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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冠名天津泰达足球队刚刚进入足球圈的权健国际自然

医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权健集团”）近日异常高调。他们

在公司官网上放言：“权健自然医学集团作为一家立足于健康产

业的民族企业， 将不遗余力地为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而努力奋

斗，力争用三年时间参加亚冠赛，用五年时间参加世俱杯。 ”

遗憾的是，权健集团的豪言壮语无法打消球迷对其的抵制心

理。近年来，权健集团多次成为负面报道的主角，一些球迷甚至就

此喊出“还我泰达”的口号。

球迷不满权健冠名

权健集团并不是第一家冠名天津泰达足球队的公司，在它之

前，康师傅就曾冠名 12 年之久。 权健何以替代了康师傅？

公开信息显示：权健集团横跨医疗领域、中草药领域、保健品

领域、中医药化妆品领域、金融领域等诸多领域，融产业资本、商

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于一身，年产值逾百亿元。

与此同时， 网络搜索中显示更多的则是权健集团的负面报

道，如“业绩一年涨八倍，权健被指直销违规”，“揭秘权健骗局”

等。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权健集团时常会派出讲师和经销

商向新员工传授公司的理念及制度，并以分享的形式抛出若干成

功致富的案例，营销方式一度引发外界质疑。

“刚开始球迷并没有什么反应， 因为大家根本不知道权健这

家公司是干吗的， 后来有球迷在网上查这家企业信息时发现，这

家企业被很多媒体曝光过卖假药或搞传销，知道后，球迷才开始

抵制，主要是因为球迷对泰达足球队太喜爱了，不希望因为冠名

企业的名声拖累到足球队。 ” 天津球迷李先生对记者说。

与李先生保持类似看法的球迷不在少数，在网络上，各种关

于冠名的吐槽比比皆是。有球迷说：“球队名称也是足球文化的一

部分，不能有奶便是娘，不能什么企业的赞助都盲目接受。 ”有球

迷称，要学申花球迷到赛场边喊“还我泰达”口号。

对于权健冠名足球队引发的争议，天津足球队新闻官柳江曾

对外公开回应：权健集团是由商务部颁发直销证的企业，是天津

市正规的医药保健类正规企业。 同时这家集团下面，还有一些医

院等企业，就企业来说，俱乐部对他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神秘的冠名费

公开资料显示， 泰达足球俱乐部成立于 1998 年 2 月 16 日，

2003 年 4 月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由天津

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控股”）、天津泰达集团有

限公司、天津开发区建设集团、北方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开发区国

有资产经营公司共同投资，控股方为泰达控股。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泰达足球俱乐部的主要资金来源

由控股方泰达控股投入和球队冠名权出售费用及俱乐部其它经

营三大部分组成。

关于泰达控股将冠名权出售给权健集团的原因， 有报道称，

是泰达俱乐部资金紧张所致，出手阔绰的权健集团花费了 1 亿元

赢得冠名权，而这笔冠名费正是泰达足球队今年引援资金的重要

来源。

“我并没有听到资金紧张的说法， 其实球队的冠名权一直是

出售的，原来冠名的就是康师傅，权健并不是第一个冠名球队的

企业。 ”泰达足球俱乐部新闻处工作人员刘颂说。

相较于权健集团冠名球队的高调，该集团用于冠名权所花的

费用则神秘了很多。 有媒体称，权健集团用将近 1 亿元资金冠名

泰达足球队一年。 而权健高层的说法则是冠名费为 2 亿元。 以上

说法均未得到泰达足球俱乐部的证实。

刘颂称：“上级公司并未授权我们对外公布冠名费用。 ”但他

向记者透露，与康师傅相比，权健集团的冠名费“大幅提高”。

据刘颂介绍，目前冠名费已经到位，但冠名权使用期限目前

无法透露。据记者了解，康师傅冠名时，双方签署的冠名权使用期

限为一年。

目标是全盘收购？

在权健集团冠名泰达足球队的消息公开之后，天津坊间流传

出权健冠名球队的两个原因：

其一，权健集团董事长束昱辉本人很喜欢足球，传闻他曾找

人算命，算命大师告诉他应该投资足球；

其二，有媒体报道，权健集团正准备把国外一家连锁医院品

牌引进到中国。不过，对方在对权健集团进行调查时，发现他们的

口碑并不好，因此，权健集团急需一个很好的载体提升公司的美

誉度，扭转自己曾经被指“传销公司”、“虚假广告公司”的不良形

象。

“刚开始老板（束昱辉）买球队时，大家以为他就是借球队炒

作一把，这里面有没有这个原因，肯定有！但是再往深一点去探讨

的时候，可以看到，比如说江苏，一个省要建 1000 所足球学校，所

有学校的篮球场要改成足球场，足球要记到各个省级领导的业绩

考核里面，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个球队而且踢得很好的话

会怎么样？ ”权健集团一位孟姓高层反问《中国企业报》记者。

就此说法，记者分别致电束昱辉及其助理，但截至发稿未获

回应。

据上述孟姓高层透露，足球队之所以现在还叫泰达权健足球

队，是因为足球队属于泰达俱乐部所有，是国有资产，权健集团和

泰达俱乐部的后续深度合作正在沟通过程中，“等全部办完，就直

接是权健俱乐部”。

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俱乐部方面证实。

“作为国企，而且作为天津市的形象，泰达控股即使不想搞足

球，也必须有关领导同意才行。 而泰达方面也并不愿意将俱乐部

转让给权健集团，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 ”一位接近泰达足球俱

乐部人士说。

造船业成“最后一根稻草”

本报记者 江丞华

本报记者 钟文

庄吉系破产：造船业“压垮骆驼”

亿元冠名知名球队：

一次忽略受众心理的营销

“庄重一身，吉祥一生。”这一脍

炙人口的广告语， 曾让庄吉西服家

喻户晓。 庄吉也由此成为中国服饰

界知名品牌。 早在 2011 年，庄吉集

团年产值就达 30亿元，是温州当地

举足轻重的标杆性民企。

而庄吉的掌门人郑元忠更是赫

赫有名。 出生于 1952年的郑元忠，

1973 年开始创办实业，成为大名鼎

鼎的“温州八大王”之一的“电器大

王”， 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企业

家。

“庄吉是被盲目扩张整死的。 ”

在温州经营一家服装企业的老板赵

赫（化名）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庄吉在发展过程中涉及的行业太广

了，从房产到矿产不一而足，但最终

拖死庄吉的却是造船业。

早在 2007 年，庄吉集团税后利

润是 1.2 亿元， 但此后每年利润都

以 1000万元的速度递减。为增加公

司利润，庄吉早在 2003年就投身房

地产，此后又涉足物流、水力风力发

电、矿山等领域，旗下一度有 10 多

家子公司。 这些投资在当时都斩获

颇丰， 这也更加坚定了庄吉多元化

的发展之路，隐患也由此埋下。

赵赫告诉记者， 郑元忠是温州

乐清人， 他发现乐清的海岸线非常

长，而造船业利润丰厚。他们当时分

析，9 个月建造一艘船，就赶上庄吉

服装一个园区所有的利润和税收的

总和。

进军造船业显然是当务之急。

2006 年 9 月， 庄吉先后快速收购、

兼并乐清凯泽船业、 鑫煌船舶、远

东船舶等三家船业公司，并成立了

浙江庄吉船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 亿元。 与此同时，庄吉获得了 1.8

公里长的海岸线和占地 512 亩的

填海面积以及 472 亩的海域使用

面积。

不幸的是，就在庄吉一切就绪、

准备大干一番之时，2008 年全球金

融危机使得造船业随即进入寒冬。

此时， 庄吉并没有停止在造船

业的步伐，而是继续投

入， 到 2010 年投资额度已

达 10 亿元。 特别是在经济

寒冬，庄吉却接到了香港巴

拉哥集团的 2 艘 8.2 万吨散

货船订单。 根据庄吉船业当

时的官网介绍，这两艘船是

温、台地区上水吨位最大的船舶。

赵赫对记者坦言， 一艘大船就

是几亿元，这对所有企业来说，都是

挡不住的诱惑。然而，这就像硬币的

正反两面。由于造船业行内规矩，要

垫资生产，在这样的环境下，接这订

单是需要勇气的。

庄吉还是决定进行一搏。 他们

把订单押给了银行，换取贷款，垫资

造船。 然而，就在即将竣工之际，香

港巴拉哥集团却因经营困境而提出

弃船， 这引发了庄吉船业的财务危

机。

随后， 庄吉紧急向温州市政府

报告，称由于近期船东弃船、银行抽

贷、互保企业信任危机，三者叠加在

一起，将庄吉集团推向窘境，希望政

府“促成到期贷款暂缓还贷并减免

利息”。

此时庄吉贷款总额已达 13.9亿

元， 其中包括庄吉船业欠银行的 6

亿元的贷款， 加上船东弃船后银行

索赔的 3.36 亿元，共计 17.26 亿元，

靠其他几家企业“输血” 亦很难维

系。

温州市政府很快出手相助，帮

忙向银行融资转贷， 还协助联系整

合重组转型升级事宜。同时，在温州

市相关部门牵头下， 庄吉船业先后

与希腊、美国、丹麦、新加坡等国内

外 10 多个买家洽谈， 最终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将这艘 8.2 万吨散

货船成功出售。

当时庄吉船业总经理郑旭晓

称：这是庄吉迈出的第一步，随后将

通过整合重组的方式， 缓解债务危

机，尽早走出困境。

然而， 庄吉终于没能撑到这一

天。

重组成立新庄吉

2013年 3月， 就在庄吉似乎要走

出困境之时， 庄吉作出了一个重大决

定，与如意投资进行重组。

资料显示， 济宁如意投资有限公

司为山东如意科技集团的控股股东，

其旗下的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拥有 20

个全资和控股公司。 现已成为全球知

名的创新型技术纺织企业， 拥有数百

项专利技术和创新成果。 集团收入实

现过百亿元，资产总额 73 亿元，职工

3万人， 拥有中国国内 A 股上市公司

山东如意和日本东京主板株式会社瑞

纳两家上市公司。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温州市工商

局获悉，2013年 3月 10日， 庄吉和如

意投资成立温州庄吉服饰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 100万元， 地址位于温州平

阳县昆阳镇平瑞路 55号。同年 8月 30

日，增资到 12880.6万元。

据知情人士透露， 如意投资以资

金入股，占公司 51%的股份；庄吉集团

则以庄吉的服饰品牌商标、 全国市场

销售网络及生产技术等无形资产，评

估作价入股，占合资公司 49%股份。此

次合作，不涉及庄吉集团的厂房、设备

等固定资产以及相关债务。

温州庄吉运转良好。 温州服装商

会宣传部部长薛颖告诉记者，去年，温

州庄吉纳税 1680 万元， 税后利润达

3100万元。

周德文积极评价庄吉和如意投资

的合作。他告诉记者，在许多企业陷入

债务危机时，往往是债权人堵门要钱，

或者通过法律的手段申请债务人破

产，强制债务人将资产变现还债。 其结

果是企业破产， 债权人也无法如数收

回债务的“鱼死网破”的结局。 而实现

债务重组，既可避免债务人破产清算，

获得重整旗鼓的机会， 又可使债权人

最大限度地收回债权，减少损失，达到

两全其美的结果。 而庄吉用商标品牌

等无形资产以及网络资产与如意投资

资金以及上下游的产业链有机地结合

起来，达到一个共赢的局面。

事实上 ，重组庄吉并不是如意的

第一次。

1998 年收购济宁印染厂，2003 年

收购山东临邑澳泰纺织有限公司，

2004年出资成立山东汶上天容纺织有

限公司， 投资兴建半精纺技术纺织基

地，2005年收购 1943年建立的万州万

新纱厂， 再次动工兴建紧密纺技术纺

织工业园， 将在数年内形成国内乃至

世界最大的棉纺基地，2008 年重组山

东樱花集团。

不仅在国内重组， 而且触角伸到

海外。 2010 年 7 月，山东如意集团旗

下子公司山东如意科技集团， 通过定

向增发收购日本服装业巨头RENOWN

公司，成为该公司最大股东。作为拥有

多个品牌的服装企业，RENOWN 成立

于 1902年，是日本知名上市公司。

2013 年， 如意又斥资 2.3 亿澳元

发起收购澳洲最大棉田———卡比棉田

获澳大利亚政府和中国政府相关部门

批准， 如意持股 80%， 拥有收购主导

权。另外，如意还与英国世佳宝集团在

香港合资开拓国际一流面料市场。

熬尽最后一滴油，温州知名企业“庄吉系”轰然倒地。

2月 27日，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裁定受理了温

州庄吉服装销售有限公司、 温州庄吉集团工业园区有限

公司、庄吉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庄吉置业有限公司、浙江

庄吉船业有限公司、 温州远东船舶有限公司等六个破产

重整案件。

《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在此次破产重整中，2013年

庄吉与山东济宁如意投资有限公司重组的温州庄吉服饰

有限公司并不在其列。

温州庄吉不仅留下了庄吉商标等资产， 而且留下了

庄吉东山再起的梦想。 著名经济学家、债务重组专家、民

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周德文表示， 庄吉在破产重整

前与如意服饰的重组给企业界留下了重要遗产———司法

重整不如重组，晚重组不如早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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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重组专家认为，司法重整不如重组，不能过分迷信政府

周德文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这种优势企业，通过大范围、大规

模的企业收购、并购等重组上下游身

陷危机的企业，可以以最小的代价实

现快速扩张、壮大自己；对于深陷危

机的企业，可使品牌再生、资产达到

最大化的保值，并得以重生。

尽管对庄吉与如意投资的重组

持积极的评价，但周德文对此还是表

示遗憾：重组还是太晚。 他说，如果早

点重组，庄吉旗下可能有更多公司或

者资产可以剥离、 盘活出来实现重

组。

周德文告诉记者，司法重整是企

业宣布破产前的一种司法介入手段，

即使重整成功，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

公司原股东出局。 然而更多司法重整

的结局是老板前脚出局，后脚就进监

狱。 所以，对于企业危机面前的公司，

司法重整是非常困难的。 他说，危机

应对，钱非常重要，但最重要的不是

钱而是重组战略，好的重组战略规划

能使企业重组成功，不正确的重组战

略规划加速企业崩溃。

很多企业破产倒闭都是面子造

成的。 赵赫告诉记者，企业就像自己

的小孩一样，没有哪个企业老板会轻

易放弃。 成功的大企业家往往把面子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不轻易低头，往

往错失良机。 他说，郑元忠作为温州

有头有脸的企业家，平时做事风格就

有点狂，他一定是不愿意认输的。

周德文对记者分析，庄吉走到破

产重整的局面，一方面有大环境的影

响因素，但的确和企业领导人的经营

理念和处事风格有关系； 另一方面，

不能过多迷信政府。 他说，企业遇到

困难找政府没有错，但不能完全依赖

政府。 政府能做的只能是提供政策支

持，而且制定的政策肯定不能针对某

家企业，更多是某个群体，更不可能

有资金注入。 他说，企业在遇到危机

时，最主要还是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和

社会力量，用科学的方法对企业进行

评估，再做出科学救企的决策。

周德文对记者坦言，以前他更多

是在为企业的发展鼓与呼，但面对企

业的生存状态，他想把更多的时间为

企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 去年 8月

份，在周德文的主持下，温州家纺行

业盛宇家纺与负责债务重组战略设

计的专业性咨询公司达成债务重组、

资产重组共识。

成立于 1996 年的盛宇家纺是温

州家纺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2010

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有 13 家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涉及棉花加工、

纺纱、织布、印染、床上用品生产与销

售等整条产业链，员工达 3500 人，资

产总额达 15 亿元。 2013 年以来“盛

宇家纺资金链断裂、 当家人欲跑路”

的传闻四起。 现经过债务重组，已经

逐步走出危机， 走上健康发展的道

路。

“实践证明， 债务重组是摆脱企

业债务危机的明智选择。 ”周德文对

记者表示，他们已经为几十家企业进

行咨询把脉，接下来，他们将通过债

券、产权重组和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

式，帮助企业渡过危机。

延伸

本报记者 钟文

企业破产倒闭很多缘于“好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