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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晚餐”项目备忘录20

商业谍战
扑朔迷离

20

点评空战
展望未来

隐身战略轰炸机问世

Tina对燕子感激涕零，嚷嚷着要
请燕子吃饭。午饭就免了，燕子没胃
口，躺在地上的那个男人在她脑海中
挥之不去。燕子路过会议室的时候，
心里雪上加霜，会议室的门中午一直
关着，不知里面有没有人。燕子又想
起早晨收到的短信，在办公桌上翻找
了半天，没找到高翔的名片。转念一
想，翻到了又有什么用？反正短信已
经被她删了。

Tina给燕子带回两个肉夹馍，燕子
没吃，感觉有点恶心。下午大家闷头干

活，一切恢复正常。
Tina 工作格外卖力，她把其他

工作都放在一边，主动帮燕子搜索
香港证交所的网站，收集香港怡乐
集团的材料，不久，已经打印出一大
摞资料。

“报上怎么说来着？呵呵，对了，森
林谋杀者。”老方端着茶杯在一边笑。

“哎！没办法啊，电脑我看不习惯，
所以得打出来看。”

Tina话里有话。
老方假装听不出：“是吗？我也不

习惯看电脑，所以每天还要买报纸。”
燕子捧起那一摞资料细读，不让自

己分心：
怡乐集团1999年成立，2003年在

香港证交所上市，起初经营电子业务。
2008年初，两家在BVI注册的公司入
股怡乐集团，一家叫永辉控股，另一家
叫大洋控股。

永辉控股用2亿港元收购了怡乐
集团60%的股份，大洋控股则用5000
万港元收购了怡乐集团15%的股份，
收购之后，怡乐集团的主业也随之换
成煤炭机械制造。此次变更后不久，
怡乐集团发行了两亿股新股，新融资2
亿港元。融资之后，永辉控股变成持
股22%的股东，而大洋控股则变成持
股5.5%的股东，剩余72.5%的股份为
众多的小股东所持有。增资扩股后不
久，怡乐集团收购了大同永鑫百分之
百的股份。

这是典型的“借壳上市”。通过收
购一家现成的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来实
现自己企业上市的目的。怡乐集团就
是这样一个“壳”，而永辉和大洋两家公
司，正是借助这个“壳”，经营大同永鑫
的煤炭机械生产。这种上市方式，在香
港是很常见的。

燕子把永辉和大洋也加到她的
公司结构草图里。在这个草图上可
以看出，永辉和大洋就是香港怡乐集
团当前的控制人。两家公司都是在
BVI注册的，注册股东和董事不得而
知。但怡乐集团的董事会并非秘密，
香港证交所刊登的公司公告上都写
得清清楚楚。

怡乐集团当前的董事长叫 Ted
Lau，英籍华人，持有英国护照和香港
身份证。Ted Lau于2008年1月继任
怡乐集团董事长，正是永辉和大洋收购
怡乐集团的时间。可见Ted Lau代表
新的控制人。

燕子对Ted Lau作了一些媒体调
查，新闻刊登的时间不长，大都和怡乐
集团有关。Ted Lau据称早年在香港
做生意，后来把业务发展到英国，主要
经营国际贸易。有媒体说Ted Lau的
妻子是英国人，育有一子，他们长年住
在伦敦。

至此，香港怡乐集团的信息收集
完毕。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借壳上
市的案子：大同永鑫的创始人叶永
福，在大同当地经营采煤机械厂。港

商Ted Lau打算并购叶永福的企业，
然后借壳上市。叶永福和 Ted Lau
纷纷在BVI注册公司为收购作准备。
叶永福和其他投资人成立了长佳、金
盛和紫薇从境外控股大同永鑫。

Ted Lau则成立了永辉和大洋收
购香港怡乐集团。双方准备完备，香港
怡乐集团随即收购大同永鑫，完成借壳
上市工作。大同永鑫有技术设备和订
单，香港怡乐集团是个融资的好平台，
这是一个理想的结合。

“晚餐”的报告底稿已在燕子脑
子里。

当然仍有不尽完美之处：5家在
BVI注册的公司真正的股东无以验证，
但“晚餐”仅仅是个尽职调查项目，经费
只有3万美元，无须大动干戈作更高难
度的调查。

燕子一鼓作气，提笔写备忘录，对
项目进度和调查结果进行简单总结。
备忘录本应由高级调查师写出后交给
项目经理，但迄今为止，老方对“晚餐”
还一无所知。在这个项目里，燕子充当
了高级调查师的角色。最终领导权，自
然还在Steve手里。

备忘录并不复杂，晚上9点搞定。
将备忘录发往 Steve 的邮箱后，

燕子顿觉轻松不少。一抬眼，Tina正
提着书包站在眼前：“燕姐姐，晚上肯
赏脸了吧？”

（摘自《黄雀·秘密调查师》永城 著
现代出版社 出版）

沉舟侧畔千帆过。中国停下来的
时候，世界在飞。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世界
空军的第一个质变时期。主要表现在
三个方面：其一是第三代飞机的出现。
直到今天，这些飞机大部分还是世界空
军的主力。飞机性能的增强为空中力
量质的变化奠定了基础。

其二是空空导弹、空地导弹、激光
等精确制导武器的广泛使用，这些武器
显著增强了空中力量进行空中作战和

对地作战的能力。
其三是空中预警指挥机、空中加油

机、电子战飞机等专用机种的装备和使
用，增强了空中力量进行协同作战的能
力。空中进攻集群化。

只有中国空军沿着格斗的方向一
直走下去。无论是主战装备，还是作战
理论，中国空军都已经落在世界后面，
说中国空军没有自己独立的作战理论
更贴切。

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又进行了四次
边境自卫反击战，三次陆上，一次海
上。陆上的，中国全部是由陆军进行
的；海上的，是由海军进行的。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新中
国历史上战略环境最恶劣的时代。国
家四面受敌，军队枕戈待旦，这是中国
空军防御原则绝对化的一个外因。

中国军队的思维还停留在单维空
间。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战场就
已经是立体化、一体化，但是中国军队
从未有过这样的经验。小小的一江山
岛战役，由于它的小，而被军事理论家
们遗忘成一缕光荣的云烟。

1979年，苏联集结6个摩步师、3
个空降师、280余架运输机，陆空密切
协同，一夜之间推翻阿富汗政府，一周
之内控制了阿富汗主要城市和交通要
道，打了一场空地闪电战。

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打开国门
对外开放，中国空军也同时放眼全球的

时候，它发现，它是全球大国中唯一的
一支国土防空型的空军，除了飞机性能
的变化，一切都和朝鲜战争时期类似。
从观念到体制，从理论到训练，一切都
停滞着。

当世界空军已在依据飞机特点，编
组预警机、战斗机、轰炸机、加油机、电
子战飞机、运输机、攻击机、歼击轰炸
机、侦察机等空中进攻集群时，中国空
军还被分成相同的方块，挂在陆军军区
的编制下。

当中国空军睁开眼睛发现它错过
一次世界空军质变的时期时，世界空军
的第二次质变正在来到。

1981年6月的一天黄昏，美国内华
达州内利斯空军基地的托诺帕试验场
的灯光一齐熄灭，接着一座神秘的机库
慢慢打开，一架黑幽幽蝙蝠状的飞行器
悄无声息地滑出，又悄无声息地消失在
黑暗之中。这次仲夏夜里神秘的飞行，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直到1989年12月20日的凌晨，人
们才惊慌地知道，那人造蝙蝠，就是此
前穿越巴拿马高度戒备的雷达系统，而
对方竟毫无察觉的美军F-117A隐身
战斗机，各国军界被震动了。

1991年，F-117一马当先，第一个
把炸弹投到萨达姆的总统府……

最让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是1999年
的5月8日，5枚导弹击中中国驻南斯
拉夫大使馆，使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为

3位平民举行国葬。发射这些导弹的是
一架从美国本土起飞的B-2隐身战略
轰炸机。

隐身飞机的问世和使用，标志着航
空史上隐身阶段的来临。这是又一座
崭新的里程碑。

正像F-117和B-2所展现出来的
特征一样，空中进攻力量具备了超越当
前防空体系的作战能力；空中武器装备
与空间精确定位和侦察技术的直接结
合，使空中力量增强了精确打击能力与
快速反应能力。

如果说空军的第一次质变，揭示出
来的趋势是，近距离格斗已渐渐被超视
距格斗取代的话，第二次质变则明显昭
示着空战正在被空袭所取代。

如果把空中格斗看成是肉搏的话，
现代空军不仅有了用长枪杀死对方的手
段，还有了一枪击中对方头颅的技术。

由此看来，现代空中进攻的实质就
是不再进行肉搏，而求一枪击中对方头
颅。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的所有较
大规模的战争，全部是一边倒的进攻者
胜，防御者败。

历史把中国空军又一次推到同50
年前一样的紧急关头。

历史会让中国空军再一次一鸣惊
人、惊天动地吗？

（摘自《赢在制空权》 刘亚洲 著
航空工业出版社 出版）

（本连载结束，敬请关注下期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