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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一年多的创作，《资本的崛起》终于完稿，而中国股市也迎来了她20岁的生日。
20岁是一个人从少年进入成年的标志，20岁也是一个股票市场由新兴市场逐步走向成熟市场的标志。
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股票市场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市值规模，市场制度建设日趋完善。
可以说，一个成熟股票市场应当具备的功能，中国股票市场都已经基本具备。
　　《资本的崛起》力求以时间为主线，描绘出一幅中国股市由初创到基本成熟的全景图。
我2004年进入财经媒体行业工作，应当说并没有亲历中国股市20年的完整历程。
因此，在决定写这样一部具有历史跨度的作品时，我颇感踌躇。
但在诸多师长、前辈和友人的鼓励下，我终于还是坚持下来，完成了整部作品的创作。
回眸这一年多的创作轨迹，我仿佛融入到过去20年来不同时期的激情岁月之中。
　　回眸过去20年的历程，中国股票市场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考验。
既有成功者的喜悦，也有失败者的悲戚；既有先行者的艰辛苦楚，也有后来者的锐意变革；既有草根
平民缔造的财富神话，也有资本枭雄演绎的起落沉浮。
总之，中国股市2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崛起的历史。
历史的长河仍然川流不息，历史的脚步必将化作一个个永恒的瞬间。
　　中国股市20年的历史，是一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创业史。
从沪、深两大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到创业板和股指期货的推出，中国股市用2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成
熟市场几百年的道路。
两代市场参与者艰苦创业的情景让我们难以忘怀。
　　中国股市20年的历史，是一部追求真理、锐意创新的改革史。
改革永远不会一番风顺，改革的道路上充满荆棘。
无论成功或者失败，改革的参与者们都值得尊重与敬佩。
　　中国股市20年的历史，是一部制度、规则不断完善的监管史。
从初创时的蹒跚学步到监管法规的不断完善，中国股市从一个被称做“大赌场”的机构跃升为全球举
足轻重的金融市场，制度和监管的力量不可忽视。
　　这部作品能够问世，我首先要感谢我所就职的《股市动态分析》杂志社。
作为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媒体，《股市动态分析》杂志创刊于1990年7月，甚至早于沪、深证券交易所的
诞生。
杂志社的资料室中保存着1990～2010年这20年间全部的《股市动态分析》。
正是依赖于这一完整而珍贵的史料，我才能够对中国股市的发展历程，尤其是早期的发展脉络做出清
晰的梳理。
　　其次，我要感谢行业中人对这部作品的帮助与鼓励。
本书承蒙学术界、证券基金界、财经传媒界的诸多前辈、友人提供的大量帮助与支持，正是他们无私
的分享和坦诚的交流让这部作品更加接近真实历史。
此外，全书在编写过程中引用了不同时期的媒体报道和相关资料，无法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最后，我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为这部作品顺利出版所做出的大量工作。
他们执著的修正和认真的校改为本书增色不少。
　　在本书完稿之时，中国经济正面临着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转型。
与此同时，中国股票市场也在经历着转型期的考验。
但我们相信，同过往20年的成长历程一样，充满活力的中国股票市场一定能够经受住各种压力与困难
的考验，一个不断强大、崛起的资本市场一定能够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赵迪　　201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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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记录中国股市20年历史进程的财经文学作品。
全书以时间为主线，以通俗、写实的笔法勾勒出中国股市由初创到基本成熟的全景图。
书中记录了成功者的喜悦，失败者的悲戚；先行者的艰辛苦楚，后来者的锐意变革；草根平民缔造的
财富神话，资本枭雄演绎的起落沉浮。
历史的长河仍然川流不息，历史的脚步必将化作一个个永恒的瞬间。

回眸20年的历程．本书真实再现了中国股票市场经历的风风雨雨的考验。
这是一部中国版的《伟大的博弈》，对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国股市历史和现实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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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迪　　毕业于南开大学金融学系，财经作家，基金研究专家，现任《股市动态分析》杂志副主编，
著有长篇财经小说《基金经理》、《资本剑客》；应深交所邀请主笔《深交所证券教室：基金投资20
讲》；组织策划《中国最佳私募基金之定价中国》、《中国最佳私募基金之博弈中国》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资本的崛起>>

书籍目录

推荐语
推荐序一
推荐序二
前言
1990荒原拓路
　静安营业部：中国的“梧桐树”
　深圳交易所：在艰难中创业
　上海交易所：得天时、地利与人和
　深沪抢先开锣：No?1之争成佳话
1991初步蹒跚
　黑市交易：引发深圳股市危局
　救市会议：各方煞费苦心
　临危坐镇：2亿资金力拨千斤
1992南巡定调
　南方谈话：续写春天的故事
　“8?10”风波：引出证券监管问题
　刘鸿儒履新：中国证监会诞生
1993并购潮涌
　一次北伐：深宝安举牌延中实业
　二次北伐：深万科举牌申华实业
　三次北伐：深天极举牌飞乐音响
　回归理性：“苏三山”闹剧收场
1994背水一战
　步入熊途：沪深股市运势维艰
　君安发难：“愚人节”收万科
　政策救市：构筑325点“铁底”
　申银、万国：携手称雄上海滩
1995国债风波
　狭路相逢：万国对战中经开
　悲情万国：327事件及其结果
　“长虹事件”：中经开再惹是非
1996沪深争雄
　沪深争雄：由来已久的竞合
　自弹自唱：深发展炒作深发展
　申银万国：“受命”操纵陆家嘴
　主政证监会：周道炯操刀上任
1997亚洲风暴
　内地市场：演绎绩优神话
　金融风暴：索罗斯鼓动亚洲危机
　香港对阵：奋起抗争金融大鳄
　证监会出手：集权控制局面
1998君安生变
　险处逢生：香港击退索罗斯
　君安证券：一个时代的传奇
　机关算尽：张国庆梦断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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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法出台：证券市场启动法制历程
1999网络狂潮
　八卦推演：鲁兆预见“5?19”逆转
　政策推动：周正庆制造“5?19”行情
　网络神话：虚幻美好梦境
　琼民源借力：造假公司变身中关村
2000基金内幕
　嘉实风波：洪磊“高空坠落”
　《财经》发难：“基金黑幕”震惊市场
　风云再起：十大基金公司联手反击
　洪磊复出：从基金业“叛徒”到基金监管者
2001减持漩涡
　吴老谏言：“赌场论”引发辩论
　铁腕治市：史美伦受命高举监管大锤
　充实社保：国有股减持拉开序幕
　暂停减持：新政4个月后夭折
2002熊途思变
　阵痛与转型：公募基金思变
　生死鞍证：第一家被撤销的券商
　救急南证：贺云、阚治东“冤家聚首”
　外资并购：新桥图谋深发展
　QFII开闸：外来的和尚本土的经
2003价值投资
　庄股覆灭：“中科创业”定案
　公募基金：举起价值投资旗帜
　五朵金花：熊途中的局部牛市
　赤子之心：打响阳光私募第一枪
2004德隆崩盘
　折戟南方：阚治东悲情谢幕
　梦断大鹏：徐卫国功亏一篑
　枭雄德隆：永远的“股市第一庄”
　功过是非：庄主崩盘耐人思考
2005决战股改
　高层关注：股改终于启动
　中国证监会：开弓没有回头箭
　三一重工：首尝股改“螃蟹”
　汇率改革：人民币启动升值之旅
　拯救券商：中央汇金强势注资
2006资产重估
　新老划断：政策倒逼股改加速
　中工国际：IPO重启后的疯狂
　资产重估：催生“黄金十年”梦想
　银行助力：上证指数再创历史新高
2007蓝筹泡沫
　一路高歌：股民唱起“死了都不卖”
　“5?30”暴跌：“半夜鸡叫”引发股灾
　蓝筹癫狂：基金催生新庄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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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园、但斌：“中国巴菲特”涌动市场
2008金融海啸
　“教父”清盘：赵丹阳不玩了
　平安阳谋：天量融资令市场醒悟
　次贷危机：来自大洋彼岸的海啸
　雷曼倒掉：一个时代的终结
　天量计划：世界“感恩”中国强力
2009甲子兴邦
　迎战危机：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出台
　释放流动性：宽松政策引发天量信贷
　重启IPO：国有股转持社保定新规
　十年磨一剑：创业板终成正果
2010博弈转型
　风格转换未遂：传统与现实的挑战
　对冲元年：股指期货大幕开启
　盛宴还是泡沫：逐鹿新兴产业
　创业还是创富：创业板周岁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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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90　　荒原拓路　　静安营业部：中国的“梧桐树”　　1989年的夏天，禹国刚做梦也不会想
到，深圳市政府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筹备深圳证券交易所，而且任命自己为负责人之一。
六年前在日本学习证券知识的那一幕再次呈现在他的脑海里。
　　那是1983年，中国决定选派两名青年到日本学习证券知识。
当时在深圳爱华电子公司工作的禹国刚平时阅读了大量金融类书籍，一看到通知马上就产生了跃跃欲
试的念头。
在正式考试中，题目全部是日文，禹国刚的日语派上了用场，在短短的时间里全部答完。
主持考试的几名领导当即拍板：去日本学习的人就是他了。
　　就这样，禹国刚和蔡靖华脱颖而出。
这一事件立刻在日本掀起了轩然大波。
日本各方对于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年轻人充满了好奇和猜想。
面对闻讯而来的《朝日新闻》记者的采访，禹国刚唯有沉着应对。
　　《朝日新闻》记者问：“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不用股票这个东西，派你们两个来干什么？
”　　禹国刚心想，这个问题很尖锐，弦外之音是什么呢，你既然不用，那么是不是在这里白白浪费
金钱、浪费时间；如果你用，社会主义国家办资本市场意味着什么。
　　禹国刚用日文回答：“我们中国有句俗语，‘学习不会是白学的’。
”　　这个记者后面没有往下再问，但禹国刚还是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记者穷追猛打，真不好回答。
禹国刚心想，如果回答说有用，有什么用，那时候国家根本没把这个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自己敢
说有用吗？
不敢说。
　　　　在禹国刚内心深处，的确不敢有过多奢望。
学有所用对当时的禹国刚来说还是个遥远的梦想。
果然，回国之后，一位领导对禹国刚说：“证券，我们现在还用不上。
你从哪里来，就先回到哪里去吧。
”就这样，禹国刚又回到了爱华电子公司。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环境在悄然发生改变。
1984年年底，禹国刚以一篇《股票投资的魅力在于股票交易》的论文，引来有关领导的赏识，随之任
命他为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调研处副处长。
禹国刚时年41岁。
　　在这一年的7月，上海市颁布了一个地方性法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规定》。
该法规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制定。
当时，飞乐音响打算向社会公开发行部分股票。
时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部总经理的黄贵显开始打报告，申请代理发行，等
待上面审批。
　　在当时上海的金融界，黄贵显绝对是个人物。
老人的童年很苦，父母早逝，他跟着姐姐长大，基本上靠救济读书。
1946年，时年18岁的黄贵显经姐夫介绍进入属外商银行的广东银行上海分行当学徒。
他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勤奋好学，半年后就从练习生得到提升，开始负责记账和管库，不久又当上柜
组负责人。
解放后，黄贵显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专职信贷员。
20世纪80年代初，为拓宽资金渠道，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了信托投资公司，黄贵显担任静安分
公司经理。
　　黄贵显真正见识过茅盾笔下的旧上海证券市场。
而当时为了做好飞乐音响的发行，黄贵显还请了几位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老经纪人当顾问，这可都是
当年在上海金融圈里翻云覆雨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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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人们对股票这东西姓“社”姓“资”颇有争议，“大家都去买股票，银行存款外流怎么办？
这么高的利息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为保证飞乐音响能顺利发行，黄贵显立下军令状：“第一，绝对不复辟旧社会的证券市场；第二，
绝不把外国的模式如数照搬；第三，不让国家损失，不搞投机倒把。
做得好请领导推广，做不好，由我承担责任。
”1984年11月，飞乐音响公开发行股票50万元，由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代理发行。
　　1985年1月，第二只股票延中实业公开发行。
　　延中股份的发行，引发了上海市民通宵排队争购的火爆场面。
但热闹过后，投资者却发现这些股票不能流通。
一些股民因为急于用钱，无法将手中股票变现。
　　当时有人认识黄贵显，冲他怒喊道：“有女总要出嫁，有儿总要结婚，这样不嫁不婚的，难道只
好等着老死吗？
”　　这话让黄贵显很受刺激，他感到自己有责任让股票流通起来。
于是，他向中国人民银行打报告要求放开股票交易。
一次、两次，报告石沉大海。
　　直到1986年8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召开会议，听取关于股份制的汇报，静安分公司副总经
理胡瑞荃到会做了《股票的生命在于流动》的发言，反映了市民“有女要出嫁，有儿要结婚”的呼声
。
这次会议后，中国人民银行很快就批转了静安分公司的报告，并批准静安分公司更名为证券业务部。
　　1986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部开设交易柜台，标志着新中国第一个
证券交易部成立。
在黄贵显的努力下，新中国开始出现了股票的店头交易。
　　1986年11月，时任美国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的约翰?范尔林访华，并向邓小平先生赠送了一枚纽约证
券交易所的证章。
　　认真听取了范尔林介绍的美国股票市场情况后，邓小平说：“我们中国和美国不一样，你们现在
非常富有，我们现在还在发展阶段。
我们现在要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说都是公有制，我们也可以
有市场经济的成分、民营经济的成分，我们应该虚心地向你们学习，在股票、证券方面你们都是专家
，你们比我们懂得多，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
”　　邓小平提到，中国也发行了股票。
范尔林当即提出，能否获赠一张新中国的股票，这让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慕华感到有些焦急。
虽然当时一些企业开始了股份制改革，但称得上真正意义的股份制企业寥寥无几。
中国人民银行从各地紧急调来股票样张，包括1984年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带有固定期限
且还本付息的“股票”、1983年深圳宝安联合投资公司发行的股金证等，但这些所谓的“股票”大都
属于早期发行的不规范的票据，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股票，而当时公开向社会发行的股票只有飞乐
音响和延中实业。
最终，陈慕华选择了飞乐音响。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资本的崛起>>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一本《资本的崛起》让我们了解了华尔街的兴衰。
虽然只有20年的历史，但中国资本市场也需要对她的曲折历程记载，让后人知晓启程是何等艰难，其
间的发展是怎样坎坷，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有多少先行者付出了一切！
这段历史，是全球任何一个资本市场都不曾有过的，时代的烙印是每个中国资本市场的参与者都需要
铭记的！
这本《资本的崛起》由一位“80后”青年作家完成，确实有些出人意料。
赵迪作为非常勤奋的年轻财经作家，以非凡的付出，为我们这个时代奉献出了一部力作，这部作品也
是他个人的精品之作。
如果愿意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愿意了解中国资本市场的跌宕起伏，请与作者一起回顾那些艰辛
、精彩和难忘的岁月。
　　——大型财经电视节目“交易日”首席评论员吴佳　　我与赵迪相识不过三年，却有一种相见恨
晚的感觉。
在同龄人中，他既有少年才子的豪情，又有指点江山的壮志。
既有敢爱敢恨的真挚与率直，又有运筹帷幄的淡定与成熟。
他先后著有《基金经理》、《基民天下》、《资本剑客》等书，其中《基金经理》在和讯网基金频道
的连载引来数十万名网友关注。
赵迪的新书《资本的崛起》，用通俗的笔法，为我们展示了“80后”眼中中国股市20年来的成长与变
迁，是值得一读的作品。
　　——和讯网基金频道主编孙萱　　20周年终弱冠，带上成人冠冕的中国股市，必须告别此前那个
经常闯闯大祸小祸、调皮跳动而不守规矩的青春年华，他已经具备了足够强健的体魄，现在更需要的
是一份厚重的责任感，以反哺那个曾经一把血一把泪养大他的社会与投资者。
　　——《资本时代》执行主编鲍迪克　　赵迪新作《资本的崛起》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精彩的故事
。
在资本崛起的浪潮中，人性的贪婪与恐惧表现得淋漓尽致。
历史仍会重演，但历史不会简单地重演，这正是资本市场的魅力所在。
中国股市未来20年将充满更多的刀光剑影、鼓角争鸣。
　　——《环球财经》副总编辑林鹰　　一段股民耳熟能详的大历史，却多了很多新鲜而富有生气的
小故事。
站在与当事人平行的视角上重温这段风云岁月，能够激励我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充满前景的未来。
本书适合所有对中国股市感兴趣的读者。
　　——全景网副总编辑张凌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到现在已是枝繁叶茂，无论企业还是个人都能无
时无刻地感受到资本崛起的蓬勃生机和无穷力量。
20年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或许对于很多身处其间的人，都只有模糊的情节和影像。
从来处来，往去处去，只有回到最初的地方，才能厘清发展的脉络和方向。
　　《资本的崛起》沿着时间的轨迹追根溯源，穿插其间的是波澜壮阔的事件和叱咤风云的人物⋯⋯
年复一年，没有一样的桥段，但都别样精彩。
它可算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本编年史，虽不能写尽20年的沧海桑田，却是脉络清晰，枝丫分明，它必
是读者想了解中国资本市场历史的重要参考和坐标，也必为后人不断提及并借鉴。
　　——上海枫江伟诚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曾国伟　　历史的足迹其实并不宏大，往往展现于细微之
处。
当时也许身在其境而不自觉，但回头将这些脉络相连，就能知演变。
没有什么比历史更能促进我们思考，对于想了解中国资本市场20年历史的读者，这本书一定开卷有益
。
　　——《理财周报》副主编谭昊　　虽然没有华尔街那样的历史悠久与惊心动魄，但拥有20年历史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资本的崛起>>

的中国股市也一样波澜壮阔，值得系统梳理一番。
正如《伟大的博弈》一样，许多精彩的“中国式”博弈故事，尽在此书中。
　　——《投资与合作》杂志副主编左勤程　　这是描写中国资本市场20年历程最精彩的一本书。
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错综复杂的市场博弈，令人读后不胜欷感慨。
大江东去浪淘尽，在全流通时代、后危机时代，A股市场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未来的路怎么走，我们仍需要追溯先行者的足迹⋯⋯　　——《钱经》副主编张志峰　　自然界没有
飞跃，人类历史更不会跳跃。
尽管这20年来，有那么多智者建言，有那么多英雄恨铁不成钢，有那么多愤青指责，有那么多“扒粪
者”揭黑，有那么多豪杰沉浮，但是，中国的股市就是中国的故事，而且是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
国故事，这一点再次印证了经济学界老前辈马歇尔100年前对经济制度演变的看法。
不过，通过《资本的崛起》，我们似乎也看到，历史没有跳跃但不等于没有变化、没有成长，尽管它
们来的那么艰难，需要付出那么多的代价。
　　——《中国经济时报》编委总编辑助理谢宝康　　《资本的崛起》读来既有《伟大的博弈》的荡
气回肠，也有《激荡三十年》的欷感慨，赵迪用他平实但精彩的文字，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仅有20年历
史便已风华正茂的中国股市。
几番潮起潮落之后，这些来自民间的思考弥足珍贵。
　　——《经济观察报》华南新闻中心主任申兴　　从懵懂的孩童到风华正茂的青年，中国股票市场
迎来20周岁的生日。
《资本的崛起》追溯了这一段风雨历程，读来若历历在目。
相信伴随中国股市成长的读者，会回忆起辛酸与快乐的历史；也相信正在步入中国股市的读者，也会
以史为鉴少走弯路。
　　——经济参考网主编李晓辉　　20年弹指一挥，猛人也罢，过客也罢，俱往矣。
赵迪新书《资本的崛起》的推出恰逢中国资本市场20年，他以时间顺序，深入浅出地描绘了发展中人
与事的经典瞬间，呈现了20年中国股市的浮沉与得失。
对于新老投资人来说是一本不可不读的床头书。
　　——金融界网站理财资讯部主编仇霞　　20年的时间并不长，可是却足以发生许多大事件，例如
，创建中国股市。
要想理解这20年历史里A股发生了哪些大事件，它们又是如何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还有哪些为人所津
津乐道的趣事，你必须要了解发生这些事件时的历史大背景。
同时，从小处知细微，你也要了解历史的细微节点，知道当时当地身处其中的人们是怎样的一个心态
，这样，你才能真正的明白A股的发展过程。
可喜的是，你现在看到的这本书——《资本的崛起》在这两方面都描写得非常好，小至坊间传闻，大
至金融海啸，全都一一通过作者细腻的笔触生动地描写出来，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作品。
　　——《卓越理财》李锐　　中国股市是激荡的20年，崛起的20年。
《资本的崛起》选取了20年中20个精彩的特写镜头，从中读者能看到中国经济锋刃刻画的历史性印记
。
　　——新华社《中国证券报》资深编辑杨光　　今年，中国资本市场已经20岁了，过了成年礼，已
经长大成人，在中国经济复兴中逐渐担当重任。
20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历经风雨泥泞、曲折艰险，从零起点、迅速发展，用资本
的崛起谓之恰如其分。
《资本的崛起》这本书，能让我们重新回到那波澜壮阔的岁月，感悟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努力、奋
争及畅快。
这是一本值得带到荒岛上细细品味的书。
　　——《证券日报》产经中心主编张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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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资本的崛起：中国股市二十年风云录》是一部中国版的《伟大的博弈》　　一部记录中国股市
风雨历程的史诗　　20年波澜壮阔的事件，20年叱咤风云的人物⋯⋯　　年复一年，没有一样的桥段
，但都别样精彩　　成功者的喜悦，失败者的悲戚；　　先行者的艰辛苦楚，后来者的锐意变革；　
　草根平民的财富神话，资本枭雄的起落沉浮⋯⋯　　历史的长河仍然川流不息，　　历史的脚步必
将化作一个个永恒的瞬间⋯⋯　　王连洲、于华等40位基金高管、证券精英鼎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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