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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 陆红军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一人、一事、一思，是片段又非片段，正如夜空中的点点繁星，连成一片便组成了璀璨的银河。
　　中国股市短短20年，似水流年。
　　管理者的苦心、初创者的劳心、改革者的智心，让金钱与人性起舞的股市走上了世界平台的中央
。
　　风云人物的历史剧，大小人物的悲喜剧，中外资本的战争剧，一幕幕上演，一幕幕谢落，交织成
中国股市的成长剧。
　　中国股市，是一个公平、公正与贪婪、恐惧的博弈场，让人看清金钱的本质，也看清人性的弱点
。
　　2010年，是新中国证券市场建立20周年。
百年难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凸显出中国的文明与复兴，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
G20上中国的主动姿态，IHF中投票权的提升，伴随着&ldquo;走出去&rdquo;的海外拓展。
主动姿态的另一边却是中美汇率争论的频频触发，国际贸易领域的时时受压，这些对中国资本市场将
产生怎样的影响？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股市将走向何方？
展望未来必须先了解历史，把握20年间中国股市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轨迹。
　　搜狐的这本书以时间为主线，以&ldquo;人、事、思&rdquo;为元素，妙在短小精悍。
每个人、每件事都是那时候最突出的代表，不会让人陷入纷繁复杂的历史中理不出头绪。
　　20年股市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呈现中国发展的一面最好镜子，怎么能不值得一读？
　　在一个网络阅读的年代，本书正是适合这个时代的一本好书，它简洁明晰，非常适合不了解股市
或想轻松阅读的业内人士：　　未识者，可以轻松有趣地看到股市历史；　　初识者，可以快速了解
中国股市舞台上20年来活跃过的人与事；　　已识者，可以从点点闪光又串成一线的人与事中，重温
股市曾经的承转起伏。
　　无数沙硕堆成金融长堤，无数鲜花构成美丽庄园。
　　搜狐之书，智慧之库。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点位>>

内容概要

1991年，105点，清冷
1992年，1429点，放开
1994年，325点，溃败
⋯⋯
2000年，2000点，梦想
2002年，1339点，信心
⋯⋯
2008年，1664点，麻木
2010年，2319，无奈
这些点位，如同一个个里程碑，记录着过去20年间中国证券市场那些激情、狂热、理性和非理性的岁
月。
把这些点连成一条曲线，即勾画出新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无序到逐渐有序的崎岖路。
在这条路上，哪些大是大非的争论必须铭记？
又有哪些人物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过去的20年里，有的人一夜成名，有的人倾家荡产：有的人妄图操纵市场，但更多的人却被市场操纵
。
神秘的点位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规律？
又有哪些教训必须总结？

王子恢等著的《点位》以“一人、一事、一思”的形式，回顾了1990～2010年中国股市跌宕起伏的发
展历程，《点位》力求以最简单清晰的方式厘清股市的脉络，为股海里沉浮的读者提供史鉴，以继往
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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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搜狐金融事业部总经理，搜狐副总编辑，1996年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系，长期从事经济新闻报道，主
要关注资本市场、宏观经济以及经济转轨时期的各种制度变迁及典型案例，文章以深度调查及分析评
论见长。
曾在《中国经济时报》担任高级记者，是第五届《财经》奖学金获得者，现全面负责搜狐金融事业部
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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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990年：一切从此开始
一人／李灏：带领深交所抢了个第一名
一事／与北京擦肩而过沪深交易所终于成立
一思／股市的象征意义
1991年：清淡的105点
一人／股市英雄禹国刚
一事／政府首出“救市”之手
一思／政府调控股市，要不要？

1992年：放开的1429点
一人／刘鸿儒：开荒修路人
一事／“8·10”事件的前前后后
一思／中国股市发展需要公平
1993年：波折的1558点
一人／杨百万：转折1993
一事／“苏三山诈骗事件”震撼股市
一思／股市风险与媒体责任
1994年：溃败的325点
一人／王石：停牌的5个日日夜夜
一事／三大政策救股市
一思／暂停发新股真是救市良药吗？

1995年：926点的跳空
一人／证券“教父”管金生陷落
一事／327国债期货事件
一思／反思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1996年：正确认识1258点
一人／周道炯：坐在火山口写时评的“救火队长”
一事／“12道金牌”难挡疯牛
一思／为何股票越垃圾越疯涨
1997年：小心1510点
一人／巴菲特：没有秘密的投资大师
一事／“遵义会议”铺就德隆的辉煌与毁灭
一思／大跌前哪路资金先撤退？

1998年：波澜不惊的1043点
一人／杨骏：资本市场的一段江湖传奇
一事／《证券法》艰难面世
一思／中国股市：态度决定一切
1999年：1756点的幸福
一人／王亚伟：公募基金的一段神话
一事／“5·19”行情爆发
一思／中国股市的政策情结
2000年：2000点的美梦
一人／胡舒立：中国证券界“最危险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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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网络泡沫最后一班车搜狐等网络公司纳斯达克上市
一思／沸腾的泡沫
2001年：2245点的火顶
一人／刘姝威：首位扳倒上市公司的大学教授
一事／B股开户放开内地股民被要
一思／专家学者齐参与民间智慧终进发
2002年：1339点的信心
一人／李青原：证监会的股改急先锋
一事／QFII首登场：国际资本“狼来了”
一思／A股开门做生意——论中国股市的开放
2003年：淡定的1311点
一人／赵丹阳：阳光私募第一人江湖展手脚
一事／股神看上中石油
一思／中国股市不是宏观经济晴雨表
2004年：1783点的短暂反弹
一人／史美伦：“铁娘子”告别证监会三公原则仍留“香”
一事／德隆系崩塌“最后强庄”落幕
一思／股市如江湖资本家族造系忙
2005年：吉利的998点
一人／向文波：从股改先锋到博客斗士
一事／股改一波三折政策频出股市“上蹿下跳”
一思／网络媒体初成长博客成股改论战台
2006年：轻松的2698点
一人／谢国忠在为谁唱空
一事／交建中工四大行海外会师
一思／“贱卖论”对经济有何影响
2007年：6124点的传奇
一人／老沙：最后一个“死多头”
一事／6000点的中国股市盛宴
一思／全民皆赌？

2008年：麻木的1664点
一人／股市狂生黄光裕
一事／奥运行情的落空
一思／概念炒作：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
2009年：3478点的压力
一人／刘纪鹏：渐进式改革的探路者
一事／创业板开板
一思／中国股市的嫌贫爱富
2010年：2319点的无奈
一人／货币政策委员会新锐李稻葵
一事／股指期货上市交易
一思／中国金融衍生品的缺失
跋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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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人／李灏：带领深交所抢了个第一名　　谁是李灏？
　　20年前的股市牛人，现在的股民仍然知道的已经不多。
历史正在被慢慢淡忘，新的偶像以更加迅猛的方式加深我们的记忆，王亚伟、赵丹阳，成了新的我们
耳熟能详的名字。
　　2010年，李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ldquo;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必然产物
，尽管中间有不少曲折，但是，用恩格斯的话来讲，就是合理的东西必然为自己开辟道路，我和市委
、市政府的同事们只是顺应潮流，在其中做了一点工作，出了一点力而已。
&rdquo;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很淡然。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
那时候，李灏是深圳市委书记、市长。
他极力推动深圳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企业建立，并最终推动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
在后来回忆他的文章中，多数文字都是这样写的：&ldquo;深圳证券市场主要开拓者、力推深圳特区综
合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领头人。
&rdquo;　　李灏1985年由国务院副秘书长调任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1986年5月后，他主政深
圳8年，是深圳特区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市委书记。
在他任期内，深圳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颁布了《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成立
了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
他还为深圳特区争取到了最重要的资源&mdash;&mdash;特区立法权。
1992年，他曾全程陪同邓小平同志南巡。
　　先生孩子后领证深交所抢了个第一　　李灏1985年到深圳工作后，大力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
，股份制公司的发展需要筹集大量的资金，逐渐提出了建立资本市场的问题。
　　而1987年的全球股灾，或许是中国股票交易所的催生婆。
对刚刚打开国门的数亿中国人来说，&ldquo;87股灾&rdquo;不过是帝国主义投机分子自酿恶果的行为
。
但是，对另外一小部分人来说，它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股灾的第二年，李灏去了欧洲的英法意考察，也正是这次考察，坚定了他在中国搞交易所的决心
。
他考察回来后，就开始考虑深圳证券市场体系的建设问题。
　　李灏在后来的回忆中这样说：&ldquo;有人对此不理解，便打电话来质问为什么要搞资本市场。
后来有人说资本市场不好听，容易被人误解资本市场与资本主义的联系。
当时谈资色变。
后来，就把资本市场改为证券市场。
&rdquo;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是从那时开始搞的。
　　在中国人的传统里，凡事都讲究彩头，中国股市也是如此。
　　对于哪个才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家运作的证券交易所，上海和深圳至今争论不休。
上交所1990年12月15日正式开业；深交所是12月1日试营业，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91年，建立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申报才批下来。
　　后人在回顾中国证券发展史时，常这样比喻：深交所是先生孩子后领证。
　　&ldquo;生孩子&rdquo;的风险由李灏承担了。
得知上交所可能在1990年12月开业，李灏在1990年11月22日去深圳证券交易所观摩的时候现场拍板
：&ldquo;（申报批文）批不批你们不要管，政府会负责，你们&mdash;定要开业，先试业。
&rdquo;就这样，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没有得到上级批文，只有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批文的情形下，选
定在12月1日试营业，当时说的是集中交易，是&ldquo;试业&rdquo;，没用&ldquo;正式开业&rdquo;这
个词。
　　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总经理禹国刚后来讲过这样一个故事：&ldquo;中国生小孩先要有计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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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出生证，如果拿这个做比喻，上交所先拿，1990年北京先批了他，1990年北京也同意我。
但是我比他晚拿了几天，可是要讲小孩谁先呱呱坠地，我是1990年12月1日，他是1990年12月19日，我
比他早18天，要给我补这个户口，也只能从1990年12月1日算起，不能是其他的日子。
&rdquo;是为趣闻。
　　&ldquo;8?10&rdquo;事件李灏说&ldquo;撤职法办我一人承担&rdquo;　　中国股市第一次重大群体
事件&mdash;&mdash;&ldquo;8?10&rdquo;事件，源自深圳市1992年新股发行，这是深圳成立证券交易所
的第三年。
　　当时，共有120万人涌人深圳。
排队者不分男女老少、已婚未婚，前心贴后背地紧紧拥抱在一起长达10小时，为了认购500万张新股认
购抽签表。
新股认购抽签表共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表100元，每一购表人可持10张身份证购10张抽签表
。
中签者可买1000股新上市股票。
　　10日傍晚，排了两天两夜买不到表，又发现有人舞弊的几千股民开始聚集、围观，继而游行，打
着&ldquo;坚决反对作弊&rdquo;&ldquo;反对贪污&rdquo;&ldquo;我们要公平，我们要股票&rdquo;的横
幅，从东门南塘街聚集后，会合宝丰大厦聚集的人群沿着深南中路向市政府方向游行。
沿途游行队伍迅速扩充，各销售网点的股民知道后又一批批赶来。
　　晚上8时左右，情况恶化，数万人围在市政府周围，并阻塞了深南中路，造成交遗中断。
随着事态进一步发展，少数人开始使用暴力，砸汽车，砸摩托，攻击执勤干警。
有关部门不得不动用催泪弹和水炮驱散人群。
　　事情到了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大家都没有办法，李灏提议把拟定1994年发行的500万股票额度提
前发行。
因为股民都是冲着股票来的，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即使没有出现舞弊行为，他们也不满意。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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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谁是资本市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大跌前哪路资金先撤退？
为什么股票越垃圾越疯涨？
　　搜狐王子恢等著的《点位》以时间为主线，以&ldquo;人、事、思&rdquo;为元素，妙在短小精悍
。
每个人、每件事都是那时候最突出的代表，不会让人陷入纷繁复杂的历史中理不出头绪。
　　20年股市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呈现中国发展的一面最好镜子，怎么能不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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