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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郭鹏告诉记者：“像‘活熊取胆’这样
以伤害动物权益来谋求人类自身利益的
行为，是与现代文明和伦理道德相背离
的，这个产业应该走向逐步淘汰的过程。
而不是允许其上市发展壮大。从这件事情
可以看出，出台动物保护方面的法律法
规，明确人类和动物权益的界限，应该提
上日程了。”

对归真堂活熊取胆事件及其所关联的
中医药产业发展，原卫生部药政局副局长张
世臣表示，引流取胆比起早先的杀熊取胆和

“铁背心”、“小铁笼”取胆技术不能说尽善尽
美，但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当然下一步如
果能做到“微创”或有替代品就更好。这也反
映了在人们动物保护意识加速觉醒的形势
下，涉及动物原料的中医药产业发展将不可
避免地面临来自伦理道德的冲击，加上资本
市场的诱惑以及潜在的市场需求，中医药产
业将在多方利益博弈下前行。

山东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周凤琴
认为，传统中医除了要发展，更要走向国
际。“但是像熊胆、牛黄、麝香这样的动物药，
容易引起动物保护和涉嫌虐待的争议，这一
点除了企业自身要规范化发展，林业部
门、卫生部门应该在替代药、人工合成以
及行业发展方向上，有所动作。”

本报惠安 2月 2 3日讯
(特派记者 马绍栋 ) 23

日，归真堂官方网站公布了
参加养熊基地开放日的社
会公众参观申请名单，共有
19人，身份涉及大学教授、
医药行业人士、投资公司、
动物保护协会、普通公众
等。截至23日19时，已有8人
来到惠安接待处登记。

记者看到，19人的申请
人名单，各地的动物、环境
保护机构占据多数，其中包
括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孙全
辉、中国动物保护记者沙龙
张丹，以及贵州民间护生协
会、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
天津民间环保组织、厦门爱
护动物教育专委会等。此
外，有多家院校教授参与开
放日，如华南师范大学生命
科学院、黎明大学、泉州华
侨大学等院校教授。其余参
与人士标注为自由撰稿人、
网友、普通大众。

归真堂方面称，此前公
开邀请的包括马云、莫文蔚
等在内的名人并未作出回
应，也未来到现场，但这并
未影响活动的初衷。24日的
开放，会采纳媒体的意见进
行一系列改进，并将在参观
完毕后再次举行座谈会。

2月14日，“北京爱它动
物保护公益基金会”联合另
外两家机构，以及72位名人
联名致函证监会，“恳请”证
监会对归真堂的上市申请
不予支持及批准。首批发起
抵制的名人包括马云、莫文
蔚、冯骥才、毕淑敏、姚明、
杨澜等。

本报惠安 2月 2 3日讯
(特派记者 马绍栋) 23日
20时30分，归真堂连夜召开
媒体沟通会，公司高管表
示，未来养熊基地将向景
区方向发展，逐步向所有
社会公众开放。

归真堂副董事长蔡资团
表示，公司将加强基地建设
力度，增加科普、研发的投
入。目前正在研究将公司往
景区方向发展，一周一次、两
次，慢慢开放，可以邀请普通
公众前来，在培训后让他们
亲自体验取熊胆。此外，公司
欢迎由独立的动物学专家、
兽医及中药学专家组成专门
的团队长期进驻归真堂进行
调研，出具权威的调查报告，
看熊是否因为取胆产生不良
反应。

对于归真堂与熊胆下游
需求方、上市公司上海凯宝
有怎样的联系的问题，蔡资
团表示，上海凯宝从来都不
是公司的客户。目前在肝病
领域中药使用的比例很低，
熊胆中去氧胆酸成分最为重
要，目前只有德国和意大利
两家公司能做，它们的产品
在中国的份额也很大。归真
堂一旦上市，养熊业就不容
易被取缔，这对中药的发展
是有利的。有些个别的组织
背后有国外的药企资助，通
过各种手段意图灭掉整个养
熊行业和中药。

本报惠安2月23日讯(特派记者
马绍栋) “此次开放日就是为

了澄清各界对归真堂的一些误解，
还原活熊取胆的真相。”归真堂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董事张志鋆
如此描述此次养熊基地开放日的
目的和意图，可让他意想不到的
是，一场精心准备的开放日却引来
了更加广泛的质疑声。归真堂去年
就曾遭动物保护组织反对而暂缓
上市，此次卷土重来再次掀起剧烈
的舆论风波。业内人士认为，在滔
滔舆情和民意的裹挟下，归真堂的
上市前景恐将再生变数。

据了解，福建归真堂成立于
2000年12月18日。2004年7月，归真堂
通过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GMP认证，具备熊胆粉系列产品生
产资质后，进入快速发展通道。2006
年，归真堂进行股份制改制，同年5
月改制成功，并计划于2010年、2011
年间上市。2010年度，归真堂纳税额
超过1000万元。根据公开信息，归真
堂此次上市募资将用于年产4000公
斤熊胆粉、年存栏黑熊1200头等项
目，这也被民间解读为一旦其上市，
将会有更多的黑熊遭遇取胆之痛。

“归真堂上不上市不是我们能

说了算的，我只能告诉你，归真堂
合情合法，发展很好。”张志鋆表
示，他2008年开始投资归真堂，在
投资之前考察过20多家正规的养
熊场，结论是归真堂是一家非常优
秀的公司。作为一个投资者，归真
堂这几年的成长性很好，是一笔很
好的投资，他不会放弃。

一头熊能产生多少经济效益？
上市能给公司带来多大效益？对
此，归真堂方面称，3岁以上的熊才
能取胆汁，一头熊可采胆汁25年。
但由于熊场建设、投资等涉及一些
复杂的财务数据，目前公司处于上

市前的缄默期，不能回答。
业内人士认为，尽管从法律、财

务上看归真堂经营合法，业绩可观，
但活熊取胆毕竟存在较大的争议，
来自动物保护组织与民间的抵制和
压力也层出不穷，此时若获证监会
批准上市必然会引发更强烈的声
讨，因此归真堂的上市路并不平坦。

张志鋆认为，归真堂真要上
市了，就证明它经得起监督；假如
动物保护深入人心了，哪怕归真
堂上市也融不到资。“我对其上市
非常有信心，不会考虑去香港或
海外上市。”

谈及归真堂的开放日，来
自北京的一位记者认为，活熊
取胆整个过程只有3分钟，工
作人员没有进行讲解，而记者
自身又无法做出判断，只能期
待第三方机构提供判断。而归

真堂方面则表示，无人讲解正
是为了让大家更自由地参观。

媒体与归真堂双方的争执
不下，再次凸显了权威第三方

意见的缺位。但是，长期致力于
黑熊拯救项目，自归真堂申请
IPO时就明确表示抵制的亚洲
动物基金会(AAF)在首个开放
日却没能顺利进入熊场。

亚洲动物基金会创始人
Jill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
对归真堂之前在公开邀请函
中邀请AAF参加此次开放日，
而在他们到达后又拒绝的做

法表示惊讶，“如果他们说熊
场都是透明的，为什么不邀请
一个做了19年黑熊保护工作
的团队进入？”

“既然是公开透明，为什
么又要限定区域、限定人群？
既然不怕监督，为何又拒绝抵
制方AAF入内？”一些热心网
友表示，归真堂这种掺杂利益
的公开难以让人信服。

在公众和动物保护人士
看来，归真堂这次的公开参
观，不仅没有展示真相、消解
质疑，反倒更像是一场“秀”。

在研究危机公关的山东
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
教授刘悦坦看来，“当危机发
生时，公众最关心的无非是两
方面问题：首先是利益的问
题，即公众的利益有没有在事
件中遭到伤害；还有就是感情
的问题，企业有没有在意公众

的诉求。”
长期关注动物保护的山

东大学哲学与发展学院副教
授郭鹏认为：“黑熊取胆汁时
有没有痛苦，黑熊在归真堂有
没有遭到虐待，一次短暂的开
放，根本无法澄清这些问题。
这种表达诚意的方法，动物保
护者无法认同。”

“在危机发生后，公众和
媒体往往在心中已有了一杆
秤，对企业有了心理上的预

期，公众能够原谅错误，但不
会原谅谎言。所以，危机公关
只是一种应对危机的传播措
施，它不是万能的，不能把黑
的抹成白的。”刘悦坦认为，

“像活熊取胆事件中，归真堂
无法摆脱以伤害动物健康盈
利上市的利益链条，所以现在
应该有权威的第三方在前台
说话，让公众在权威的信息中
获得真相和观点，解除对事件
的负面心理。”

继去年暂缓上市后

归真堂上市前景再生变数

保护动物VS盈利上市

拒绝专业团队惹人疑
传统中医VS现代伦理

动物医药产业
博弈中前行

公众质疑VS危机公关

权威机构应在前台说话

归真堂再开放

名人统统缺席

归真堂：

有人要灭掉

养熊业

开放熊舍，展示活熊取胆全过程，公司高管和医药专家出面答疑解惑……一个展示了在质量上没
有作假的“真诚”归真堂，为何媒体和公众没有买账，质疑和反对之声反倒不绝于耳？

在人的利益、需求和动物的福利之间，该如何寻找一个平衡点？一个怎样的归真堂和熊胆产业，才
能换来社会和道德伦理的认同？

归真堂不透底，“熊事”难了
缺乏诚意的危机公关招来更多质疑
本报记者 马绍栋 崔滨 实习生 王明慧

22日，媒体记者排队走进归真堂“养熊取胆”的引流房。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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