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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胡心媛

2011年，那些商界大佬们的悲欢离合

进入网络时代之后，信息以惊人的速度传播

着。而近些年兴起的微博热，则更大程度地满足

了人们的好奇心。无疑，微博成了 2011 年大众持

续关注的焦点，微博走进了大时代。2011 年，通过

微博，真相在传播；通过微博，谣言也在蔓延。

或许，也正是因为微博的火热与肆无忌惮，才

折射出了 2011 年企业家们的各种动态。

祸从口出，最终被动让步

2011 年对于马云来说，着实不算太平。过去

那个豪情万丈地向中小企业高呼“让天下没有难

做的生意”的电子商务革命性人物、商业巨子、创

业教父，如今却显得十分悲情。今年的诸多危机

令其跌落神坛。用他自己的话说，今年，他的名声

是“背信弃义”、“过河拆桥”。从阿里巴巴涉嫌诈

骗到淘宝商城的暴动，马云的遭遇皆因祸从口出。

此前，马云向媒体表示：“阿里巴巴已经过了

生意人和商人的阶段，我们对赚钱的兴趣并不大，

我们想做些能影响这个社会、创造价值的事情，这

是我们所希望的。”但理想主义的马云却被自己的

“光环”所绑架。

尽管在淘宝商城规则调整事件中被斥为既

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恣意修改规则”，但马云

显得很无奈——“ 对于电子商务规则问题，阿里

巴巴曾经跟各种主管部门沟通，可惜都没有什么

结果。”

淘宝商城宣布将大幅度提高商家交纳的技术

服务费和保证金，导致许多中小卖家可能由于费

用退出商城。而当时，数以千计的中小卖家在网

络上利用批量买空、申请退款、恶意差评等方式攻

击大卖家。事态发展到连商务部都出面向淘宝施

压。最后淘宝不得不让步，宣布新规定延后、大幅

减少保证金等缓和措施。之后，这些集体抗议才

渐渐停息。

起初，马云表示，淘宝商城绝对不会为原则退

让半步。而后，又在网络上说“真想放弃，无数次

责问自己凭啥去承担如此的责任？”一些舆论认为

中小卖家在“滥伤无辜”；另一些舆论则认为马云

在卸磨杀驴。

点评：在这个社会监管欠缺的商业时代，那些

用梦想之光照耀商界，又用人格之光塑造崇高的

明星企业家，却被他们之前广为传播的豪言壮语

所伤。而导火索，往往是企业家在商业运行中出

现的监管纰漏与大放狂词。

放权SOHO却成微博红人

身为微博红人的地产大佬潘石屹，在 2011 年

自然是话题多多。乔布斯的去世，催生了“潘币”，

尽管是网友们的调侃，潘石屹也不甘落后，如约发

布了“潘币”的征求意见版。

网上看到“潘币”图片，颜色式样接近现行流

通的 100 元人民币，都是红颜色，只不过上面的头

像变成了潘石屹，“潘币”背面图样是望京 SOHO，

发行单位写的是“SOHO 中国银行”。编剧宁财神

和美股网创始人方三文都认为，潘石屹这样做仅

是一种自嘲，是消解负面评论的手段而已。但网

络上拍砖的人似乎更多，而且因为“潘币”是以望

京建筑设计为背景，更有网友尖锐地指出，潘石屹

是在炒作望京 SOHO。

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所所长李东方教授

在仔细查看了有关资料后愿意相信，潘石屹这样

高调发布“潘币”，其中炒作的成分更大。

李东方表示，“潘币”作为调侃，在某种程度上

是一种造势、炒作，毕竟潘石屹是商人，名声越大

越好，估计他有这方面的考虑。如果压根不知道

就是不应该了，作为公众人物，这点基本法律常识

还是应该有的。

事实上，如果仔细观察“潘币”也能看出这似

乎是潘石屹开的一个玩笑，因为“潘币”正面的发

行机构，虽然字体采用了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

的字体，但却被印成“SOHO 中国很行”。李东方

认为，从目前发布的征求意见版来看，潘石屹的行

为还是很不严肃的。

如今，“潘币”事件似乎已经过去，可就在 2011

年即将过去之时，潘石屹与他的 SOHO 又出现了新

的话题。记者了解到，在六年前那场婚姻危机后，

潘石屹的妻子张欣逐渐取代潘石屹执掌 SOHO，这

家“夫妻店”也走上了与以往不同的发展之路。张

欣取代潘石屹走到台前，试图改变 SOHO 中国的生

长方式，但她的强势作风也令公司阵痛不断。潘石

屹出身底层，不会说英文，因其灵敏的嗅觉和灵活

的身段一路打拼过来。而张欣留学英国，曾在高盛

任分析师，是西化的华尔街精英。

2007 年，在张欣的力主下，SOHO 完成了香港

上市。对于主张“像水一样”轻灵，实施无为式管

理的潘石屹而言，上市意味着要做大规模，要流程

化。在此前的上市庆功宴上，潘石屹说：“上市一

直是张欣的愿望，对我来说倒是无所谓。”

而张欣面对媒体时也曾表示，她和潘石屹是

在 2005 年同时皈依巴哈伊教，“现在，老潘已经不

怎么管理公司了，我事无巨细地都管。可以从老

潘发微博的频率看到，他和任志强现在基本上都

是在给微博打工。”

点评：无可厚非，微博的走红，带红了各界企

业家。如果说博客是一道“大餐”，那么，微博则是

一道“快餐”，它能让大众在最快的时间里知道某

件事，同时也能了解某些人的动态。曾经，人们总

觉得所谓的大人物离我们很遥远，但因微博时代

的到来，让大人物也走进了大众生活。

真假慈善为哪般？

近些年来，中国大大小小的企业家纷纷做起

了慈善，这似乎是一个好兆头。但是，自微博上爆

出郭美美炫富事件之后，中国的慈善业深受重创，

以往热衷于慈善的企业家们也不可幸免地被“拖

下水”。

谈到慈善，就不得不提 2011 年身陷其中的杨

澜 。“郭美美事件”曝光后，杨澜发微博为红十字

会“ 喊冤”，引来了出版人马志明的进一步质疑，

并转引了青基会财务人员柳杨于 2002 年的一篇

曝光文章，称杨澜曾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

望工程捐款 21 万元，然而在捐款第二天就将其全

部领走作为“工作经费”，并称杨澜多次以这种方

式领取过大额“工作经费”。随后，杨澜在博客声

明中印证了此事，但指出她取走的钱也是用于希

望工程的。直到曝料者公开道歉后，杨澜才抽身

“捐款门”。

然而，在此后的不久，打工子弟学校“新希望

小学”被全部拆除一事，牵出中非希望工程“卢美

美”事件。这个名为“中非希望工程”的慈善项目

计划耗资 20 亿元为非洲捐建 1000 所希望小学，且

对所有捐款均提成 10%作为管理费，其合理合法性

遭到质疑。该工程的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卢星宇年

仅 24 岁，也被网民赠予“郭美美二世”外号。困惑

不解的网民开始搜索这个组织机构的相关信息，

他们赫然发现，在其官方网站上，杨澜的照片和名

字竟出现在该工程的共同主席名单里。

由于杨澜与多个负面事件纠缠不清，有网友

将杨澜戏称为“问题澜”。针对各种质疑，尽管杨

澜在微博中极力撇清与负面事件的干系，并声称

自己是“被代言”、“被利用”，自己也是“受害者”，

但这样的辩解着实有些站不住脚，谁是受害者？

杨澜的名声为何会受“负面影响”呢？被负面新闻

找上门，首先就是急着“秀无辜”。正所谓清者自

清，如果杨澜自身确实清白，舆论何必要去“丑化”

她？再者说，到底谁是真正的受害者，可不是由杨

澜一家之言说了算的。拿中非希望工程“被主席”

来说，一方扬言“得到杨澜确认，没有冒用杨澜的

名义”，另一方声称“根本不存在确认一事”。鉴于

双方都在自说自话，且都言之凿凿，不仅使得杨澜

中非希望工程共同主席身份成谜，同时更让当事

双方的公信力暂时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点评：“漏洞百出”是 2011 年慈善业的高频词

汇，在大众面前，企业家们无法自圆其说，2011 年

成了这些慈善企业家的“劫”。企业家们做慈善的

真假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可否认的是，“苍蝇不叮

没缝的蛋”。

买地未果入选品牌人物

在 2011 品 牌 中 国 十 大 年 度 人 物 里 ，黄 怒 波

名列其中。而黄怒波 2011 年欲在冰岛购地打造

生态旅游一事一度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作为

一个商人，黄怒波对被冰岛方面拒绝这一结果不

能说没有思想准备，但冰岛方面此前过于积极的

回应给他一种错觉：从 2007 年至今年，黄怒波申

请时，冰岛政府共受理 25 起外国人购地申请，其

中仅有一起被拒绝——这令黄怒波对这一计划

充满自信。

黄 怒 波 把 这 次 商 业 试 水 高 调 地 描 述 为“ 一

个 中 国 民 营 企 业 国 际 化 的 尝 试，一 个 创 新 的 尝

试 ”。 喜 欢 写 诗 的 他 ，甚 至 无 不 感 性 地 对 外 解

释，冰岛买地这桩大买卖，其实只是缘起于他与

北 大 时 冰 岛 室 友 的 一 场 陈 年 友 谊 以 及一个诗人

的情怀。

黄怒波曾有 11 年在中宣部工作的经历，在 29

岁时，他就已经是正处级干部，黄怒波对记者这样

描述那段时光：“在那里，时间都像是静止的，你坐

在桌前，看着比自己年长的同事，就能看到自己

二、三十年后的模样。”

当上部长又怎样呢？那个时候的他常这样问

自己，那段时间里，他依靠写诗为自己营造一个隐

秘世界，“我只写给自己看，诗歌对我来说是一种

逃离。”

尽 管 买 地 计 划 最 终 以 被 拒 绝 收 场 ，但 对 于

冰 岛 的 决 定，黄 怒 波 说，他 尊 重 但 并 不 认 可，西

方 媒 体 的 报 道 造 成 了 一 定 影 响，但 他 更 愿 意 认

为 是 冰 岛 内 政 的 问 题 。 他 后 来 对 国 内 媒 体 表

示，他的本意是发力北欧旅游地产，不想深陷舆

论旋涡。

点评：近些年来，国内企业家开始热衷于海外

投资，无论成功与否，这似乎都掩饰不了企业家们

的“财大气粗”，成功了的自然欢天喜地，失败了的

也不见得灰头丧气，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从叱咤风云到落荒而逃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温州商人“叱咤”在各

行各业。提起炒房，第一个跳入人们脑海的便是

温州商人。的确，温州商人是风光的，但 2011 年却

成了温州商人的“劫”，最终催生了温州商人的“跑

路”潮。

今年 9 月，温州的“眼镜大王”信泰集团董事

长胡福林，因企业资金链断裂，“跑路”美国。从

眼镜作坊学徒到自创品牌并问鼎温州眼镜行业

龙头老大，再到产业多元化发展，胡福林的创业

史 是 温 州 资 本 对 外 扩 张 以 及 民 间 借 贷 的 发 酵

史。从中学开始，他就帮着父亲打理眼镜批发店

的生意，显现出商业天赋。1985 年，高中毕业的

胡福林接手父亲的眼镜批发作坊，不久，便展现

出商业才能。两年后，胡福林租了一个厂房，开

了平生第一个工厂。当时，厂里只有 10 名工人，

还沾亲带故。

经过 6 年发展，随着眼镜厂初具规模，胡福林

在事业上仍亲力亲为。胡福林的合作伙伴程国光

说，经常可以看到胡福林到车间，有时忙起来，还

亲自动手干活。1992 年，胡福林在温州当时最繁

华的地段广场路租了一个店面，开始自产自销眼

镜。当时，整个广场路仅有 6 家眼镜店。

胡福林作为信泰集团董事长最后一次公开露

面的时间为 7 月 6 日。当时，正逢第九届温州眼镜

展开幕。

当时的胡福林依然意气风发。信泰一位当时

参加了欢迎会的高管表示，完全看不出胡福林有

任何异样，依然还是那个“笑面虎”。但几天后，胡

福林给信泰集团执行董事胡明芬打电话，解释其

出走美国的原因，并称自己不会再回温州。

点评：以实业发迹的温州商人曾一度以吃苦

耐劳为世人所熟知，然而，物欲的膨胀却最终摧毁

了这批“勤恳”的民营企业家，“跑路”已经无法避

免，重组自然也成为必然，未来会怎样，我们不得

而知。

编者按：伴随着种种“ 躁动”，2011 年即将过

去。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这一年，太多的

“ 意想不到”让人们应接不暇。而商界里的那些

人，那些事儿，已不知不觉中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

谈资。欺诈、跑路、买地、炫富、去世等等。2011

年，企业家们上演了一出出悲欢离合的剧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