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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14 日上午，一篇标题为《财通政策路演纪要》的“股市小作文”在网

上发酵，文中提及当周国务院常务会议将讨论多项经济刺激政策，包括巨额特别国债、消

费券、地产、工业母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将迎来政策支持。《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

“每经”）记者对该传闻真伪迅速展开调查，考虑到传闻涉及国常会，比较敏感，直接以记

者身份进行调查核实势必会遭遇重重阻碍。因此，记者全程以投资者身份进行核实。面对

财通证券证券事务代表无法证实消息真伪，无法联系到财通证券研究所等重重困难，记者

通过各种途径辗转找到财通证券研究所相关联系方式，并以投资者身份“广撒网”式求证

消息真伪。在经过多次被拒绝后，终于从财通证券研究所华东/华北区域负责人之口核实

到该传闻并非财通证券研究所发布，突破到核心信源，核实到该传闻为谣言，且通过在微

博、微信、雪球、小红书、今日头条等多个不同类型平台反复检索，独家还原了传闻的扩

散路径。 



社 

会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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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道触动监管部门和上市公司，稿件发布后第二天上午财通证券研究所核心信源

多次来电要求撤稿，期间提及证监会发函要求其公司说明情况，稿件对公司及其个人“影

响特别大”，稿件引发财通证券股价波动，且稿件内涉及的“大 V”均删文或撤稿。 

2、报道得到关键人认可。国务院信息办相关负责人点赞了该篇报道，并明确表示此

前已经将该篇报道转发给分管的部级领导，部级领导指示其对造谣国常会事件保持关注，

并对每经的工作给予了积极正面评价。 

3、报道发布后，引发《证券日报》《北京商报》等主流媒体跟进，其中《北京商报》

以每经报道为由头跟进评论，《证券日报》专门就每经报道做了一期分析视频发在其官微

上。 

4、传播效果好。每经官方微信公众号+三方平台+微博累计阅读量达 50 万，备受投

资者关注的东方财富、同花顺等机构也全文转载，引发投资者热烈讨论，万得还以弹窗方

式进行推送，且万得官方雪球号也全文转载，彰显出每经稿件对资本市场和投资者的极大

影响力。 

5、稿件发布满月当天，中央网信办将“股市小作文”列入造谣传谣典型案例，并点

名每经报道中提及的“大 V”关闭其账号，彰显出每经报道的极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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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为独家调查，股市谣言可能在其背后存在着重大利益关系，每经记者在关注到带

有“财通政策路演纪要”字样的传闻后，迅速对该条传闻真伪进行调查，面对重重困难突

破到核心信源，独家核实到该广为流传的传闻为谣言，且通过在微博、微信、雪球、小红

书、今日头条等多个不同类型平台反复检索，还原了该传闻的扩散路径。报道触动监管部

门和上市公司，引发财通证券股价波动，得到国务院信息办点赞和高度评价，《证券日报》

等主流媒体也跟进报道，稿件内涉及的大 V 均删文或撤稿，有效维护了资本市场的稳定和

投资者的利益。后续中央网信办将“股市小作文”列入造谣传谣典型案例，并点名每经报

道中提及的“大 V”关闭其账号，彰显每经报道的极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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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小作文”造谣国常会，大 V 转发推波助澜，财通证券

断然否认有关 

 

股市谣言第一案尚在审理中，类似的“小作文”再次冒

了出来，威力还越来越大。 

6 月 14 日上午，一条标题为“财通政策路演纪要”的“股

市小作文”在网上发酵，文中提及本周国务院常务会议将讨

论多项经济刺激政策，包括巨额特别国债、消费券、地产、

工业母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将迎来政策支持。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内容直接“碰瓷”国务院常务会

议，直言这些政策将在“本周五国常会讨论”。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该条消息在微博、

雪球、微信公众号等多个平台快速发酵，被多个“大 V”转

发，其中不乏粉丝量超 80 万的大 V。 



消息广泛传播，股市反应立竿见影。以工业母机概念股

为例，沈阳机床（SZ000410，股价 8.15 元，总市值 168.3 亿

元）盘中一度直线拉出涨停，华中数控（SZ300161，股价 52.34

元，总市值 104 亿元）等个股也纷纷跟涨。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就此传闻的真伪进行调查，并努

力还原该传闻的扩散路径。 

财通证券：很多人蹭我们流量瞎弄的 

针对上述传闻，《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向财通证券求证。 

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财通证券证代，提及带有“财通

政策纪要”的这条消息被广泛传播，并告知该条消息的具体

内容后，对方表示“我们没有发过这种路演纪要，不是我们

的”。 

每经记者表示该消息在转发时带有“财通”字样，对此

对方表示：“你是问我们研究所对外发布的信息？因为我没

看到过这个文件，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信息。” 

每经记者辗转联系到财通证券研究所机构销售的华东/

华北区域负责人。问及带有“财通政策纪要”的消息是否属

实，对方表示该条信息所提及的内容都是“不真实的”，“都

不是我们家说的，因为我们家最近比较火，所以很多人蹭我

们的流量这么说，这个不是我们的观点。” 

问及是否知晓该条消息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对方表示并

不知道，“应该是别人瞎弄的，反正不是我们的观点。” 



财通证券既已否认与该传闻有关，那么国务院常务会议

即将讨论的政策会否提前公布？尚未出台的政策是否涉密？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汪玉凯。汪玉凯认为，只要是未出台的政策，就是涉密

的。国常会即将讨论的涉密内容，不可能对外公布。 

14日网传的这类小道消息是否靠谱？汪玉凯告诉每经记

者：我认为完全不靠谱。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保密

工作一定做得很好，不可能会议还没开，就可以通过外部渠

道把消息传播出来，否则就属于重大事故了。 

由此可以判断，“财通政策路演纪要”这则消息就是典型

的股市谣言，造谣者为了达到炒股牟利或者拉高出货等目的，

编造了国常会即将讨论针对某些行业的刺激政策，并且在各

大网络平台广泛传播。 

谣言通过多个路径进行传播 

那么这条消息最早是由谁发出来的？消息来源是哪里？

又是怎样传播并逐步发酵的？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迅

速展开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发现，据不完全统计，在微博、微信

等社交平台，小红书等生活方式分享平台，今日头条等新闻

资讯平台，知识星球等知识社群平台，备受投资者关注的雪

球等投资者社区、国内股票论坛理想论坛等众多平台上均出

现了该条消息，且在多个平台上均有大 V 在转发。 



在今日头条上，注明为“注册会计师、职业股票投资人”，

粉丝量超过 30 万、点赞量近 400 万的财经大 V“郭小凡财

经”也提及特别国债的消息，在该消息下的诸多评论中，有

网友表示“借着上涨继续出货”。 

14 日上午，“财通政策路演纪要”的“小作文”，先后在

不同平台均有大 V 转发。 

记者梳理发现，在微信平台，一个专注于分享投资心得

的微信公众号“先有事实后有逻辑”在 12：40 转发了这条消

息，这也是《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截至发稿前在网络上找到

的发布时间最早的一篇文章。不过截至记者发稿前，该公众

号已删除所发布的这条消息。 

在今日头条上，关注股市投资、基金投资等领域、拥有

80 万粉丝的大 V“爱股票”在 12：52 转发了该条消息，并直

接点明消息来源于“财通证券”。 

在雪球上，粉丝量超过 5 万、转评赞超过 13 万的大 V“研

值 plus”在 13：45 也转发了这条消息，不过该大 V 在转发时

去掉了“财通”二字。有网友在该条消息下评论“消息可靠

吗？”该大 V 回复称：该消息是“在知识星球看到的，需要

自己辨别”。 

在微博平台，记者注意到粉丝量超过 18 万的房产大 V

“北京房地产观澜”在 17：32 转发了这条消息，有网友在该

条微博下留言“坐等发钱”，有网友转发该条消息称“看看周



五吧”“不解渴”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多个平台均对大 V 发送私信询

问消息来源于何处、是否可靠，但截至发稿前，并未收到回

复。 

实际上，每经记者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不少券商及业

内人士均表示在很多微信群看到过该条消息，且圈内仍在转

发、传播该条消息。该条消息仍在持续发酵。 

影响恶劣 造谣者该担什么责？ 

此前，集采谣言突袭股市，长春高新市值蒸发 250 亿元。

今年 4 月 17 日，正值公安部网安局部署开展网络谣言打击

整治专项行动之际，长春高新投资者起诉造谣者案正式在南

京开庭审理。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首例，业内称为“股市谣

言第一案”。 

为何股市谣言屡禁不止？股市谣言危害有多大？造谣者

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了“股市谣

言第一案”的代理律师——上海百谷律师事务所律师高飞。 

高飞认为，由于投资者需要大量信息支撑自己的投资决

策，必然存在别有用心之人为了获利而编造虚假信息的可能

性。但由于预防手段有限，传播途径多样及监管的滞后，加

之针对股市谣言提起的民事诉讼也尚在摸索阶段，证券市场

虚假信息侵权责任相关的司法配套还有待进一步成熟，目前

造谣者的违法成本太低，造谣的利润诱惑足以抵消处罚带来



的风险。正是这些因素导致 A 股谣言屡禁不止。股市谣言危

害甚大，资本市场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导致上市公司

股价异常波动，不仅损害了投资者权益，还会扰乱正常的市

场秩序，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造谣者应该承担什么责任？高飞告诉每经记者：首先是

刑事责任。根据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编造并且

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扰乱证券、期货交易

市场，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第三款规定，单位

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其次是民事责任。证券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编造、传播

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扰乱证券市场，给投资者造成损

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另外还有行政责任。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

针对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人，证监会可以处以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

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十万元的，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股市小作文”造谣国常会事件将如何进展，《每日经济

新闻》还将持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