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望感言

B12
2008年11月19日 星期三 主编 来从严 编辑 雷群芳 校对 张阅 版式 李仙珠

转眼间，2008年即将结束。如果从1990年12月深沪交易所开业时算起，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18岁了。18岁的孩子已是成年人了，但
它依然还很年轻，它还不成熟，很多成长中的烦恼依然困扰着它。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它正奋力地向成熟过渡。

证券市场有着惊人的魔力与魅力，资本市场的影响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人能够无视它的存在。去年爆发的全民炒股就是
证券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掀起的一次高潮。

证券市场需要每个人静下心，专心研究。这两年中国股市频繁暴涨暴跌，并且远高于成熟市场的震荡幅度，这在某种程度上向世人表现
了其不成熟一面。我认为，中国股市走向成熟，绝不是哪一个要素单方面的成熟，而是包括监管者、投资者和上市公司在内的各个要素的共同
成熟。为此，我们还要做很多很多。

赵高华 亲历证券风云二十年

中国改革开放有30年历史，中国
证券市场有近20年历史。他，作为一
个时代的参与者，亲历了改革开放，
更亲历了中国证券的风雨历程。确
切的说，早在1989年，他就和中国证
券市场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和
证券打过第一次交道后，他的人生注
定将和证券有个美丽的纽带。

陌生、怀疑、接受、尝试、肯定、创
新、努力、期待……从最初对证券行
业的“听天书”，到后来对证券市场的
了如指掌，经过内心一串串复杂的心
路历程后，他将他人生最辉煌、最激
情澎湃的青春都献给了中国证券市
场。证券行业，一度被人们称为“靠
天吃饭”。然而，不肯认输、不肯安于
现状的他用自己固有的坚持，持之以
恒的态度，向周边每一个人扭转着证
券行业“靠天吃饭”的理念。

他就是海通证券郑州营业部总
经理赵高华，一个具有政治敏感和商
业天赋的人。“回望中国证券市场这
18年，有着太多感慨。”赵高华说，风
风雨雨18载，中国股市一直在改革中
经受洗礼，在发展中得到锤炼！当
然，赵高华也和中国的证券市场一
样，从青涩到成熟、从弱小到强大。

“虽然它还不成熟，但正在向成熟过
渡，与宏观经济的联系也越来越紧
密！我庆幸自己是个亲历者，我得益
于证券市场，因为我对中国的证券行
业有着太多的期望。”

晚报记者 倪子 孙晓菲/文 吴琳/图

初次见面，他正在办公室忙碌着。一身合体
的藏蓝色休闲西装、一双动感十足的黑色运动
鞋，以及与记者握手寒暄时那一双厚重有力的大
手，都让人感受到了他健壮的体魄和充满生命力
的人生态度。通过他富有逻辑性的言语，又让人
再次感觉到他是一个追求改变、不断创新，喜欢
挑战自己的人。

“我 1974 年正式参加工作。下过乡、曾先后
在河南地质局、河南供销社、河南省思达商业任
过职，一直干的都是财务。”或许是财务员出身，
拥有高级会计师资格证的赵高华比起其他人来
说，更喜欢用理性思维思考，更喜欢稳健不浮夸
的做事风格。但是，他又有着比其他人更为前瞻
性的创新头脑。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保守中实
现跳跃。

20 年是一段不算短的时间，但是在赵高华看
来，20年前发生的事情仿佛就在昨天。谈起第一次
接触证券的时候，赵高华情不自禁露出了难以掩饰
的兴奋。具体地说，赵高华的证券事业正式开始于
1996 年，整整十余年，赵高华都与这个注入他太多
心血和激情的行业紧紧联系着。“我第一次接触到证
券是1989年，那时候我还在河南供销社工作。改革
开放要求我们将目光放远放宽，所以当时河南省社
科院的一位老院长便号召组织大家学习新事物。”他
说，第一次学习证券市场相关知识时，感觉就像听天
书。但是，当别人对这个新兴事物不感兴趣或者发
展前景不抱有太大希望时，赵高华，这个具有过人政
治敏感和商业天赋的人，对证券市场开始默默的关
心起来。几年后，早已习惯每天过着平静而又熟悉
生活的赵高华离开了河南供销社，开始转战商海。
1995年，他进入河南省思达商业。

经过在商界的摸爬滚打，短短一年时间，赵高华
已经逐渐对市场经济更加熟悉。于是，他勇敢迈出
了向证券行业前进的步子。1996 年，他加入了海
通证券。从海通证券的财务经理到海通证券的副
总经理、总经理，赵高华一直没有离开他所热爱的
证券行业，并且一步一个脚印的带领着所有员工越
走越好。

“回望中国证券市场这18年，有着太多感慨。”
赵高华带领我们回味历史时，他不禁感慨万千。

他说，风风雨雨18载，中国股市一直在改革中
经受洗礼，在发展中得到锤炼。中国的证券行业是
从争议中艰难诞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虽然
它还不成熟，但正在向成熟过渡，与宏观经济的联
系也越来越紧密。“证券行业的产生成就了很多企
业，有多少企业从不为人知到得益于证券市场而
一举成为业界巨头。正因为证券市场，也让越来
越多的企业家从中看到了希望。”然而，中国的资
本市场一直在前行，而前行的脚步，始终伴随着法
制环境的改善和市场机制的改革。“这期间，也有
一些人在股海的跌荡起伏中藏身海底，永远地消
失在聚光灯下。多少企业风光无限地来了，却在特
别处理之后被请走了。”

对证券历史熟悉的老股民或许还记得两市交
易所开业的时间。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
所开业，为保险起见，当时还称之为“试营业”。直
到1991年7月3日，才举行正式开业典礼。1990年
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也高调挂牌。当时，延
中实业、真空电子、飞乐音响、爱使股份、申华实业、
豫园商城、飞乐股份、浙江凤凰等沪市“老八股”在
当时供不应求。由于涨停版的限制，市场做多的势
力一触即发。刚刚上市的轻工机械，5月20日收盘
价为 36元，5月 21日，便跳高以 195元开盘，205.50
元收盘，涨幅高达 470.83%！其他股票也大大地撒
了一回野，当日涨幅惊人。到1995年，证券市场经
过 5 年的发展，国债期货市场已经有了重大的进
展。但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一年，发生了令管理
层始料不及的一场国债大风波。“3·27国债风波发
生后，证监会立即连发三个通知，加强国债期货交
易的风险控制，落实国债期货交易保证金制度，要
求各国债期货相关交易所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促
使市场进行自律、规范。”赵高华说，经过这一轰动
全国的事件后，他踏着这个敏感背景开始正式走入
证券业。

在证券行业开展多种创新

我国证券柜台交易系统的发展历史已
经越写越厚，但赵高华恐怕算得上是河南证
券史上使用“银证通”的开篇人物。

正式加入海通证券后，赵高华首先担任
的就是财务经理。“那时候采取的还是人工
报单，股民不仅需要怀揣着大量现金亲自到
证券公司存钱，交易时用的也是手写的单
子。”赵高华说，人工操作难免会蕴涵一定风
险。“由于当时交易系统的原始，一到年底进
行资金结算时，往往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才能
将这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做好。”因此，赵高华
想到了创新，想到了改变。

正是和交通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
系，赵高华想到了和交通银行合作率先推出

“银证通”。也就是让老百姓将钱存到银行卡
里，然后通过银行进行转账给证券公司。这
在当时的河南证券业极为少见。毫无疑问，

这项工作起初开展的并不十分顺利。他说：
“银行卡在当时是个新潮事物，很多投资者对
它很不适应，我们为此费了不少工夫。随着
银行卡的普及以及认知度的提升，越来越多
的老百姓逐渐接受并习惯了‘银证通’业务。”

如今，股评新闻到处可见。但早在1997
年，在电视上开辟股评栏目几乎是凤毛麟
角。就在这时，赵高华再次凭借他的创新
理念抓住了机会，他在业内再次创下了一
个“第一”。“1997 年，海通证券联合河南电
视台开通了省内第一档‘早间股评’栏目，
主要总结当天市场和对明天市场走势的推
测。这个栏目一经推出，深受广大投资者
喜爱。”他说，多种原因造成了当时证券市
场信息不够透明，联合电视台开展股评栏
目也是为了给投资者上上课，传达最新消
息，说到底还是为了服务大众。

求发展喊出“二次创业”

赵高华是个闲不住的人。这个闲，主要
体现在思想上。赵高华常说，企业的发展离
不开创新，但要在“保守中寻找跳跃发展”。

2002年至2005年的大熊市，很多员工都
因为收入减少变得十分焦虑、情绪低落，赵高
华却一直劝慰员工要保持好心态，不能对证
券市场失去信心。2005年，赵高华喊出了“第
二次创业”的口号。“越是熊市越能显现出证券
市场的风险。”他说，提出“第二次创业”的口号
是为了和证券业“靠天吃饭”的传统思想来个
彻底颠覆。“客户资源整合，加强对外业务拓
展，积极发展客户群体；对内整合，对员工思想
进行整合。‘第二次创业’的大获成功为2006
年起步的牛市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2006
年底，海通证券经七路营业部盈利达到1500
万左右，在海通证券全国系统中跻身前列，

2007年更是达到了6000多万。”
同业间的竞争是残酷的。证券行业这

几年饱经风霜和磨难，股市行情持续低迷，
成交量急剧减少，而手续费率的改革更加剧
了券商之间的恶性竞争。“做生意最重要的
就是锁定客户，证券公司不能用‘慢性自杀
’的方式留住客户。刚开始证券公司靠广告
宣传、注重服务吸引客户。但很快，大家又
打起了价格战，有的竟然争相推出价位远低
于正常价格的银证通业务。这样下去的结
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最后打得价格降无可
降。证券公司只会更加迷茫，彼此间陷入一
种恶性的竞争循环机制中。”因此，他不提倡
用这些外在优惠吸引客户。“有竞争才能发
展的更好，但是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规范、
合法、健康的体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