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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太子奶掌门李途纯:

“标王”
沦落

“这5000亩地，把牛放出来，搞几十匹纯种的马放牧，让牛喝啤酒吃菠萝，喝啤酒
的可以产生啤酒奶，吃菠萝的可以产出菠萝奶。”当这番话从李途纯的嘴边流出时，身
边响起一阵阿谀之声——— 老板的智慧又解决了一个5000多亩牧场的投资难题。
3年多后，昔日的太子奶集团生产部门负责人阿成回忆这段经历时，感慨旭日

东升般的企业其实早已埋下了毁灭的种子，“董事长四处指点江山，做形象工程”。
然而，作为这个王国的缔造者，无人敢掠其锋芒。

■孤注一掷赌“标王”

李途纯到央视竞标都是借钱去
的，当时坐在旁边的公司其他高层
就如“范进中举”般，腿不停地颤抖。

与李途纯的突然暴发相比，他起
步时的经历没有多少翔实的记载。

这位50岁的太子奶集团负责
人出生于湖南临湘一个普通的农
民家庭。有早期和他共事的人指
出，李途纯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了
株洲饮食公司的职工，后升任饭店
经理，事业开始崭露头角。虽然这
家饭店的生意并非很红火，但他得
以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很多
已不单是酒桌上的情谊。”该人士
称，李途纯敢于决断、擅长交际的
特点，圈中颇为突出，让人感觉他
显然不是“池中之物”。
下海开书店，卖挂历。生意开始

扩大，旋即失败——— 糟糕的钢材生
意，欠下一大笔银行债务后，李途纯
遁走南方沿海。其间工作更换频繁，
鲜有人想到其数年后的重新崛起。

众多报道记录了李途纯的人
生转折：深圳偶遇握有日本乳酸菌
技术的盛延岭后，1996年李途纯
带领一班人马在湖南株洲建起了
太子奶工厂。当年银行的欠贷，李
途纯轻易消解———“他拿着可行性
报告找到那家银行负责人，出了个
两难的选择题：要么继续投钱支持
自己发展，要么等以后有钱再还。”

可简陋的工厂年产量高峰期
间也只有数千吨，但李途纯以梦幻
般的方式将其改变。
1998年太子奶投下巨资拿到央

视日用消费品“标王”———“他们不
停地举手要价，其实资产总额还没
有竞标价格高。”一位知情人士说，
李途纯到央视竞标都是借钱去的，
当时坐在旁边的公司其他高层就如
“范进中举”般，腿不停地颤抖，有人
在结束时都无法站立出门。

精彩的故事在于鲜为人知的
幕后。李途纯回株洲后，他找到一
些官员，“微言大义”表明自己的宏
伟蓝图，纵论“标王”对于株洲的意
义。“画的这个饼，都是将来就业和
税收的增长。”政府机器随之开动，
太子奶的命运由此改变。

广告投放后，订单像雪花一
样过来。“外省提货的车子，常
常一等就是半个月。”阿成说，
这一戏剧般的变化让一同创业的
高管们对李途纯敬之若神。他曾
经亲眼看到这样一幕：厂区内，
李途纯简装漫步，与秘书交代思
路；身后却见二把手开着豪车慢
慢跟随，脸上神色谦恭。

媒体报道，2001年到2007年，
太子奶的销售额从5000万元跃升
到了30亿元，连续6年业绩翻番。
太子奶在中国乳酸菌饮料市场的
占有率一度达到76 .2%，成为行业
老大。企业最高峰期，人数多达
8000人。李途纯更是放言，“要进
入世界500强”，“做千年企业”。

■饮鸩止渴式膨胀

“看到那些同学都是上百亿元
的身价，管理的企业都是行业巨无
霸，老板深受刺激，急于冲刺。”

仅3年后，辛苦经营的“太子
奶”竟以破产而终结。

外界流传的理由是“天灾”
（2008年南方特大冰雪灾害）和
“人祸”（“三鹿毒奶粉”事件）的冲
击，导致太子奶集团原本紧绷的资
金链陷入危机。2008年，公司产量
骤降，并出现拖欠员工工资的状
况。很多金融机构和经销商发现太
子奶“裸泳”后，“讨薪、追债、停产
风波”的消息经由媒体迅速传播。
面对中资银行陆续断贷、个别

企业用来扶持太子奶集团渡过难
关的“救命钱”被银行划走的困境，
李途纯以高风险方式“对赌”引进
英联、摩根士丹利、高盛7300万美
元注资，同时通过高层人脉，由花
旗银行领衔，荷兰银行等六家外资
银行共同对太子奶集团提供了5
亿元的授信。经历了戏剧般的“股
权失而复得”事件后，李途纯终因
面临次贷危机、自身难保的花旗银
行撤资而崩盘。
一个欣欣向荣的企业就这样因

缺钱而死了？答案似乎并非如此。
2006年太子奶集团曾公布，

在全国30多个省市设立了100个
销售分公司，发展3000多个一级
经销商。这样的超级销售网络在推
动太子奶集团放卫星似的销售增
长外，也面临巨大风险。拿货越多，
现金折扣就越高的模式，诱惑经销
商不再在开拓市场上下工夫，却四
处寻找能打入货款的机会。其高峰
期时吸引了全国约7000名经销商
入彀。打入太子奶账上的货款，最
高的一人有1200万元。可产品在
市场上的实际销售率不断降低，成
本反倒飙升。
大量被囤积资金用于扩张。
几年间，李途纯斥巨资在湖南

株洲、北京密云、湖北黄冈、江苏昆
山、四川成都同时启动五大乳酸菌
生产研发基地，形成“东西南北中”
的全国性战略布局。可事实仅黄冈
一个基地的产能就能满足集团的
全部销售。
如此过速的膨胀，最终让太子

奶遭遇滑铁卢。太子奶集团的多位
中层人士认为，其中与李途纯就读
的所谓EMBA学习有关系。“看到
那些同学都是上百亿元的身价，管
理的企业都是行业巨无霸，老板深
受刺激，急于冲刺。”
阿成指出，其实企业的战略偏

差早就存在。“标王”之后，李途纯
越发倾向冒险，倾向于结交关系
等。“当年央视竞标，不够格的太子
奶能进城要价，其实凭的就是朋友
关系。类似的经验让他对这些小概
率的事情操作非常热心。”一些生
产基地的建设甚至就是直接与领
导的关注挂钩，有的则是一种政经

利益上的交换。
“气球越吹越大，钱是不断

地赔。搞童装是学娃哈哈的模仿
秀，很多项目设置都随意而动，
这样大的一家企业，他好像还是
管理当年的饭店。”阿成说。有
一次要到市里汇报，李途纯提了
产值1000亿元的“卫星”目标，
智囊中一位姓江的负责人反复推
算了4天，仍没有得出这一辉煌
结论。报告上去后，李途纯沉思
片刻说：“这一代不行，就下一
代，或者再下一代。”

■房间水龙头5万一个

太子奶的豪华办公楼投资过
亿元，廊柱上镶嵌着宝石。

企业的很多老员工则认为，太
子奶的衰退根子在于管理的混乱
无序。
以新产品开发为例，在娃哈哈

的“爽歪歪”面市之前，太子奶早已
研发出“爽优优”的产品，期望能改
变太子奶十几年一个味道的僵局。
但这一新品终未能上市，背后的原
因让人惊讶：技术部门研发出来一
个项目后有奖金支持，到了销售部
门的时候，因缺少利益相关性，无
人热心推动。加上高层的沟通不
畅，老板李途纯没有亲自关注，这
个新品计划最终流产。

家族管理和派系暗斗也消耗
企业的潜力。身为家中老大的李途
纯，除最小的妹妹李晶晶外，其余
三个弟妹都进了太子奶集团任职，
弟弟李亚军曾任太子奶集团副总
裁。他的儿子、妻子都分别担当重
任。曾跟随李途纯出生入死的一帮
兄弟，也颇得掌门人的眷顾。但这
些人的知识、学历、理念也制约了
企业的发展。“整体上来看，它是一
个典型的家族式管理，派系严重，
让人觉得里面水很深。”阿成说，太
子奶并非没有危机感，2005年曾
大量引进一批博士、硕士人才进入
公司，但是受到派系的冲击，加之
老板没有从内心改变观念，这些招
来的人才无一生根。

但这些都不妨碍李途纯等高
层的悠然心情和大肆铺张的奢靡
生活。办公楼投资过亿元，房间水
龙头5万一个，廊柱上镶嵌着宝
石。曾任太子奶法律顾问的一律师
告知，豪华办公楼建成后，李途纯
忽然起意在顶层加一个大型游泳
池，手下人士多方估算，终因难以
承受重负而放弃了。“看看美轮美
奂的‘白宫’和‘中南海’，你就知道
他期望的是什么？”

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有许多流
传：集团的主要办公场地均铺设厚
厚的地毯，阿成说，他们进去汇报工
作时都有些站不稳。但老板仍觉得
不够舒坦。即便在资金并不宽裕的
时候，李途纯仍选择在北京某商厦
买下三楼整层，原因是竞争对手就
在脚下的二楼办公……

据《中国青年报》

“过度的自信，或许也是李
途纯失败的一个原因。”李的秘
书评价说。李途纯自己也承认这
个问题。“假如，当初不要他们的
投资，我自己做下去；假如，当初
英联、摩根卖给雀巢，太子奶也
不会出现今天的局面。所以，我
认为自己在重大问题的处理上，
在风口浪尖时，没有把握好，还
是过于自信。”

但是，有人认为李途纯走
向失败的原因不仅于此。太子
奶另外一位员工评价说：“李老
板不尊重人才，放着有能力的
人不用，只用些搞钱搞斗争的
人，企业才会走到今天。太子奶
的今日不是金融危机造成的，
是有大师情怀、刚愎自用的李
老板自己造成的。”

据《中国企业报》

■冒险

■自信

李途纯最大的爱好就是读
书，尤其痴迷于中国文史，各地
的办公室里都摆满书籍，旅途中
也是手不释卷。

在太子奶的会议上，经常
能听到他带着湘音随口背出诗
句：“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
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
千里外欲封侯……”颇有书生
气的李途纯，把太子奶的中长
期奋斗目标写成《千年构想》，

放出豪言要造就“100个以上
100万富翁，20个以上500万富
翁，10个以上1000万富翁，5个
以上亿万富翁”。

1997年，他在央视黄金广
告时段投下8888万元，夺得日
用消费品标王。此时的太子奶，
资产总额还没有竞标价格高，
甚至有半年多没有发过工资，
就连李途纯去央视竞标的20万
元入场券也是借钱买的。

李途纯性格的两个关键词

格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