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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联，这一起源于一架飞机失踪而出现的词汇，如今越来

越多地被用在了企业家的身上。2015年，这一词汇更是

频繁出现，让人震惊。从区域知名人物“鸭舌大王”到“蛋糕大

王”；从行业“环保明星”到“双百哥”；从“明星”企业家到“建陶老

大”，他们无论是知名度还是行业影响力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他们为何失联？失联的背后，都有着哪些深层次的原因?我们盘

点这些失联企业家，就是想给还继续跋涉在路上的企业家一个

参照，一种警示。

又是一年春节至。

在这举家团圆的日子里，天南地

北的中国人总是不论远近、不畏艰难，

千方百计赶回家，吃上一顿团圆饭。

然而，却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或无法回

到家中，他们就是那些失联的企业家

们。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全国各地

有诸多行业、领域的企业家销声匿迹，

留下数十万甚至数十亿的债务。

这些时代的精英，社会的稀缺资

源，他们曾富甲一方，长袖善舞，笑谈

商海。如今，他们却被贴上了“失联”

的标签，而这背后的原因难免让人唏

嘘和心痛。

IT名将吴建荣：
烧钱扩张“停不下来”

“我们愿意付出代价为错误埋单！”

这是2015年11月30日深夜11点

多，福建一丁集团副总裁林德志在公

司破产后发表的一封长达四千多字

的公开信中的一句话。林德志在信

中不仅讲述了公司过度扩张背后的

深层原因，还警示O2O领域的创业者

要考虑好“烧钱”的问题。

出身于草根，几乎是白手起家的

一丁集团董事长、创始人吴建荣，用15

年的时间把一间20平方米的小店，发

展成为资产十亿元，年销售额56亿元

的IT巨无霸。同时，公司还是“中国连

锁百强企业”、“中国软件百强企业”。

资料显示，在 2000 年初的 PC 时

代下，一丁集团凭借组装电脑业务快

速起家，并在2008年获得苹果销售代

理权。然而，在转型O2O之后，一丁

集团花费 10 来年修筑的“帝国”却轰

然倒塌。

一丁集团上线了一丁网，旗下包

括一丁到家、创客空间、全球购、智能

生活四块业务，意图打造国内领先的

IT 服务 O2O 平台。同时，一丁集团

还斥巨资在全国十几个城市落地

Easmart智能生活馆。

按照一丁集团的规划，2016年起

三年内O2O年销售收入至少要达到

100亿元人民币。然而时至今日一丁

集团宣告破产，其在全国的数百家分店

已经关闭，吴建荣目前处于失联状态。

林德志称自己曾与吴建荣提起

过这个问题，但吴建荣有自己的苦

衷：“他根本停不下来，只有大的布

局，才能讲出大的故事，才会有银行

和厂商继续支持他这个不赚钱、靠借

贷维持的体系。”

林德志认为所有靠烧钱维持运

转的 O2O 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是：

“究竟是先把规模做大，还是先把赢

利问题解决好？潮水退去，终会知道

谁在裸泳”。

最后他还提到，吴建荣在跑路前

反思了3点：第一，永远不要跟银行借

钱；第二，永远不要向民间借贷；第

三，量力而行。

私募一哥徐翔：
从事内幕交易身陷囹圄

2015年11月1日，一则疑似泽熙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制人徐翔在宁

波杭州湾跨海大桥附近被抓的消息

迅速蔓延。

随后，新华社援引公安部门的消

息报道称，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

人代表、总经理徐翔从事内幕交易、

操纵股票交易价格，涉嫌犯罪被公安

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至此，

这位 1978 年生人，人称“宁波涨停板

敢死队”总舵主、“私募一哥”的神秘

人物终于终结了他书写的神话。

作为中国最大的私募基金之一，

泽熙私募以高收益率和对市场精准

的把控能力闻名于私募界，其掌舵

人徐翔更是业内神话。在瞬息万

变、起起伏伏的资本市场，徐翔总是

能全身而退。2015 年股市到最高峰

时 ，徐 翔 旗 下 的 私 募 已 经 悄 然 撤

离。到2015年9月底时，其私募年化

收益平稳在 200%多到 300%多之间，

这条线数月不波动，说明徐翔空仓

已久。而目前股市各路知情人士透

露出的消息则称，徐翔旗下的基金，

已悉数进场。

徐翔个人神话已经终结，但由他

引发的案件却继续发酵。进入 2016

年，徐翔案的风波仍在继续扩大。

徐翔案发后，大恒科技董事长以

及该公司控股人徐翔母亲均失联；明

牌珠宝董事长、董秘双双失联；美邦

董事长周成建失联；东方金钰公告董

秘失联、电广传媒高管失联、向日葵

董秘杨旺翔失联；宁波中百董事长徐

峻（现已取得联系）及实际控制人、徐

翔的父亲徐柏良等均失联。媒体报

道，到 1 月 16 日，有 7 位高管失联、11

家公司被疑卷入徐翔案。

“明星”李广元：
再失联或涉高官案

准确地说，“明星”企业家——四

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明星电缆”）的创办者、实际控制人

李广元并不是去年失联的，只是他失

联后在2015年复出后再次失联。

早在2013年7月，李广元在北京

被纪检监察机关带走，要求协助调

查，之后再无消息。直到去年10月27

日，“因涉嫌行贿”，李广元被宜昌市

伍家岗区人民检察院指定居所监视

居住。之后，李广元再次失联，没有

了消息。

公开资料显示，2003 年，年仅 28

岁的李广元创办明星电缆，公司成

立第一年产值就达到2亿元，五年以

后产值增长到近 30 亿元。2012 年，

明星电缆登陆上交所。从一个小推

销员开始，到一家知名上市公司的

董事长，李广元用了不到 20 年的时

间。

明星电缆专业从事电线电缆设

计开发，是西南特种电缆龙头企业，

曾长期为都江堰紫坪铺水利枢纽工

程提供特种电缆。它曾是中石油一

级物资供应商，也是中石油2010年度

网络采购最大供应商。此外，明星电

缆还与中石化、神华集团、大唐集团、

华电集团等多家央企保持着合作关

系。

据媒体报道，李广元或涉原四川

副省长、文联主席郭永祥一案。明星

电缆的发展得益于郭永祥的相助，特

别在石油化工领域。2013年6月，郭

永祥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随后李广

元也被带走。

在李广元“失联”后的短短两个

月内，明星电缆高管相继“出事”。

2013 年 9 月 2 日，明星电缆宣布总经

理沈卢东以及财务总监杨萍失联。

公司副总经理何玉英则于2013年9月

23日去世。

2013 年 10 月，明星电缆公告称，

董事会已决定免去李广元的董事长

职务。明星电缆相关负责人对媒体

表示，对李广元在被执行监视居住之

前的去向并不清楚。

鸭舌大王吴初旭：
盲目扩张酿苦果

2015 年 11 月 19 日，温州鸭舌大

王吴初旭失去联系，他还欠着公司员

工3个月的工资。

今年 50 岁的吴初旭起家于温州

瓦市巷菜市场。也算是子承父业，他

的父母就曾在这里开店卖卤鸭、卤

鸽，但生意不太好。

上世纪 80 年代，脑子活络，才十

几岁的吴初旭接手了父母的生意。

1985年开始卖台湾著名小吃“香熏鸭

舌”，随后和台湾师傅一起开发出风

味独特的“初旭酱鸭舌”。随后，他把

原来生意不好的小店整成了需要排

长队的火爆店。

后来，吴初旭鸟枪换炮，开起了

真空包装的流水线工厂。2003年，吴

初旭在龙湾蒲州工业区创办温州市

初旭食品有限公司，这是一家集种鸭

孵化养殖、饲料生产、禽类屠宰、熟食

加工、商业贸易于一体的综合型企

业。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公司先后

被评为浙江省农产品连锁经营试点

企业、浙江省诚信示范单位、温州市

十佳农业龙头企业等。吴初旭夫妇

先后当选温州市食品商会副会长、龙

湾区食品商会会长，他们也成了瓦市

巷菜市场的传奇。

网传吴初旭夫妇失联的大致原

因是规模扩张太快，在河南投资项目

失败，欠了银行1个多亿。媒体报道

称，初旭食品涉及银行贷款有一亿多

元，还有几千万元的民间借贷，借方

都是亲戚朋友，每个月利息 1.5%，每

个月有几百万元的融资利息。

（下转第六版）

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许多企业家，甚至包括一些著

名企业家失联，让人非常痛心惋惜。而有的企业家的失联

往往牵扯到刑事犯罪，这不仅使其个人身败名裂甚至妻离

子散、家破人亡，更严重的是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

相关人士指出，反观企业家失联现象的背后，有如下

几点需要反思：首先要敬畏法律，不要去触碰法律红线；其

次是正本清源，不为名誉所累；三是量力而行，不盲目扩

张。

敬畏法律

2015年8月，杭州宋城集团用“杭州六月飞雪，百名窦

娥鸣冤”的舞台剧实名举报浙江省人民法院院长齐奇“失

职渎职、干扰司法公正”，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该事

件最终在宋城集团执行总裁黄鸣专门到浙江省高院向齐

奇道歉而结束。齐奇说：“我只说一句话：还是要敬畏法

律。”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与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党委书

记、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张远煌教授曾

透露，经调查我国每年有数以千计的企业家，因为触犯刑

律而“倒下”。他说，从调查来看，近年来企业家的犯罪不

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

事实上，有的企业家更热衷于攀附权贵、寻找靠山来

开拓市场、参与竞争、获得资源，达到迅速致富的目的。他

们相信，借助于权力的庇护，他们不仅能够轻松获利，还能

够破财免灾、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另外，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提高本地GDP的

增速，对企业的违规违法行为的放纵，也是企业家走向犯

罪道路的重要因素。他们事前不监管，事后不查处，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对举报者打击报复；有的政府和职能

部门还越俎代庖，帮助企业突破法律红线，给予更多优惠

政策，为企业谋取不当得利。在这样的权力关照下，也助

长了一些企业家的胆量，他们更愿意铤而走险，变本加厉

趋向于非法逐利。

然而，应该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央反腐力量

的加强，一些官员、包括一些高级官员纷纷落马。树倒猢

狲散，拔出萝卜带出泥，那些依附于这些官员的企业家也

纷纷倒下，锒铛入狱。

敬畏法律是包括企业家群体在内的所有公民应该遵

循的基本准则。党的十八大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

的方针，遵守法律应该从每一个人做起，企业家更应该成

为遵纪守法的楷模。与此同时，从国家层面来说，完善社

会制度和健全运行机制也是当务之急。

不要为名所累

企业家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晴雨表。也因此，国家给了

企业家非常多的荣誉。许多企业家都是全国、省、市、县、

乡镇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不仅如此，许多企业家还肩负着诸多的社会职务。一

位企业家曾说，他有几十个社会职务，包括各种协会、研究

会的职务等等。他坦言，每年要交纳的各种费用就不少，

最头疼的是还要花很多时间去参加各种活动会议等。著

名企业家王石就直言，现在很多企业家疲于应酬，甚至都

没时间花在管理和战略规划上，就是因需要维护的关系太

多。甚至企业能做多大，取决于企业主能维持多大的社会

关系。

为名所累是许多企业家的现实写照。有的企业家企

业做得非常大，或者在当地已经非常著名了，甚至已经成

为了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但还是不满足。有的企

业家太好名，喜欢在报纸电视等媒体宣传自己，为吸引媒

体的注意不断制造一些话题；有的东奔西走到处演讲，参

加各种各样的论坛等等……他们太注重自身的名声，而忽

视了企业的发展。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应该是埋头做事的，

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对自己的宣传上面，放在扬名上面。

还有的企业家非常热衷于慈善。慈善本来是好事，值

得褒扬和尊重，但是在企业仍处于发展成长阶段的时候，

花费大量资金去搞慈善事业是不正确的，这必然会影响企

业自身的发展。

不盲目扩张量力而行

纵观失联企业家，不难发现，很多企业家在企业发展

过程中，盲目扩张，大量举债，导致资金链断裂，最后造成

企业破产倒闭。

理性对待投资，不盲从是企业稳步发展的基石。温州

某知名鞋企负责人谈起一件往事：他的企业当时准备扩

建，地方计划给他150亩土地，这在寸土寸金的温州是非常

诱人的，但他最终只要了80亩地，很多人都说他傻，因为别

人想要也要不到。他认为，土地多当然好。问题是，政府

的土地也不是白拿的，是希望你投资的。他考虑到企业扩

张不了那么快，规模扩张太快，资金肯定吃不消。就算银

行肯借钱，最终也是要还的。做企业一定要量力而行。就

像房地产高峰期时，很多朋友邀他去搞房地产或者炒房，

他也曾心动过，但最终还是拒绝了。他说，他鞋厂都做不

好，哪还有精力去做别的。最终，当年身边很多朋友逃难

的逃难、躲债的躲债，有的更是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

而他的企业依然很好。

本报记者 钟文

反思

怎样做一个
合格的企业家？

失联企业家的N种年度表情
本报记者 钟文

作为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新军，P2P

网贷正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然而，其

中的问题也不断出现。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底，我

国P2P网贷正常运营平台数量上升至

2028 家 ，相 比 2014 年 年 底 增 加 了

28.76%。2015年上半年，新上线网贷

平台数量接近900家，由于问题平台不

断出现，P2P网贷运营平台数量增长速

度有所减缓。

2015 年 全 国 P2P 网 贷 成 交 额

11805.65亿元，同比（较2014年3291.94

亿 元 ）增 加 8513.71 亿 元 ，增 长

258.62%。

2016年1月20日，知名互联网金

融门户网站——中申网发布了《2015

年P2P网贷问题平台数据监测报告》。

报告显示，2015年P2P网贷行业一共出

现了 868 家问题平台，与 2014 年（261

家）相比问题平台数量增长了233%。

P2P网贷问题平台中，出现失联跑

路问题的有510家，占比59%；出现提

现困难问题的有240家，占比28%；停

止营业的有108家，占比12%；经侦介

入调查的有10家，占比1%。

2015年共出现868家P2P问题平

台，但有 158 家无法统计到其上线时

间，因此无法计算平台寿命。中申网统

计到了 710 家问题平台的运营数据，

分析之后发现，大部分P2P网贷平台上

线都不满一年，甚至有平台上线当天就

被爆出问题，还有66家平台上线不到1

个月就出了问题。运营不到1年的P2P

网贷问题平台有540家，占据了半壁江

山；还有133家上线不满2年就出了问

题；有27家问题平台正常运营不到3

年；5家平台正常运营不到4年；还有5

家平台正常运营不满5年。

被媒体誉为“金融市长”的重庆市

市长黄奇帆曾公开批评P2P互联网金

融。在他看来，中国P2P实际是个“貌

合神离”平台。就像开一个赌场，赌民

之间在赌，赌场只是提供牌和桌子。

他认为：P2P实际是在“偏离了金融基

本原则和规律”的情况下，在做与银行

等金融机构差不多的借贷业务。谁在

监管？谁能监管？怎么监管？黄奇帆

明确指出：让它像蝗虫一样增长是对

老百姓极度地不负责，所以重庆严格

控制。

本报记者 钟文

镜头

P2P疯狂：2015年500多家平台跑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