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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隆内幕》

内容概要

《德隆内幕》共分四个部分：72小时目击、帝国是这样建成的、神话解剖、生死进行时，讲述唐万新
四兄弟缔造出德隆帝国的历程，勾勒出德隆18年间快速扩张的全景图，梳理出德隆下属间错综复杂的
金融关系以及德隆金融圈的形成过程，剖析德隆帝国的财务机密，挖掘德隆系崩溃的真实原因，聚焦
德隆当家人唐万新与唐万里的个人世界，揭开德隆“私生”公司面貌，展示全面真实的德隆。
　　一直被媒体高度关注的德隆集团也引起了出版界的关注。近日，一本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新
书《德隆内幕—挑战金融和实业的均衡极限》面世。作者李德林为《证券市场周刊》资深记者。该书
定价30元，红色封面别具一格，德隆“老三股”股线图洞穿标题。
　　该书以国外企业近百年的发展轨迹和中国二十多年间的企业发展状态为宏观背景，将中国资本市
场上赫赫有名又颇受争议的德隆集团置于其中，作为一个微观案例进行深度研究。
　　该书追踪了德隆从崛起到危机的全过程，资料丰富详实。不仅首次披露了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
公司的37个股东的隐秘身份，还全面展示了德隆自救行动的“A计划”。是目前了解德隆最全面、最
深入的读本。
　　在大量第一手内幕资料的基础上，作者凭借其对“德隆神话”长时间的分析和对中国资本市场情
况深刻的洞察，对中国企业产融结合命题进行理性探讨，解析了企业在资本运营方面的均衡挑战和极
限风险。书中讲述了作者目击唐万里被债权人逼债的现场情况、唐万新四兄弟缔造出德隆帝国的历程
；梳理出了德隆下属公司之间错综复杂的金融关系以及德隆金融圈的形成过程；近距离勾画德隆当家
人唐万新与唐万里的个人世界；揭开了深藏不露的德隆“私生”公司的面貌。更为精彩与难得的是，
作者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批阅德隆控股的新疆屯河、沈阳合金、湘火炬历年来的财务报表，对德
隆帝国的财务机密加以剖析，其发现令人触目惊心，揭示了德隆系崩溃的真实原因。
　　德隆在辉煌时刻，其运作模式曾吸引了许多企业家探讨；而德隆的突然崩塌，同样应该引起人们
警醒。目前德隆危机渐趋平缓，但德隆对中国企业的启示却有长久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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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隆内幕》

作者简介

　李德林,《证券市场周刊》主任记者，和讯网《德林观潮》专栏作家。
　　作者凭借其对“德隆神话”长时间的研究和对中国资本市场情况深刻的洞察，对中国企业产融结
合命题进行理性探讨，厚积薄发，为中国广大企业界人士献上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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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隆内幕》

书籍目录

序言  企业家们何去何从/王巍  少做道德判断 多做价值判断/方泉第一部分 72小时目击  清晨惊梦  上海
调查  神秘国资  走近“据点”  “华夏”秘闻  套牢国资  人事档案  揭秘陕西恒业  爱情“噩耗”  对话二
号金融人物  李学勤京城讨债  外资迷雾  唐万里泪洒申江  绝食秘闻  委托理财幕后第二部分  梦想从“
朋友”开始  英雄不问出身  转战北京  农业、股票齐头并进  “金盆洗手”寻觅新路  下潜“屯河”一石
双鸟  “达园会议”确定两条线路  屯河的“水泥试验”  竞标合金 睥睨群雄  与战略无关的“太空梭”  
“点燃”湘火炬 完成战略框架  第二梯队产业  “三驾马车”各奔前程  “新疆大营”和“大海大营”  
屯河“变色”  合金“换心”  火炬“烈焰”  德隆国际遭遇“黄灯”  新疆德隆闯入金融  屯河困境  合
金的自我否定  德隆的“私生公司”第三部分 神话解剖  德隆“神话”  “善庄”“恶庄”之争  历史惊
人的相似  “一个人的战争”  摩根时代的悖论  从企业层面看五次并购浪潮  弄潮国内产业结构调整  “
中策”风暴  民营之困  抓住体制弱点 冲破资金困境  举起金融的杠铃  “两栖”的历史决定战略的两翼  
“唐大路线”VS“唐四路线”  性格决定命运  夹缝中的追梦人  发现价值与创造价值  无主业 战略先行 
夹缝中的追梦人  发现价值与创造价值  无主业 战略先行  “三大战区”作战图  更换上市公司主业  配备
“洋渠道”  魔鬼速度：15天扩大1倍的规模  红色产业价值几何  “鸡肋”星特浩  “恐龙”湘火炬  德
隆何以不分红  配股资金半数用于并购  银行成为“血库”  罗兰·贝格和唐万平的管理  非专业经理人  
总经理不领报酬  潘亚平：与大鳄共舞  王炜：破灭的CEO梦  劲敌朱新礼  11年董事长何贵品  昙花一现
的火炬之光  “企业家俱乐部”还是“投资人俱乐部”第四部分  生死进行时  ⋯⋯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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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隆内幕》

章节摘录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还在一家经济类报纸做记者的时候，开始接触到了“资本运作”这个词
。此后很久的时间里，我并不能真正理解它的准确含义。后来耳边又冒出“资本运作高手”的概念，
我的心灵很快陷入到无知和敬畏之中。?　　通常来说，企业产生的利润或者说企业创造的价值，来自
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提供者与购买者进行交易的过程。这个过程隐含着一个朴素的道理，即这些产
品和服务满足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其他任何不生产终端产品的中游厂商，其存在的价值和获得
的利润，最终也是由被满足需求的消费者来确认和支付的。?　　“资本运作”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但
是我知道，它的核心不是买卖产品和服务，而是买卖资产和企业。那么，购买的一方是为了满足自己
的什么需求呢？这种购买需求和消费者的购买需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如果一个企业把购买过来的
资产和企业，再转卖给另一家企业，这个过程所产生的交易差价（或者说利润），是否说明被买卖的
资产和企业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新的价值从哪里产生？过程又是怎样的呢？这
就是我多年来的困惑。?　　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接触过不少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他们资产不等
，从几千万到十几亿、几十亿，但总体来说属于中小企业。他们很关注“资本运作”，有人在几年前
已经　　开始尝试。我非常理解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他们是创业时期的成功商人，企业达到一定规模
，但是当迅猛的成长期过后，就必然进入缓慢的增长阶段，或勉强的维持阶段。他们必须寻找新的增
长点。这表面上是企业发展的周期性规律，本质上是大的经济循环和行业内供给大于需求的必然结果
。?　　在和这些企业家交流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凭借商业经验和商业敏感对“资本运作”持有一种
非常肯定的态度。不过，这无助于我解释心中的困惑。?　　德隆的历史已经有18年，我直到2000年才
注意到它。这和我的视野有限以及它的低调有关。可是，当我的目光在它身上稍作停留，立刻就被它
深深地“锁”住了：德隆正是让我倍感困惑的典型的“资本运作型企业”。?　　去年5月，正值“非
典”引起极度恐慌的时期，在一次郊外的朋友聚会上，一位民营企业家跟我谈起了刚看过的一本书《
战略德隆》。他言谈中流露出对德隆经营模式的强烈好感，其中多少还有些崇拜的意味。他留给我一
句印象很深的话：德隆不留恋产业，不停地进行兼并和收购。我自然用我的困惑问他：那么，它（德
隆）最终怎么赚钱？他的回答让我更加困惑：继续并购。永远下去。德隆的理想是整合产业，建立庞
大的企业帝国。我不禁默然，心里顿时升起另外的疑问：可是，德隆为什么呢？企业不是以赚取利润
为目的吗？怎么可能为建立“帝国”而生存呢？　　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对德隆了解太少。不过，这
次交谈倒促动我要出版一本研究德隆模式的书。?　　遗憾的是，那之后半年多时间，我并没有物色到
成形的作品。我找到了和我有同样想法或类似困惑的作者，他们或者还在收集材料阶段，或者由于时
间问题无法动笔。直到几个月前结识了本书的作者李德林先生。?　　期间，我关心的问题又有了新的
变化。一方面企业界出现了一种声音，认为企业的初级阶段是产品经营，中级阶段是品牌经营，高级
阶段是资本经营。另一方面德隆的情况出现异动，2004年3月份传出它的资金链有可能断裂的说法。而
且事情发展得很快。4月中旬，德隆控股的“老三股”崩盘，公众的关注度达到了沸点。?　　拿到德
林先生的书稿，我的确有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激动。?　　但是，当我细细阅读稿件的时候，我的头一下
子“大”了：德隆竟是如此庞大和复杂！　　在书的正文中，读者可以仔细感受一下“德隆”这两个
字的内涵：它不仅表示“史前德隆”的“朋友公司”、乌鲁木齐德隆房地产公司、德隆农牧业公司等
一连串企业，还意味着由“老三股”——新疆屯河、沈阳合金、湘火炬控制下的数十家企业，以及由
“老三股”控股和参股的二、三十家金融企业。另外“德隆”还泛指“它自己”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
公司——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新疆德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德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德隆国
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等。?　　为了更加全面特别是准确地描述德隆的真实情况，我们动员了所有的财
经编辑，和作者一道，收集了公开报道的全部资料。情况使我们无比惊讶：对于德隆的公司关系、人
员关系、运作线路，资料之间竟有大量含糊其词、主观猜测、明显矛盾的内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花费了1个多月的时间。许多地方几乎不可深究，否则会引出一连串疑问，不自觉走下去，如入
炼狱，几欲晕厥。一切都像在考验我们的耐心和智力。反过去想，德隆该是多么有耐力和智慧的一批
人呢？这项工作成就了本书的第二部分——“帝国是这样建成的”和第四部分——“生死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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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隆内幕》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　　德隆是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德隆在辉煌时刻，其运作模式曾吸引了许多企业家探讨；
而德隆的突然崩塌，同样应该引起人们警醒。目前德隆危机渐趋平缓，但德隆对中国企业的启示却有
长久的意义。　　本书追踪了德隆从崛起到危机的全过程，资料丰富详实。不仅首次披露了德隆国际
战略投资有限公司的37个股东的隐秘身份，还全面展示了德隆自救行动的“A计划”。是目前了解德
隆最全面、最深入的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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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隆内幕》

编辑推荐

　　德隆是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德隆在辉煌时刻，其运作模式曾吸引了许多企业家探讨；而德隆的
突然崩塌，同样应该引起人们警醒。目前德隆危机渐趋平缓，但德隆对中国企业的启示却有长久的意
义。　　本书追踪了德隆从崛起到危机的全过程，资料丰富详实。不仅首次披露了德隆国际战略投资
有限公司的37个股东的隐秘身份，还全面展示了德隆自救行动的“A计划”。是目前了解德隆最全面
、最深入的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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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隆内幕》

精彩短评

1、很早以前读了一半没读完，现在书找不到了
2、前面的确够乱的，并且里面的观点实在不敢苟同。从中倒可看出为啥德隆讨厌媒体。后面讲德隆
发展史，结构什么的倒可看看。作者一开始就对德隆有种轻视的态度，让人不得不怀疑起公正性。第
一部分什么72小时，如果不是想了解当时媒体态度，于媒体人工作，简直可以直接跳过去。
3、德隆内幕
4、三驾马车，还专门写过一篇帖子给它
5、伟大的唐！
6、　　《德隆内幕》 李德林 著
　　
　　在书的正文中，读者可以仔细感受一下“德隆”这两个字的内涵：它不仅表示“史前德隆”的“
朋友公司”、乌鲁木齐德隆房地产公司、德隆农牧业公司等一连串企业，还意味着由“老三股”——
新疆屯河、沈阳合金、湘火炬控制下的数十家企业，以及由“老三股”控股和参股的二、三十家金融
企业。另外“德隆”还泛指“它自己”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公司——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新疆
德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德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等。
　　 
　　十几年下来，德隆毕竟拥有了几百亿资产、近两百家企业，参与了十几个产业。这种构筑在资本
市场上“一览众山小”的成就，大大强化了德隆创始人的自信力和使命感，他们真诚地希望通过体制
改造和管理提升就可以建立企业核心竞争力，甚至是面向产业的整合能力。当德隆相当谦虚地主张“
全面整合水泥、食品和机电业三个产业，同时培育流通服务业、旅游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产业”时，局
外人也许会将其误解为国家计划部门的阶段目标。
　　在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今天，经济规律对企业生存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产品由短缺转向过
剩、市场由卖方转向买方、竞争由行业竞争转向跨行业竞争、由国内竞争转向全球竞争。这是每一个
竞争性企业，无论大小都能切身体会到的趋势。并购作为一种竞争方式，越来越多地被国内企业特别
是民营企业采用。不过，在国际上已经有上百年实践历史的并购，在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由于并购
竞争和金融的天然联系，使企业和相对滞后的金融体制，进入了一个相互博弈和促进的“探险期”。
这个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但是探索的深度、速度和规模都不足以形成突破。作者在
第三部分为德隆铺陈了四个“坐标”：全球五次并购浪潮的逻辑分析、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三股
力量、民营企业与金融体制的博弈、中国企业全球化虚假角色定位。
　　通常来说，企业产生的利润或者说企业创造的价值，来自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提供者与购买者
进行交易的过程。这个过程隐含着一个朴素的道理，即这些产品和服务满足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其他任何不生产终端产品的中游厂商，其存在的价值和获得的利润，最终也是由被满足需求的消费
者来确认和支付的。
　　作者由此得出的两个观点也是颇值得深思的：一、产融结合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造就了那个
历史阶段的宏观经济框架，同时通过激发企业竞争的潜在能力，确定了一个时期的企业微观基础；二
、产融结合作为一种尖端竞争手段，每一次的发展都包含了以往的竞争因素，而当前企业界，特别是
中国企业，进入了一个全面竞争的时代。全面竞争包含了规模竞争要素、生产效率竞争要素、管理竞
争要素、人才竞争要素和文化竞争要素。德隆系最大的教训就在于其实业做到一定程度时，扩张过快
，“它从正规金融渠道不能融得资金之后，就通过搀扶金融企业，用违法违规的手段为自己企业的扩
张融通资金”。
　　在四大背景的映衬之下，德隆作为一个象征缩影的模样跃然纸上。很明显，《德隆内幕》一书的
结论是，德隆单纯追求规模竞争能力，迅速做大，三、五年做到900亿元人民币，进入世界500强，忽
视其他几大竞争要素导致了经营能力的低下，是德隆悲剧的基因。
　　
　　第一部分——“72小时目击”
　　第二部分——“帝国是这样建成的”
　　第三部分——“神话解剖”
　　第四部分——“生死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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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隆内幕》

　　
　　想多说一句的是，看一个企业家的力量，并不仅仅体现在其辉煌强盛的时候，还可以从他“败退
的队形”中窥见一斑。德隆建立起来的“帝国大厦”倾倒之时，原来被控制的企业纷纷倒戈，但是德
隆的拯救行动居然没有出现“兵败如山倒”的惨状，而是很快进入了有序的撤退。这不能不说他们在
近20年的磨练中，获得了更加适应综合环境的能力。
7、作者的内裤上缝了个XXXXL的大兜子
8、还行吧，与曾经德隆没得比，作者素养一般，
9、可以可以，仔细阅读中
10、通过历史看未来
11、比较烂
12、德隆的问题在于步子卖得太大了，扯着了蛋。如果能够管理好融资渠道，控制金融风险，进行有
针对性的并购，将手头实业做大做强，再与金融形成良好循环，德隆就是我心中理想现代企业的典范
。
13、讲的不是很好。。没有客观去说。
14、写的过于复杂，搞的里面有些东西都没有看懂！
15、没有八卦，没有深刻的分析，全部都是记者无聊的流水帐日记。看了一半，我就不打算看下去了
。
16、DLONG，何惧覆灭？曾经存在既是永生。
17、写作风格混乱，单纯的事实堆砌，分析浅薄，就是这样。。
18、当然作者挖掘的还不够深，在人物性格和时代背景方面交代的还很欠缺。
19、很好的书，准备好好学习。
20、上帝要让谁灭亡，必让他先疯狂。
21、电子
22、印刷也美
23、数据很详实 内幕较难得
24、废话连篇，自作聪明，费时费纸，不忍卒读
25、好好學習 天天向上

26、看的txt版本。中国证券周刊的记者写的，回顾了当初报道德隆以及德隆帝国倒台的一系列过程。
有些地方光只是列举，没有有效整合，所以看的时候很快就跳过去了。不过，关掉文档后比较深刻的
印象，居然是唐万里接待李学勤时的热泪，以及李强回答采访时的实诚与无奈。这点比较奇怪⋯⋯
27、一个民营企业资本运作神话的破灭。贪婪、无畏是病因。
28、作者无比自恋，文字功底无比的烂。内幕在哪里？
29、乌鲁木齐的童年，充斥着关于它辉煌的记忆。老顽童的转业是一个基点，从上海归来，再到辞职
。它就那么败了，有些惊讶有些好奇。我还挺八卦的~=。=
30、作者第一年工作跟踪德隆写成的书，虽然书名叫内幕，却也没多少内幕，另外叙事太杂乱随性，
权当了解德隆故事～
31、　　　　终于在感叹中读完了《德隆内幕》这本书，从对德隆的好奇开始找到这本书，在读的过
程中，惊叹、沉重等心境一一交替，德隆这个庞大的资本怪兽曾经的风光、在誉为神话的惊叹声中轰
然崩溃，余音在耳，纵使在几年后的今天感悟这段历史，仍不觉为之掩卷而叹。
　　　　 由此，引发了我对于企业以及资本之间的一些思考，虽然还是很幼稚，聊以记录我成长的印
迹吧。
　　　　德隆的发迹应该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次机会，他恰当的运用了市场运作早
期不太规范的环境和政府的监管不够深入的漏洞，成功的完成了原始积累。唐家兄弟灵敏的商业嗅觉
加快了这种原始积累的速度和有效性，哪怕就是在第一次失败后也能迅速的重新站起来。从这儿我能
感受到这种积累完成过程中的艰辛和完成后的欣喜。但是在完成积累后，能够用平常心去看待实业的
运作就难能可贵了，资本的数字确实会将人的头脑冲昏，特别是在顺利的情况下，一种浮躁的心理开
始蔓延，在这种浮躁中，德隆开始自我膨胀，开始对外扩张，大量的并购行为开始直线般的拉大资本
的额度，实体一些微小的盈利在巨大的数字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实体原先存在的意义变成了资本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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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工具，通过实体来进行融资、扩张、整合等一系列的资本行为，从而一发不可收拾。在资本的
运作中不断的出现新的空缺或是漏洞，为了补上这个漏洞，通过进一步的融资运作来补偿亏空，这让
我想起了巴林银行的破产。从德隆后期的投资行为可以看出，实际上资本的使用更多的是放在金融的
作业环境之中，真正能够使得资本增值的实体获取资本的数量甚微。针对社会总体而言，金融（或是
资本）的数字游戏是不能提供真正的物化经济增长，但是，这些膨胀的数字和好看的报表堆码起一个
庞大的资本帝国，或许符合现阶段大多数人的面子和心理，让人欲罢不能，却又有如饮鸩止渴，这可
能就是德隆之所以能在国内成长为如此资本巨人的原因之一吧。
　　　　 其实德隆还是有好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仅列两点：
　　　　
　　　　1、灵敏的商业嗅觉，善于将捕捉到的机会迅速的转化为商业实践，这点是民企的优良作风
，但在德隆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其快速反应的运作机制值得深入学习；
　　　　2、在进入一个行业时先期大量认真细致的分析工作，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在进入一个新的
行业时应该要对其进行详尽的了解，国内的拍脑袋、拍大腿项目比比皆是，远远不如人家民企来得实
在；所以，基于事实的分析是一个很深的项目，能真正这样做的真是少之又少。
32、比较详细的讲述了德隆的发展与灭亡，看着很有代入感。19（之前看了一本赵ZY，没有内地出版
）
33、怎么读啊？
34、　　德隆的快速崛起，大有囊括天下之势的大格局，却在一夜之间轰然坍塌。我想很多人都对它
的成长和衰败有兴趣，无论站在企业管理者、政策制定者还是普通老百姓的立场上，德隆都是一个很
有意思的典型。
　　
　　这本书写了很多德隆的内幕，包括其成长、衰败的过程及其大量的数据。我想这方面应该是够了
。可惜这些仅仅是内幕而已，缺少更深入的思考和更深刻的分析。
　　
　　而评述德隆，仅仅罗列事实是不够的，哪怕写得再客观再具体。
　　
35、看热闹
36、资本运作，以钱生钱！
37、如题“乱”
38、好书
39、确实是花了一段时间搜索了所有与德隆相关的书读过，感受颇深。
40、这样的企业在中国随处可见！
41、就是一篇新闻专题的内容，非得撑到一本书的长度
42、但愿第一章是作者杜撰的，否则太愁了...
不过后面两张还行。
43、窃以为这本书还是没有透彻或者说全面的分析德隆为什么迅速发展以及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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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德隆内幕》 李德林 著在书的正文中，读者可以仔细感受一下“德隆”这两个字的内涵：它不仅
表示“史前德隆”的“朋友公司”、乌鲁木齐德隆房地产公司、德隆农牧业公司等一连串企业，还意
味着由“老三股”——新疆屯河、沈阳合金、湘火炬控制下的数十家企业，以及由“老三股”控股和
参股的二、三十家金融企业。另外“德隆”还泛指“它自己”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公司——新疆德隆
国际实业总公司、新疆德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德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
司等。十几年下来，德隆毕竟拥有了几百亿资产、近两百家企业，参与了十几个产业。这种构筑在资
本市场上“一览众山小”的成就，大大强化了德隆创始人的自信力和使命感，他们真诚地希望通过体
制改造和管理提升就可以建立企业核心竞争力，甚至是面向产业的整合能力。当德隆相当谦虚地主张
“全面整合水泥、食品和机电业三个产业，同时培育流通服务业、旅游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产业”时，
局外人也许会将其误解为国家计划部门的阶段目标。在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今天，经济规律对企
业生存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产品由短缺转向过剩、市场由卖方转向买方、竞争由行业竞争转向跨行
业竞争、由国内竞争转向全球竞争。这是每一个竞争性企业，无论大小都能切身体会到的趋势。并购
作为一种竞争方式，越来越多地被国内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采用。不过，在国际上已经有上百年实践
历史的并购，在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由于并购竞争和金融的天然联系，使企业和相对滞后的金融体
制，进入了一个相互博弈和促进的“探险期”。这个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但是探索
的深度、速度和规模都不足以形成突破。作者在第三部分为德隆铺陈了四个“坐标”：全球五次并购
浪潮的逻辑分析、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三股力量、民营企业与金融体制的博弈、中国企业全球化
虚假角色定位。通常来说，企业产生的利润或者说企业创造的价值，来自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提供
者与购买者进行交易的过程。这个过程隐含着一个朴素的道理，即这些产品和服务满足了人们的物质
和精神需求。其他任何不生产终端产品的中游厂商，其存在的价值和获得的利润，最终也是由被满足
需求的消费者来确认和支付的。作者由此得出的两个观点也是颇值得深思的：一、产融结合的每一个
历史阶段，不仅造就了那个历史阶段的宏观经济框架，同时通过激发企业竞争的潜在能力，确定了一
个时期的企业微观基础；二、产融结合作为一种尖端竞争手段，每一次的发展都包含了以往的竞争因
素，而当前企业界，特别是中国企业，进入了一个全面竞争的时代。全面竞争包含了规模竞争要素、
生产效率竞争要素、管理竞争要素、人才竞争要素和文化竞争要素。德隆系最大的教训就在于其实业
做到一定程度时，扩张过快，“它从正规金融渠道不能融得资金之后，就通过搀扶金融企业，用违法
违规的手段为自己企业的扩张融通资金”。在四大背景的映衬之下，德隆作为一个象征缩影的模样跃
然纸上。很明显，《德隆内幕》一书的结论是，德隆单纯追求规模竞争能力，迅速做大，三、五年做
到900亿元人民币，进入世界500强，忽视其他几大竞争要素导致了经营能力的低下，是德隆悲剧的基
因。第一部分——“72小时目击”第二部分——“帝国是这样建成的”第三部分——“神话解剖”第
四部分——“生死进行时”想多说一句的是，看一个企业家的力量，并不仅仅体现在其辉煌强盛的时
候，还可以从他“败退的队形”中窥见一斑。德隆建立起来的“帝国大厦”倾倒之时，原来被控制的
企业纷纷倒戈，但是德隆的拯救行动居然没有出现“兵败如山倒”的惨状，而是很快进入了有序的撤
退。这不能不说他们在近20年的磨练中，获得了更加适应综合环境的能力。
2、德隆的快速崛起，大有囊括天下之势的大格局，却在一夜之间轰然坍塌。我想很多人都对它的成
长和衰败有兴趣，无论站在企业管理者、政策制定者还是普通老百姓的立场上，德隆都是一个很有意
思的典型。这本书写了很多德隆的内幕，包括其成长、衰败的过程及其大量的数据。我想这方面应该
是够了。可惜这些仅仅是内幕而已，缺少更深入的思考和更深刻的分析。而评述德隆，仅仅罗列事实
是不够的，哪怕写得再客观再具体。
3、从开始读便知道李德林是以一个局外人身份看德隆事件的说话的语气也带有一定批评与轻蔑，使
我对此书中立性产生了怀疑不过对德隆系整个财团的梳理做的还是不错再者，本书作者金融专业型也
值得怀疑⋯⋯总之，写的中规中矩，不如《曾经德隆》具体深入⋯⋯
4、　　终于在感叹中读完了《德隆内幕》这本书，从对德隆的好奇开始找到这本书，在读的过程中
，惊叹、沉重等心境一一交替，德隆这个庞大的资本怪兽曾经的风光、在誉为神话的惊叹声中轰然崩
溃，余音在耳，纵使在几年后的今天感悟这段历史，仍不觉为之掩卷而叹。　　 由此，引发了我对于
企业以及资本之间的一些思考，虽然还是很幼稚，聊以记录我成长的印迹吧。　　德隆的发迹应该是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次机会，他恰当的运用了市场运作早期不太规范的环境和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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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不够深入的漏洞，成功的完成了原始积累。唐家兄弟灵敏的商业嗅觉加快了这种原始积累的速度
和有效性，哪怕就是在第一次失败后也能迅速的重新站起来。从这儿我能感受到这种积累完成过程中
的艰辛和完成后的欣喜。但是在完成积累后，能够用平常心去看待实业的运作就难能可贵了，资本的
数字确实会将人的头脑冲昏，特别是在顺利的情况下，一种浮躁的心理开始蔓延，在这种浮躁中，德
隆开始自我膨胀，开始对外扩张，大量的并购行为开始直线般的拉大资本的额度，实体一些微小的盈
利在巨大的数字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实体原先存在的意义变成了资本运作的一个工具，通过实体来进
行融资、扩张、整合等一系列的资本行为，从而一发不可收拾。在资本的运作中不断的出现新的空缺
或是漏洞，为了补上这个漏洞，通过进一步的融资运作来补偿亏空，这让我想起了巴林银行的破产。
从德隆后期的投资行为可以看出，实际上资本的使用更多的是放在金融的作业环境之中，真正能够使
得资本增值的实体获取资本的数量甚微。针对社会总体而言，金融（或是资本）的数字游戏是不能提
供真正的物化经济增长，但是，这些膨胀的数字和好看的报表堆码起一个庞大的资本帝国，或许符合
现阶段大多数人的面子和心理，让人欲罢不能，却又有如饮鸩止渴，这可能就是德隆之所以能在国内
成长为如此资本巨人的原因之一吧。　　 其实德隆还是有好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仅列两点：
　　　　1、灵敏的商业嗅觉，善于将捕捉到的机会迅速的转化为商业实践，这点是民企的优良作风
，但在德隆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其快速反应的运作机制值得深入学习；　　2、在进入一个行业时先
期大量认真细致的分析工作，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在进入一个新的行业时应该要对其进行详尽的了解
，国内的拍脑袋、拍大腿项目比比皆是，远远不如人家民企来得实在；所以，基于事实的分析是一个
很深的项目，能真正这样做的真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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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德隆内幕》的笔记-第100页

        看了一半多，基本上是没怎么经过整理的新闻报道综合。看不出脉络和条理。作者好像很年轻
是80后。商业经验，起码是商业分析和评论的经验都显得不足。
如果后半本有改善继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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