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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抓热点又不烫手？——“举牌”报道经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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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战是财经报道中的热门题材。不过，在中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是被股份不流通的国家股

和法人股控股的，实际上无法通过证券市场进行收购，少数真正的收购战，仅仅发生在股份全

流通的“三无概念股”中。由于收购战时，收购方持股比例超过5％后即应进行信息披露，因

此，这种发生在证券市场的收购，俗称“举牌”。 

我自1995年进入《上海证券报》之后，直接参与了多次上市公司举牌事件的报道，在大量的新

闻实践过程中，掌握了一些在符合信息披露规范前提下抢新闻的经验，基本做到了既能抓住热

点，又不被“烫手”： 

一是“人盯人”战术 

“三无概念股”股份全流通，流通市值大，且市场表现一直十分活跃，中小股东很多（多者已

达30多万股东），因此，它们在证券市场上影响力很大，受到的关注度很高。一旦举牌事件发

生，投资者希望第一时间看到事态的最新进展，所以，相关记者应天天盯紧有关各方，密切注

意事态进展，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和侥幸心理。一个简单的办法，是每天给有关各方（主要是举

牌双方或更多方）打电话，既可打探消息，又可熟络交情。 

由于举牌报道涉及面广，有时可能会发生在多个地点，或是有关各方同时发生新闻事件，因

此，在报道中，需要媒体各部门和相关记者进行协调和配合，简言之，要发挥团队精神。如大

篇幅报道，可分头写作，一人统稿，或是分成几块各有分工。媒体还可以适当放松对记者其他

方面的考核，安排他人处理其条线上的新闻，以帮助记者集中精力盯紧新闻。去年的两次举牌

事件，我就是和另一名记者合作进行报道的，两人各自盯一方，既不会漏新闻，双方也容易对

“专职”的对口记者产生好的印象。 

二是要全线出击，以各种新闻形式，大版面、高强度地进行报道，迅速树立媒体在举牌事件中

的传播优势地位 

财经报道竞争十分激烈，特别是三大证券报，更是面对面的直接竞争。要在新闻竞争中获胜，

必须先声夺人，一下子夺得读者，让他们感觉到，看本报的报道，最早最全。 

2001年5月12日，北京金裕兴等6家公司举牌方正科技，在发布公告当天，《上海证券报》就在

头版刊登了双方表态、公司背景资料、事态分析，以及方正科技股价走势图。报道形式全，内

容多，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心。 

在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新闻分析这种形式，在举牌事件的报道中十分有用。因为有些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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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态度，举牌相关方可能不愿明确表示，有的新闻取自言外之意，或是得之间接的、保密的信

息源，有的可能纯粹是推断，不适合用“本报讯”表现。如我在裕兴举牌方正科技时，单独或

合作撰写了十来篇分析，对事态的发展进行持续的追踪或预测。5月16日的《结局充满悬

念》，5月24日的《争执进入微妙时刻》等分析，有的切中要害，揭露了事情真相，有的正确

预见了进展、结局。特别是5月17日《明争暗合？》的分析，一针见血，从此给此次举牌定了

性，这个提法以后也被各种媒体广泛引用。 

此外，为了形成报道气势，还应有高强度大版面的集中报道，让投资者过过“瘾”。方正科技

最近三次的举牌事件，我都曾写过整版或接近整版的报道，有的还不止一个整版，读者反应很

好。有些报道，按常理三大证券报都会强势大版面处理的，如决定命运的股东大会现场报道，

当然更要在强度大之外，求精求别致。 

三是新闻总是有的，但要会“挖” 

在我们三大证券报的激烈竞争中，有时每家报纸都恨不得天天有举牌报道，免得被其他报纸抢

了独家新闻，让自己落了下风。在此气氛下，有时，即便事态并没有实质性进展，记者还得

“硬”做出点新闻。 

其实，新闻总是有的，但要会“挖”，有时还得像侦探一样行事。如2000年爱使股份刚被举牌

时，投资者都不知道举牌者的真相。我从互联网上查到了举牌的天天科技与另外的上市公司有

关联，由此做了则独家报道，而《中国证券报》又顺藤摸瓜，在北京中关村采访到了工商局，

终于发现了举牌公司的最终股东是明天控股。此后，举牌发生后查互联网，查工商注册资料，

便成了新闻报道的惯例。当然，现在随着法规的健全，此类信息披露不充分的事例，有望不再

发生。 

为了“挖”新闻，必须会套话，有时要“曲线救国”，在随便聊天中找新闻。如果对方实在不

肯说，这本身也可以是新闻。报道可以说，当事人在何处，在干什么，但对举牌保持沉默，等

等，总是可以找出点东西的。如裕兴举牌方正科技时，我给方正科技总裁祝剑秋打电话，尽管

他说暂时不便表态，要请示集团，但我报道了他的这种讲法，以及人在外地的事实，也成了独

家报道并被广泛引用；1998年7月2日，我的《爱使股份董事长秦国梁表示我们将密切注意事态

发展》的报道，也是同一种情况；明天控股举牌爱使股份时，爱使股份总经理徐宜阳保持沉默

好几天，后来我追问之下得知，他们隔天将开新闻发布会，这也成了大新闻。 

有时，记者不妨登高望远，小中见大管窥全豹。在条件成熟时，通过报道指出法规空白，提出

相关建议，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有时候，实在“挖”不到更多的新闻，那就要技巧性地“硬”做。如1998年7月2日，我发表了

《爱使股份花落谁家》的稿件，主要是回顾和列举举牌方的入主条件；几个月前发表的《方正

高清互查“祖宗三代”》，则从信息披露的角度，报道举牌双方的激烈争斗，以及监管部门对

举牌信息披露的要求越来越严。 

四是要不偏不倚，平衡报道 

在举牌事件中，争夺双方或多方往往各执一词，对峙激烈，记者的报道，应力求客观公正，不

偏向某一方，用语应该平实而不情绪化。1998年7月11日，我发表了《大港入主爱使遇“路

障”一些法律专家对爱使股份章程的有关条款提出质疑》的报道，当时，报道事实尽管是法律

座谈会的中立形式，但实际上却是大港油田组织的，观点的倾向也是显然的。因此，我在导语

中技巧性地写道：“大港油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关联企业合并持有爱使股份超过7％并表

明了入主爱使股份的意愿，但是，在他们看来，要进入爱使股份的董事会遇到了一些障碍。昨

天，一些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法律专家、学者对爱使股份章程中有关股东推派代表进入董事会、

监事会的条款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此后，我又报道了由另一方组织的专题讨论会——《爱使

 



公司章程是否规范部分法律专家有新看法》。 

当然，不偏不倚并不意味着必须半斤对八两，不能有丝毫差别。应该注意的是，基于证券市场

的监管原则，在举牌事件中可以不失时机地为相关利益群体，特别是中小投资者这个弱势群体

说几句话。 

五是要多长个心眼，把问题看得深些 

举牌事件扑朔迷离，真假莫辨。在复杂事件中，双方或多方高度对立，互相使用手段，称得上

是“尔虞我诈”。而且，举牌相关各方既防着媒体，又想利用媒体。因此，作为报道举牌事件

的记者，必须头脑清醒，深入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原因，其理想目标是把握本质，不为表面

现象所迷惑，起码，要尽量离真理近一点。 

在报道过程中，相关记者应该多长个心眼，要注意保护自己，不妨多点圆通，少说武断的话。

如我曾在去年5月12日发表《举牌者盯住方正电脑》的分析，事后，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

此种观点不正确，但根据推断，这中间确实是有偏差的，所幸的是，我当时的用语比较谨慎，

因此并未造成不良影响。 

此外，还要特别注意的是，要当心采访对象设置障碍。如股东大会，有可能出现上市公司不准

记者进入或设置限制的情况。对此，记者应有备在先，或是在股权登记日前买入相应股票，以

股东名义与会；或是接受他人委托与会。去年6月28日方正科技的股东大会，便出现过此种情

况。 

六是要敢打善打“擦边球” 

可以说，在举牌事件报道中，不打“擦边球”，就难以找到独家新闻，也难以形成自己报道的

特色和亮点。因此，必须适度地打“擦边球”。去年5月28日，我发表了《从方正集团提议增

补的董事候选人名单中可以看出“举牌”背后有故事》，这是一篇绝对的独家报道，具体内容

来自于方正科技尚未披露的方正集团董事候选人名单。结果，这篇报道不仅反响强烈，树立了

《上海证券报》在此次报道中的权威地位，而且，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也认为这是有利

规范的好事，媒体发挥了良好的舆论监督作用。 

七是要重视后续报道 

举牌事件往往以股东大会为界，决定入主能否成功的股东大会一开，举牌事件也就基本结束。

但是，举牌事件还是有许多后续新闻可做。如1998年北大方正入主延中实业之后，我继续报道

了延中实业的资产重组进度，北大方正注入上市公司的业务和资产情况，业绩的改善，等等。

特别是延中实业后来的更名，也是个特大新闻，因为延中实业是沪市第一股，是中国证券市场

的见证人。因此，在延中实业更名前夕，我撰写了整版报道《历史和希望在此交汇——写在延

中实业即将更名之际》，这篇稿件采访了延中实业的老股东，老董事，延中实业第一位董事

长、历任和现任总经理，以及来自北大方正的董事和管理人员。稿件写历史，写情感，也写公

司展望，得到了一致好评。 

八是有备才能无患 

在举牌报道这样激烈的新闻竞争中，抢新闻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平时练就的硬功夫。 

由于采访和写作的时间可能十分紧张，因此，记者平时就应练就倚马可待的本领，还要掌握相

当的背景材料，不要到时候翻箱倒柜或猛打电话问情况。如方正科技的两次股东大会，我是全

程参加，并都是当天就写出了整版或大半版的报道，没有平时积累的素材，临时抱佛脚是不可

能的。 



记者在平时就应掌握的，还包括扎实的财经和证券知识，特别是对购并相关流程和法规，应该

相当熟悉。这样，记者就能“未卜先知”，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可以到哪里去找新

闻，投资者什么时候会关心什么问题，等等。 

当然，记者平时就要与“三无概念股”上市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与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和工作人

员建立私交，并得到他们的所有通讯方式，以防举牌发生后，找不到他们（不管他们是有意还

是无意回避）。(上海证券报 许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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