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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士照明惠州停工工厂调查

停工日秩序不乱 雷士照明的失控与掌控

证券时报记者 范彪

创始人吴长江已经离职数月，

但整个雷士照明 （

02222.HK

） 惠

州工厂， 似乎全被挺吴派控制。

“阎焱当然不在这边上班， 施

耐德的高管来这里停留的时间总共

不超过

8

小时。” 雷士照明一位中

层说。 在雷士照明董事会拥有多位

高管且持股比例很高的施耐德， 被

厂区里面的条幅痛批： “滚出去！”

记者在这个工厂里采访， 也不时听

到对二股东软银赛富高管阎焱不满

的声音。

二股东软银、 三股东施耐德和

董事会高管对雷士照明有些失控，

而那个 “只是在微博上看到他发

言， 三个多月没有联系上” 的吴长

江， 似乎仍然是这个工厂的主宰。

停工厂区很有秩序

7

月

13

日早上的惠州， 天气

闷热。 记者乘坐的的士刚停在汝湖

镇雷士照明工业园门口， 身着制服

的保安就主动横过马路来询问， 得

知记者身份后， 有专人将记者带进

厂区。 厂区内挂满了类似于 “施耐

德滚出雷士” 的条幅， 白底黑字，

非常扎眼。 与这些横幅相邻而挂

的， 是类似于 “吴总是我们雷士的

精神领袖” 的横幅。

早

8

点左右， 雷士惠州工厂的

员工按部门聚集， 带上黄帽子后，

在条幅上签字， 而后围着厂区走，

一度还走到了工业园前面的马路上。

据了解， 惠州政府在前一天晚

上就劝解员工要理性、 克制， 雷士

照明惠州工厂的多位中层也表示他

们曾劝员工不要冲动， “不过有时

候控制不住， 今天他们差点就冲到

马路上去拦车了， 员工要维护自己

的利益， 如果解决不了， 他们会有

过激举动也不一定。”

这些雷士照明的中高层人员均

表示力挺吴长江， 反对施耐德的不

作为， 并对阎焱表示不满。 他们一

再强调， 这些工人是自发性地停

工， 没有人组织。 当记者问起最早

自发组织停工的是哪个部门、 哪个

小组时， 对方并未给出具体回应。

记者注意到， 这个停工的工

厂， 并没有完全 “瘫痪”， 依然很

有秩序。 厂区办公楼电梯内铺有一

张 “星期五” 字样的地毯， 工作人

员说， 该厂区的电梯间还是像以前

那样每天更换地毯。

在办公楼里， 记者随意走进了

一些办公楼层， 员工在早晨的请愿

活动结束后都回到了办公室， 有的

在浏览网页， 有的在用聊天工具聊

天， 车间工人也回到了车间。

中午

11

点半左右， 厂区突然

响起了音乐， 吃饭时间到了， 一切

仿佛并未失控。

当日上午， 惠州市政府有多名

负责人来到厂区， 记录现场情况，

其中一位工作人员对证券时报记者

表示， 截至当时， 惠州地方政府应

该还未与阎焱及施耐德方面联系。

雷士照明一位中层向证券时报

记者表示， 吴长江事先对包括停工

在内的一切情况毫不知情， “我们

最近一次和他联系还是

3

月份的

事， 后来都是通过微博等公开途径

去了解事件发展。”

“创投的肉，我们的命”

在雷士照明， 无论工人还是中

高层， 都更愿意从情感的角度去解

释他们为何如此支持吴长江。 他们

说， 吴长江是优秀的企业家， 他们

很多人跟着吴长江创业至今已超过

10

年， 而施耐德和软银赛富进来

后， 公司经营持续下滑。

在工厂里， 记者看到一些面积

很大的车间空空荡荡， 没有设备，

也没有人， 地上是散乱的杂物。 按

照工厂管理人员的说法， 这都怪施

耐德， 施耐德的人空谈多于行动。

“以前我们这个级别的人， 电

话可直接打给吴长江， 有事可以直

接找他， 不用预约。” 在雷士照明

一位高层眼里， 吴长江是实干派。

金融危机时， 吴长江要求下面的人

不能以危机为业务下滑的借口：

“照明市场的份额我们才做了

1%

，

空间大得很， 一个危机影响不大！”

这位高层认为， 施耐德不是善

辈， 不想做大雷士， 他引述了之前

施耐德蚕食惠州另一家企业齐胜亚

洲的例子。 “我之前也希望施耐德

进来后能带来好的东西， 但结果不

是这样。” 用这位高管的话来说，

雷士照明或许只是创投眼里的一块

肉， “但雷士是我们的命！”

近期吴长江辞职后， 雷士员

工、 经销商、 供应商与施耐德派驻

的高层、 软银赛富会面， 双方言辞

激烈， 前者一致支持吴长江。

据记者了解， 吴长江一直以来

重视与经销商、 供应商的关系。 早

年， 吴长江曾与另外两位创业股东

发生分歧， 一度出局的吴长江最终

靠经销商的支持夺回了控制权， 另

外两位股东拿钱走人。

综合近日记者采访获得的信

息， 吴长江能够获得经销商支持，

除了平时重视与经销商的人情交往

外， 更多的是源于单一经销商的模

式， 这种模式使得经销商依附于吴

长江。 而阎炎直至现在， 仍然坚持

要改革雷士的单一经销模式， 打造

雷士自己的经销渠道。

如果失去吴长江， 经销商利益

可能受损， 而经销商环节出问题之

后， 将直接导致雷士照明订单减

少， 进而导致员工收入减少， 很多

员工都向记者反映收入下降， 至

此， 员工也被卷入这场风波中。

雷士照明原有的经理人则担

忧， 施耐德进来后， 会快速清理管理

团队， 其利益不保。 按照员工和经销

商向董事会提出的要求， 如果吴长江

回来， 他们或可得到更多员工期权，

经销商代表也可以进驻董事会。

不过， 对于这一切， 阎焱的回应

是， 施耐德成为了假想敌， 实际上施

耐德是希望与雷士好好合作， 因为施

耐德在业务上与雷士没有竞争和重叠。

与几年前一样， 从目前的局面来

看， 挺吴派的行动似乎有点效果了。

阎焱坦言， 这一群体性冲突的激

烈程度， 超乎了他的预期。 他表示，

董事会可以考虑让施耐德方面的几个

人离开， 但对于期权和经销商代表进

驻董事会则不让步。

截至目前， 吴长江及阎焱似乎都

有了 “议和” 的表态。 但不靠股权优

势也能控制公司的故事， 能否在吴长

江身上重演， 仍没有答案。

中源协和高管增持上演帽子戏法

证券时报记者 建业

3

天、

6

人、

19

万股、

377.5

万元， 中源协和 （

600645

） 高管们

护盘动作迅速。 从

7

月

10

日中源

协和股价出现跌停以来， 公司高管

们的连续增持之举已经耗去了与上

市公司一季度净利额接近的真金白

银。 截至

7

月

13

日收盘， 中源协

和报

20.2

元

/

股， 较

7

月

10

日收

盘的跌停价尚有

2.6%

的差距。

中源协和

14

日公告称，

7

月

13

日， 公司

1

名董事、

2

名高级管

理人员从二级市场按照市场价格购

买了公司股票。 其中董事长、 总经

理王勇以

20.2

元

/

股至

20.23

元

/

股

的价格增持

2

万股； 副总经理黄家

学以

20.18

元

/

股至

20.19

元

/

股的价

格增持

5310

股； 财务总监孟志宏

以

19.98

元

/

股的价格买入

2

万股。

而在此前的

7

月

11

日和

7

月

12

日， 已有

3

名董事、 高管买入中源

协和股票。 据披露数据， 董事、 高

管

3

天内增持中源协和超过

19

万

股， 按增持最低价计算，

3

天的增

持金额至少

377.5

万元， 而中源协

和一季度的净利也不过

403

万元。

7

月

10

日， 中源协和宣布，

公司关于终止增发改由借款收购并增

资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方案获得

股东大会通过。 当天公司股价跌停，

7

月

11

日又大幅跳空低开， 而上市

公司的高管们就在此时开始了轮番的

增持行动。 此前有分析认为， 中源协

和放弃增发意味着增发底价

20.94

元

/

股的 “保底” 效应丧失， 因此公司股

价出现了大幅下跌。

虽然护盘意图明显， 但中源协和

对于高管轮番增持的原因并没有给出

官方答案， 连续

3

天披露高管增持的

公告仅表明： “根据购买人陈述， 不

排除未来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明牌珠宝大股东

承诺增持不超

1%

股份

� � � �明牌珠宝 （

002574

） 公告， 公

司接到控股股东浙江日月首饰集团

有限公司的通知， 其于

2012

年

7

月

12

日至

13

日通过二级市场购入了

公司部分股票，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18%

， 增持平均价约

16.93

元

/

股。

增持后日月集团共计持有公司

7181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92%

。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

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日月集团

计划在

2012

年

7

月

12

日至

10

月

12

日增持公司股份下限不低于

50

万股，

上限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1%

的股份

（含此次已增持股份）。 （靳书阳）

公众公司不应成为战场

� � � � 在雷士照明 （

02222.HK

） 创

始人与投资方代表软银赛富阎焱的

管理权争夺战中， 谁对谁错， 不是

最重要的。 而对于雷士照明这家公

众公司而言， 广大公众投资者的利

益， 应该才是第一位的。

阎焱的做法有他的理由。 身为

雷士照明持股比例较高的股东软银

赛富的代表， 阎焱本身就拥有一定

的话语权， 如果阎炎是以股权说

话， 按董事会、 股东大会上有效的

决议办事， 那么吴长江离职等等，

则完全是按照契约来的， 他当然觉

得没问题。 至于吴长江如何创业、

如何有企业家精神， 则是另外一个

层面上的问题。

但目前从网上的调查数据来

看， 舆论大多是支持吴长江的， 人

们骂阎焱不尊重企业家， 而施耐德

更是被看成一个鲸吞民族品牌、 血

洗董事会的敌人。 辛辛苦苦创业，

与员工一起打拼， 吴长江的故事和

理由是煽情和动人的。 不过， 吵架

这种事是很难分出对错的， 特别当

吵架双方都是社会精英， 阎焱和吴

长江都不是那种轻易认错的人的时

候， 评价谁对谁错都显得为时过早。

然而有一点可以确定， 大股东也

好， 董事会高层也好， 创业元老也

好， 身在一家公众公司， 底线应该是

把公众投资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而

不应把公众的公司当成战场。

人们都说， 阎焱是理性、 自信

的， 他觉得对的事情他就要去做。 前

两天， 阎焱甚至还对媒体说， 经销商

的事情一定要改革， 要建设自己的渠

道， 实在解决不了， 大不了沉下去一

两年， 重新来过。

这是何等霸气、 何等强势的姿

态。 他要对雷士照明灌输现代化的管

理理念， 当然是有道理的， 甚至是当

初坐上董事长的位置， 他也有充分的

理由。 但他在自信、 强势的时候， 似

乎忽略了广大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雷士照明如果真的要重建销售渠

道， 真的要让经销商与吴长江出走重

建一家企业， 那便是重新树立一个强

大的竞争对手， 在经营上， 雷士照明

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而面

对这些， 在股权上没有优势的公众投

资者， 处境将会是何等的尴尬？！

挺吴派说， 事情跟吴长江没关

系， 他们是自发组织停工， 雷士照明

的经销商也是主动自发地站到了吴长

江一边， 可惜与这些看起来够义气的

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是上市公司生产经

营停滞， 公司业绩可能大幅下滑。 目

前， 雷士照明已在股价暴跌后停牌。

在整个事件中， 各个参与主体都

有着自己的诉求。 软银赛富、 施耐德

有自己的诉求， 就是要按照自己的理

念来经营企业； 吴长江有自己的诉

求， 就是要保住创业的江山； 企业中

高层经理人也有自己的诉求， 就是不

希望在施耐德的大清洗中出局； 员工

也希望能够在收入上有所保障。

这些主体为了自己的诉求， 动力

十足。 在争吵、 谩骂甚至冲突中， 他

们都在想着自己的利益， 但作为上市

公司的大股东、 管理层， 在上市之初

应该是对投资者有所承诺的。 如果他

们从一开始就铭记， 任何有关上市公

司的决策， 都应该首先考虑公众投资

者的利益， 或许彼此间就不会以这种

过激的方式爆发冲突。 （范彪）

广州药业：

法院驳回鸿道撤销仲裁申请

7

月

13

日， 广州药业 （

600332

） 控股股

东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已收到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 驳回鸿道 （集团）

有限公司提出的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的申请。 当日， 广州药业

股价以涨停报收。

5

月

9

日，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就广药集团与鸿道集团之间的 “王老吉” 商标

许可协议争议仲裁案作出裁决， 广药集团与鸿

道集团签订的 《“王老吉” 商标许可补充协议》

和 《关于 “王老吉”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补充

协议》 无效； 鸿道集团停止使用 “王老吉” 商

标。

6

月

1

日， 北京一中院受理了鸿道集团申

请撤销上述裁决的要求。

此次鸿道集团提出的撤销仲裁申请被驳

回， “王老吉” 商标权的归属已无悬念。 不

过， 此前广药集团和鸿道集团围绕王老吉的营

销方式、 渠道等方面仍有多起争议。 （建业）

第一拖拉机

今起沪市招股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今日刊登首次公

开发行

A

股的招股意向书， 中国首家成功实

现境外上市的农机企业即将回归

A

股。

一拖股份 （

601038

） 前身为第一拖拉机制

造厂， 身为共和国农机工业长子， 见证了中国

农业机械化由零起步的全过程。 作为 “一五”

时期建设的

156

个重点项目之一， 五十多年来

一拖股份一直专注于农用拖拉机的开发、 生产

与销售， 目前是我国规模最大、 技术最先进、

综合实力最强的拖拉机生产企业， 主要生产履

带拖拉机、 轮式拖拉机、 柴油机、 叉车、 矿用

卡车等系列产品， 并已构建起以农业装备为核

心、 动力机械及关键零部件制造协同发展的多

元化业务格局。

一拖股份此次预计将发行不超过

1.5

亿股

A

股， 募集资金将围绕主营业务和战略发展用

于大功率农用柴油机项目、 新疆农装建设项目、

新型轮式拖拉机核心能力提升项目以及燃油喷

射系统产品升级扩能改造项目。 募投项目实施

将助推公司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 （李彦）

紫金矿业

购澳洲金矿获当地批准

紫金矿业 （

601899

）

14

日公告称， 收到

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

FIRB

） 的通

知，

FIRB

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外国投资政

策， 对紫金矿业及其附属公司收购

Norton

Gold Fields Limited

（诺顿金田公司） 所有已

发行股份权益没有异议。 该通知属无条件， 有

效期为

12

个月。

紫金矿业表示， 据此， 公司于

5

月

31

日

的收购执行协议中场外收购要约所指的

FIRB

批准条件已达成。 此外， 公司也收到北京市发

改委对该要约的核准， 但仍需等待中国其他监

管机构必要的批准。 （建业）

博云新材募资

6.29

亿

建国产大飞机配套项目

博云新材 （

002297

） 公告 ， 公司拟以

12.77

元

/

股的价格， 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

过

4925

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

6.29

亿元， 用于

“增资长沙鑫航用于飞机机轮项目”、 “与霍尼

韦尔设立合资公司实施飞机机轮刹车系统项

目”， 另有部分募资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 公司的生

产能力、 生产效率及业务规模都将得到提升，

产品种类进一步丰富。 （文泰）

鞍钢股份

被责令兑现

2007

年承诺

鞍钢股份 （

000898

） 近日公告称，

7

月

5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发的 《行政

监管措施决定书》。

2007

年

7

月， 鞍钢股份在申请配股期间

向辽宁监管局承诺， 将与鞍钢集团一起尽快完

成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的资产清查， 并

力争在年底前完成收购工作， 从而整合产品销

售平台， 从源头上消除产品销售方面的关联交

易。 目前该承诺收购事项尚未履行完毕。 对

此， 鞍钢股份表示， 受到鞍钢集团与攀钢集团

联合重组及整个钢铁行业不景气影响， 公司未

能履行承诺。 目前正积极推进整合鞍钢国贸业

务事宜， 将尽快落实承诺。 （张莹莹）

范彪

/

摄 吴比较

/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