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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本报香港 9 月 28 日讯

(特派记者 崔滨) 28 日晚
7 点，国美电器发布了下午

举行的国美特别股东大会结

果。黄光裕方面提出的撤换

国美现任管理层的 4 项提议

均未获通过，陈晓及高管团

队得以继续掌控国美，但
20% 股票增发授权的撤销，

使得黄光裕仍然保持最大单

一股东的话语权。

28日下午1点30分，香
港国美工作人员开始进行投

票股东注册，本次特别股东

大会，约有200位股东到场

投票，近百位内地散户专程

赶来香港投票，其中超过半

数股民表示支持黄光裕。而

下午两点钟，大股东代表邹

晓春偕同黄光裕二妹黄燕虹
及妹夫张志铭的登记入场，

引起了现场最大的骚乱。

在下午 2 点 40 分开始

的国美管理层与股东交流环

节，原定的会议主持人临时

由国美董事局主席陈晓换为

总裁王俊洲，两人与国美最

大的机构股东代表、贝恩资

本董事长竺稼回答了股东约

10个问题，陈晓表示，无论

结果如何都将保持管理层稳

定和股东利益。

经过约4个小时的现场

计票，28 日晚 7 点，国美电

器公布了投票结果，在事关

国美董事局主席陈晓去留的

第五项动议中，近 52% 股东

投了否决票，意味着陈晓将

继续执掌国美董事会。

黄光裕方面提出的以邹

晓春、黄燕虹撤换陈晓、孙一

丁的议案未获通过，陈晓方

提出的贝恩资本驻国美的三

位非执行董事获得通过，但

国美董事会今年5月11日通

过的配发、发行及买卖股份

的一般授权被撤销。

香港证券专业学会专

业委员温天纳认为，增发
20%股权对国美现阶段的

经营意义不大，但对陈晓
能否削弱黄光裕大股东地

位至关重要，此次增发议
案的撤销，使得陈黄之争

仍未真正明朗。

特别股东大会直击
本报特派记者 崔滨

当王俊洲出人意料地代

替陈晓成为主持人；当黄光

裕家族的代言人邹晓春与黄

燕虹高调参会却一言不发；

当近百位内地散户专程赴港

投票支持黄光裕……

国美特别股东大会这

一国美控制权之争的巅峰

之战，正像28日香港气象台

预报的天气：高温31℃，大致

天晴。

28日 12点
“媒体股东”的战争

中午 12 点，当国美香

港公司的工作人员宣布媒

体不能进入会场时，不少记

者变戏法般拿出了“股东代
表”这一武器。

青年报证券部的记者丁

艳芳通过在香港的朋友，特

意购买了一手国美股票，并

注册申请了本次特别股东大
会的现场投票资格，而这样

的“媒体股东”，仅在现场记

者就看到了南方都市报、新

闻晨报、香港翡翠频道等十

余家。“港股每交易一次要
100港币，算是交入场费了。”

进入特别股东大会会

场的南方都市报记者汪小

星告诉记者，在股东大会现

场，所有“媒体股东”一边行

使股东投票权，一边用相机

和纸笔记录会场上的情况。

28日 14点
邹晓春高调的沉默

下午两点钟，早已围满

上百位记者的富豪酒店地

下一层猛然爆发出一股人

浪，在 4 位随同的开路下，

打着暗金色领带、头发梳得

一丝不乱的邹晓春面无表

情地走向股东登记处，跟在

他身后的，就是传闻中的神

秘人物、黄光裕的胞妹黄燕

虹、妹夫张志铭。

不过，从未与陈晓一同

在公共场合亮相的邹晓春，

在现场一直没有同媒体交

流，而是安静地坐在特别股

东大会会场第一排左侧的

中间，只有黄燕虹面带微笑

地和会场内的股东们寒暄

致意。

下午3点20分，特别股

东大会的管理层与股东交

流环节结束后，邹晓春等选

择从会场后的侧门离开，让

苦苦等候在正门外的记者

失望不已。

28日 14点30分
散户当面“倒陈”

进入股东大会现场的

媒体记者估算，现场共10排

240个座位，90%坐人，包括

“媒体股东”在内有近百人

是内地股东，且绝大多数来

自上海。

现场发言“挺黄”的上

海股民李庆告诉记者，“虽

然我只买了5手国美股票，

但我专门来香港投票支持

黄光裕。”

唯一一位两次在股东

大会现场发言的上海股民

郭先生会后告诉记者，“如果

两方没有分出胜负，混乱的

局面会一直持续下去。”

国美决战：陈晓“意外”胜出
黄光裕所提五项方案除撤销定向增发外，均未通过

三大关键人物的
“股东观”

陈晓
我们一直在协商

即使是在特别股东大会
这样一个陈黄之争的爆炸点
上，陈晓依旧保持一贯的面
色冷峻、语调沉静。

28 日下午 2 点 45 分，国
美管理层与股东交流环节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股民质问
他是不是想要搞MBO进而
取代黄光裕控制国美。在与
王俊洲交流了一下眼神后，

陈晓表示不会进行MBO，而
且“假如管理层不能交出令
股东们满意的业绩，所有的
股东都会反对我。”这并不是
陈晓面对的唯一诘问，不断
有股民用“得道多助、失道寡
助”等伦理评判来质疑陈黄
矛盾。而台上的陈晓，则边听
边玩弄铅笔或喝水。

“我们跟大股东之间一
直有协商和沟通，就在前几
天我们还和大股东交流，希
望达成完全的一致，很遗憾
跟黄先生本人没有这个机
会。”陈晓说。

王俊洲
股东利益最大

28日下午1点记者拿到
国美电器提供的主席台座位
名单时，大会主持人还是国
美董事局主席陈晓，但下午2

点30分会议正式开始时，王
俊洲突然首先发言。

“根据香港方面的法
规，必须由另外一位董事代
为担任本大会主席，而本人
非常容幸地被出席董事根
据本公司细则所载的程序
批准出任本大会的主席。”

王俊洲说。

随后，代替陈晓的王俊
洲通告了国美的业绩并鼓励
股东充分行使权利，而在提
问环节与股东的交流中，王
俊洲也频频发言，替陈晓“抵
挡”股东们连番射来的“炮
弹”。“假如能留任，我肯定会
按照目前我们一贯遵循的对
所有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
则，来实现我们的五年规划，

和大股东之间的交流，我们
始终是敞开的。”

竺稼
我不是两面派

作为国美第三方股东的
代表，贝恩资本的董事长竺

稼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两面派、逐利资本”的评价
不绝于耳。

借助 28 日的特别股东
大会，竺稼主动接过话筒表
露心声。

对于自己的“挺陈”立
场，竺稼表示，“我不认为我
们跟大股东有利益上的冲
突，今后也会愿意跟大股东
一起来商讨怎样把国美的事
情能够做得更好。”

在陈晓的“去黄化”努力
中，增发股票以稀释黄光裕控
股权，是其中的关键，对于这
一点，竺稼的立场显得模糊，

“我们对于增发的看法是相当
慎重的，因为增发本身会带来
股东权益的摊薄，如果增发能
够给公司带来更多的好处，能
够让每一个股东获得更多的
收益，我们才支持增发。”

本报特派记者 崔滨

国美特别

股东大会现场

云集了几十家

媒体。

本报特派记者
崔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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