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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恶浪滔滔：一个基本面乏善可陈的股票，忽然从几

元起步，以“资产重组”为名炒到翻倍甚至翻数倍；一个被

人为操纵起来的“绩优”股，在连续几年大比例送、转股，

配股、增发圈钱后，在底部连续放出巨量，制造填权假象，

待众股民跟进后，股价却跌得四脚朝天；一个有实质利好的

股票，总是先莫名其妙地“沿上升通道”上涨，然后加速拉

升，待人气鼎沸时，利好才公诸于众，善良的股民接的是最

后一棒⋯⋯这就是庄家的杰作！ 于是，庄家被股民奉为神明

，股不在优，有庄则灵。庄家“兴风作浪”，股评“推波助

澜”。许多股评对中国经济的宏观分析不感兴趣，对行业景

气指标和消费信心指数不感兴趣，对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及生

产经营状况不感兴趣，对上市公司给股东的投资回报预测不

感兴趣⋯⋯股评界像占卜、算卦一样对大盘和个股进行猜测

，操纵股价、内幕交易、不仅“合法”且成为时尚；“洗盘

”、“对倒”、“假突破”、“空头陷井”等现象视为正常

，更有甚者，一些股评成了与庄家联手操纵股市、坑害股民

的“股托儿”。总之，股市的一切活动，都以庄家为核心，

以至于连上市公司也须配合庄家去造假、去“重组”、去编

故事，才会有个好价钱，否则，你业绩再好，没有庄家照顾

，也只能落个垃圾股的价钱。一、庄家是什么揭开庄家的面

纱 然而，庄家是什么？其实，在庄家被奉为神明时，谁都知

道庄家操纵了某只股票，但谁也不识庄家的真正面目，更无



从知其要将哪只股票炒到多少钱。直到不久前，几只登峰造

极的庄股蹦盘，证监会进行稽查，才漫漫揭开了庄家的面纱

，庄家真面目才大白于天下：亿安科技（000008，原名“深

锦兴”），“重组”前是一只垃圾股，经过庄家的“重组”

包装，股价从1998年8月左右的5.6元，“炒”到2000年2月

的126.31元，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涨幅达21. 5倍。2001年4月26日

，证监会经调查后公布：广东的四家公司自1998年10月5日起

，集中资金，利用627个个人股票帐户及3个法人股票帐户，

持仓量从1998年10月5日的53万股（占流通在外的股票1.52%）

，到2000年1月12日最高时3001万股（占流通在外的股票85%

），在这起操纵股价案中，广东四家公司共获利4.49亿元，股

票余额77万股。庄家的面纱被揭开后，很快，亿安科技（现

为ST亿安）的股价也从高位跌到现在的8元左右。 中科创业

（000048，原名“康达尔”），“重组”前只不过是一个养

鸡专业户，然而经吕梁等庄家包装后，变成了一个“高科技

”加“金融”概念的“黑马”，通过不断编造“公司将涉足

优质农业、生物医药、网络信息、高技术产业投资⋯⋯”等

神话，股价从1999年4月的10元左右，到2000年2月升到84元。

后经司法调查，得知庄家吕梁等人动用了1500个个人股东帐

户，涉及20余个省市的100个出资单位、120个证券营业部、

动用资金近54亿元之巨，吕梁直接持有6400万股，和其他庄

家直接、间接控制了达93%的流通盘。由于庄家之间的合作

出现裂痕，中科创业发生蹦盘，由最高价时的84元一口气跌

到6元左右。经过这一番折腾，现在中科创业又重操旧业，像

变戏法，又变回了ST康达尔，然而，这对于在二级市场上的

受害人，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东方电子（000682），自1997



年上市以来，变成了“高速成长”的“东方神话”，每年送

转后再大幅上升，填权、除权、再填权⋯⋯2000年2月，该股

经多次大比例除权后还被炒到54元。然而不久东窗事发，该

股涉嫌伪造内部职工股、自炒自卖股票、虚造财务报表、发

布虚假信息等一系列违法行为，烟台市检察院查明，隋元柏

等三名公司高管除了违规抛售1044万个人原始股外，还利

用69个个人帐户累计投入6.8亿元，在二级市场进行股票炒作

，同时为应付审计，还伪造销售合同1242份，合同金额达17

亿元，虚开销售发票2079张，金额17亿元；1997年至2001年间

，共计虚增主营收入17亿元。事情败露后，股票价格一路下

泻，现在变成了ST东方，股价只有3元左右。 银广厦（000557

），另一只“高成长”股票，却被查出虚构利润7.45亿，其

中1999年虚构利润1.78亿，2000年共虚构利润5.67亿，股价随

即发生蹦盘，从32元的高位连续跌停，一口气跌到2元多。 上

述几例，均是已受到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查处的例子。近几天

，世纪中天（000540）已连续八个跌停板（到4月29日收市止

），会不会是又有一个大庄家浮出水面？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 不敢说已查处的部分仅是“冰山一角”，但可以肯定，以

“内幕交易、虚假陈述、操纵股价”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证券

违法活动早已大量存在，而且没有受到查处，到目前，这种

违法现象仍然大量存在。笔者这样说，并非毫无根据的猜测

：君不见，一只股票业绩有翻天覆地的改观，或者有“重大

实质重组题材”，在这些重大利好公开披露之前（几天、几

十天、数月不等），股价早有异动。这不是明摆着是内幕交

易么？一些股票通过增发，大量圈钱后，业绩立即变脸，这

不是明摆着是虚假陈述么？当然，只有监管部门认真去查，



才能揭露其中细节，否则，有根据的猜测也只能是猜测而已

。 这种投机风漫延开来，使中国股市的价格完全被扭曲了：

开始时，凡是流通盘小的，股价都被高高地炒起来，再往下

，更是凡亏损股，都被看成绝好的“壳资源”。这些股票的

价格暴涨，与其股票的内在价值毫无关系，只因庄家有可能

“光顾”、“重组”，全都变成了香饽饽。二、庄家是什么

分析庄家的本质 庄家究竟是什么？从已被查处的案件可看出

，庄家，其实就是利用资金和信息优势，进行内幕交易、虚

假陈述、操纵股价或者其他违法活动、以获得利润和转稼风

险的任何组织或个人。可以说，任何庄家，离不开上述这些

违法活动。笔者在此将庄家一棍子打死，可能会有人反对。

然而，我们只须对有没有合法的庄家或所谓的“善庄”进行

分析，就不难看出庄家的本质。 首先，有没有合法的“庄家

”？我们说，按照法律规定，持有流通在外股票超过5%，即

须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证券法第七十九条明确规定：“通过

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

股份的百分之五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向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通知该

上市公司，并予以公告；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不得再行买

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

份的百分之五后，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其所持该上

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五，应当依

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在报告期限内和作出报告、公

告后二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如果严格

按照上述规定，股票价格根本不可能被人为操纵。因而，实

际上没有人将合法持有、买卖股票者称为庄家，他们持有量



再大，也是投资者、是股东，或者，最普通，也叫股民。 有

没有所谓的“善庄”？我们的回答：不可能。庄家的思路决

不是通过选择有前途的上市公司、对上市公司产生积极影响

、通过提升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增加社会财富，从而获

得较好回报。如果这样，他们没有必要“隐身”、没有必要

进行暗箱操作，他们完全可以按照证券法的规定和要求，实

行公开市场操作，获取“阳光下的利润”。 然而，庄家是不

会走这样的路的，因为走这样的路没有办法在短期内获得超

额暴利。他们只会通过投机取巧，实行内幕交易、虚假陈述

、操纵股价，让不明就里的善良股民在二级市场上高价接下

这些“炀手的山圩”，从而使庄家顺利出局、获取暴利。而

这种行为本身，并没有使社会财富有任何的增加，在这种“

零和”骗局中，庄家获取的暴利，全是受害人的血汗钱。“

一将功成万骨枯”，可以说，庄家们浑身上下沾满了股民们

的血和泪！因此，“善”与“庄”不可以二位一体，你要“

善”，就不可能做“庄”道理非常简单：在社会财富并没有

丝毫增加的情况下，没有人受骗，庄家们的暴利从何而来？

三、庄家为何被奉为神明市场监管问题 既然庄家的本质是违

法的、恶劣的，庄家为何还被奉为神明？如果我们不想用道

德评价去衡量市场现象，那么，我们得承认，任何资本都是

“唯利是图”的，任何资金进入证券市场，决不是来充当“

活雷锋”，扮演“救世主”。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换言之就叫“物质利益原则”

。在市场规则健全、市场机制健康的情形下，君子爱财，取

之有道。诚信会成为市场的基石，公开、公正、公平会成为

市场的基本原则。 然而，在专业性极强的证券市场，在游戏



规则不够完善、或者在管理部门殆于监管的情形下，庄家们

通过内幕交易、虚假陈述、操纵股价而获取的高额暴利，这

是任何正常、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都不可能达到的，在这种

暴利的诱惑下，即使冒着坐班房、掉脑袋的危险，也会有人

“从容前往”，更何况，我国刑法对内幕交易罪的处罚一般

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最高才可判到十年（刑法第

一百八十条）；虚假陈述罪一般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

特别恶劣的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一百八十

一条）；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则最高刑期才五年（刑法第一

百八十二条）。又更何况，在监管不到位、查处不得力的情

况下，甘愿冒险的人就更多了，因为他们遇到的风险太小了

。 在“风险”与“利润”相比之下，做庄家的风险更小、利

润更大，当然庄家就大行其道了。 由于业绩优良的大盘蓝筹

股盘子太大，庄家很难操纵价格，由于有些绩优上市公司运

作规范、透明度大，庄家也无从下手，这些上市公司的价格

在二级市场上均表现平平，甚至落个三线股价钱。相反，有

些上市公司与庄家“结缘”后，股价炒高对上市公司“圈钱

”是大大的有利，这比任何正常经营活动来钱快得多，于是

，上市公司服膺于庄家，在上市包装、信息披露等方面配合

庄家操纵股市也就顺理成章。于是，上市公司的经营理念被

扭曲了：配股、增发并不是由于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而仅仅

是为了圈钱；送股、转增股本并不是真正要回报股东，而是

为了配合庄家在二级市上的炒作，上市公司沦落成了庄家的

玩偶；资产重组要么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拉朗配”，要

么是纯粹玩魔方式的“帐务重组”，总之离不开与庄家炒作

的配合。 今年1月以前，股评家如果向公众推荐大盘蓝筹股



、规范运作的绩优股股票，肯定成功率不会高，因此也只有

教导股民如何“识庄”、“跟庄”、“与庄共舞”了。然而

，事实证明：“与庄共舞”无异于“与狼共舞”，想靠庄股

获利无异于与虎谋皮，受害的肯定就是股民。近几年绝大部

分股民亏损这一事实，是最好的佐证。但是，庄家在证券市

场上的横行和肆虐，也在个别人身上产生了某种“赚钱效应

”，蓝筹股价格又没有什么表现，在资金、信息均处于劣势

的公众投资者，将庄家视为神明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四、庄

家的危害在哪里证券市场的破坏者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

清楚看出：庄家的本质就是通过以内幕交易、虚假陈述、操

纵股价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违法行为，在证券市场上牟取不法

利益的任何组织或个人。 庄家行为对新兴的中国证券市场的

危害是非常严重的。首先，它破坏了市场的诚信基础。诚信

是市场经济的基石，缺乏诚信，市场经济就不可能真正发育

成熟。其次，庄家行为从根本上破坏了证券市场的“游戏规

则”，导致证券市场秩序的混乱，从而破坏了证券市场正常

的融资功能，证券市场演变成他们简单的圈钱工具、提款机

。再次，庄家的猖厥对上市公司产生不良的引导作用：在巨

额的“利润”面前，上市公司有多少不为所动？不少上市公

司不再将精力放在生产经营上，不放在如何回报投资者上，

而放在如何进行包装、操纵上，从而使不少上市公司不断重

复着“一年绩优、二年绩差、三年亏损”的轨迹，严重破坏

了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最后，庄家在从事内幕交

易、虚假陈述、操纵股价的违法行为中，为打通各个环节，

不惜拉拢腐蚀国家机关干部、各种中介机构人员等证券管理

和从业人员，从而也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廉洁性。 由于庄家的



兴风作浪、横行霸道，引发了广大投资者的对中国证券市场

的信任危机，引发了中国股市一度的极端低迷，也引发了理

论界对中国股市定位问题的大讨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连先

生甚至断言“中国证券市场是一座大赌场，甚至连赌场都不

如”。“赌场不如论”虽有过激之嫌，但不乏对肆意兴风作

浪的庄家劣迹的针贬。五、祭起法律的利剑宣告庄家时代的

结束 从1993年初国务院证券委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

暂行条例》开始，到1999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都将内幕交易、虚假陈述、操纵股价就被确定

为违法行为。1997年10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正案），更增加了内幕交易罪、虚假陈述罪、操纵股价

罪三条罪名，将上述证券违法行为上升为刑事违法，有关责

任人员要承担刑事责任。 实际上，惩治内幕交易、虚假陈述

、操纵股价等证券违法行为的法律有三个层次： 刑法：97年

刑法修正案前虽然没有明确、具体的证券犯罪条款，但93年

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七十八条规定：“违

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当时刑

法可以援引的相应罪名是“投机倒把”罪。刑法修正案

于1997年10月1日生效后，专设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罪”（第三章），与证券市场关系密切的有其中的第三节

“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和第四节的“破坏金融

管理秩序罪”。与庄家行为关系最密切的是内幕交易罪、虚

假陈述罪、操纵股价罪三条罪名。但在亿安科技、中科创业

等被追究之前，证券违法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似乎还没有

先例。即使目前，因上证券违法犯罪而被立案调乃至追究刑

事责任的，比起其他经济犯罪案件（如走私、偷逃税款、集



资诈骗等）数量要少了许多。 行政法：无论是93年颁行的《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还是99年实施的证券法及

近几年相关的证券行政规章，都较为详细规定了证券违法行

为的种类和应当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的方式：轻者警告，重

者没收违法所得、罚款，此外还有限制、取消证券从业资格

、市资格、任职资格等行政处罚规定。但我们明显看到：证

券行政执法的力度远远不够。比起卫生行政、医药行政、工

商行政等部门的行政执法，证券违法立案查处的案件不是太

少了吗？比较起来，甚至用“稀罕”来形容也不为过。 民法

：虽然按照规定，在市公司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中，都必

须申明公司和全体董事对本说明书及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全

面性负连带责任。但是，长期以来，证券民事赔偿的立法、

司法制度严重滞后。在司法实务中，法院对因受证券欺诈而

提起民事诉讼的股民，法院的态度是“裁定不予受理”，直

到今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2月1日实施的《关于审理

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才

使受害股民告状有门。但是，该司法解释规定，受害股民对

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事件，必须得有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行

政处罚决定作为法院受理的“前置程序”。这样，股民是否

得到及时、有效的民法救济，仍然有赖于证券监督管理部门

的行政执法力度。 实际上，中国证券市场的“游戏规则”已

经初具规模。与其说是法制不够健全，不如说是执法力度远

远未够。有关部门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2001年还专门

成立了隶属于公安部的“证券犯罪稽查局”，表明了加强证

券执法力度的决心。尽管证券监督管理及行政执法制度还存

在种种问题，但亿安科技、中科创业、东方电子、银广厦等



重量级案件的查处，已经和正在对我国证券市场产生着深远

的影响。最近，深、沪两市的国有大盘股、蓝筹股、绩优股

的活跃和受追捧，说明在当前中国证券市场，崭新的价值投

资理念正在形成并日益成为证券市场主流。我们有理由相信

，只要高高地祭起法律的利剑，一定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宣

告庄家时代的最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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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