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镇江主城区的华龙
管业有一个大院子，117亩的土

地市值已近亿元。偌大的厂区
内更像是一个大仓库，堆满了
大大小小的水泥管，可广泛用
于路桥建设的给排水工程中。

记者在10月30日上午走进
厂区时，整个厂区内鲜见工人的
身影，一名老工人告诉记者，全

厂在职职工约360人，通常上班
的只有百余人，其他人员均在家
中待岗。缺乏原材料是导致华龙
管业开工不足的主要原因，而究
其原因，是流动资金匮乏。再深
一步，这位老工人的结论是：“太
平洋把华龙拖垮了。”

据介绍，华龙管业可追溯
到1956年，而实际上历史可
能更为久远，1956年是其公
私合营的时间。1994年前，该
厂名为镇江市水泥制品厂，
1994年该厂第一次改制，更
名为镇江华龙管道有限公司。

镇江华龙在当地是一个
名声在外的企业，因为该厂工
资较高，2002年前后，一线工
人工资可达千元以上，在当地
处于中上游水平。当地一名官
员的评价是“产销两旺”。

2003年，根据国家有关

政策，镇江市有关部门决定
对华龙管道实施改制。形式

是公开招标，并于当年年中在
镇江市产权交易中心挂牌。

当时的镇江华龙法人代
表是吴贤荣，他上世纪80年代
毕业于东南大学土木工程专
业，任该公司老总已有时日。
“当时审计、调整后的华

龙管道净资产为1078万元，
招标底价为324万元。”一名

参与了改制过程的人士透露，
作为法人代表的吴贤荣理所当
然地对此抱以极大兴趣，整个
华龙管道管理层的思想也非常
统一：拿下华龙管道的改制。

此外，对华龙管道有兴
趣的还有两家：一人叫张梅

生，他是华龙管道的一名退休
中层干部，携一企业参与竞
标，还有一家就是来自南京的
太平洋建设集团。“太平洋和
张梅生都表达了参与竞标的
浓烈兴趣，”这名知情人说。

华龙管道在改制前的

2002年，产值约3000万，利
税200余万，是一些员工眼中
的优质资产，更重要的是，其所
处的位置和厂区117亩土地。

镇江市政府一名工作人
员称，117亩土地的市值在一
亿以上，而改制方案中，仅作

价20万一亩，其中显而易见
地有巨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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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3月 1日，江
苏华龙管业有限公司 （!

"#$%&'）成立，投资
方有二：吴贤荣为法人代表
的改制后新企业即镇江华
龙水泥制品有限公司、太平
洋建设集团。

依据上述两个投资者
于2004年2月 26日签订

的合同，华龙管业投资总额
为3578万元，太平洋建设
集团出资 2500万元，占投
资总额的69.86%，镇江华
龙水泥制品有限公司以改
制企业的净资产 1078万
元出资，占30.14%股份。

这份合同特别规定
“合资公司注册后一个月
内将土地产权过户到合资
公司”。

但据知情人透露，到
现在为止太平洋承诺的

2500万元仍没有全部到
位，“即使投入的部分资金
也被抽走”。

记者见到了一份注有
“镇江中国银行”的银行
对账单，账户名为江苏华
龙管业有限公司。这份对

账单显示，在 2004年 3
月 5日那天，华龙管业的
账户上有两笔巨额资金
流动。

传 票 号 为
6639000202的交易显示，
当天有1509.9万元的资金

被打进了华龙管业的账
户，据知情者称，这笔钱来
自太平洋建设集团，“就是
用于新企业出资的钱”。

但在同一天，传票号

为“6639000301”的交易
又显示，有整整 1400万元

的资金又被划出了账户。
据称，这笔钱被转入了一
家名为“江苏五岳建设有
限公司”的企业。

记者前往江苏华龙管
业向现任副总经理杨芝
新求证上述说法，遭拒

绝，他同时拒绝评价 2500
万元的出资是否已经全
部到位。

记者获得了一份镇江
市工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上面确认“2004
年5月8日，江苏太平洋建

设集团将 2000万元注入
五岳建设有限公司”。该份
处罚决定书指称，太平洋建
设集团在出资五岳建设公
司时，抽逃出资。

而 2004年 3月 5日
的华龙管业巨额资金的进

出，记者未能从相关部门
得到解释。是否属抽逃出
资，没有定论。

但对五岳建设有限公
司的投资出资过程，镇江
市工商局认定其属抽逃出
资。记者从上述的处罚决

定书上获悉：
“2004年 5月 8日，

太平洋建设集团将 2000
万元资金转入五岳，5月 9
日以融资、调配资金为由，
以往来账形式抽回 2000
万元。”

依据上述调查，镇江
市工商局认定太平洋建设
集团抽逃出资 2000万元，
并对之处以 120万元的罚

款，但据了解，太平洋建设
最终只支付了 80万元的

罚款。
有观点认为，“太平洋

建设集团用有限的资金游
走于多家企业间，除了有
抽逃注册资本金的嫌疑
外，还完成了以极少代价
完成多家公司收并购，或

者控股的目的”。
当地一政府官员曾参

与太平洋建设集团的相
关调查，他告诉记者，太
平洋建设集团镇江分公
司的账 “乱得让人看不
清”。他称，他们发现太平

洋镇江分公司的账上，常
常一天有几千万的账进
进出出，“七绕八绕，看得
人头晕”。

太平洋在镇江还因另
外一起抽逃出资遭到了镇
江市工商部门的查处，这

发生在对镇江华通机械集
团公司的控股运作中，此
次涉案抽逃出资额高达
5000万元。

在镇江工商部门作出
的处罚决定书上写明：
“2004年 12月设立江苏

华通机械有限公司时，当事
人（江苏太平洋建设集团）
货币出资 7000万元，净资
产出资 2006万元，当事人
委托其镇江分公司代为投
入，其中 5000万元当事人
要求江苏五岳（由当事人

控股）以需要流动资金为
由，向中国银行镇江分行贷
款，并为之提供担保。”

处罚决定书详细描述

了这 5000万元的流向：五
岳建设拿到中行的 5000

万贷款后，分批将之转入
太平洋建设镇江分公司用
于投入“华通”注册及验
资，当年 12月 16日，“华
通”改制完成后，太平洋集
团要求五岳向 “华通”借
款并提供担保，将 5000万

借回。
“这 5000万被分成

两批由‘华通’转至了太
平洋建设镇江分公司，镇
江分公司又分三批将之还
给了五岳建设，五岳建设
也分三批把钱还给了银

行。”知情人和工商处罚
决定书的描述明确了这个
过程。

镇江市工商局认定太
平洋建设集团在 “玩”抽
逃资金，于 2005年 11月
23日决定对其处以 300

万元罚款，但据了解，太平
洋建设集团只缴纳了少部
分罚款。

对江苏华通机械一案，
当地有人士分析：“让一个
控股公司从银行借钱，用于
另一个公司的注册出资，在

新公司成立并拿下控股权
后，立即把钱借出，再还给
银行。实际上只产生了少额
的资金成本，就拿下了一个
企业。”
“典型的 ‘空手套白

狼’。”当地一经济主管部

门负责人这样评价。但太
平洋建设又是如何完成上
述过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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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也没有人知
道太平洋建设是如何和华龙
管道当时的管理层取得联系

的。向记者要求匿名的这名
知情人称，2003年的 9月
20日，太平洋建设老总严介
和带人找到了华龙管道的法
人代表吴贤荣。严介和作出
承诺，如果吴能在改制后与
太平洋合作，股东出资的钱

太平洋返还，同时保证股东
所占股本不变。

这个说法的意思是，吴
贤荣带领着 14名管理层人
员一起出钱参与竞标，竞标
成功后，只要与太平洋建设
合作，太平洋建设便把钱还

给他们，同时还保持他们所
出钱相对应的股份。

吴贤荣答应了。2003年
10月23日，吴贤荣和太平洋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
协议。协议中，太平洋建设承诺
自己放弃参与华龙管道的改制

投标，并“支持吴贤荣本次投
标”。同时，太平洋建设还承
诺：“在吴贤荣取得企业全部
资产所有权后，太平洋建设以
2500万元资金作为股本款投
入中标企业，并与吴贤荣中标
企业的全部资产合资成立新

公司，太平洋享有新公司70%
股权，吴贤荣占30%股份。”

知情人分析，对吴贤荣
而言，“不用自己出钱，就可
以拿下几百万的资产，对方
又承诺继续投资新企业，企
业得到发展，个人又能得到

实惠，何乐而不为？”
2004年下半年，太平洋

建设与吴贤荣又签订了《合作补
充协议》及《补充协议》明确：
“吴贤荣受让企业产权后，太平
洋建设将拨付资金，返还吴贤
荣的受让金和相关费用。”

有意参加投标的并不只

有以吴贤荣为代表的管理层
和太平洋建设，还有报名竞标

的张梅生，如果想以起拍价拿
到企业，张梅生也是一道坎。

据知情人透露，如果张
梅生参与竞标，当时的保守
估计是，拿下企业的花费将
是起拍价324万元的一倍以
上：至少650万元。

“虽然没有写进协议，
但事实上，吴贤荣找到了张
梅生，答应给其40万元的补
偿，条件是，张梅生须退出竞
标，张梅生同意了，而这个钱
也是太平洋建设出的。”

如此一来，以吴贤荣为

代表的华龙管道管理层顺利
以324万元的底价获得了净
资产1078万元的华龙管道。

2003年 11月 1日，以
吴贤荣为代表的管理层获得
了华龙管道的产权，并成立了
镇江华龙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据当事人回忆，在2004
年春节后，当时出资与吴贤荣
一起参与竞标的 14名管理
层人员均被要求收下当时竞
标时掏出来的钱，部分人收了
钱，而依协议，他们仍然拥有
和当时出资资金相当的股份。

直至2004年5月份，东
窗事发。2004年5月18日，
吴贤荣被拘留，罪名是“涉嫌
非法串通投标罪”。

据称，5月 20日，公安
机关将已部分发还到出资管
理层手中的投资尽数没收，

共324万元，当然，独立竞
标人张梅生所得的 40万元
也被没收。其后，吴贤荣被判
串标罪名成立，判有期徒刑
三年，缓刑三年，并被开除党
籍。涉案的其他人员也受到
不同程度的党政纪处分。

奇怪的是，应承担责任的
太平洋建设并未受到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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