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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坊公司被查封。新京报记者 张晓荣 摄

最近，新京报记者了解到，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外，鲜生友请高管还涉嫌集资诈骗
罪，其中修养坊股东赵帅锋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刑事拘留，现羁押在杭州市余杭区
看守所，法定代表人吴明明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羁押在杭州市西湖区看
守所，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正在对涉事人及相关公司进行财务审计。

公司被查封、高管被警方带走，但所有人都在维权，想要等一个说法。水机、生鲜
、餐饮项目投资者组织代表到派出所、经侦大队了解进展、搜集线索和证据;员工四
处打听进展，询问薪资能否发放。万淳水机的债权人提出了自救方案，即将已有水
机、商标等资产抵押给债权人，后者成立新公司恢复水机运营，不同意该方案的投
资者视作放弃水机实物抵押权，不参与新公司股权分配，债权保留现状。 

投资商张芳则不同意这一方案。2018年1月起，她先后投资生鲜、餐饮、水机222
万元，其中水机32万元，但万淳始终未给出8台水机，5月，她与万淳达成协议，分
3个月返还本金，但并未收到一分钱。而自救方案针对的债权人是拥有投资协议的
股东，自己则涉及债务关系。 

在水机项目投资人中，很多和张芳一样，既是万淳水机的消费者，也是最早支持张
知豪水机生意做大、拓展生鲜甚至餐饮的小股东，但他们没想到，几十万上百万的
投资款不仅没有带来收益，本金也搭了进去。

舍命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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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至两年前，从事多年社区净水机生意、积累了大量用户的张知豪将眼光转向了
社区生鲜。2017年3月，张知豪注册成立杭州修养坊健康科技连锁有限公司，瞄准
居民日常买菜需求，推出了社区生鲜品牌“鲜生友请”，并于2017年4月在浙大紫
金港开出首店，根据此前的媒体报道，2017年年底，其门店数量已超过20家。

“算坛子”酸菜鱼门店，仅靠围挡遮拦并未装修。新京报记者 张晓荣 摄

“算坛子”酸菜鱼某门店厨师罗斌对新京报记者表示，5家酸菜鱼门店仅有两家生
意较好，但日营业额基本为1.4万元-1.6万元之间，根本达不到2.5万元，而其他门
店营业额只有几千元。罗斌还说，公司看到什么项目比较火，“脑子一热”就立马
去学，学完就做品牌搞加盟，根本不考虑市场实际情况和运营模式，有些项目开十
几天甚至是几天就关了，奶茶一天卖几十块几百块也要撑着，甚至从店里抽调员工
到新项目门前排队，营造一种生意火爆的假象，吸纳投资。

餐饮连锁品牌战略顾问王冬明曾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有不少企业做餐饮加盟、投资
，但靠加盟圈钱的现象也比较常见，有公司会注册多个品牌商标招商加盟，但根本
没有后续运营管理，一个品牌黄了之后换一个新品牌继续圈钱，加盟也需要擦亮双
眼。在厨师罗斌看来，下榻小灶走的就是这种模式，并没有沉下心来把一个品牌做
大做强，而是疯狂开拓新品牌找投资。

4、5月份，下榻小灶员工拿不到工资，去找公司讨说法。5月初，这起涉及鲜生友
请、下榻小灶、万淳水机等涉及供应商、加盟商、员工薪资等问题全盘爆发。5月6
日，员工、加盟商、供货商等均集中在下榻小灶办公处维权，但即便如此，招商部
仍持续招商。

5月6日当天，丛亮约好去公司签投资合同。距目的地约5公里时，招商部陈女士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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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说，公司没人，领导都在外面开会，副总李娟在附近的咖啡馆等他（签合同），
丛亮没有多想，投资100万，对方还转送他洁诺股份价值20万元的流通股。丛亮说
，“公司出了问题还让我签合同，这就是赤裸裸的诈骗”。

下榻小灶一些投资人给出的一份账单显示，2018年9月至2019年2月期间，据不完
全统计，下榻小灶共接收投资款超6800万元，但先后被转走超8700万元，其中超6
000万元转入关联公司修养坊、万淳水机、鲜生友请供应链公司，部分则为公司高
管的借款。这也意味着，下榻小灶并未做到餐饮项目招商时承诺的“专款专用”。

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许峰律师认为，涉事公司的行为可能涉嫌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但最终如何认定还需要大量的证据。

连环“乱局”

张知豪从万淳、企泰水机项目的消费者和加盟商处拿到开生鲜店的资金，此后不计
成本疯狂开店，用烧钱补贴方式吸引用户、大肆铺广告，做出品牌后吸引投资商砸
钱，忽视了生鲜行业最需要的精细化运营。

在投资商和员工看来，当生鲜的窟窿越来越大时，他本来有机会通过并购等方式把
事情摆平，但仍期待能狠赚一笔。因此，他将目光转向了收益更高的餐饮，再一次
寄希望于靠投资人的钱把之前挖下的坑填上，走上卖品牌自救的道路。因此，此前
水机、鲜生友请的投资方在亏损之后又被拉来转股或投资餐饮。据苏航了解，资金
压力持续增加，3、4月份张知豪慌了，餐饮项目变形，项目持续增多，他期待能做
活一个拯救全盘。然而一味找钱扩张、忽视运营的模式并不能持续，最终资金全盘
断裂。7月9日，修养坊及其关联公司部分管理层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
骗被警方带走。

而在多位接近修养坊的知情人士看来，其本身有多次机会自救，哪怕是爆雷之后，
也完全有能力通过并购、转卖等方式支付员工工资和市民充值卡。

李晖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早在2018年5、6月份，明康汇就曾与鲜生友请谈判，当
时明康汇想要出资2个多亿收购后者，但张知豪觉得价格太低，狮子大开口要4亿-5
亿元，双方谈崩。此后，公司资金一度紧张，自今年3、4月份起，包括绿城、地利
生鲜、永辉、壹号食品等均与鲜生友请有过接触，但最终都无疾而终。

今年5月，壹号食品的收购引发最广泛关注，壹号食品2018年开始试水生鲜业态，
集中在广东地区，而收购鲜生友请能帮助其扩张华东市场。5月6日，鲜生友请发布
双方即将达成战略合作的消息，但5月12日，鲜生友请以壹号食品收购理账为由关
店，但其实双方仅签订了框架协议并未确定收购意向。据公司内部知情人白路透露

                                    3 / 4



上海豪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豪钊实业有限公司)

，壹号食品最后给出方案，愿意出资6000万元占股80%，盘活鲜生友请门店并支付
工人工资和消费者充值。但张知豪要求打包餐饮，偿还投资商、供货商债务，最终
此次收购也终止。

但据苏航了解，张知豪最后已答应几千万卖掉鲜生友请。但到了后期，他已无法控
制整个公司，吴明明负责招商，招商涉及投资金额太大，他想保住自己，把投资商
的债务也打包给接盘者，但3亿元的投资款，没有人会接。但如今，鲜生友请最重
要的资产——130家门店，也大多数到期或违约。

事实上，社区生鲜是风口，但更考验精细化运营。和君咨询合伙人、连锁经营负责
人文志宏此前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和购物习惯发生
改变，社区生鲜店是发展方向，但社区生鲜行业竞争激烈，且生鲜产品损耗高，要
做精细化运营还需要在商品组合、差异化等方面做延伸。多位零售从业人士也对新
京报记者表示，社区生鲜是刚需，但很难赚钱，损耗高，毛利不足20%，主要靠走
量，鲜生友请不做精细化运营、不顾成本快速开店又承担较高的投资返点，这一模
式注定其不能发展起来。

（文中涉及的员工、供应商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张晓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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