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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证监会频频曝光操纵股价、老鼠仓等股市“黑影”

整肃内幕交易 铲除股市毒瘤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记者 雷敏
程群）商务部14日发布2011年第84号

公告，决定对美部分进口汽车实施反倾
销和反补贴措施，实施期限2年，自2011
年12月15日起到2013年12月14日止。

公告称，自2011年12月15日起，进
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于美国的排气量
在2 . 5升以上的进口小轿车和越野车
时，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缴纳相应
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今年5月5日，商务部公布《关于原产
于美国的部分进口汽车产品反倾销反补
贴调查案的最终裁定》(商务部公告2011
年第20号)，裁定在案件调查期内，原产
于美国的排气量在2 . 5升以上的进口小
轿车和越野车存在倾销和补贴，中国国
内排气量在2 . 5升以上的小轿车和越野
车产业受到实质损害，且倾销、补贴与实
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对各公司征收的反倾销税率：通用
汽车有限公司8 . 9%、克莱斯勒集团有限
公司8.8%、梅赛德斯-奔驰美国国际公司
2 . 7%、宝马美国斯帕坦堡工厂2 . 0%、美
国本田制造有限公司及美国本田有限公
司4.1%，其他美国公司21.5%。

对各公司征收的反补贴税率：通用
汽车有限公司12 . 9%，克莱斯勒集团有
限公司6 . 2%，梅赛德斯-奔驰美国国际
公司、宝马美国斯帕坦堡工厂、美国本田
制造有限公司及美国本田有限公司福特
汽车公司0%，其他美国公司12 .9%。

违规交易数百亿元

根据证监会最新通报的证
券市场违法违规案件，案值之
大、手法之嚣张，令人触目惊
心。

2007年4月至2009年10
月，薛书荣等人以70个自然人
名义在44家证券营业部开立
112个资金账户，动用超过20
亿元资金预先买入锁定股票。
与此同时，安排人员制作荐股
PPT，将其再传至薛书荣控制
的节目制作单位——— 中恒信
公司，最后通过购买9家电视
台证券栏目时段，吸引投资者
入市，以“抢帽子”交易方式操
纵股价，共交易股票552只，累
计交易金额571 . 76亿元，非法
获利4 . 26亿元。

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又
怎么可能知道电视屏幕后面是
怎样一个精心布置的圈套呢？

在国内股票市场，为了从
二级市场获利，更为直接的违
规手法就是在机构购买某只
股票之前买入，而在资金撤出
之前卖出，也就是“老鼠仓”。

从上投摩根的唐建、南方
基金公司的王黎敏到融通基
金公司原基金经理张野，从景
顺长城原基金经理涂强到长
城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刘海、韩

刚，再到今年曝光的许春茂、
李旭利，这些“黑色”基金经理
给市场留下的是净值不断下跌
的财富陷阱。

将“零容忍”落到实处

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
就明确表示，对股市内幕交易
将“零容忍”。

业内人士指出，对于内幕
交易、控制股价、老鼠仓等行
为，最难界定的是“内幕”的概
念，而现行的一些法律法规也
经常会被钻空子。事实上，除
了已经查处的内幕交易，还有
很多打擦边球的交易。

除了标准的界定之外，判
罚不力、违法成本偏低已经成
为造成内幕交易频频出现的
一大原因。《证券法》对于内幕
交易等市场失当行为的处罚
大概是一至五倍，往往就是几
万、几十万元了事。“这个数字
对于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的
金融大鳄能有多大震慑？”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
究所所长董登新等建议，当务
之急是从制度层面实现对内幕
交易的源头治理，发动投资者、
民间力量共同参与对此类案件
的监管；提高内幕交易违法犯
罪成本，强化内幕交易防控建
设。 （据新华社）

中对美部分进口车

实施“双反”

实施期限2年

无论是老鼠仓，还是操纵股
价，都有一个时间的问题，从中
获利必然涉及到何时介入又何
时退出。对于上市公司而言，重
大敏感时间点就成了套利的“关
键点”。

——— 重大资产重组往往成为
不少个股“乌鸡变凤凰”的契机。
如果能够在消息尚未披露、股票
尚未停牌之前买入，往往能够坐
享重组方案落实、股票复牌之后
大涨的成果。在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前的股价异动，已成
为国内股市的一种现象。

——— 年报公布前高送转方案
的公司成市场挖掘的重点。相对
于中小投资者难以踏准高送转个
股而言，基金、券商等机构投资者
往往能够“精准”潜伏。

——— 新股发行前的“突击入
股”成PE腐败的重要内容，部分
公司再融资前与机构配合拉抬股
价，也在一定程度上危害市场公
平，让投资者“上套”。

揭秘内幕交易三大“套利点”
资产重组、年报方案、新股发行

由于基金经理在市场中的特殊地位，其本应是资本市场信息安全的“防火墙”，但这个群体里的堕落者却成了

“透风墙”。近期，国内证券行业发起“整肃风暴”，越来越多的内幕交易、违法套利案件浮出水面。操纵股价、老鼠鼠仓、

“抢帽子”，这些违规套利手段屡屡突破“红线”获利，不仅侵害普通投资者权益，也严重扰乱资本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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