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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钟文

9 月 23 日，台风“凤凰”与温州

擦肩而过，暴风雨过后，晴朗的天空

格外湛蓝。此时的瑞安市町田镇文华

路异常宁静，道路两边散布着几家工

厂和一些农房，周围杂草丛生略显荒

凉。 道路一侧，几百米长一字排开坐

落着三处厂房，其中两处已是大门紧

闭，另一处有办公楼层的大院大门留

出了一扇门的间隙。

这里就是瑞安 50强企业华滨的

所在地。

门卫室几位保安和一位值守人

员正百无聊赖地玩着手机， 他们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华滨已经停

产差不多两个月了，公司正在转型。

但对于转型之后生产什么产品、什

么时候开工， 值守人员没有作出回

应。

“这些房子都是华滨的。”华滨斜

对面的温州万业电器有限公司的宋

老板和几位工人蹲在华滨一厂房的

阴凉处闲聊。 宋老板告诉记者，这几

处厂房都是华滨的，估计有一百多亩

地。 对于华滨的停产宋老板很是唏

嘘，他告诉记者，华滨在当地很有名

气，是瑞安名列前茅的企业；而华滨

董事长余碎斌，更是当地响当当的风

云人物。

据知情人介绍，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余碎斌就开始走街串巷贩

卖袜子等小商品。 1989年，他借款和

朋友合作创办了华滨渔网厂。在赚取

了第一桶金后，1996 年他们又合股

创办浙江华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三

年后，余碎斌买下朋友的股份，开始

独资经营。在谈到当年为何要买下朋

友的股份时，余碎斌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不愿朋友和自己一起去承担

更大的风险。

几年以后，一场看似非常大的风

险投资在华滨实施，华滨花巨资引进

一条日本三菱重工制造的 BOPP 薄

膜生产线。 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这

一举措迅速改变了华滨的发展速度。

2004 年，华滨总产值已超过 5 亿元，

成为瑞安市的明星企业。 2008年，华

滨位列瑞安市前五强企业。

“每天赚进一辆宝马车。”谈到华

滨当年的盛景， 宋老板告诉记者，当

时投资一条生产线要一亿多元，华滨

先后引进了四条这样的生产线，总投

资就需要五六亿元。

丰厚的利润引来众多投资者，许

多企业蜂拥而至引进高端 BOPP 薄

膜生产线。而无序的竞争也使得利润

日益下降。华滨最后不得不关停一些

生产线，因为越做越亏。

宋老板分析说，华滨突然停产可

能与目前的大环境有关。 他告诉记

者，目前瑞安很多企业都面临着经营

压力，裁员企业特别多。他坦言，他的

公司原来有 100多员工，但现在只有

60多人。

上述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最终迫

使华滨停产的根本原因还是担保链

出的问题。他估计华滨为其他企业担

保的金额在亿元以上。而华滨也涉及

房地产、矿产等产业投资。

尽管华滨目前处于停产，但瑞安

人，包括许多企业家依然对他敬佩有

加。 宋老板告诉记者，余碎斌每年都

给周边的老人发红包，最多的一次一

年就发了 700 多万元。 而早在 2002

年的时候，华滨就—次性划出 200 万

元，分 6年由村老协组织代表华滨公

司每年慰问 1500多个没有经济收入

的老年人和贫困户。

尽管华滨停产了， 但资产还不

错。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此次华滨遣散工人总

共花了 1000多万元。他分析，华滨员

工残疾人所占比率较大，余碎斌可能

从江苏金坛首家外商投资企业到带着随身衣物“净身出

户”，泰国华侨冯永俊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失败。 留给他

的，不止是 2亿元投资“血本无归”的辛酸，更有民间融资以及

企业破产过程中的惨痛教训。

风险初现

十年前， 在金坛几乎没人不知道泰国华侨冯永俊和他的

“奥金系”。 2001 年，在金坛市人民政府的邀请下，冯永俊在当

地投资 300 万美元成立了奥金(金坛)鳄鱼开发有限公司（下称

奥金鳄鱼公司）。 2003 年，奥金鳄鱼公司曾得到时任国务院副

总理吴仪颁发的“环境与科普教育基地”证书，其所投资的鳄

鱼馆为国家 3A 级旅游示范点， 公司旗下的四星级芭堤雅国

际大酒店也曾见证过当年的繁华与荣耀。

通过滚动发展，“奥金系”的总资产一度达到了 5 亿元。

“一切风险都从投资房地产开始。 ” 冯永俊回忆称，2005

年，为了继续扶持鳄鱼产业的发展，当年 6 月 7 日，奥金鳄鱼

公司注册所在地的金坛开发区管委会决定出让金坛市金阳印

刷厂西侧 3.5 万平方米土地给冯永俊新成立的金坛奥金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奥金房产公司）。 奥金房产公司注册资

金为 2000 万元， 吸纳了孙集英等四位自然人注入的 6500 万

元资金，用于在该宗土地上开发美丽华公寓项目。

据当年奥金房产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财务负责人介绍，

2009 年 6 月，美丽华公寓主体工程已经全部竣工，奥金房产

公司的资金链出现问题， 因为与承建方浙江国泰建设集团的

1000 万元的债务纠纷，导致停工，水、电、绿化等后续工程怠

建，影响了房屋的交付时间。 部分业主到市政府上访，引发了

社会矛盾。

破产厄运

据上述负责人回忆， 美丽华公寓项目的投资主要由四部

分组成：奥金房产公司自筹、银行贷款、孙集英等四位自然人

注资 6500 万元、预售房款，1000 万元的债务对奥金房产公司

“不是过不去的坎儿”。

但令冯永俊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2009 年六七月间，金坛市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相关领导

分别找到冯永俊召开协调会议，提出由奥金房产公司出资，政

府出面斡旋确保承建方正常施工。

一位不愿具名的自然人投资者向记者表示：“政府先后提

出的几个方案让我们担心， 政府协调部门不是诚心要救奥

金。 ”

冯永俊至今后悔在《破产申请书》上签字：“我是在政府领

导做出‘政府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奥金鳄鱼公司发展’ 的承诺

下，于 2009 年 10 月 14 日被迫签字的。 ”令冯永俊不解的是，

当天上午 11 点多签字，下午 2 点承办法官兼清算组负责人就

上门收缴了公章和账册，他认为在程序上午休三个小时内，根

本不可能下达移交司法文书。

2009 年 12 月 4 日，金坛法院合议庭做出民事裁定，裁定

立案受理奥金房产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清算小组为破

产管理人。

经过 90 天的债权申请期，2010 年 3 月 25 日， 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召开。据一位债权人回忆，会上孙集英等债权人当场

提出异议，认为法院以“1000 万元债务无法偿还”为由，迫使

一家资产数亿元的企业破产不符合常理， 并提出自愿为奥金

房产公司还债，但没有得到法庭的认可。

4 月 30 日，金坛法院正式宣告奥金房产公司破产，但厄

运远未结束。

2010 年 10 月，债权人农发行金坛支行、清算小组、开发

区管委会又对奥金鳄鱼公司提出破产申请。“让我最难接受的

是，奥金房产公司‘被破产’之后，又以奥金鳄鱼公司土地出让

金债权方的名义，申请奥金鳄鱼公司破产！”冯永俊痛心地说。

程序疑云

对于“奥金系”的上述说法，记者联系了金坛市外宣部门

相关负责人，但截至发稿时，尚未得到回应。

4 年多时间过去了， 冯永俊及其债权人一直在对公司破

产清算时间过长及程序提出异议。

2013 年，冯永俊在几位债权人的支持下，走上了上访之

路。 他在写给各级领导的信中是这样描述公司破产拍卖过程

的：“从低于建筑成本的 1.04 亿元开始起拍， 在一小时内，耍

玩般共叫拍 34 次，最后在 7800 万元落槌。 ”

他同时对采用“减价倒拍”的拍卖方式提出质疑，也对奥

金房产公司清算、奥金皮革制品企业拍卖、奥金芭堤雅大酒店

及桑拿会所整体拍卖所涉及的贱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预估，

认为“仅少卖的就有 4.62 亿元”。

清算小组成员、 来自金坛住建局的于先生在取得清算小

组组长电话许可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表示，奥金破产案因

为涉及官司很多，清算小组为了维护债权人利益，已经进行了

4 年的工作，目前清算审计仍在进行中。

关于破产程序中“降价倒拍”，多年来一直专注拍卖行业

法律服务的胡育宏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 目前的拍卖

法规并无限制“减价倒拍”的规定，应该说法无禁止即可行。但

房地产不同于鲜花、农产品等易坏易烂品，且拍卖当时，房地

产业正在上升期，应该说采用“减价倒拍”的方式不合常理。

国家注册拍卖师程巧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拍卖标

的低于建筑成本 1.04 元的价格起拍，并且使用“降价拍卖”，

最终以 7800 万元的价格成交，这种处理破产公司财产的方式

会损害破产人和债权人的利益。

延伸

被债务绊倒的亿元企业

民企倒闭没完没了：

瑞安多家 50 强企业停产重整

本报记者 钟文

明星企业停产：

风光时“每天赚进一辆宝马车”

企业接连倒闭， 让政府非常着

急。 某知情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 某镇前年的财政收入是 4 亿多

元， 去年不到 2 亿元， 只有 1.9 亿多

元，今年可能只有 1 亿元，但对外公

布的数据却大大高于这一数据。

瑞安企业老板阿林（化名）告诉

记者，在遭遇经济危机以后，瑞安市

出台了一系列的救市政策，包括要求

政府不要压贷、抽贷等，但地方政府

管不了银行，造成这些政策都成为花

瓶，没有实际作用。“没有钱，一切都

是徒劳的。 ”他调侃说。

尽管如此，阿林并不全部否定政

府介入的作用， 甚至认为很有必要。

他告诉记者，为化解企业危机，今年

政府出台了“涉企帮扶项目”。

华泰塑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泰塑胶） 就是这一项目的受益

者。华泰塑胶创建于 1998 年，是国内

生产塑料薄膜的龙头企业。 近年来，

由于过度投资新产品研发、 异地建

设厂房、 企业整体搬迁以及经营管

理不善等原因， 企业连年发生巨额

亏损。 华泰集团在温州、瑞安 14家银

行机构贷款融资 4.09 亿元，5 家企业

为其担保；同时，华泰塑胶为 6 家企

业提供对外担保， 涉及金额 2.84 亿

元。

去年 10 月， 华泰集团因无力偿

还贷款利息，导致资金链断裂。 华泰

集团涉及第一圈担保企业 5 家，第二

圈担保企业约 15 家， 牵涉到的担保

圈， 占了瑞安过半的 30 强企业。 之

后，瑞安市把对华泰塑胶的帮扶列为

“一号涉企帮扶项目”，成立了由副市

长陈荣臻为组长，金融办、经信局、工

商联等政府职能部门为成员的帮扶

小组进驻企业。

有意思的是，为华泰塑胶担保的

5 家企业， 其中就包括目前已停产的

华滨公司，涉及担保资金数千万元。

阿林告诉记者，目前华泰集团重

组方案已经落地并实施。 两家担保企

业———华峰集团、奔腾集团分别承担

3000 万元、1500 万元债务，实际上这

一数据正是担保的金额； 其他三家

担保企业整体收购华泰集团股权，

并承担其余债务； 华泰集团主要股

东“净身”退出，38 名小股东按照原

投资额得到重组企业 46%的补偿后

退出。

华泰集团的重组，实现了“政府、

企业、股东、银行、担保企业”五方共

赢。 赵锦泓告诉记者，华泰塑胶重组

成功，得益于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政

策的全力支持。 他说，华泰塑胶有一

处厂房正好处于政府实施的“退二进

三”工程旁边，对此，政府此次把它纳

入其工程序列，低价迅速增值，华泰

集团总体资产也就大大增值了，有利

于华泰塑胶的重组。

记者在现场看到，位于瑞安市安

阳工业区华尔达 1 号、原华泰集团的

厂房已和周边的厂房一起化为了平

地。

华泰集团成功重组，被浙江省政

府列为 14 个化解“两链”问题的典型

案例。 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在温州金

融风险会议上特别强调，将瑞安“华

泰集团成功重组” 案例进行总结，并

在该市范围内进行推广。

让阿林担心的是，大企业有政府

管，小微企业怎么办？ 他告诉记者，如

果今年经济环境不改善的话，可能会

有更多的企业破产倒闭。

大企业有政府管，小微企业怎么办？

“华滨停产了。 ” 作为中国包装行业的龙头企

业、中国慈善标杆性企业、浙江瑞安 50 强企业，浙

江华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滨)停产的消

息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在瑞安引爆。

事实上， 华滨并不是瑞安市第一家倒下的企

业，也不是第一家倒下的 50强企业。《中国企业报》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近两年，受经济危机的影响，瑞

安已经有不少企业倒下，其中不乏 50强企业。

坊间传言， 瑞安 50 强企业将有一半要倒下。

“下一家会是谁？ ”当身边一家一家如此强大的企业

倒下的时候，许多企业老板直呼“冬天真的如约而

至了”。

“更差！ ”在谈到今年瑞安企业的

形势时，瑞安市企业联合会、瑞安市

企业家协会副会长赵锦泓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用了这个词。

他告诉记者，资金短缺、互保让很多

企业面临困境。 他坦承，他不清楚有

多少企业已经停产或者倒闭，但形势

不容乐观，接下来很多企业可能会更

困难。

早在今年上半年，坊间就传出了

瑞安好汉集团老板跑路的消息。

在瑞安莘塍镇东新工业区，好汉

集团已是大门紧闭。 院内还有几辆货

车以及小汽车，一辆白色的宝马颇为

显眼，掉漆的地方已是锈迹斑斑。 躺

在门卫室的两位值守人员告诉记者，

公司已经停产一年多了，什么时候能

开业不是很清楚。

与好汉集团相邻的一家鞋企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好汉集团在本地知

名度比较高， 前几年都做得非常好，

好的时候员工都有上千人，没想到一

下子就倒掉了。

坊间传言，好汉的老板携款亿元

跑路。 但知情人士表示不大可能。 他

说，好汉的老板还是一个想做事会做

事的人， 企业一直经营得比较好，公

司是瑞安工业 50 强企业。 近几年可

能受投资风的影响， 跳出主业发展，

遭遇资金瓶颈。 他告诉记者，瑞安某

鞋企去年一年就为好汉集团在光大

银行提供联保资金达 3500多万元。

在瑞安本地一家论坛上，一个关

于瑞安倒闭企业接力填空引起了记

者的关注。 记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

包括好汉集团、生活秀、华泰塑胶等

在内总共有 18家企业之多，而这个连

接填空最后一页时间是今年的 6 月

份，这也就难怪华滨不在其列。

而坊间甚至传言，瑞安 50强企业

半数将会倒闭， 更有戏剧性的是，传

某倒闭企业的老板要出家当和尚。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老板

告诉记者，这个说法有些夸张，也不

科学。 他说，50 强企业每年都在不断

变化，有的企业出局，有的企业新进

来，倒闭的是哪年的 50 强企业，应该

说清楚。 但他坦承，目前停产或者倒

闭的企业肯定远不止这些。

记者把瑞安市 2011 年、2012 年

和 2013年工业 50强企业进行了简单

的对比， 发现 2012 年的榜单中有 13

家新面孔， 这意味着有 2011年 50强

企业中有 13 家在 2012 年出局；2013

年的榜单中又有 7 家新面孔， 说明

2012 年的榜单有 7 家出局。 另外，记

者查阅资料发现，好汉集团位列 2011

年第 43 位，2012 年的 38 位； 华滨集

团 2008 年第 5 位，2012 年 32 位；华

泰塑胶 2008 年第 7 位，2011 年 47

位； 里学集团位列 2008 年瑞安 50强

企业 29 位；生活秀位于 2009 年第 12

位，鸿凯嘉 2012年位于 17位。

知情人告诉记者，生活秀创办于

2001 年，这家以设计、销售“LIVEX 生

活秀”休闲服饰的公司，用 10年时间，

使年系统营收由 1000 万元增长到 11

亿元， 连锁专卖店从 10 家发展到

1000 余家， 营销网络遍布全国各省

(市)。 但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这家曾

经辉煌的公司， 如今不但走向破产，

公司法人还因涉嫌隐匿会计凭证、会

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站上了法院的

被告人席上，令人唏嘘。

倒闭企业接力填空成网上游戏

传闻称绝望老板欲出家

一次性解决了所有员工的五险问题。

“余碎斌是不会让别人吃亏的。 ”这位

工作人员对记者如此表示。

记者多次拨打余碎斌的电话或

发短信， 希望能就相关问题采访他，

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好汉集团已是人去楼空 本报记者 钟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