理对市场的压力

太大，因而从稳定的角度出发，应个案处理；第二，个案处

理仅仅针对在减持过程中对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采取其他解

决方案的借口。很明显，前者又回到了最早的方案上，肯定

不会被采纳；后者倒是有可能。 市场反应：如果“在减持基

本原则的指导下”采取“个案处理”的方式，前提自然是国

有股减持的开始。就目前的市场表现看，投资者对任何一种

管理层倾向的方案都不会接受，市场的反应只能是连续下跌

，直至崩盘。 假设三：与金融衍生产品共舞 方式轮廓：结合

我国证券市场开发金融衍生产品的趋势，使用“期权”等金

融创新品种进行减持。将国有股乃至今后的法人股转化为相

应数量的期权等衍生产品，开出一个新的衍生产品金融市场

让国有股流通，待延续若干年后期权等行使完毕后，正式结

束国有股、法人股的减持问题，并培育发展了衍生产品市场

。 可能性分析：目前金融衍生产品尚未被市场充分认识，管

理层对风险管理的经验尚欠火候，故如此方案推出，时间将

安排在股指期货试行成功之后。 市场反应：此方案符合某些

专家的“开辟金融衍生市场”的呼声。在我国市场投资主体

尚未明确之前，新开的市场不可避免有一波炒作，从而导致



二级市场失血，并走出下跌行情。随后由于衍生品种与主板

上市股票股价波动具有一定的相关度，市场有望形成二个市

场互相影响的格局，主板因此得以平稳下来。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