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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5月 2日，黄怒波冰岛买
地的事情传来好消息。据冰岛媒体报
道，黄怒波与当地政府达成一致，将
租借面积为 300 平方公里农场的
70%，租期为 40年。而据中坤方面的
消息，租约并未正式签署，还有待于
冰岛工业部的讨论。此前，冰岛政府
曾驳回了黄怒波的买地申请。

问：能给我们讲讲当初为什么选
择到冰岛去买地？

黄怒波：在冰岛买地是我们希望
能够实质走向国际化的一个步骤。我
们在国内做了这么多年的布局，做了
度假地产、旅游地产，最后发现，我们
2020 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旅游
资源国。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需要布
局。

比如说，我们希望全世界的客户
来中国度假，我们也希望中国成长起
来的客户群跟着我们到我们的美国
度假区、冰岛度假区去度假，这么个
背景下我们再考虑国际化。第一步，
我们做美国做了很多年，做得还不
错。在（已做）美国的情况下，我们再
选择一个冰岛。

选择冰岛是因为冰岛代表一个
北欧的社会，冰岛、丹麦、芬兰它们都
是一个板块。这个板块总体上社会发
展的形态还是很完善，法制还是很健
全，再一个国民素质高，资源好。

遇到金融危机，你看现在有可能
最先恢复国家的，还是它们。人口也
少，环境保护也好，最重要的文化差
异大。当然对企业来说，还有一个重
要因素，就是它的起步目前比较低，
门槛低。不像你跑到法国去怎么做？
法国、英国，它的市场发展得是世界
上最成熟的，你这个时候去成本就很
高了。所以，看了这么多条件以后，就
选择到冰岛。

假如说能进去冰岛投资，我们就
希望到丹麦、芬兰、挪威、瑞典，还有
格陵兰岛，最后能够花十年打造成一
个国际的度假板块，是这么一个战
略。

问：中坤在冰岛买地，一出手就
是 300平方公里。去年这个事情曾经
被冰岛政府拒绝，这和面积大有没有
关系？
黄怒波：这一个是跟面积有关

系。当然了，主要是对中国人购买土
地很警惕。我想有几个原因：一个还
是冷战思维，比如说它对欧盟内部的
人他们都不排斥，对欧盟以外的人，
尤其对中国人，排斥性很大，我想这
个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么大面积主
要他没弄懂，因为 300平方公里主要
都是荒山、荒地，拥有者是老百姓，他
们也没有划分哪块是谁的，只是说
“我们共同拥有这个，各占了多少股
份”。这样，卖的时候他也不能卖最好
的那块。最好的那块其实卖给我也值
不了几个钱，也不到 10平方公里。情
况是“你要买就都得买走”。他卖给
我，我可以把 300平方公里做一个国
际的度假的山地公园。徒步啊、骑马
啊、山地自行车啊、热气球啊，都可
以。

对我来说，度假的人到那么荒凉
的地方干吗？就是体验荒凉。它就对
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所以
冰岛，尤其是欧洲，主要还是欧洲的
人对“北极”太敏感了。就想着“中国
人一个原来在政府工作的企业人去
冰岛去买一块？他们以后就占了这个
用地了？”

问：冰岛买地这件事，给你和给
中坤带来怎样的变化？

黄怒波：当然，第一个变化原来
也没想到，就是特别不喜欢被人关
注嘛，但这个事情把我推向全世界
了，那你不得不面对全世界要看着
你怎么干，原来干好干坏是自己嘛。
第二，你做企业还是要以做企业为
主，现在（我）变成一个，面对媒体的
新闻人，这个压力也蛮大的。但第二
个好处就是说，你突然一下在全世
界有名了，而且我觉得最大的好处
就是，终于有机会向全世界解释，民
营企业是怎么回事了，为什么我们
是民营企业，为什么原来在中宣部
干过，讲一下我们当年怎么有一个
下海潮，就为以后民企走出去的发
展空间做了一个前期想不到的解释
的，舆论的铺垫吧。

问：中坤完整的全球度假产业是
个什么样子？

黄怒波：我希望是这样，10年内
中坤变成一个在全球度假产业里面
有分量的一个企业，中国企业。那么
它的一个特点，拥有大量的景区资
源，大量的酒店资源，还有大量的文
化资源，还有大量的客户群，俱乐部
制。我希望，它最大的特点是一个国
际的、网络化的。它的消费人群是双
向的，互动的，不是单一的。比如，我
那些景区中国人都可以去，但美国人
也可以来，冰岛人也可以来。这样的
规模下来，我希望 10年内在国际的
度假板块里面，有中国的品牌，这个
在国际度假板块里目前看，如果我努

力，可能就是中坤，因为别的企业我
知道可能还没有这么一个大的扩张
的计划。

问：通过中坤的国际化轨迹，你
怎么看中国旅游地产公司走出去的
大趋势？

黄怒波：你知道现在中国民营企
业发展了，有两条原因不得不出去。
第一个原因就是国企普遍进入到了
社会各个能竞争的领域，再加上劳动
力成本、原材料成本上涨，民企生存
就很艰难了，需要向外找一个空间。
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经济这么多年
发展得很好。中国民营企业成长了，
而且经历过这么多年的打磨，具有旺
盛的生命力了，必然跟中国经济一
样，开始有一个国际的视角。

问：作为一个已经走出去的民
企，中坤有什么经验可以和大家分
享？

黄怒波：第一，你确实需要一个
投资战略，你不要简单地说，我出去
就是要像在中国一样，买一个矿就乱
挖乱采，挣一大笔钱，在国际上很难
很难。就是说你这个企业到了这一
步，需要战略布局了。第二，你可能确
实需要有耐心，因为在国际上做事
情，那个地方有一套它的规律，投资
期会比较漫长。第三，你需要有团队，
你没有团队不行，这个团队你靠空降
的团队也不行，你还得靠本土团队。
所以，中国企业走出去，一般从交学
费到找到窍门、上了轨道，我认为得
四五年。当然最后一个就是说，中国
企业要善于利用中国的国家影响力，
跟当地的社区要搞好关系。比如说，
你要参与它的公益事业。因为你现在
走到哪儿大家就说你是中国人，不像
过去那么鄙视了，觉得你强大了，他
会带着怀疑、害怕的态度，你要跟社
区搞好关系，就要参与到他的社会公
益当中去。

（网易《财经会客厅》供稿）

黄怒波讲述投资背后个中原由
中坤投资集团冰岛买地或曙光又现

挽救中国企业家的“精气神溃败”
（上接第八版）

热心公益，回报社会。企业和企
业家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全社会的
支持。企业的财富来源于社会，反哺
民众、回报社会是企业的责任。

这四方面的事做好了，企业家方
可气静而智足。解决了“缺气”问题，
“变动不居，生生不息”，这是《易经》
中被伏羲描绘的宇宙精神，被中华民
族视为自己的主体精神，横亘数千
年，畅达不息。宋志平曾经说：“要为
祖国有一往无前的心气，这是我们公
司的精神”，这就是指企业家要具有
“气”，要国家利益至上。即使在内忧
外患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能够坚持本
民族的精神，仍然坚持中国民族企业
家的“气”。

如何解决中国企业家“神”的问
题。神自何来？来自管理，来自创新。

企业家的“神”最重要的部分就
是创新。创新讲的是保持生命的不停

息，切忌安于现状。创新是中国改革
开放时代的产物，凝结在实体经济中
更多地表现在科技创新上。企业发展
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出现继续成长的
停滞状态，这样的停滞是因为旧有管
理经营模式、旧有技术方式的捆绑和
束缚。要想获得新生，企业需要冲出
“猪栏理想”，敢于打破现状，进行科
技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
新等。对于企业家来说，也是这样，企
业家到一定年龄或职务，就会停滞不
前、安于现状。这时候，就需要企业家
的“神”来发挥作用，鼓励企业家继续
向前，坚持思想创新、知识创新、工作
创新，努力创造新的成就。创新，意味
着抛弃过去的生命，延续新的生命，
这显然是件艰难和痛苦的事。其次就
是企业家要有冒险精神。企业家是市
场经济的“国王”，而勇于冒险、勇于
“创造性破坏”的正是市场经济条件
下企业家的核心价值。这句话强调的

就是企业家的冒险精神。
目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重

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和转型期。利
益格局出现深刻调整，带来了价值
取向的复杂多样，没有指导思想、理
想信念、精神支柱和道德规范的统
一与共识，便不足以构建中国企业
家们共有精神家园，不足以巩固全
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所以，在这个历史的转折期，提出挽
救中国企业家的精气神，具有很强
的现实意义。

一种精神的丧失，是一个历史过
程，挽救企业家的精气神也是一个历
史工程、一个系统的过程，需要社会
上方方面面的努力和自身的觉悟，首
先要做到的是确立中国企业的核心
价值观。人需要有精神支撑和价值导
向，企业家同样需要正确的价值导
向。卢作孚曾说：“天下事业之成，必
有一批人披肝沥胆、推心置腹，以相

纠其短、相携于义，此种精神亦正待
吾辈倡之。”本报在1月10日中国企业
核心价值观对16个字的归纳，便是阻
止中国企业家精神涣散的努力。

企业家们的精气神救赎最终必
然来源于他们自身，对他们而言，学
会恰当的“公民道德报效祖国的自
由”，而不是放纵的自由，至为关键。
冲破对于财富的信仰，学会对于放纵
利润追逐的自我抵制，让财富成为实
现自由的工具、挽救国家的工具，而
不是遮蔽自由的迷障，这是一个艰难
的过程。我们的民族和社会都还在艰
难的学习中，企业家们有可能成为这
条征途上的先行者。

中国经济发展之成，关键在于一
批有理想、有追求、有精气神的企业
家。

挽救中国企业家的精气神，就是
在挽救中国经济，挽救中华民族的命
运。

（上接第十三版）
时隔 3 年，到 2010 年 12 月 31 日，庞康就直接持有股

本 7575.9988 万股，加上间接持有的 19%股份，实际控制股
份达到 30.4%以上，折合人民币 14 亿元。

而海天股份在发展过程中也曾两次让职工参股，第一
次是 1992 年以 0.33 元 /股发行员工内部股；第二次在 1997
年再次以 1 元 /股的价格增发员工内部股，到了 2008 年，海
天股份的持股人数已超过 800 位。

就这 800 多人，成为海天股份上市的障碍。
于是，在 2008 年 10 月 13 日至 10 月 15 日，海天集团

与 807 名职工股东们签订了《广东海天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回购协议》。

海天集团回购了这 807 名员工持有的海天集团的股
权，总计相当于 47332327 元注册资本，回购价格为 19.532
元 /注册资本。

同时，海天集团还分别与 330 名员工签署了《广东海天
集团有限公司奖励股权回购协议》。

海天集团回购时仍由员工来持有股，但仍按激励制度
授予员工们享有约定权益的股权，总计相当于 55297129 元
注册资本，回购价还是为 19.532 元 /注册资本，回购价款均
分期支付。为此，海天股份将支付逾 20 亿元人民币。

同年，58 名海天股份管理层股东们开始对海天集团的
出资、增资，受让股权的价格为 1 元 /注册资本或 2.18 元 /
注册资本。

原始股东们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他们的权利被剥
夺，高层利用暗中多次为自己增持股份甚至送股，再强迫
职工股东退股，最终不花一分钱将近百亿元资产的公司变
成 58 人的私人公司。

原始股东们还说，海天公司从 2002 年就开始没有向股
东们公开明细财务报表。

而《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从 2001 年开始，海天公
司净利润为 1.3826 亿元，2002 年为 1.2741 亿元，2003 年为
1.8133 亿元，2004 年为 2.4827 亿元，2005 年为 2.8463 亿
元，5 年合计净利润为 9.78 亿元，实际上每年分红还不到
20%。

在审计报告资产负债表上显示，从 2002 年 12 月财务
报表应付工资科目余额达 3.6156 亿，2003 年应付工资科目
为 5.8211 亿 ，2004 年应付工 资为 4.4486 亿，2005 年 为
6.0488 亿，与实际相比较，按现金流量表，2002 年全年职工
工资实际仅支付 0.4 亿，2003 年 0.41 亿，2004 年 0.38 亿，
2005 年则为 0.89 亿，明显蓄意增加经营费用减少企业利
润，也为日后股权回购低估股值做了准备。

到 2005 年末，短期投资金额高达 15.7873 亿元，这些
高额资金运作，根本就没有向原始股东们进行说明和披露
信息。

原始股东们称，这只不过是以庞康为首的管理层以隐
瞒方式来蚕食和侵吞国家、集体资产的套路。

比较玩味的是，在 2007 年，海天集团通过在香港的子
公司香港海天来收购兴兆环球，兴兆环球此前持有海天股
份 30%的股权。

而海天集团拥有海天股份的全部股权，此时的海天集
团是职工持股公司，并没有变成庞康为代表的 58 人持有
的公司，从理论上属于职工持有海天股份 100%的股权。

但在 2008 年，以海天集团为主导的职工持股会对其他
员工进行退股时，仍然按照原股数标准来退股。

疑问就出来了，那回购的光兆环球的 30%股份到底去
了哪儿呢？

原职工股东们对《中国企业报》记者称，在 2000 年是按
照 2：2.37 的比例进行配股，之后，一直到 2008 年原始股东
们退股，没有再向原始股东们进行配股。
“这些股份被庞康等人彻底侵吞了。”一位原始股东直

接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北京市金永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杜福海对《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以庞康为代表的管理层在这一系列资本运
作过程中，对光兆环球收回的 30%股份处置，有存在损害
原始股东们的可能性；同时在回购职工股过程中，也可能
损害了几百名职工的经济利益。如果这一切情况是属实
的，以庞康为代表的管理层就有严重的犯罪行为。
《中国企业报》记者正在积极联系一些了解详细内情

的原始股东们，搞清楚以庞康为代表的管理层，是怎么从
原始股东们手中获得股权的全部过程。
《中国企业报》记者曾联系海天集团董事会相关人员，

但对方以各种理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海天股份 IPO
少数股东侵吞股权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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