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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良格谜局》

前言

还瓦良格以真实的历史面目    关于“辽宁舰”的前身“瓦良格”号，坊间有着各种各样的传闻版本，
有些说法甚至可以说是异想天开。有人把“瓦良格”号从乌克兰黑海口岸到中国大连港花费四年时间
、近三万公里的曲折旅程，描绘成世界冷战思维下中国与西方国家殊死“暗战”的结果。西方媒体也
借此大肆渲染“中国阴谋论”，甚至称购买瓦良格就是“中国处心积虑进行军备扩张”的重要证据，
而购买瓦良格的经手人徐增平甚至被描绘成神秘莫测的“中国007”。这本《瓦良格迷局》，将用细节
事实驳斥种种传言，从而证明一些西方媒体的恶意揣测毫无根据，纯属主观臆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这本书的出版无疑起到了还“瓦良格事件”一个真实的历史面目的作用，也是给“中国阴谋论”者
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让冷战思维者失望的是，在这本纪实文学作品中，“瓦良格”实质上只是华夏
证券的一个投资项目。在当年华夏证券董事长邵淳的手上，像这样规模的项目很多，有的甚至比这个
项目更大，投入更多。无论从这个项目的筹备阶段、购买阶段，还是从初期的拖运阶段来看，都没有
中国政府和军方的影子参与其中。是的，中国的确需要航母这样的装备，但中国不可能超越自身的综
合国力去考虑这件事情。中国最早参观和接触到“瓦良格”号的人员，的确是政府派出的代表团，但
几次接触下来，考虑到购买价格和重建基础对处于改革开放攻坚阶段的国家带来的巨大成本压力，最
终只能望而却步。事实就是这样，试问对于一个年度军费开支仅仅100亿美元的国家，怎么可能造出90
亿美元的航母购买及重建的财政预算呢？何况是在刚刚作出过“百万大裁军”的决策之后？    从本书
中与航母相关人物的命运，读者也不难得出“购买瓦良格只是民间商业行为而不是政府和军方行为”
的结论，地处北京的华夏证券和香港的创律集团因为购买瓦良格而陷入资金困局，几近倒闭破产的地
步。虽说华夏证券和创律集团危机还有着各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但购买瓦良格并滞留黑海无疑成了
两公司引爆经营危机的导火索。邵淳因为违规进行大规模实业投资而被停职调查，最终因为违规动用
国企资金购买“瓦良格”而复出无望；港资企业老板徐增平虽然未能遭受到邵淳一样的人生厄运，但
也因此运交华盖，历尽商业上的蹉跎与磨难，多年之后才得以喘过气来。他们的命运随着黑海中的“
瓦良格”一道起伏颠簸，即使到了瓦良格停靠中国大连港的那一天，也难见峰回路转。由此可见，所
谓购买“瓦良格”背后的“政府背景”、“军方背景”纯属多事者虚构而来。如若真像某些人士所言
，背后是政府属意、军方行为，那么邵淳又何来被停职审查的可能？徐增平又怎会陷入穷途末路？华
夏证券和创律集团又怎会深陷危机而难以自拔呢？    虽然“瓦良格”的故事贯穿始终，但从严格意义
上来讲，本书的核心却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华夏证券的生死沉浮。从1992年创立至2005年摘牌，华夏证
券先后经历五届班子更替，各有兴衰成败，各有酸甜苦辣，一个知名国企由盛转衰的历史发人深省—
—多任班子的努力作为犹如螳臂挡车，始终难以改变这个未成年国企的悲剧命运，华夏证券最终消失
在中国证券市场。但历史不会忘记这个名字，正是因为这个企业的“胆大妄为”，才使得“瓦良格”
号最终停靠在中国大连港，才有了今天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在这里，不管时代赋予个
人的命运如何演绎，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华夏证券、创律集团，还有邵淳、徐增平、周济谱，以及许多
在购买、拖运“瓦良格”号过程中提供无私帮助的单位和人们。尽管他们为此付出巨大而一无所获，
甚至因此使自己的命运波折起伏，但他们的所作所为超越了时空，于自己的民族无疑是一种贡献。历
史是一种客观记忆，而不是遗忘。    “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瓦良格”的故事是一
场接力赛。徐增平、邵淳演绎了“瓦良格”的前半部故事，但即使算上华夏证券、创律集团，也无力
驾驭处于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关系旋涡之中的瓦良格号，这个时候华夏证券的新任掌舵者周
济谱请求政府部门出面帮助，得益于政府对国企资产的积极保护，才使“瓦良格”号终于驶离它的诞
生地——黑海口岸，彻底摆脱束缚它的厄运缰绳。可以说这才是政府真正接触“瓦良格”的开始，所
以“瓦良格”的后半部故事是在周济谱的积极推动下由政府各部门联合演绎的。前半部很精彩，但也
很无奈；后半部很低翅，但结果皆大欢喜——中国首艘航母平台“辽宁舰”终于诞生了！百年航母梦
终于有了着落，几代人的艰辛努力没有付之东流。相信用不了多久，从大连港隆重出航的“辽宁舰”
将书写出自己更加精彩的故事！    中国虽未刻意去竞购航母，但中国辽阔的海疆无疑需要航母守护。
自从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大清北洋舰队覆灭之后，被民族雪耻的梦想所激励，拥有一支足以自保的强
大海军、拥有足够守护自己辽阔海疆的航母编队，已经成为一代又一代国人的奢望。早在1928年，时
任国民党海军署长的陈绍宽，首次提出建造航空母舰的计划，此后他屡次提出建造航母的具体计划
。1973年10月25日，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外宾时感慨地说：“我们南沙、西沙被南越占领，没有航空母
舰，我们不能让中国的海军再去拼刺刀。我搞了一辈子军事、政治，至今没有看到中国的航母。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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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良格谜局》

到航空母舰，我是不甘心的啊！”1982年8月刘华清出任海军司令员，力主建造航母。1987年，他下令
开办中国第一个“飞行舰长班”，并慷慨立誓：“不搞航空母舰，我死不瞑目，中国海军一定要建航
空母舰！”1980年5月刘华清访问美国时，美方安排参观了“小鹰”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和科技人员首次踏上航空母舰。刘华清为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媒体称为
中国的“现代海军之父”和“中国航母之父”。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国家实力逐步提升，民间的航
母情结也日趋高涨。对于拥有辉煌历史，曾经高喊“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中国人来说，扫荡晚晴
以来的孱弱之势，重回强国阵列，这种心情是十分迫切的。拥有航母，是整个民族的热切期待和自信
回归。1999年，山东青年企业家卢恩光携带一张1000万元的支票和一封热情洋溢的书信，专程赶到北
京，向有关部门捐出支票，并倡议有识之士共同关心国防建设，为国家捐建一艘航空母舰。同年5月8
日，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美军飞机轰炸，  《中国船舶报》第11期头版头条发表《我们应该拥有航空
母舰》一文，北大、清华校园同时发出“倡议书”，呼吁国家尽快建造航空母舰，发展尖端武器，倡
议大家为建设强大的国防捐款。《河南青年报》编辑部19名记者曾捐款2000元，上海、杭州等地都有
捐款活动，支持建造航母。成都的一家企业和四川大学摄影协会联合发起“建我航母、强我国防”的
义卖义捐活动。    2011年1月14日，刘华清上将在北京逝世。时隔一年有余，2012年9月25日，中国第一
艘航母“辽宁舰”正式宣布服役海军。将军的航母梦终成现实，当可告慰将军在天之灵。在此，很荣
幸能借此前言热烈祝贺“辽宁舰”正式编入中国海军序列，在中国辽阔海疆担负起保家卫国、维护世
界和平的重任！    值本书出版之际，参加本书编辑和写作的全体人员再次向在中国航母事业发展过程
中作出贡献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敬意！他们既包括决策和建造“辽宁舰”的人们，也包括在华夏证券时
代“无心插柳”买回“瓦良格”号的人们，还包括无数热情关注中国航母建设的人们。    ——同道新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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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牛逼的书。
瓦良格号的中国第一个买家——华夏证券与此沉浮。个人觉得倒是与军事关系不大，从华夏诸多内部
访问、资料、亲历出发，汇聚成一本纪实作品，也是我神州扭曲政商关系的一个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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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向东：资深证券媒体人，曾在国内证券公司长期担任管理者。对中国证券市场有着深刻了解，目睹了
华夏证券的风风雨雨。
殷明：80年代生，自由撰稿人，网路作者、诗人。喜好悠悠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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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跟随这种思路，华夏证券初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业投资尝试，从房地产到高速公
路，从典当行到油井，几乎无所不包，七七八八，账面显示出来的就投了三十六七亿，加上后来几年
间支付的资金成本，已经超过了四十亿。如果算上那些长期在账外运营的实业投资，这个总额就更大
了。虽然这些投资也有不少是赚钱的，但由于铺的摊子太大，公司总部在搞，分支机构也在搞，缺乏
总体规模和风险控制，又没有专业操作经验。特别是下面的分支机构，出了问题就报到总部来，让总
部去管；不出问题总部永远不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几年之后回头一看，实际总体效果并不那么乐观
。 正是在华夏证券实业投资走向颠峰的1996年，黄玉峻几次开会提醒经营班子，要注意多种经营的风
险控制，要摸清家底，不行就赶紧刹车，不然会出大问题。刚开始，邵淳觉得黄玉峻是在泼冷水，打
击了大家的积极性，后来也想清楚了，觉得董事长的意见有前瞻性，慢慢就把实业投资的速度降了下
来，除总部可进行实业投资外，分支机构不准再上实业投资项目。到1997年，公司宣布全面停止实施
“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政策，禁止总部和各地分支机构进行任何形式的非证券资产投资。 多年之
后，有人质疑，可能正是当年大规模的实业投资拖垮了华夏证券。 就此说法，邵淳对媒体多次表示了
他的不同意见。 他说，不能动不动就说前任留下了多少亿的亏损，留下了多少亿保证金窟窿。当初公
司的负债也就十来个亿，债权也有十来个亿，都在正常范围之内，何况当时公司还有一定的利润储备
。 华夏证券的实业投资从1996年开始刹车，1997年全面禁止，1999年数据显示通过清收处理，收回来
的投资收益，加上剩余的各类资产，还是总体收支相抵的状况。现在不难看得出来，多种经营是走了
一条弯路，放弃公司的专业方向，去干了些不专业的事，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浪费资金。邵淳后来
带着一种自我辩护的口吻说：“很侥幸，这些投资并未造成重大损失，有些项目还在收着租子，华夏
证券一直靠它们给员工发薪水。” 谈到当年券商实业投资中的那种疯狂，即便胆识过人、性喜博弈的
邵淳，现在回想起来，也不免感到后怕。20世纪90年代初，最热的投资是房地产，最热的房地产投资
在海南，但这股投资潮退得最快的也是海南。华夏证券那时差点就栽在一个叫月亮湾的项目上。 当时
海南政府向公司推荐了一个项目，有30平方公里，叫月亮湾，同时附带很多极其优惠的政策。不少券
商当时都在海南做房产项目，万国证券做的项目叫太阳湾，南方证券开发的项目叫星星湾，海南政府
就把月亮湾推荐给了华夏证券。邵淳有感于对方再三诚恳的态度，也真的动了心，于是就带人去考察
，发现月亮湾风景独好，从长远来看，肯定是有潜力的地方。邵淳差一点儿就赌了，但后来犹豫来犹
豫去还是觉得它太大了，需要占用不少资金，如果周期拖长，华夏证券能否承担得了？要是小一点，
譬如臾有三平方公里就可以马上拍板做了。最后邵淳还是对当地政府说回去再研究研究。回去后，邵
淳向董事长汇报了情况，但遭到黄玉峻的坚决反对。他只好忍痛割爱，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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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瓦良格迷局:中国首艘航母的前世与华夏证券的往事》旨在“瓦良格”号被乌克兰决定卖掉的同时，
华夏证券在中国北京成立；“瓦良格”号在中国进入改装的同时，华夏证券却进入破产重组时期，“
瓦良格”号是否就是最终拖垮华夏证券的那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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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中国航母鲜为人知的历史
2、华夏证券与航母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最后，最后，好吧，不说了
3、关于瓦良格的书，这一本是别的讲航母的书无法与之比拟的，他不仅讲透了瓦良格的历史。世界
航母发展的历史，还讲透了梦想拥有航母的国家的发展变化、梦想拥有强大国家的人物、梦想拯救国
企、实现自我的人们经历的困扰与坚韧的精神。
4、书中的倾向性明显，为此舰牺牲最大的首推邵淳，周的笔墨多了。
5、此书讲的比较生动，真伪难辨。
6、两条主线，华夏证券的沉浮与瓦良格的命运交错。
7、民间行动还是军事用途，有些自相矛盾，当小说看是可以的
8、人生当如此啊！
9、作品以富有哲理的语言和叙述方式令我记忆深刻，看完后许久，主人公的一些语句仍然回荡在我
脑海中，它使我在阅读的愉悦中大有所获。
10、一家证券公司与一艘巨舰，承载着一代金融家的豪情，记录了一个混乱与草莽的年代。
11、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那个大国的梦想和不变的情怀⋯⋯
12、一气呵成，可读性强，给人借鉴！
13、很好 很真实
14、前世今生，都是为了一腔热血，无论出发点是什么，但这个故事真的让人动容。
15、只看了些感兴趣的部分。能拖回来，实属不易。
16、好书值得大家广为传阅
17、有助于了解内幕
18、看了才知道，这么周折！
19、很明显的小说嘛，但里面还是有点料的
20、不敢说写的如何，至少浅显易懂，故事性强，适合啥也不懂的金融从业者学习。
21、八卦的很有意思。
22、买了以后送人了，没有阅读
23、2013-08-17
24、华夏证券与瓦良格
25、本书叙事分两条可以不交叉的线，买瓦良格号、华夏证券内部撕逼，只需要看第一条，但多是孤
证。
26、向一代前辈致敬。
27、新闻联播和微博里没有的内容，想看必买。
28、很好的一本书，让我知道了不少知识。
29、这是一本烂书，第三章里面描述多国竞价瓦良格哪些用语一看就是意淫；看见豆瓣评分这么高而
购买实在是失策；以后一定要小心托
30、同步了解中信建投和辽宁号的前世今生，一口气读完！
31、内容是很充实，也很有料，但作为商业类图书，写作手法过于随性，这样读过后会觉得内容不真
实、象是小说，少了应有的说服力。57
32、书真的不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其实应该拍成电影或者电视剧。
33、可用来了解证券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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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部作品以富有哲理的语言和叙述方式令我记忆深刻，看完后许久，主人公的一些语句仍然回荡
在我脑海中，它使我在阅读的愉悦中大有所获。邵淳、徐增平、牟其中、赵大建、周济谱，我这些人
物音响深刻。推荐一下这本书。
2、这是在学校图书馆借阅的最后一本书，以此书作为大学生活的结尾，恰好具有一个承前启后的意
义。与其说这本书是讲瓦良格号的前世今生，倒不如说是讲华夏证券的波澜起伏。瓦良格号驶过三大
洋，来到中国，终为辽宁舰，中华民族几代人的航母梦一朝梦圆。然而华夏证券这艘中国证券业的航
母，则因客户保证金挪用和自营投资巨亏，终于翻覆沉没。2005年华夏证券重组并更名中信建投至今
，管理层几经变更，股权重回北京国资，但华夏证券的影子并没有消逝。朝内大街188号前的麒麟仍然
挺立，这栋10层大楼里面，仍然有众多从华夏时代就在此坚守的老投行家。企业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
与更迭，很多时候其实无所谓对与错。比如说，决定一个管理者是否能在这一位置上久坐的不仅是上
级人事主管部门，也包括公司股东和公司基层员工。而很多时候，高处不胜寒，高管并不能兼顾所有
方面的利益，所以就存在选择与权衡。从邵淳、赵大建到周济谱，虽然华夏证券一路衰落，但这三任
领导者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与生涯。邵淳是华夏证券最早的股东工行中意的人选，瓦良格项目的操作
者。他看中了航母的商业价值，看中其不可复制的特性和极低的投入成本。坦白讲，如果没有后来时
间的拖延和华夏证券资金链的断裂，瓦良格项目绝对是一个可以载入投行史册的经典。但可悲的是，
邵淳只是单纯从一个商人的角度看问题，根本没有看到航母背后繁复的国家利益争夺和巨大的政治军
事风险。况且这种与港商合资成立子公司，通过表外投资瞒天过海的做法，自然是不能被监管高层所
容许的。后来，邵淳也就因此一直受到监管层的质疑。赵大建是国泰系空降兵，用自营坐庄豪赌，想
一次性扳回被动局面。没成想事与愿违，股票投资巨亏成为压垮华夏证券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在这期
间，又是华夏系与国泰系没完没了的斗争，赵大建在四人小组中与高层同事不睦，在基层员工中又不
受华夏系的待见，人心向背定成败。但他却始终坚持，自营投资一赌到底，权力争夺一斗到底，这种
坚持到底还是培养了一批忠心之人，从始至终，既有国泰系一干人的鼎力支持，也没有上演狡兔死走
狗烹的悲剧，赵大建也算是落了个好名声。周济谱时期的华夏证券确实有不少起色，例如业务的重构
、薪酬的调整、保证金的偿还和航母项目的收尾，这一系列动作确实给华夏证券带来了新的气象，他
一个外来人也能平衡既有各派系之间的实力，赢得了人心。然而此时的华夏证券已经积重难返，自营
亏损之巨、分支机构之乱，都已非周济谱所能想象与掌控。黯然下台之后，周济谱掌舵北京城乡建设
，然而不到一年便告退隐，在那个自命名为退思园的地方生活。周济谱不像个纯粹的商人或者企业家
，倒像一个学者。但我觉得他始终没走过自己这道心坎，太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清白，所以很难在
这样一个市场上走得更远。市场就是一个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既不能全力向前，也不能全身
而退。赢得了金钱，赢不了名声；赢得了名声，赢不了人心；赢得了人心，赢不了自己。但这个市场
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虽然肯定不能在这里得到世上所有的荣华，但也能拾得自己真正看重的东西。
不过，我还是要向华夏证券的前辈们致敬，向那个机遇与风险同样爆棚的时代致敬。作为一名后生，
我深深地为前辈们敢于面对与担当的魄力与勇气所折服，自己也不敢不砥砺前行——愿能承袭前辈的
精神，在走出校园后开启新的人生。
3、这是关于瓦良格航母的一本最有意思的书，我一口气读完它，然后掩卷唏嘘良久，我喜欢其中的
邵淳、周济谱，并为之深深触动。赵大建、邵淳。周济谱各自的人格特征跃然纸上，画面般生动展现
了这段传奇故事，这是一部与体制抗争并存的两艘航母的旅行，一艘终于出海远航，另一艘悄然沉
没........
4、关于瓦良格的书，这一本是别的讲航母的书无法与之比拟的，他不仅讲透了瓦良格的历史。世界
航母发展的历史，还讲透了梦想拥有航母的国家的发展变化、梦想拥有强大国家的人物、梦想拯救国
企、实现自我的人们经历的困扰与坚韧的精神。
5、如果不是有书中提到的这些人，瓦良格早已是公海上的一座赌场了，幸亏有多位爱国的商人，才
有了今天扬我国威的“辽宁号”，他们是功臣，向他们致敬！！！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
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
6、一看就会爱不释手的好书，故事精彩极了，内情绝对的骇人听闻。书中的人物个个鲜活而真实，
宛如在眼前上演的一幕幕关于高层国企大人物激情上演的生动大片......书中真实的人物如邵淳、黄玉
峻、周济谱等都能从其成长的时代大潮中找到相应的烙印，中国改革发展的每一步都深刻影响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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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运轨迹，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也随着时代大潮一波一波地退去，每个人心中留下的痛楚，都是
中国时代之痛，体制、人心、教育、管理......
7、据全国人大代表、海军副司令员、辽宁舰试验试航总指挥张永义介绍，瓦良格-辽宁号从大连船厂
开到青岛母港，一是要和母港进行全面对接，使母港具备保障航母使用的能力；二是要对辽宁舰进行
全面检验，使之具备搭载舰载机远航的能力。今年，辽宁舰可能将进行远海航行试验，从而真正地定
型、实现作战能力。今年，辽宁舰将进一步加强舰载机着舰技术训练，实现在任何海域完成训练甚至
作战任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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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瓦良格谜局》的笔记-第63页

        从中国海洋权益和安全威胁看，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有75%是跨越岛链从海上入侵的，现在
的南海权益问题以及钓鱼岛、海区划界等问题都出于第一岛链内及其附近海域。8个海洋邻国个个都
有争议区。中国有了航母才能巩固海防，震慑妖孽！

2、《瓦良格谜局》的笔记-序言

        序言：还瓦良格以真实的历史面目

　　关于“辽宁舰”的前生瓦良格号，坊间有着各种各样的传闻版本，有些说法甚至可以说是异想天
开。有人把瓦良格号从乌克兰黑海口岸到中国大连港花费四年时间、近三万公里的曲折旅程，描绘成
世界冷战思维下中国与西方国家殊死“暗战”的结果。西方媒体也借此大肆渲染“中国阴谋论”，甚
至称购买瓦良格就是“中国处心积虑进行军备扩张”的重要证据，而购买瓦良格的经手人徐增平甚至
被描绘成神秘莫测的“中国007”。这本《瓦良格迷局》，将用细节事实驳斥种种传言，从而证明一些
西方媒体的恶意揣测毫无根据，纯属主观臆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本书的出版无疑起到了还“瓦
良格事件”一个真实的历史面目的作用，也是给“中国阴谋论”者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让冷战思维者失望的是，在这本纪实文学作品中，瓦良格实质上只是华夏证券的一个投资项目。
在当年华夏证券董事长邵淳的手上，像这样规模的项目很多，有的甚至比这个项目更大，投入更多。
无论从这个项目的筹备阶段、购买阶段，还是从初期的拖运阶段来看，都没有中国政府和军方的影子
参与其中。是的，中国的确需要航母这样的装备，但中国不可能超越自身的综合国力去考虑这件事情
。中国最早参观和接触到瓦良格号的人员，的确是政府派出的代表团，但几次接触下来，考虑到购买
价格和重建基础对处于改革开放攻坚阶段的国家带来的巨大成本压力，最终只能望而却步。事实就是
这样，试问对于一个年度军费开支仅仅100亿美元的国家，怎么可能造出90亿美元的航母购买及重建的
财政预算呢？何况是在刚刚作出过“百万大裁军”的决策之后？
　　从本书中与航母相关人物的命运，读者也不应该很难得出“购买瓦良格只是民间商业行为而不是
政府和军方行为”的结论，地处北京的的华夏证券和香港的创律集团因为购买瓦良格而陷入资金困局
，几近频临倒闭破产的地步。虽说华夏证券和创律集团危机还有着各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但购买瓦
良格并滞留黑海无疑成了两公司引爆经营危机的导火索。邵淳因为违规进行大规模实业投资而被停职
调查，最终因为违规动用国企资金购买瓦良格而“复出”无望；港资企业老板徐增平虽然未能遭受到
邵淳一样的人生厄运，但也因此运交华盖，历尽商业上的蹉跎与磨难，多年之后才得以喘过气来。他
们的命运随着黑海中瓦良格一道起伏颠簸，即使到了瓦良格停靠中国大连港的那一天，也难见峰回路
转。由此可见，所谓购买瓦良格背后的“政府背景”、“军方背景”纯属多事者虚构而来。如若真像
某些人士所言，背后是政府属意、军方行为，那么邵淳又何来被停职审查的可能？徐增平又怎会陷入
穷途末路？华夏证券和创律集团又怎会深陷危机而难以自拔呢？
虽然瓦良格的故事贯穿始终，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本书的核心却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华夏证券的生死
沉浮。从1992年创立至2005年摘牌，华夏证券先后经历五届班子更替，各有兴衰成败，各有酸甜苦辣
，一个知名国企由盛转衰的历史发人深省——多任班子的努力作为犹如螳臂挡车，始终难以改变这个
未成年国企的悲剧命运，华夏证券最终消失在中国证券市场。从民族历史来看，邵淳的“胆大妄为”
有值得肯定之处，至少为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的建造打下了一个基础。但从华夏证券生死沉浮
的命运来看，正是在邵淳任上进行的大规模违规投资（包括购买瓦良格号）使这个公司急速地由盛转
衰，巨额的资金套牢盘还给其继任者赵大建、周济谱带来了巨大的经营压力，终使他们无力回天，最
终走进经营上“短借长投”的死胡同
“有意栽花花不现，无心插柳柳成荫。”瓦良格的故事是一场接力赛。徐增平邵淳演绎了瓦良格的前
半部故事，但即使算上华夏证券、创律集团，也无力驾驭处于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关系旋涡之中的
瓦良格号，这个时候华夏证券的新任掌舵者周济谱请求政府部门出面帮助，得益于政府对国企资产的

Page 13



《瓦良格谜局》

积极保护意识，才得以使瓦良格号终于驶离它的诞生地——黑海口岸，彻底摆脱束缚它的厄运缰绳。
可以说这才是政府真正接触瓦良格的开始，所以瓦良格的后半部故事是在周济谱的大力推动下、由政
府各部门联合演绎的。前半部很精彩，但也很无奈；后半部很低廻，但结果皆大欢喜——最终导致了
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的诞生！百年航母梦终于有了着落，几代人的艰辛努力没有付之东流。相信
用不了多久，从大连港隆重出航的“辽宁舰”将书写出自己更加精彩的故事！
　　中国虽未刻意去竞购航母，但中国辽阔的海疆无疑需要航母守护。自从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大清
北洋舰队覆灭之后，被民族雪耻的梦想所激励，拥有一支足以自保的强大海军、拥有足够守护自己辽
阔海疆的航母编队，已经成为一代又一代国人的奢望。早在1928年，时任国民党海军署长的陈绍宽，
首次提出建造航空母舰的计划，此后他屡次提出建造航母的具体计划。1973年10月25日，周恩来总理
在会见外宾时感慨地说：“我们南沙、西沙被南越占领，没有航空母舰，我们不能让中国的海军再去
拼刺刀。我搞了一辈子军事、政治，至今没有看到中国的航母。看不到航空母舰，我是不甘心的啊！
”1982年8月刘华清出任海军司令员，力主建造航母。1987年，他下令开办中国第一个“飞行舰长班”
，并慷慨立誓：“不搞航空母舰，我死不瞑目，中国海军—定要建航空母舰！”1980年5月刘华清访问
美国时，美方安排参观了“小鹰”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科技人员首次踏上航空母舰。
刘华清为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媒体称为中国的“现代海军之父”和“中
国航母之父”。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国家实力逐步提升，民间的航母情结也日趋高涨。对于拥有辉煌历史，曾经
高喊“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中国人来说，扫荡晚晴以来的孱弱之势，重回强国阵列，这种心情是
十分迫切的。拥有航母，是整个民族的热切期待和自信回归。1999年，山东青年企业家卢恩光携带一
张1000万元的支票和一封热情洋溢的书信，专程赶到北京，向有关部门捐出支票，并倡议有识之士共
同关心国防建设，为国家捐建一艘航空母舰。同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美军飞机轰炸，《
中国船舶报》第11期头版头条发表《我们应该拥有航空母舰》一文，北大、清华校园同时发出“倡议
书”，呼吁国家尽快建造航空母舰，发展尖端武器，倡议大家为建设强大的国防捐款。《河南青年报
》编辑部十九名记者曾捐款两千元，上海、杭州等地都有捐款活动，支持建造航母。成都的一家企业
和四川大学摄影协会联合发起“建我航母、强我国防”的义卖义捐活动。
　　2011年1月14日，刘华清上将在北京逝世。时隔一年有余，2012年9月25日，中国第一艘航母“辽
宁舰”正式宣布服役海军。将军的航母梦终成现实，当可告慰将军在天之灵。笔者亦借此序热烈祝贺
“辽宁舰”正式编入中国海军序列，在中国辽阔海疆担负起保家卫国、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
　　本书出版之际，也正值“辽宁舰”服役之时，笔者再次向在中国航母事业发展过程中作出贡献的
人们表示由衷的敬意！他们既包括决策和建造“辽宁舰”的人们，也包括在华夏证券时代“无心插柳
”买回瓦良格号的人们，还包括无数热情关注中国航母建设的人们。

3、《瓦良格谜局》的笔记-第19页

        大家问道：“为了将'瓦良格'完工，工厂究竟需要什么？”马卡洛夫回答道：“需要苏联、党中央
、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事工业委员会和九个国防工业部！只有伟大的强国才能建造它，这个强国不复
存在了。”最后完成它的不是毛熊，而是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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