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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林
本报记者 刘凌林

民企大跃进式的
“走出去”

大连“双子”的政商路

“如我明年还能站在这儿讲课，那
就说明没事儿喽，”4月 26日，在清华
企业家讲堂上，57岁的王健林不得不
再次辟谣，受“被调查、限制出境”的传
言困扰的他显得有些无奈。

而此时，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已
经“失踪”一个多月，他打造的商业帝
国正处在折戟沉沙的边缘。

政商关系的微妙使得徐明和王健
林两位被誉为大连“双子”的民营企业
家“陷入同一漩涡”。

政商之路可能是处于弱势的民企
的生存发展之捷径，但不正常的政商
关系也会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死结。

脆弱的“关系密集型企业”

虽然徐明的失踪“因与前大连某
官员及其家属过从甚密”只是传言，但
“失踪”已经一个多月的徐明至今没有
任何消息，而其筑造的庞大商业帝
国———实德集团却陷入空前的危局。

有媒体称，实德已委托国内一家
律师事务所的企业破产业务部门启动
破产的前期准备程序。但实德集团发
表声明，否认进入破产程序。
“实德，已经基本走完了中国民企

能走的所有的路，下面的路?没有了。”
一位万达集团离职高管说。

而仅仅在五个多月前，实德集团
还以 121亿元营业收入位列 2011 年
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第 66位。
从一个冷库业务员，到各种富豪

榜上均赫赫有名的富豪，二十年间，徐
明创造了一般人难以企及庞大商业帝
国。

2011年，胡润富豪榜中，年仅 40
岁的徐明已有高达 140亿元之巨的身
家。但作为一家完全的民营企业的实
德，却一直身披浓厚的政府色彩。有人
把这种企业称为典型的“关系密集型
企业”。

实际上，徐明的每一步成功都有
政商关系的影子。

1992年 10 月，22 岁的徐明成为
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的经理和
法定代表人，这家有着政府背景的小
型贸易公司，成为徐明打造“商业帝
国”的起点。
在其后的三年时间里，徐明的企

业获得大连站前胜利广场、星海湾等
30多个大型基建工程项目，这些工程
项目为徐明赚取了第一桶金。

分析人士指出，在基建行业，如此
大型项目的获得、各行政部门的审批，
对于一个刚刚成立的民企而言委实不
简单。

事实上，无论从早期的机械、建
材、化工，还是到后来的地产、金融，实
德的业务、融资及其审批都受到政府
政策及其与政府的关系的影响，特别
是对石化这样垄断性行业的介入，并
非普通民企所能染指的。
据媒体报道，实德高管层中包括

集团党委书记、辽宁省原省长助理杨
宝善和副董事长阮鑫光这两位前政府
官员，大连市前市长魏富海亦曾担任
过实德集团顾问。

1995年 8月，徐明用自己的全部
资金加上 1.2亿元贷款引进了 12 条
塑钢型材生产线，这个举动在外人看
来无疑是冒险的，因为塑钢型材在当
时国内还没有形成市场。不过就在第

二年，大连市政府就以行政命令推广
使用塑钢门窗，还给予政策补贴。徐明
借此迅速做大了市场，成为全球最大
的塑钢生产商之一。

更神奇的是，有媒体报道称，2001
年初，当时注册资本仅有 1.2亿元的实
德集团突然获得一笔近 40 亿元的注
资，成为徐明财富传奇的最大转折点，
但这笔资金来自何方，至今是谜。

徐明介入石化行业，更引起外界
对其政商结合的联想。2004年，大连
市开始规划双岛湾石化项目，徐明向
大连市政府提出建设双岛湾大型石化
项目，预计投资达 416亿元人民币。
2004年 9月，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
大连实德集团公司获得成品油国际贸
易经营权牌照。不过，2009年 7月，该
项目规划被否，徐明的化工梦也成了
幻影。

徐明的失踪，无疑留给实德集团
的是一个残局。这家曾经叱咤风云的
民营企业，这个涉足金融、地产、化建、
足球等六大产业、拥有 40余家关联公
司的商业帝国，其资本和债务状况似
乎已陷入空前的绝境。

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与徐明相比，王健林在政商关系
处理上显然更成熟、老道。

被称为“红顶商人”的王健林毫不
避讳自己的“政商之道”。
“万达只跟政治上有追求的官员

打交道。”也许是今天的商业地位让王
健林有这样的底气。

了解的人都知道，生于红色家
庭、有过 18年的行伍生涯和 2年的
公务员履历的王健林，能在短短 24
年间建起了万达商业帝国绝非“单打
独斗”，整合政府资源是王健林的拿
手好戏。

在最新《新财富》杂志发布“新财
富 500富人榜”上，王健林以 460亿元
的财富成为今年首富。

房地产开发，特别是商业地产的
开发最需要跟政府官员打交道。
“从商要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在商言商，在政言政，最好两个不掺
和。”

显然，王健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

归功于他的政治敏锐以及对政商关系
的精准拿捏。

王健林还是少数成为党代表的民
营企业家之一。四年前王健林将总部
从大连迁至北京。
“有传言很正常，特别万达是从大

连走出来的，但 15年前万达就做了决
定，所有公司都不能收取现金，制度上
杜绝不行贿。万达是少有的敢公开说
我们不行贿的企业。”王健林说。
“政府关系在万达最初的发展中，

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但最终万达是
靠产品去打动地方政府。”一位追随王
健林多年的万达高管说。
据了解，万达大多数项目都是来

自政府的邀请，几乎没有在土地拍卖
市场上有过竞争对手。上海南汇项目，
万达以周边楼面地价 1/3的价格拿下。
在万达北京总部，几乎每天都有

地方官员造访，希望见到王健林，并
“带回”一两个万达广场。

从为政府分忧解难，到政府上门
求援，王健林对官员追求政绩心理的
准确掌握，使其政商关系发挥得淋漓
尽致。

进退足坛

4月 21日，大连实德不出意外的
主场输给上海申花，赛后殴打女记者
事件成这场比赛唯一的新闻。
足球，曾经给徐明和他的实德系

带来荣耀领域，随着企业经历危局也
日渐式微。
实际上，万达和实德在构建各自

庞大商业帝国的过程中，都跟足球有
不解之缘，这两家民企也正是因为足
球而声名鹊起。在一定程度上说，是足
球成就了王健林和徐明。

自 1994年开始的中国足球甲级
A组联赛，让不少企业包括国有、民营
企业在这一轮足球投资盛宴中分享了
成功，王健林便是其中标志性人物。

万达成立的中国第一家职业足
球俱乐部———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在
6年内取得 4次夺冠、3连冠、连续 55
场不败骄人战绩。也为大连赢得“足球
之城”的美誉。

投资足球的成功不仅是商业上的
成功，也为王健林的政商关系添加了

重要的筹码。
但随着中国足球的衰落，王健林

依然选择离场，更重要的是此时的万
达集团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走出大连，
开始布局全国。

在大连市有意打“足球名片”的背
景下，大连市领导急需有人接盘王健
林的足球。

1999年 12月 24日，28岁的徐明
以 1.2亿元代价从王健林手中接手了
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

事实上，与嗜球成狂的王健林相
比，徐明却是个门外汉，但并不妨碍他
涉足足球。如果说王健林退出足球缘
于对中国足球的失望，而徐明投资足
球却更多是公权力关系。

据知情人透露，“徐明不懂球，也
不看球。”徐明进入足球圈，只是把足
球当成企业运转的棋子。

事实也证明，徐明没有走错这步
棋，“大连实德”足球，不仅让徐明在全
国“一夜成名”，也让实德达到鼎盛。
“实德系”一度拥有 7支球队，几可操
纵国内足球联赛。

当时，大连实德队和大连服装节
成为大连市的两张名片。徐明的名气
到了巅峰，意气风发的他甚至密谋一
场“足球革命”。

2004年 10月 17日，中国国足兵
败科威特，徐明联合 7个俱乐部老总，
连夜抛出包括《关于成立中国足球职
业俱乐部联盟有限公司的提案》在内
的 13份文件，要求“抛开足协，另起炉
灶”。

随着地方政府对足球支持的减
弱，徐明对足球的投入亦大幅减少，成
绩随即一落千丈。

如今，阴云笼罩的实德更无暇顾
及足球了。

而王健林在离开足坛 11年之久
后却出其不意地重返足坛。2011年 7
月，王健林宣布 3年投入 5亿元重返
中国足坛。

据了解，2011年 1月 28日，在有
中央领导主持召开足球工作座谈会
上，王健林作为商业界的唯一代表列
席了会议。王健林有关足球的建议的
报告亦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示。

足球的进出之间，是王健林的政
商之道。

自3月15日，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
徐明“失踪”以来，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这家曾呼风唤雨的民企陷入了空前的
质疑。

之所以所关注，是因为与“从一个
冷库业务员，到福布斯榜上有名的富
豪，从一名小企业主，到一个商业帝国
的掌门人，徐明20年间的成长和发展
常被猜测与其在政府方面的关系有
关”。而伴随着其背后“关系”的倒塌，
徐明构筑的这个商业帝国也岌岌可
危。

近年来，类似经济大案时有发生，
一批高官落马，往往“拔出萝卜带出
泥”，一批明星企业家被“拉下水”。
从2003年上海首富、农凯集团董事长
周正毅被捕，到2010年中国首富、国美
电器主席黄光裕锒铛入狱，“明星富
豪”接二连三地倒下。

这些倒下的明星富豪有个共同的
特点，就是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也构
建起一张复杂隐秘的公权“关系”或
“背景”网络，并依靠这种公权“关系”，
获取了一般企业难得的诸种资源，使

企业得以快速“成长”，构建起庞大的
商业“帝国”。

人们把这样企业形象地称为“关
系密集型企业”。他们往往有着艰辛的
第一桶金，因而在“做大”的诱惑之下
铤而走险，依靠“特定权力关系”获取
超大项目所必需的行政资源，进而在
一些行业等领域提前布局，获取超额
回报。
“成也关系，败也关系”。著名财经

评论员叶檀分析认为，实德是典型的
“关系密集型企业”。“实德模式”要害
之一就是依靠神秘力量占据权贵溢
价。实德起步时间并不长，即借“关系”
之力，公司涉足领域一些属于民资难
入的敏感行业，企业得到快速发展。

事实上，这在历史上也早有先例，
胡雪岩、盛宣怀等红顶商人，正是因为
跟政界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使他们
在商界能左右逢源，呼风唤雨、盛极一
时。虽然最后的下场可悲可叹，但他
们却依然是当下许多商人艳羡效法
的偶像。

造成“关系密集型企业”的盛行
的根本原因是目前制度的不健全。一
方面，虽然逐利是企业家的本性，赚

钱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可以靠
能力和创新实现，但如果制度不健
全，政府的权力过大，加上社会上存
在的腐败之风，在这样的背景下，民
营企业家为企业的自身利益不可避
免地会走上攀附政府、跟政府建立更
密切关系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权
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当权者往
往就会肆无忌惮，出现权力寻租、官
商勾结的现象。

如果将企业的发展和命运寄生在
不正常的畸形的政商关系上，结局显
然是悲催的。因为将追逐利润之巢构
筑在权力之树上，一旦树倒，覆巢之下
岂有完卵，必然成为畸形政商关系的
牺牲品。

实际上，正常的政商关系是必要
的。一个健康的政商关系，能营造一个
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能给民企带来
基本的尊严和企业公民的平等身份，
能使市场具备本应有的机会均等和公
平交易，从而确保企业和企业家的健
康成长。

在一个正常的商业社会中，企业
家的职责应是专注经营企业，打造核
心竞争力，而非苦心经营人脉，以投机

之道一夕暴富。
政商关系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好

了能形成政商关系的良性互动，用不
好就可能是两败俱伤。因此，政商关系
需要把握一个保持平衡的度，这个
“度”就是违法的事一定不能做。

当然，在中国特殊的营商环境中，
企业如何拿捏好政商关系并非易事。

要处理这类关系，需要的不仅仅
是卓越的经营管理能力，也需要老辣
的政治眼光，遂有民营企业家必须是
政治家的说法。如果能做到“商业的归
商业，政治的归政治”，也就没有企业
家的“被失踪”以及“关系人”的落马。

一些政商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的企
业，一方面和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这是
现实的生存法则；另一方面又不和特
定的权力主体捆绑过深，保持自身的
底线。

专家指出，解决中国特色的“关系
密集型”问题，必须有赖于更进一步
的改革。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政商精
英已经明白，这类问题的存在，仍然
是因为存在着权力错位越位，改革
未能深入。只有继续改革，否则，仍
会更多的有人步“徐明们”之后尘。

政商关系是把“双刃剑”
南林

不久前，王健林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表示，“未来一年万达
会有震惊世界的并购发生。”

日前，《纽约时报》报道称，万达集团将美国第二大院线
AMC，收购金额接近 100亿人民币。

对于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万达方面选择沉默。
几乎在同一时间，黄怒波和他的中坤集团在冰岛一度搁

浅的买地计划出现转机，只是“由买改租”。虽然中坤方面表示
还没有签订最后的协议，但这则消息，却让黄怒波再次成为关
注焦点。

万达、中坤两个地产民企，不约而同开始大跃进式的“走
出去”，是楼市调控下的企业转型？还是国际化战略的需要？

走出去：失败了也有收获

2011年 8月，当黄怒波向外宣布准备斥资 800万美元，
购买一块达 3000公顷，相当于冰岛 0.3%面积的土地，消息一
出，世界震惊了，黄怒波也因此一夜成名。

这块地位于冰岛东北部，面积为 300平方公里，相当于冰
岛国土面积的 0.3%。按照中坤之前的规划，将建五星级酒店
和度假村两种业态。

对于中坤集团的“走出去”，有业内人士表示，这主要是
因为国内严格的房产政策调控和限购政策，给海外置业提供
了很大的机遇。在政策调控的影响下，和国内低迷的楼市对
比，海外楼市却“风生水起”。

实际上，购买冰岛土地是黄怒波构建旅游休闲地产版图
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坤度假地产现已布局日本、美国。“冰岛是
一个模范，只有做好了，才能去延展到。”黄怒波说。

虽然，冰岛买地还没有成功，但收获不小。黄怒波坦言，
“冰岛事件是一个分水岭，它改变了中坤。”

在这之前，这位有诗人、文学家、登山家等多重身份民营
企业家，虽然也曾登上福布斯排行榜，但他自己和他的企业中
坤集团并不太为公众所熟知。

冰岛买地事件让黄怒波和他的中坤集团受到人们的关
注，黄怒波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同时，其从事的相对陌生的
旅游地产行业也引起人们的注意。

有媒体分析，中坤作为第二梯队的民营地产商，从名气角
度来说，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同属第二梯队的几家旅游地产
商，势头直逼万达集团。

黄怒波把自己比作当代中国民营企业“正在走出去”的先
遣分队，向惶恐的西方世界高声解释“中国民营企业”的含义。

对于民营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黄怒波认为，金融危机
以后的一系列的调控，再加上劳动力、原材料成本上涨，使民
企生存发展变得艰难了，这就需要向外找一个空间。另外，中
国民营企业都成长起来了，经历过这么多年的打磨，都有它的
生命力了，这个时候必然的跟中国经济一样，需要有一个国际
化的视野。

与黄怒波相比，王健林的海外投资更是大手笔。拿 100亿
元收购美国第二大院线并非一般的民企能做到的，凸显出万
达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战略布局。

王健林把文化产业作为万达集团转型的重要战略之一。
“文化产业、旅游度假是万达近年来的重头戏。”王健林说。

在王健林勾画的版图里，万达将加大在文化和旅游领域
的投资，储存未来 10年的竞争优势，并在 2020年彻底实现转
型。

万达集团于 2005年开始投资文化产业，其中万达电影院
线以每年 100块银幕的增速爆发式成长，目前成为亚洲银幕
数排名第一的电影院线。

据王健林近日透露，2012年万达集团的收入将突破 1400
亿元，其中，文化产业收入将破 200亿元，居国内第一。“5年
内，其文化产业收入规模有望破 400亿元，进入全球文化产业
的前 50强。”

对于万达集团选择收购 AMC院线的目的，业内人分析，
“收购 AMC的目的可能有两方面，一是为万达院线上市制造
新的卖点，二是为万达影视传媒制作的电影未来在北美市场
发行铺路。”

虽然，王健林的美国收购，黄怒波的冰岛买地都还没有落
地。但已经收获了我们中国民营企业的知名度，也是让大家了
解了中国民营企业现在有国际化的这种需求以及民营企业国
际化的现状，也为后来人提供了经验。正如黄怒波所说，即使
失败了也有收获。

转型：领先一步

在楼市“寒冬”，大部分房地产商叫苦不迭时，住宅地产起
家的王健林与黄怒波却能轻松应对，财富保持持续增长。

这得益于他们敏锐的市场把握以及领先别人一步的成功
转型，正是盈利模式的加速转型，为他们赢得了先机。正所谓
“一步领先步步领先。”

2004年，正是国内住宅市场最火爆之际，黄怒波毅然转
型，进军当时无人问津的休闲地产。

谈起当年的转型，黄怒波会讲一个故事：在北京 CBD 的
一次土地拍卖上，发现了一群“不速之客”，他们并非资深的房
地产商人，而是来自各种暴利行业。他认为房地产将有问题。

正是从这场拍卖会上，让黄怒波决定淡出住宅地产，将中
坤的重心转向休闲度假地产。

事实证明，黄怒波当年的抉择是正确的。“要坚持差异化，
大家都做的事我不要做，这是企业能够在危机中不倒下去的
办法。”

相比中坤集团的转型，万达集团的转型则是多元的。万达
集团已经构建起商业地产、旅游投资、文化产业、连锁百货和
高级酒店等五大架构体系。

万达创造的“订单商业地产”的全新模式，奠定了其在业
内的领军地位。万达顺势打造了商业地产、酒店、文化院线和
连锁百货四大支柱产业，步入相关产业多元化的良性循环，形
成了万达独特的“资金方程式”。
“万达影院也是业内第一。这是一不小心做成的。万达进

入的领域，什么央企国企都不再有机会做老大。”王健林毫不
掩饰他自称为“不谦虚”的说法。

据了解，近期，万达商业地产和万达院线已经双双向证监
会提交上市申请。前者仍在初审中，公司拟上市的地点则为上
海证券交易所，保荐机构为银河证券；万达院线拟在深交所上
市，保荐机构为中银国际，其上市进程已领先前者。

不过，在高速扩张之下，万达集团也暴露出过一些管理的
短板。

业内人士指出，“高速扩张会让投资、招商、运营诸环节都
存在风险，万达应该把握合适、合理的节奏。”万达构筑的庞大
商业帝国，必然需要庞大的员工群体来支撑，这对万达的管理
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如此大干快上的文化产业，也难保不出
现管理或其他方面滞后的漏洞。

政商之路可能是处于弱势的民企的生存发展之捷径，但不正常的
政商关系也会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死结。

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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