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误区之：“编故事”、“讲故事”、“听故事”（上交所投资者教育网

站） 

   内幕消息！是中国“四化”股民——理想化、情绪化、极端化、畸形化最渴

望得到的东西。投资者不但渴望得到内幕消息，而且喜欢向别人提供。因为贪婪

是人的本质、好奇是人的动力、虚荣是人的天性。有的消息也许是真的，带来了

好处，但绝大部分所谓的内幕消息都不靠谱，结果造就出的只能是赔时间、赔资

金、赔情感的“三赔股民”。那么，投资者热衷追求的内幕故事到底是怎么形成

的呢？哪些人讲出来的故事更可信呢？  

   一个故事总离不开三个主体，首先是编故事的——上市公司；其次是讲故事

的——承销商和中介机构；最后就是听故事的——投资者。  

   编故事——上市公司以融资为目的。优秀的企业融资的目的是做大、做强。

而有的企业则是以圈钱、套现为目的。不管目的如何，上市公司都会融资，而融

资就需要股东掏钱，要想股东爽快的掏钱，就必须画一个美丽的饼，编一个动听

的故事。有融资目的的公司就会出现控股股东增持、业绩大幅预增、签订重大合

同等等一系列的利好消息，让投资者对该公司充满信息。在编故事的时候环节，

有些消息灵通人士确实是掌握内幕消息的，例如董事会成员、公司核心管理层以

及其亲属等。作为编故事的人，他们大都守口如瓶，因为消息一旦提前泄露，则

可能影响到公司的融资计划，同时还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近期证监会就通报

了多起因内幕信息而引发的案件，同时两高院也出台司法解释严格了“故事知情

人”的行为。  

   讲故事——证券公司。作为保荐人、承销商和中介机构，其职责就是将源源

不断的上市公司编出的故事，通过加工变为证券市场上的兴奋剂，并成功的推销

出去，让股东自愿掏钱。如何将故事讲得更精彩是证券公司的拿手好戏。大部分

上市公司为了达成融资计划，都会邀请证券公司分析师去公司实地调研，将公司

优秀的一面通过证券公司的调研报告展示出来，而风险方面则是一笔带过。作为

讲故事的人，他们往往报喜不报忧，调研报告上大都放大好的一面，让投资者觉

得怦然心动。同样，讲故事的人也是内幕信息掌握较早的人。  

   听故事——普通投资者。作为食物链最末端的投资者，被号称“消息户”的



私募基金或机构忽悠入市的，靠电视、网络或手机传递的消息追涨杀跌，结果往

往是大盘涨时赚小头，大盘跌时赔大头，一年下来伤痕累累。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句如同烟盒上的“吸烟有害健康”一样，本

应该是有震憾力的警示，而投资者却视而不见，或叫大义懔然，总把股市想像成

是一个一夜暴富的好场所，急功近利的畸形思维导致畸形的投资。总认为股市下

跌国家就应该出面护盘，这种理想化的思维是对市场经济的最大的误解。（本文

作者系财富证券湘潭韶山中路营业部赵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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