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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闵云霄

11月16日，华视传媒对外宣布：
董事会正式决议，支持李利民继续
担任董事长及CEO。

这条消息的潜台词是：此前一
天，华视传媒的两大主要股东橡树
投资和戈壁投资给华视传媒董事会
写了一封信，要求董事会另找人选
接替李利民担任华视传媒董事长。
两股东认为，李利民近几年来对公
司管理不善，并在信中列举了李利
民多条管理不善的表现。此举让外
界颇为震惊。

华视传媒同时回应称，“两位大
股东传播信函的行为已经对公司和
公司管理团队的声誉以及公司的日
常运作造成了负面影响，也对公司
和公司股东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
失”。

其实，华视传媒与两股东之间，
纠葛已有多年，此次如此白热化，亦
在利益纷争，华视传媒董事会以特
别决议的形式投下的信任票，终于
让李利民吃了颗定心丸。随着口水
战的持续，双方“恩怨纠葛”的部分
细节逐步浮出水面。

收购后遗症

华视传媒是业界继“分众神话”
之后的另一个传奇。2005年4月，华
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两年半
之后便赴美上市。当时，正值美国股
市遭受金融危机陷入整体低迷，中
国赴美上市企业纷纷暂停路演，而
华视传媒创下纳斯达克最快上市公
司纪录，融资1.08亿美元。

在金融危机横行的2008年，又
逆市增发。2009年，以1.6亿美元收
购数码媒体集团（DMG），使华视传
媒从公交领域拓展至地铁，成为“地
上地下通吃”的移动电视公共交通
系统全覆盖运营商。

华视传媒与DMG均为数字移动
电视广告业的公司，华视传媒主攻
公交系统，DMG则在地铁业务方面
较强，两者此前互为“竞争对手”。

对DMG的收购在2010年初交割
完成，创立于2002年的DMG曾经过4
次融资，总金额在7000万美元左右，
手中握有覆盖7个城市、27条地铁线
路的资源，有3.4万个地铁电视终
端。还拥有香港地铁线路的独家广
告运营权，这对于短时间内在公交
车网络中顺利覆盖的华视传媒是不
可多得的资源。可以说，华视传媒每
天影响着中国4亿主流消费人群。

可是，好景并不长久。
华视传媒与数码媒体集团

(DMG)并购案在一年前后出现了戏
剧性的变化。2010年12月29日，华视
传媒对外宣布，公司在美国高州法
院对DMG提起诉讼。其被告多达12
名，全部为DMG公司被并购前的股
东，其中既有橡树投资、戈壁资本这
样的风投，也有像戈壁创始人曹嘉
泰这样以个人身份列为被告。

据《中国企业报》了解，当时交
易的1.6亿美元以现金加股票的方
式进行，整个付款过程共分为3步：

第一步是在交易完成时付给数码媒
体集团共计1亿美元，其中4000万美
元现金，另外6000万美元为股票；剩
下的6000万美元付款将分为两笔，
每笔为3000万美元，分别计划在
2011年年初和2012年年初分两次支
付。
华视传媒起诉的理由是：DMG

前股东提供虚假财务信息诱使华视
高价收购了DMG，“安永审计报告披
露的DMG2009年前8个月的收入，与
DMG管理层所作陈述不符，DMG管
理层对其财务进行了虚假陈述”。由
此华视拒绝支付剩下的6000万美元
余款。

从DMG前股东提供的资料来
看，上述合同已在2009年11月16日
签订，也意味着，华视传媒在2010年
与2011年的这一天，必须分批支付
延期并购款共计6000万美元。华视
传媒于合并生效日前后应支付首批
并购款共1亿美元，但是DMG前股东
表示，至今只拿到2935万美元现金

和760多万股。
差异的焦点集中在2009年前8

个月DMG的净收入与净利润，DMG
报告这两项数字为1.04亿元人民币
及-5010万元人民币，而安永报告为
6680万元人民币及-1.8亿元人民
币，前者明显数倍于后者。

对此，华视传媒方面目前向法
院提出了多项诉求：1、拒绝支付剩
余的6000万美元收购款；2、要求
DMG股东及投资方返还通过造假所
获得的1亿美元现金和股票；3、拿回
华视传媒在共管账户中的资金 (此
前双方为了保障交易顺利进行，曾
设立了第三方共管账户)；4、要求
DMG股东及管理层支付不低于8000
万美元的补偿性赔偿金；5、要求
DMG股东及管理层支付惩罚性赔偿
金，具体金额在审判中确定；6、要求
对方支付法院认为公正和适当的利
息、律师费以及其他支出、成本等。

华视传媒当时的说法是，截至
2010年9月30日，华视传媒收购数码

媒体集团的商誉和无形资产减损约
为8950万美元至8510万美元。依据
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管理层现正要
求对上述商誉进行年度减值测试。
管理层不排除对上述商誉及无形资
产账面价值进行包括非现金减值在
内的调整的可能性。

官司拉锯战

这起诉讼的焦点集中在，华视
传媒表示，自己在并购DMG时受到
了上述被告虚假财务报表的引导，
被诈骗。按照合并协议，华视传媒以
1.6亿美元的现金及股票来支付合
并DMG的收购款。

然而，这一诉讼的内容令DMG
前股东无法接受———假如他们败
诉，相当于华视传媒一分钱也不用
花就得到了DMG，此外还可以得到
8000万美元以上的赔偿。

因为该诉讼的发生，致使华视
传媒没有在2010年如期支付DMG前
股东并购款，2011年2月22日，DMG
前股东集体向纽约法院递交法律意
见书。该意见书说：“自一年多以前
双方完成交易，华视接手管理DMG
的相关业务，直至2010年11月其无
法按时交付3000万美元的延期付
款，华视从未起诉（受到过）任何欺
诈……华视本有权在收到安永报告
时终止本次合并协议，但华视并未
如此，而是选择在得知安永公布的
重大差异时继续合并行为。”

紧接着的2月25日，DMG前股东
也不甘示弱，又将华视传媒告上法
庭，认为华视传媒违反并购时签订
的各项协议，案由包括违反并购协
议、托管协议等。该宗诉讼请求则没
有涉及具体金额，只要求：实际履行
所有协议；补偿性损害赔偿金判决
等。

该案于今年5月份在美国纽约
州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庭审的争议
焦点主要在于，DMG前股东方虚报
财务数据属于欺诈还是属于违约？
华视传媒在诉状中认为，其之所以
以1.6亿美元的高价并购DMG，正是

基于被告方提供的虚假信息，并购
才得以进行，这一行为已经远超合
同条款的约束，属于欺诈行为。而
DMG前股东方则认为，这些属于双
方并购合同中违约的部分，不属于
欺诈，而即便属于违约部分，也已经
过了合同约定的1年期限，DMG前股
东方认为，华视传媒已经没有权利
追究其违约责任。

美国时间11月3日，法院下发裁
决书认为，华视传媒提供的证据不
足以确证DMG前股东构成欺诈，因
此不支持华视对DMG提起的关于欺
诈的诉求，其虚构财务数据的行为
属于合同违约范畴，华视传媒可根
据违约条款向DMG股东等各方提出
索赔。此外，法院未支持DMG股东提
出的解冻股票诉求。法院宣判华视
传媒败诉，要求启动抵押华视传媒
3000万美元资产的法律程序，以偿
还收购DMG的分期款项。
“这意味着法院认定了DMG股

东虚构财务数据的事实，华视传媒
欺诈诉求被驳回属于程序性原则问
题。”熟悉此事的一位法律界人士认
为，如果一审裁决做出，则意味着华
视传媒吃了一个“哑巴亏”，造假事
实存在，却无法追究对方责任。但他
告诉记者，在美国，如果证据确凿，
欺诈案可有4年起诉期限，不受合同
所约定的1年期限约束。

根据华视传媒的相关公告，华
视传媒已决定继续上诉。

11月15日，华视传媒DMG前股
东的主要股东橡树投资和戈壁投
资致信华视传媒董事会，声称对这
家公司的未来感到十分担心，要求
董事会另觅人选接替李利民出任
华视传媒董事长。橡树投资和戈壁
投资在信中表示，最近几年李利民
对华视传媒公司一直都管理不善，
尤其在收购数码媒体集团(DMG)的
地铁广告业务以后，华视传媒令人
费解地解聘了大多数关键销售团
队，没有提供必要的资源来成功地
运作这项业务，导致并购后的整合
失败。

（下转第十五版）

华视传媒保“帅”难解收购未了局

1988年，在中国的第一个开发
区———中关村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中，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第
一批创立企业中的一员呱呱坠地。
经过23年的洗礼，当时的500家企
业中，现在仅存的也就只有十几家
了。而康得已经发展成为在国内设
有8家全资子公司、在境外设立全
资子公司、拥有2家上市公司，以节
能、环保、新能源为产业投资方向
的投资控股集团公司。

康得何以能发展如此神速？
“成功源自于梦想。”康得董事长钟
玉如此说。

康得人的三个“梦”

2010年7月16日，康得集团下
属的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康得新）在深交所成功上
市，上市回来，钟玉在集团里发表
了一个演讲，题目就叫“梦”。

他讲到，康得新公司1988年成
立，1989年推出产品，当时市场挺
火，到1989年底突然萧条，当时国
家正从紧缺经济转向饱和经济，
大件商品都卖不出去，使得公司
的产品积压了好几百万，造成亏
损。
“创业初期真的是非常难啊！”

钟玉告诉记者说，当时，企业没有
钱去餐馆吃饭，企业员工过年聚餐
都是你拎一只鸡，我拿一条鱼，他
带一瓶酒，30多个员工凑在一起聚
餐。员工都为企业的前景担忧而落
泪。不知是谁开了个头，大家一下
子哭成一片。
“我当时急了，抄起一瓶酒，和

大家讲，康得公司永远不会有倒闭
的那一天，康得大厦总有一天会在
中国的土地上耸立。”和全体员工
把酒干了。十年之后，1998年在康
得集团创立10周年之际，康得人经
过艰苦奋斗，用了十年的时间终于
建成了自己的大厦，康得大厦高高
地耸立在了上地信息产业基地。

第二个“梦”是在1998年康得
公司推动产业化的时候。当时美国
公司有一种高分子复合材料———

预涂膜，康得公司作为它的中国总
代理，做市场推广。

当时和美国公司签订协议，各
出资50%在中国合资成立一个生
产厂。可是，从1998年到2000年3年
时间，美国公司始终不投资。

2000年7月份，钟玉和美国公
司代表在长城饭店进行最后一次
谈判。钟玉问：“我们市场都开拓好
了，客户都翘首以待，你们到底什
么时候投资？”对方说：“对不起，我
们决定将这条生产线投在韩国。”
“当时我都气坏了，白纸黑字

的协议怎么能说撕毁就撕毁呢，这
是康得产业化的希望啊！”钟玉说，
“1000多万元投在市场上了，说没
就没了，凭什么呢！”

美国公司的这一招，把康得公
司逼入了绝境。可“塞翁失马，焉
知非福”，正是这一逼成就了康得
新今天的事业，也使这家美国公
司最后走向了灭亡。现在美国公
司的几位副总裁都成了康得新公
司的雇员，为企业开拓美国市场。
“我就不信我们中国人凭自己

的双手，建不成自己的生产线。”钟
玉当时暗下决心，可是回到公司一
说，没有一个人支持。

当时那个事业部只有十几个
销售人员，别说工程师，连一个工
人都没有。在如此高科技的高分子
领域投资，设备、工艺、配套都没
有，风险太大。

评价一个项目，首先要看什
么？钟玉说，项目论证最大的风险
是市场风险，首先研究的不是能不
能做得出来，而是能不能卖得出
去。

虽然决定干，但还是没有人相
信能成功。经过卧薪尝胆，2002年
10月16日，中国第一条预涂膜生产
线在北京昌平产业园建成投产了，
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刘海燕亲自去
剪彩。
“投产前一天，美国公司的总

裁给我打电话，问你们的生产线是
不是投产了，我说是，他说，你为什
么欺骗我？”

当时，康得公司花高价从美国
公司买来，低价卖给客户，自己赔
钱来维护客户关系。

钟玉说：“我们一直有这个想
法，当初要和你们一起建，是你们
把协议撕毁了。”最后对方理屈词
穷，说能来看看吗，钟玉说欢迎。他
来了看到现代化的厂房和设备，尤
其是刚建成一个星期产品就生产
出来了，他还真是佩服了，说：“未
来的世界第一是你们的。”
“回想当初，我们的第一任老

厂长，手往一大片空地一指，就在
这儿，建成中国第一条预涂膜生产
线！当时员工都偷笑，这怎么可能
呢，而今天，这一切都实现了。”钟
玉不无感慨地说。

投产成功了，下一步怎么走？
在庆功会上，钟玉又说出了他的第
三个“梦”：“有一天，我会带领你们
去敲响康得新在深交所上市的钟
声，而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也是
康得新走向世界第一的时候。”

8年后，2010年7月16日，康得
新在深交所成功上市。

“孙百万”们的财富故事

康得新成功上市了，员工们欢
呼雀跃。为什么？
“康得创业之初，就提出要创

造一个骨干持股，与金融市场、国
际市场接轨的跨国集团公司。”
1988年6月6日给大家讲的这句话，
钟玉至今记得还很清楚。

原来，公司上市前就给了100
多名员工股权。当时1.68元每股，
当时很多职工没有钱或钱不够。比
如，给某个员工10万元钱的股票，
员工只有3万元钱，另外7万元钟玉
个人掏腰包借钱给员工。

当时公司有个司机姓孙，在公
司勤勤恳恳地工作了很多年。钟玉
跟员工们说：“一旦我们企业上市，
像老孙这样的员工，就会成为百万
富翁。”当时没有人相信，同事们就
开玩笑戏称老孙为“孙百万”。

而今天，康得新股票每股52
元，假如职工当时掏了10万元钱买
了6万股，到今天就价值300万元以
上。老孙不但成为了真正的百万富
翁，而且是拥有好几百万的货真价
实的富翁。
“在康得，员工最大的收入不

是工资，而是股权。”钟玉说。公司
上市成功，很多骨干工人都身价百
万，干部们有的甚至成了千万、亿
万富翁。
“员工不在于有多少股票，而

在于公平，在于对个人价值的认
可。”对此，钟玉非常清醒。
为了使员工持股达到公平、公

开、透明，公司首先请了一个专业
公司来做方案，列出评分标准；其
次，方案经过员工集体讨论，都觉
得好再实行；第三，股权分配实行
抽屉格子，员工根据自己的工龄、
司龄、职位以及对企业的贡献等
等，就可以对号入座，算出自己应
该拥有的股权。最后才是员工购
股，有钱的交钱，没钱的钟玉个人
借给员工。而且，实行员工个人自
愿，愿意持股就买，不愿意的可以
不买。
“财散人聚”，钟玉相信这句老

话。
“不久前，公司实行期权时，仍

然实行这个办法。我不是为了个人
挣钱，是为了做事。在康得没有帮
派、没有嫡系，只有大家共同的利
益。”钟玉说，“要营造一个公平、公
正的环境氛围，创造一个‘企业爱
员工，员工爱企业’的和谐企业文
化。”

突破光学膜国产化“困局”

“有的产业是猪，喂得再肥也
只是一头大肥猪，而有的产业天生
就是一头象。”钟玉分析到。

康得作为一个有抱负的企业，
在实现预涂膜国产化之后，又把目
标瞄向了一个更高的目标。

钟玉给记者介绍说，作为高科
技复合材料的一类，预涂膜的价格
是5毛到5元一平方米，市场只有
300亿的市场容量。而光学膜价格
是20到200元一平方米，市场容量
在几千亿元以上。

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已经成
为世界最大的平板电视和手机消费
国和生产国，而电视屏幕、手机显示
屏等都离不开光学膜。光学膜在中
国市场需求最大，但是100%需要进
口，高端技术都在外国公司的手里。
“十二五”期间，我国把显示行

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光学膜作
为高科技材料产业已经上升到国
家战略的高度。
“中国没有规模光学膜企业。”

多年来，很多人都认为中国造不出
光学膜，因为光学膜的技术含量太
高了。

今年10月18日，康得新公司4000
万平方米的光学膜生产线投产仪式
在张家港隆重举行，中国第一家规模
光学膜生产企业投产成功，让整个股
市和亚洲全行业市场震动。

很多人认为不可能，甚至连专家
都不相信康得新能做得出来。日本三
菱等世界级的光学企业代表在现场看
到世界一流的净化厂房，再看到质量
一流的光学膜产品时，真的信服了。
“中国过去没有规模光学膜生

产企业，现在不但有了，而且产品
已经得到了京东方的认证，可替代
目前韩国三星的产品。”钟玉说，
“证明了公司已经在光学膜产品的
生产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成为
了我国首家突破国外壁垒拥有光
学膜生产技术的企业。”

演绎资本市场“传奇”

上市成功不但给员工带来了财

富，同时也给了资本市场一个惊喜。
公司股票一上市，就成为股票

市场的一匹黑马，但与大部分黑马
股票过山车似的行情不同，康得新
至今一直稳步增长。
正如一家金融投资界知名媒体

评价的那样：“康得新：一直在上涨，
从未套过人。”

从公司上市发行价14元至今复
权价52元，增长超过350%，成为中
国股市的一只明星股。
目前，康得新公司是国内首家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从事预涂技术
研发和预涂膜生产的企业，是国家
预涂膜行业标准及国家覆膜工艺标
准的主要起草单位。公司预涂膜产
品生产规模、质量、品牌国内第一、
世界领先，也是国内唯一一家能满
足出口欧美等国家质量要求的预涂
膜企业，产品行销全国，出口美国、
欧洲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年底通过扩大规模和技
术升级，明年将超越世界第二的印
度公司，成为预涂膜行业的世界第
一。

成为世界第一之后，下一步怎
么办？据记者了解，康得新一直致力
于新材料的研究，在这方面，康得新
早在5年前就开始做研发准备了，作
为技术储备，康得新新一代光学膜
材料已经研究成功。
不久前，公司公布增发预案，募

集资金总额20亿元，用于投资30亿
建设年产2亿平方米光学膜项目，并
配套生产5万吨光学膜基材PET、1
万吨保护膜和0.61万吨UV固化黏
合剂，形成上下游一体化、具备较强
竞争力的完整的光学薄膜产业集
群。
“从这一刻起，康得新人开启

一个新的伟大梦想，打造国际高分
子复合膜材料的领军企业。”钟玉
对记者表示。

破解光学膜国产化“哥德巴赫猜想”
本报记者李延生

“十二五”期间，我国把显示行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光学膜作为高科技
材料产业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钟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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