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翔“逼宫”华丽家族
◎ 记者 孙婉秋 吴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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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有声音认为，徐翔想要进入董事会的最终

目的是拿下华丽家族控制权， 重新回归资本市场，

而这也是其诉求遭到大股东上海南江反对的直接

原因。

沈萌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

于徐翔而言，进入华丽家族董事会的首要目标应该

不是经营实业，而是利用它的资质继续在资本市场

操作，“这是他所擅长的”。

此前，徐翔因入狱无法操控旗下资产，出狱后

因股权冻结，其亦无法进行股权处置事项，因此截

至目前， 他持有的华丽家族股权比例未有变动，但

仍处于悉数冻结状态。

“股权冻结限制了他股权处置的能力，但不影

响运用股权所附带的投票、提名等权力。 ”沈萌直

言，通常持股超 5%的股东都可以提名董事，但这与

是否被接受或得到股东大会批准没有必然关系，要

看其他股东是否支持。

也有相关人士指出，根据证券法和相关监管规

定，徐翔不能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也不能参与公司经营决策和管理工作，但依

然有法定的股东代表权。

沈萌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他说董监高是对全

体股东负责， 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因此也会有所限

制，而股东只对自己负责，“至于不当董监高，会不会

参与公司经营决策，完全看他能不能控制董事会”。

这也意味着，要重回资本市场，徐翔只能“曲线

救国”，通过进入董事会的方式拿到公司控制权，继

而参与经营决策。

这也是他选择华丽家族的原因，后者较为分散

的股权给了其介入的机会。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 2023 年一季度，华丽家族

只有两位持股超 5%的股东， 分别为上海南江以及

泽熙增煦， 对应持股比例分别为 7.12%、5.62%，前

十大股东的合计持股比例为 17.54%。

沈萌同记者分析到，股权分散、缺少明显的控

股股东，的确存在通过号召中小股东加强自己影响

力的可能，但是否能实质控制董事会，还有很多不

确定性， 除非能够让自己提名的董事占董事会多

数，否则并不能完全掌握公司经营权。

那么，倘若此次提名增选董事失败，徐翔又是

否有可能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提升持股比例的方式

拿下控制权？

沈萌表示，从二级市场增持后，依然需要经过

股东大会、 董事提名批准的流程才能实现控制权，

不过增持后成功的概率相对更大， 但成本也更高。

徐翔方面则明确对记者表示不会增持，“当二股东

也挺好”。

“总体而言，股权分散更容易实现控制。 ”沈萌

感慨，华丽家族可能是徐翔的目标，也可能是他的

工具， 就像巴菲特把纺织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逐

步改造为投资公司一样。

这场围绕着华丽家族的争斗还在继续，无论王

伟林还是徐翔都不会轻易妥协，谁主华丽家族？ 悬

念依然待解……

这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审议 21 项议案， 包括

经营层面的 2022 年年报、 利润分配预案、 财务决

算、人事方面的新一届董事、独立董事、监事的选举

以及相关章程的修订。

当日早间，博弈中始终处于被动角色的华丽家

族公开发声，表示公司第二大股东上海泽熙增煦中

心（有限合伙）（下称“泽熙增煦”）向公司提出过增

加公司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上

述临时提案进行审核后，认为泽熙增煦的股权被冻

结，在过去的 7 年多没有行使过表决权，提案程序

存在一定的瑕疵，董事会希望在泽熙增煦的股权争

议解决后再进行提案并积极和泽熙增煦保持沟通，

因此不对其提出的临时提案予以公告。

这算是对近期徐翔方面紧锣密鼓动作的一次

公开回应。

此前徐翔方质疑，按相关规定，泽熙增煦在提

交临时提案后， 华丽家族应在两天内进行披露，但

公告中没有看到公司的临时提案，且其已于 5 月 12
日按照华丽家族要求补充了所有材料。

记者翻阅发现，此次股东大会中新任董事会的

人员提名名单基本为现任董事会的延续，并无“泽

熙增煦”方代表。

月初，徐翔通过媒体喊话“自己已忍无可忍”，

华丽家族基本面如果持续恶化的话，甚至会面临退

市危机，这是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广大投资者的极度

不负责任。

他这番话的背景是，其作为实控人的泽熙增煦

当前持有华丽家族 5.62%股权，距离第一大股东王

伟林的上海南江集团差距仅为 1.5%。

2014 年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徐翔透过泽熙增

煦以 3.67 元/股的价格认购华丽家族 9000 万股股

票，成为后者持股 5.62%的股东。这部分市值最高时

超过 20 亿元，随着华丽家族股价暴跌，徐翔的持股

市值目前已缩水至约 2 亿元。

徐翔对媒体表示，“ 之前我在监狱（服刑），它股

价下跌我没办法， 但 2021 年 7 月我出来以后到现

在，它的业绩和股价仍然一直在跌，跌得我实在是

忍无可忍了！ ”

一路下滑的业绩和“跌跌不休”的股价显然惹

怒了这位昔日“涨停板敢死队总舵主”。

徐翔决意闯进董事会，握住华丽家族的方向盘。

而目标达成的第一步则是———提案增选董事

进入董事会，“监督他们（华丽家族）的经营。 现在房

地产行业不是很好，肯定要进行转型，主要目的就

是要稳定市值”。

在喊话与公告吹响斗争的号角后，这场股东大

会被视为双方的一次正面交锋， 它是双方态度、力

量角逐、股东情绪的一次体现。

市场好奇，双方的矛盾是否会在这场会议上得

到直观体现。

问答交流环节初始，现场氛围较为平和。 对于

徐翔提出的业务转型，华丽家族方面并不赞同。 总

裁蔡顺明坦言，华丽家族当前面临较大困难，一方

面此前的高科技投资陷入困境， 转型不达预期；另

一方面地产主业受战略影响， 未能及时补充土储，

导致存量资源匮乏。

他透露， 去年华丽家族内部对战略进行复盘，

也探究出未来业务方向，结合公司 95%以上收入都

来自于地产，且当前房地产行业已由高周转步入改

善型市场，与华丽家族产品基因相吻合。 因此，我们

选择重回房地产行业，聚焦上海市场。

蔡顺明表示，确定方向后华丽家族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 包括出售华泰期货 40%股权回笼资金，积

极参与上海土拍，与此同时现阶段还在着力降低公

司运营成本，引进市场化机制。

对于《国际金融报》记者提出的重回地产市场，

土储与资金如何破局的问题。 蔡顺明回应称，当前

华丽家族并非一条腿走路， 除了公开市场招拍挂

外，也在积极与其他公司开展合作、和政府接洽城

市更新项目。 除了出售资产回笼资金外，公司也试

图通过杠杆和融资手段补充“枪支弹药”。

正当会议进入尾声，参会者以为股东大会将以

徐翔缺席而告终时，徐翔方委托人现场亮明身份进

行发问，火药味逐渐升腾。

委托方将矛盾直指股权冻结不影响提案权，为

何驳回泽熙增煦所提出的临时提案？ 事实上，这也

是徐翔方面的核心诉求。

董秘娄欣在早间澄清公告的基础上表示，泽熙

增煦的提案程序存在瑕疵，同时其所持有的股权处

于冻结状态，这部分权益存在争议和风险。

他强调，公司此前已咨询过青岛法院，得到的

明确回复是这部分股权为司法冻结状态，后续或将

被处置，但具体处置时间及方式尚未明确，“因为涉

及到过往司法案件， 我们希望维护广大投资者利

益，根据相关监管规则解决这一争议”。

按其说法，泽熙增煦所持股权目前仍处在资产

甄别中，如果最后被甄别为非法所得则可能会被上

缴国库。

娄欣的回答显然未能说服委托方，后者随即抛

出三连问，包括对于股权处置情况，青岛法院是否

出具过相关法律文件？ 认定泽熙增煦股东资格的依

据到底是什么？ 程序瑕疵具体是指什么？

王伟林补充称， 公司承认泽熙增煦是二股东，

“这个谁也不否认”，他试图平息现场的争端，提议

具体情况可以在会后详细沟通， 相信双方一定能

“沟通好的”。

王伟林承认当前公司股权较为分散，他对《国

际金融报》记者表示，一直有增持的计划，即便没有

和二股东的矛盾也想增持。

对于上述情况 ，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认

为 ，出于股权处置被交割可能对公司造成影响的

考量而阻止行权的做法并不合理 ，他表示如果法

院判决 ，不管是否执行徐翔都无法再行使股东权

利 ，但目前冻结并不等于判决 ，没有剥夺他的股

东身份。

围绕着这场股东大会的争斗还在继续，从线下

到线上。

5 月 17 日晚间，华丽家族公告显示，股东大会

上的 21 项议案全部遭到否决。

结果公布前，徐翔方面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

示，后续将依据相关法律继续争取提案权，同时其

对全部议案投了反对票。

具体来看，18 项非累积投票议案均没有通过，

其中包括了 2022 年度报告、董事会工作报告、监事

会工作报告、财务决算报告等例行议案，以及与业

务相关的多个担保计划和融资计划议案。续聘 2023
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也未能通过。

与此同时，累积投票制下选举董事、独立董事、

监事的三个议案也均未获通过， 涉及选举 6 名董

事、3 名独立董事和 2 名监事。

从投票分布情况来看，支持票主要来自控股股

东上海南江集团方面， 而 21 个议案的反对票比例

基本在 59%左右， 考虑 18.02%的整体出席率和二

股东泽熙增煦 5.62%的持股比例，这也意味着超过

半数的反对票来自泽熙增煦方面。

徐翔显然得到了散户们的拥护， 涉及重大事

项、 单独统计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的几个议案

里，散户的反对比例均超过九成。

投票结果让股吧沸腾，有网民高呼“这是散户

们的胜利”。 斗股大赛里 19 篇帖子看多，占比超过

九成， 股民们看多的理由则高度一致———徐翔，他

们认为其有能力捍卫自己的江湖地位。

华丽家族两大股东之间的争斗显然引起了监

管层的注意，17 日晚间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同步的

还有上交所的监管函。

上交所称，泽熙增煦提案增选董事一事引发舆

论高度关注，同时华丽家族股东大会上的议案均未

获通过，上交所要求华丽家族核实股东反对或弃权

的原因，以及公司前十大股东中是否存在一致行动

关系，说明投票结果是否影响公司生产经营以及对

否决议案的后续安排。

进击华丽家族，是徐翔出狱后向资本市场发起

的首场进攻， 他与王伟林曾经的利益联盟开始瓦

解，成为剑拔弩张的对手。

王伟林的地产生意始于 1993 年， 历经宝钢集

团运输部、上海科威机电研究所等单位后，而立之

年的他创立了上海南江企业，做起房地产和矿业能

源生意。

2000 年，上海南江企业发起设立了上海华丽家

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伟林任董事长，其和妻

子刘雅娟持有上海南江企业 65%的股权。

同年，华丽家族推出了旗下第一个生态品质社

区项目———浦东华丽家族花园。

这家新成立的地产公司欲搭乘楼市东风大干

一番。

很快，华丽家族便迎来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代表

作 ， 时任总裁曾志峰放言 ， 要打造上海顶级楼

盘———檀宫。

3 年后，这个沪上第一豪宅揭开面纱。 2004 年，

檀宫开盘，项目位于上海市长宁西郊，该区域早在

上世纪 30 年代便已发迹， 成为叱咤上海滩的四大

家族和民族资本家们的别墅后花园。 檀宫毗邻的西

郊宾馆历史悠久，是接待了百余批国内外元首的国

宾馆。

新入市的檀宫很快刷新了市场对于豪宅的认

知，小区吸取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建筑类型精

粹，占地面积近 5 万平方米，却只有 18 栋建筑，每

幢面积最小的近 1600 平方米 ， 面积大的则超过

2000 平方米。

当年的上海，房产均价不过 6000 元出头，檀宫

一套房的售价却高达 1 亿元左右。 华丽家族把目标

客群划定在福布斯财富排行榜 500 强名单中，檀宫

的定位是给高净值人士准备的“艺术品”。

能够拥有这件艺术品的卖家非富即贵，包括当

时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华强森、大长江集团董

事长王大伟、上海美特斯邦威董事长周成建等。

2005 年，檀宫问鼎十大超级豪宅榜首，随后关

于这套小区的价格神话一直在继续。

在上海崭露头角后，华丽家族将发展的触角伸

至苏州，分别开发了太湖汇景及太上湖项目。

2008 年，王伟林的商业发展登上新台阶，华丽

家族通过定向增发借壳 SST 新智上市。

融资渠道的拓宽并未缓解华丽家族的现金流

困境。

上市后的首份半年报里，公司营收、净利均出

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与此同时经营性现金流为负，

这让华丽家族考虑变卖资产回笼资金。 2009 年，华

丽家族通过转让资产和增发新股， 回笼资金 15 亿

元。

悬在头顶的资金紧箍咒依然没有解除。

2010 年 10 月，王伟林为解决资金困难，决定套

现华丽家族股票。

经人介绍，王伟林与徐翔结识。 据媒体报道，彼

时双方商定减持底价每股 16 元， 徐翔收取减持总

金额 2%的管理费，2010 年 12 月 20 日起，徐翔开始

控制泽熙增煦买入华丽家族股票，一直到 2011 年 8
月 9 日， 将华丽家族的股票价格拉升了 73.75%，最

终王伟林成功套现 12.35 亿元。

徐翔介入后，华丽家族的经营业务发生多次变

化。

2011 年 6 月， 华丽家族斥资 5000 万元收购海

泰投资 100%股权，后者投资了抗原-抗体复合型乙

肝治疗性疫苗技术的最终产品———乙克（国家一类

新药）。

2013 年 2 月， 华丽家族宣布拟出资 9900 万美

元择机收购控股股东上海南江集团及实控人王伟

林的境外金矿。

2014 年 11 月，华丽家族更是要“去房地产化”，

并一次抛出了三个新故事———跨界投资机器人、石

墨烯、临近空间飞行器等热门领域。 这一年，华丽家

族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 泽熙增煦成为认购最大

户，认购上限 9000 万股，合计 3.303 亿元，占总股本

5.62%，一跃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2015 年 5 月，华丽家族连续 13 个一字涨停板，

5 月 27 日股价升至 30.97 元。 按泽熙系参与定增的

价格 3.67 元/股计算，收益率超过 7 倍。

2015 年 11 月，徐翔因操纵证券市场被带走，华

丽家族股价应声下跌，进入下行通道，从彼时的最

高点 30.75 元跌至今年 4 月底的 2.68 元，累计跌幅

超九成。

股价连续下挫有失去徐翔助力的原因，但核心

原因是公司每况愈下的经营面。

战略调整的这些年，华丽家族始终难以找准经

营方向，看好的乙克（国家一类新药）疫苗、期货、金

矿、石墨烯等新赛道均没能给公司带来持续性的收

益，地产开发业务也进入了“无米下锅”的局面。

延续以往数年的下滑态势，2022 年华丽家族实

现营收 2.11 亿元，同比下滑 59.71%，对应归母净利

润也同比下跌 20.59%至 0.76 亿元， 其 2019 年至

2021 年期间的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97 亿元、1.5 亿

元、0.96 亿元。

徐翔方面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除了业绩

表现不佳，其还对公司治理存在质疑，其中一点是

高管收入与下滑的业绩不相匹配。

年报显示 ，2022 年华丽家族董监高薪资合计

2051.65 万元，年薪 200 万以上的管理层共有 5 位，

其中董事长王伟林年薪为 281.09 万元；副董事长李

荣强为 201.11 万元；董事兼副总裁王哲、财务总监

王坚忠和董秘娄欣均为 200 万元左右 。 年薪 100
万-200 万元之间的高管有 4 位。

记者从徐翔方面了解到，4 月 27 日， 华丽家族

发布了《关于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后的第二天，泽熙增煦便作为华丽家族的第二大

股东向华丽家族提交了临时提案， 要求增选董事，

并在 5 月 17 日股东大会上进行投票表决。

随后的 4 月 28 日至 5 月 11 日，华丽家族方面

以“需补充材料”“落款日期不符”等理由多次退回

泽熙增煦的提案，期间双方曾一同前往上交所与与

监管总监及专管员碰面。

5月 17日下午，上交所主板上市公司华丽家族在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召开了股东大会。
虽然开发了沪上第一豪宅檀宫，但华丽家族股东大会却选在了偏远郊区，这儿远离市场，紧挨申嘉湖高

速。
绿植青葱间，“华丽家族庄园”门牌隐现其中，这是一处占地面积不小，开发已久，陈设稍显老旧的场所，

工作人员透露其多用于内部聚会。
距离会议开始尚有半个小时，提前到达的董事长王伟林和参会高管们在门外闲聊，高管们不时叮嘱王伟

林会上“谨慎发言”。
因为“私募一哥”徐翔的“进击”，这场股东大会备受资本市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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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庄园外的大门上提示“内有猛犬 非请勿

入”（孙婉秋 摄）

图二：通往股东大会现场的路（孙婉秋 摄）

图三：会场外（孙婉秋 摄）

图四：会议现场（吴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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