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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一代中国人生而有幸，生活在改革开放风雷激荡的大时代。

　　改革开放的潮流波澜壮阔，滚滚向前。
然而，改革的进程并不是、也不 可能是一路顺风凯歌前进，而必然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阻碍，形成或
大或小的冲突。
即使改革本身，也会犯下这种或那种错误。
在前进的历程中，改革有失败、曲折和反复，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因此如我在纪念中国 改革20周年时曾经指出过的，改革时代和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时所描 绘的时
代所具有的相似特征：
　　 “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
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
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中国人历来有由当代人将当时发生的事件记录下来，以便以史为鉴的传统。
我们身处伟大的时代，更应当对我们的成功与失误，进步与挫折加以记 录和分析，以便总结过往经验
，明确继续前进的方向，把改革开放的事情办得更好。

　  然而，在旧时代中，修史的权力基本上被官家所垄断，以致对历史事件的记述被简约阉割为帝王
的“起居注”，以此为基础修成的“正史”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帝王家谱”。
其间，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而增删修饰，更使历史丢失了它的真面目。
在新时代里，这种做法不应当再重复了。
改革开放是大众的事业，亿万工农群众、专业人员、企业家、政治家参 与了这一事业。
将他们的辉煌业绩和失败挫折记录下来的最合适的笔者，莫 过于现代社会中的“无冕之王”——新闻
记者。
新闻写作所要求的翔实准确，使新闻分析成为作这种活历史记述的最佳文体。
可以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财经》杂志丛书这套由《财经》杂志以不同的内容选辑而成的书，便是如此这般地使昨天的新闻成
为了今天的历史。
不过，它是一部 未完成的历史，因为改革还在继续，每一天都上演着激动人心的大戏，我们 的财经
媒体也源源不断地取得鲜活的素材。
《财经》杂志在我国的专业人员乃至一般民众中有着很高的声誉，这不仅是因为它用自己如椽之笔向
经济中的黑暗行为投去一枝枝投枪，而且是因 为《财经》杂志集合了一批有抱负、有才华、有社会责
任感的新闻人。
他(她)们在迷雾重重的资本市场上，凭着赤诚的心，用单薄的肩扛起了他 (她)们本来难以扛起的重担
。
在此次印行的《黑幕与陷阱》一书中，包括了《基金黑幕》、《谁在操纵亿安科技》、《庄家吕梁》
、《银广夏陷阱》、《蓝田神话凋零》等七套报道。
《财经》的读者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事 件想必都记忆犹新。
《黑幕与陷阱》编辑的话说道：“重行整理这些报道之时，《财经》编辑部既感到自豪，也为中国证
券市场的现状感到遗憾。
自豪是因为每篇报道都对澄清市场有所助益；遗憾是因为报道中所揭露的阴暗一面虽有衰减之势，却
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当我们读到这段话时，有谁能够不与我们可敬可爱的新闻工作者一起自豪和哀伤呢?而在另一本《管
制的黄昏》中，则是记录了中国电信——这个原来高度垄断行业的制度变迁，走向市场过程中的悲欢
离合。
《管制的黄昏》注定了我国电信业将要经过清冷 漫长的夜，迎来一个竞争性市场阳光明媚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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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中国电信涨价正在世界各地的市场上发生着激烈地反应，它警示着人们，改革还未有穷期
。

  　在市场经济中，报纸、杂志也是商品，但是又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承载着诸多社会责任、人文
关怀的特殊商品。
因此，如何协调业者的近期利益 和社会利益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从长远看，越趋近于社会利益而避免急功近利，越能获得市场利益。
因为社会的利益就是读者的利益，保证了社会的利 益也就保证了读者的利益，而读者又是媒体的最终
消费者。
然而，经济现象往往扑朔迷离，普通投资者不一定能够凭直觉识别什么是自己的利益所在，这就使虚
假报道和似是而非的“理论”能够行于一时，也必定会有些人禁不住短期利益的诱惑而背弃良知、贻
害社会以致自毁长城。
所以要办好媒体就 必须秉持一心为读者的理想，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见，通过自由表达对于社会的观察
和分析来服务社会。
媒体的操持者，还应当有对于新闻事业的感情和敬畏，以及对于无冕之王这一桂冠的持久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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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中国电信：恐龙嬗变 第一幕 1998年12月，切开中国电信  据可靠消息，有关“肢解”“中国电
信”、引入竞争机制的方略已定，其最大的可能性是首先“一分为四”——将“中国电信”分切成中
国固定电话公司、中国移动通信公司、中国卫星传输公司和中国寻呼公司  附录 横切？
竖切？
 第二幕  1999年2月，中国电信“竖切”方案已定  1999年1月14日，时任信息产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的
刘彩告诉《财经》，电信改革方案即将上报国务院，按业务竖切的方案不变 第三幕 1999年2月26日，
一访吴基传  在《财经》于1999年两会前夕的一次专访中，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证实中国电信重组方
案尘埃落定 第四幕 1999年3月，谁影响了电信改革方案  电信改革方案究竟是怎样出台的?哪些人、哪
些部门曾参与其中?第二篇 联通复兴 第一幕 引子：1998年12月，联通“中中外”——退一步能不能进
两步?  1998年10月底，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中中外”非法，需要清理 第二幕
2000年6月前，联通“中中外”解套内幕  2000年6月，联通“中中外”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一个简单意
义上的商业谈判。
  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着各界——包括政府与外商——对开放进程中形成的历史性问题的传统思维
方式 第三幕 2000年6月，联通上市  联通上市是中国电信业竞争格局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第四幕
  2000年6月，专访联通董事长杨贤足 第五幕  2000年10月，中国窄带CDMA的沉浮与突如其来的机会第
三篇 网络崛起 第一幕 1999年2月，第二网挑战中国电信 第二幕 1999年8月6日，网通出世 第三幕 2000
年10月，专访网通CEO田溯宁第四篇 新版图 第一幕 1999年12月，再访吴基传  2000年来临之时，信息
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向《财经》细述中国电信业版图重构  附录 中国电信业格局调整大事记 第二幕
1999年12月，告别“电信巨人”   面对外资和更激烈的竞争，国有电信的新巨人们肯定还需要支付巨大
的体制成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昨天的剥离、切开、组建，不过是变革的起始点 第三幕 2000年9月，铁通入囤  一旦
铁道网的能量释放到社会上来，“整个电信市场的数据都要重新估算，因为市场格局已经变了” 第四
幕 2001年3月，铁通挂牌  已经获得电信领域6张业务执照的铁通，在正式场合通常表示将在全部6个领
域全面发展，实际上铁通的发展重点和业务方向早已明确，其中本地固定电话、国内长途电话、电路
出租业务和数据业务将是铁通的主打项目  附录 铁通大事圮  第五幕 2000年10月，吉通登场  一个一度
接近夭折的国家公用经济信息网，怎样成长为电信业格局的一部分 第六幕 2000年底，中国卫星通信集
团低调组建   中国卫星通信集团组建，主要是在拥有卫星、具有信息产业部颁发的卫星转发器出租业
务经营许可证的卫星公司之间进行  附录 中国卫星公司与亚太地区上空的中国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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