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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扩张惹祸 网红养老企业股权遭1元拍卖

跌下神坛

天眼查信息显示，苏州乐颐注册于

2014年6月，公司主要运营业务为养老产

业服务，包括养老机构的管理服务；养老项

目投资咨询、研发适老化家具、电子产品

等。通过提供养老产业解决方案、建立养老

服务站等方式，为养老产业链上的机构、企

业提供专业技术支持。截至北京商报记者

发稿时，目前苏州乐颐公开的两个联系电

话，其一始终无人接听，另一个则是已离职

员工个人手机号。

自2015年4月至2016年6月，苏州乐颐

以及旗下三家子公司短时内快速打入嘉

兴、泰州、昆山等多个二线城市的养老市

场。苏州乐颐的前法人、主要公司创始人柳

建龙也一度成为国内养老“圈内红人”，多

番进行公开演讲传授“经营之道”。柳建龙

曾透露，苏州乐颐在全国共有7个落地的养

老服务机构，布点400余个，在线服务家庭

43万个。

然而，仅仅在该公司成立四年之后，苏

州乐颐却因资不抵债走上了破产之路。

2018年8月7日，苏州市■直集团有限公司

作为债权人向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提出

了对苏州乐颐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当年

12月被法院受理。今年7月16日，苏州市姑

苏区人民法院发布裁决书，苏州乐颐正式

宣告破产。至此，这家圈内无人不知的“网

红公司”还是跌下了神坛。

在业内看来，苏州乐颐虽只是国内养

老产业版图中的一隅，但其遇到的经营问

题却代表了一类企业最真实的境况。据天

眼查数据显示，2018-2019年间，我国注册

成立的养老企业共8843家，其中注销企业

有648家，注销比例高达近一成。而注销企

业的注册资本主要集中在1000万元及

1000万元以下，且大部分实缴资本与注册

资本存较大落差，甚至实缴资本为0。

痼疾难医

回顾苏州乐颐的经营之路，资金问题

几乎贯穿了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天眼查

数据表明，注册资本高达6亿元的苏州乐

颐，实缴资本为0元。与此同时，苏州市姑苏

区人民法院公布信息显示，截至2018年12

月3日，苏州乐颐负债总额约为3867.65万

元。然而，经评估，其名下的机器设备及运

输设备的清算价值仅为45.12万元左右，此

外并无其他固定资产。

上述苏州乐颐前员工向北京商报记者

透露，其实，开业初期公司是有部分实缴资

本的，但一直没有去当地工商管理部分申

报，加上后期不断非理性扩张消耗资本，所

以最后就只能维持在0元的状态，“公司创

立初期柳建龙曾带着一笔启动资金来维持

运营，然而很快在这笔钱用完后，企业就进

入了资金紧绷的状态”。此外该员工还表

示，虽然公司成立后，一度因手握多项养老

用品技术而成为业界“网红”企业，且吸引

了不少有意向的投资人，但企业实际获得

投融资非常有限。

而且，除总公司外，苏州乐颐旗下多家

子公司也均存在资金问题。北京商报记者

从苏州乐颐子公司、乐勋物联法人吴相书

处得知，乐勋物联同样存在注册资本2000

万元但实缴资本为0的现象，此外该负责人

还表示，自2017年开始，乐勋物联就几乎

无生意可做了，年流水也基本维持在0的状

态。“苏州乐颐旗下另两家子公司，苏州乐

升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及镇江乐颐养老产业

有限公司也是注册之后就基本没有项目和

流水。”前文所述苏州乐颐前员工表示。

吴相书直言，苏州乐颐自成立的第二年

就开始走向下坡路。“总公司希望通过尽量

提高注册资本，让自己在对外谈合作时可以

树立一个大型连锁养老企业的形象，但实际

上，苏州乐颐的资金情况从未健康过。”

其实，在资金问题背后，苏州乐颐盲目

扩张且内部管理混乱等问题也始终没有得

到有效解决。

据公开信息显示，截至目前，天眼查上

所显示“乐颐系”子公司共有8家，其中除浙

江悦琪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已注销外，剩余公

司有部分存在债务过高的现象。据上述苏州

乐颐前员工透露，除乐勋物联是由原总公司

内部员工分化而成之外，其余子公司均是外

部“加盟”企业，“合作初期为了激发子公司

活力，对公司管理较为‘宽松’，对慕名而来

的‘加盟商’也没有进行仔细审查。有些所谓

投资人看中了苏州乐颐的名气而来，希望蹭

公司的品牌热度找到一座‘靠山’，但在达成

合作、拿到‘乐颐’这一品牌后，部分‘投资人’

向总公司提出全权出资托管的要求，进一步

加剧了苏州乐颐的资金压力”。

而压垮苏州乐颐的“最后一根稻草”则

是2017年的被收购一事。2017年3月13日，

中发利合（浙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发利合”）全资收购已经走向下坡的苏州

乐颐。但据知情人透露，签约完成后，中发利

合并没有对苏州乐颐进行管理，也没有清算

收购资金。此外，据天眼查工商变更数据显

示，并购了苏州乐颐一年之后，2018年3月，

中发利合进行了工商变更，退出了苏州乐

颐。有业内人士直言，频繁“易主”及股东变

更，更加速了苏州乐颐的衰落。

路在何方

在专家看来，苏州乐颐从兴起到衰败

的经历只是国内养老行业的一个缩影，由

于养老这一新兴市场蕴藏巨大商机，不少

创业者、业外资本、行外人士都有着跻身其

中的冲动，然而，由于该行业尚未形成成熟

的经营模板和发展规律，部分企业在初步

打响名号后就容易疏于管理、盲目扩张融

资，而此举也加速了这些企业的衰败，令其

难逃被市场淘汰的命运。

“不可否认，部分创业者及中小型民营

养老企业受我国养老大市场的吸引，在没

有对受众对象进行准确定位的情况下就一

头扎进了养老产业。”中国老龄研究中心副

主任党俊武直言，民营养老企业投资从

2013年至今经历了由盲目到逐渐理性的

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些“通病”始终没有

得到有效解决。

具体来说，党俊武分析称，目前，部分民

营养老企业在自身的战略规划、投资设计、运

营安排、人力使用等方面存在管理无序的问

题。而且，有相当一批企业对于资金的使用和

把控不够专业，对现金流的掌控不严格。

“更重要的是，部分民资没有对老龄产

业的市场需求进行细化及考量，区分出老

龄化市场的刚需品。”党俊武认为，我国养

老产业衍生出的各种业态，都是依托重点

对象的重点需求而形成具体业务形态，如

果不紧贴需求盲目入局，企业最终难逃被

淘汰的命运。

其实，就在不久前，同样一度成为行业

“网红”的北京双旗杆养老驿站，就存在党俊

武等专家提出的供需对接不准等问题，而这

也直接导致其走向了倒闭的结局。“除了最

直接的成本压力，‘双旗杆们’的经营痛点更

在于服务供给与需求错位，以及连锁化率没

有跟上等方面。”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新闻

发言人李红兵直言，养老驿站的服务供给

中，上门服务、打包增值服务都是重点，但双

旗杆并没有实现供给闭环，就连周边社区老

人精确数量、具体需求都没有充分摸清，而

该驿站“声名在外”的助餐服务又并不能对

经营收入形成太大贡献，只勉强维持打平，

长此以往，驿站势必会被拖垮。

不过，即便如此，仍有业内专家表示，

部分企业的经营不善甚至没落，并不能阻

止民营资本进入养老市场的热情，对于民

营养老企业来说，从政策角度改变客观环

境只是第一步，尽快寻找到清晰、成熟的营

利模式，才是它们的重任所在。以养老机构

为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也曾

表示，近年来，地方养老机构规模逐渐壮

大，尤其社会力量办养老机构大多已超

50%，其中民营养老机构数量增速较为明

显，但至少40%都处于亏损状态。“民营养

老机构运营成本较大，且由于收费较高导

致入住率偏低，回本至少需要十年。”他认

为，未来民营养老机构应明确目标群体，并

尽量补齐专业人才缺口。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实习记者 杨卉

10月30日，苏州乐颐养老产业服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乐颐”）旗下控股的三

家子公司部分股权将被以1元的价格公开拍

卖。此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发国内养老圈震

动。北京商报记者经多番查找，联系到了负责

该公司破产清算的律师、前子公司企业负责人

和前员工等核心人士独家了解到，苏州乐颐曾

因手握不少老年用品核心技术而在成立后迅

速成为行业中的“网红”，不少投资方对该品牌

趋之若鹜。然而，2014-2019年的短短五年内，

该企业由于内控管理松散、 对合作方审查不

严、盲目扩张等问题，导致资金链破裂、企业几

经易主，最终沦落到变卖资产、子公司股权1元

“贱卖”的结局。

“这场活动举办的太及时了，为我们

带来了不少日常生活中急需却找不到、买

不着的商品和服务。”连续参加完10月26

日-27日两天2019北京银发消费月（以下

简称“消费月”）“中央党校社区专场”活动

的张阿姨激动地说道。在刚刚过去的这个

周末，消费月进社区落地活动在京又掀起

了一波小高潮，包含多个北京老字号在内

的数十家北京知名商品零售、老年服务企

业携数百种主要面向老年人的产品和服

务来到了中央党校社区，吸引了社区及周

边居住的大量老年消费者前往现场体验、

咨询、购买。有企业负责人表示，老年人的

需求及消费热情远超乎想象，自己准备了

10多箱货品来到现场，结果活动开始一个

小时就被抢购一空，还有老年消费者追加

预订了售罄的商品。

消费月进程已经过半，各项落地活动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事前调研中，北京

市商务局了解到，包括回天地区、中央党校

社区等在内，本市有不少老年居民集聚的

地区，而这些地区对于老年用品、服务的需

求相对更加旺盛，需要相关企业和单位的

精准对接。以中央党校社区为例，该社区内

以及周边辐射范围内，有七成以上都是老

年人，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潜力巨大。

因此，在10月26日、27日连续两天的

落地活动中，消费月组委会组织了数十家

与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企业进驻，覆盖

日用品、老年辅具、文化旅游、健康医疗、法

律咨询等多个行业，共吸引了近5000人次

的老年消费者到场参与活动，日均销售额

达到了数万元，还有不少老年人在现场预

约了健康检查、旅游产品咨询等多项服务。

“以前，我们出门买一趟轮椅非常不方

便，轮椅坏了只能自己简单修理一下，或者

再托子女买一辆，由于无法现场试用，轮椅

总是不符合自己的需求，损坏后也找不到

专业修理轮椅的企业。因此，现在我们家里

已经闲置了4辆轮椅，正在使用的这辆也是

简单用铁丝绑了一下损坏的轱辘，安全性

十分没有保障。”家住中央党校社区的王大

爷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在消费月的活动中，

自己才发现市场上还有专业的厂商可以帮

助修轮椅、更换轱辘，所以自己已经一口气

在展位上订了8个轮椅轱辘。

为王大爷以及他的多位邻居修好了损

坏多年的轮椅后，负责现场展位的北京鹤

逸慈老年生活用品有限公司老年辅具站负

责人石梅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在本次专场

活动前，公司提前一周专门整理了近期老

年人反映集中的、涉及老年辅具的相关问

题，并根据多个电商平台的销售情况，进行

了全方位的梳理，整理出18大类、54小类

共275件老年用品带到现场。而且，公司还

专门制定了特优折扣价格，保证活动中销

售、预订产品的价格全部低于线上同类产

品在售价格。“中央党校专场活动首日上

午，我们就销售了数千元的产品，轮椅、老

年鞋、坐便器、放大镜等老年人日常活动中

最常用到的商品销量最高，成为了当场的

‘爆款’。”石梅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专场活动上，月

盛斋、百花蜂蜜等北京老字号也成为了现场

的“人气展位”。月盛斋展位销售人员表示，

相较于普通的消费者，老年人更青睐于低油

少盐、相对软烂的产品，因此备货时也主要

考虑了这些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安排，“出

乎意料的是，老年人消费热情十分高涨，首

日活动开始不到一小时，10箱货品就销售一

空，因此我们只能紧急调货尽快安排了当日

的第二轮销售”。而百花蜂蜜展位负责人还

表示，由于天气转冷，参与活动的老年消费

者大多对蜂王浆等滋补营养型的产品兴趣

浓厚，不仅现场准备的产品很快就售罄，而

且还有不少老年人争相下单订货。

此外，文化旅游服务也成为了中央党

校社区落地活动中的亮点。专做老年旅游

产品的玉屏旅游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特

遴选了34个国内旅游、48个国外旅游，以

及4个特色康养旅居产品来到现场，其中大

量老年人集中咨询了海南、广西、四川康养

旅居，以及日本旅游相关线路，有不少老年

人更是现场表达出预订产品的意愿，“目前

老年人对于价格的敏感度正在不断降低，

反而更加注重旅游服务质量，尤其对旅游

过程中是否安排购物等环节，饮食、住宿规

格等更为关注”。

其实，在消费月的落地活动中，除了老

年消费者外，参展企业也纷纷表示获益良

多。据统计，中央党校社区专场中，不少企

业的现场销售转化率超过了10%，还有部

分企业负责人借活动进行了充分的市场调

研，准备通过老年人反映的各种新问题和

流露出的大量新需求，深度调整相关产品

设计，更有针对性地服务老年人。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文并摄

北京银发消费月进社区销售额创新高

苏州乐颐的“前世今生”

2014年
6月

公司正式
注册成立

2017年
1月

旗下子公司
已达9家

2017年
3月

被中发利合收购
但资金未完全到位

2018年
8月

申请破产
开始资产清算

2019年
7月

正式
宣告破产

2019年
9月

首次“1元拍卖”
子公司股权

1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