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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药业三头董事会 新老派系缠斗6年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8

月

28

日， 西藏药业（

600211

）

9

人董事会以

5:4

的投票比例否决了一

项董事增选议案， 令第一大股东西藏

华西药业集团向公司增派董事的愿望

落空。

导致上述议案被否的关键并非来

自四家大股东的

6

名非独立董事，因

为该

6

名董事分立两派，势均力敌。最

终因

3

名独董中的

2

名反对， 华西药

业的该议案被否。

这已不是西藏药业董事会内部的

首次较量。 今年

8

月

14

日，西藏药业

新一届董事会建议上调除董监高之外

的公司员工薪酬， 遭到包括华西药业

阵营的

4

名董事反对。 回溯北京新凤

凰城地产

2008

年入股西藏药业，不难

发现北京新凤凰与华西药业之间的明

争暗斗由来已久。

独董发威

8

月

18

日，华西药业致函西藏药

业， 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增选

董事相关议案。按照华西药业计划，西

藏药业将于

9

月

18

日前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然而未及股东大会召开，西藏

药业董事会即于

8

月

28

日将议案予

以否决。

不久前，西藏药业刚于

5

月

8

日

完成董事会换届， 系

9

人董事会，包

括

6

名董事及

3

名独董。不过华西药

业对

9

人董事会架构并不满意，要求

增补

2

名独董， 将董事会人数增至

11

人。

华西药业推荐了两名独董候选人

刘小进与吕先锫， 但未有简历。 据了

解，吕先锫目前是科新机电（

300092

）、

高新发展（

000628

）、水井坊（

600779

）

的独董， 现任西南财经大学审计处处

长、成都审计学会副会长。

巧合的是， 科新机电另一名独董

黄卫星自

1995

年起即任职于四川联

合大学（现四川大学）。 而华西药业董

事长、 西藏药业前董事长陈达彬毕业

于四川联合大学城市经济管理研究生

进修班。

记者从法律界人士了解到， 华西

药业提议将西藏药业董事会人数增至

11

人，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要

求，只要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即可。

孰料上述增补董事议案一出台便

遭遇阻力。投票结果显示，

9

人董事会

中有

5

人联合反对， 包括

3

名董事及

2

名独董。 反对理由多为西藏药业刚

于

5

月份完成换届、 此时增补董事不

合理。

此外， 华西药业建议增补董事采

取直接投票制， 部分董事认为此举与

公司新一届董事会选举所采取的累积

投票制相违背。

投下反对票的董事分别是西藏药

业董事长石林、副董事长杨建勇、董事

总经理张虹及独董李文兴、李其。赞成

的人员包括陈达彬、周裕程、王英实及

独董饶洁。

换届记录显示，杨建勇、李其、王

英实、 饶洁系西藏药业新当选的董事

成员， 其中杨建勇刚加盟西藏药业董

事会即当选副董事长， 而石林则取代

陈达彬成为西藏药业新任董事长。

这不是以石林为代表的

5

名董事

与以陈达彬为代表的

4

名董事的首次

较量。

5

月份履新西藏药业董事长后，

石林曾提出在全公司范围内 （董监高

除外）加薪

20%~40%

，此举被解读为

石林作为西藏药业掌门人的抛出的

“惠民工程”，其意义不言而喻。

结果陈达彬等

4

名董事当即予以

反对， 并对加薪议案所列出的两项理

由逐一进行反驳， 同时还指出加薪或

会制约公司在生产经营方面的投入。

由于陈达彬等仅有

4

名董事，不

敌石林等

5

人，加薪议案遂险获通过。

西南地区一位不愿具名的券商研究员

对陈达彬反对加薪的评价是 “不智”，

他认为此举会在西藏药业中层及以下

员工中间造成不良影响。

“以反对增加员工福利作为对决筹

码，无论输赢，都会输掉人心，反而会提

升对手方的威信。 ”上述研究员指出。

两大阵营

相对于一般的上市公司， 西藏药

业股东结构及董事会结构较为复杂。

公开资料显示， 西藏药业受第一大股

东华西药业实际控制人陈达彬及第二

大股东北京新凤凰实际控制人周明德

联席控制， 但西藏药业董事长并非陈

达彬或周明德， 而是公司第五大股东

西藏通盈投资董事长石林。

目前西藏药业的股权结构是，华

西药业直接持股

21.62%

，而陈达彬则

通过成都达仁经贸有限公司、 海南通

源实业开发公司、 成都达义实业集团

等公司层层控股华西药业

85%

股权。

周明德则通过控制北京华明轩投

资管理公司、 凤凰城房地产开发集团

层层控股北京新凤凰， 继而间接持有

西藏药业

18.52%

股权。 此外，周明德

还直接持有西藏药业

2.13%

股权，加

上斯钦、王晓通等一致行动人，周明德

实际持有西藏药业

21.61%

股权，与华

西药业持股比例相当。

事实上， 北京新凤凰及其一致行

动人曾一度是西藏药业第一大股东。

2008

年

1

月份，华西药业因筹划西藏

药业股权分置改革而引入战略投资

者，将西藏药业

3844

万股转让给北京

新凤凰及一致行动人周明德、斯钦等，

以及其他非关联自然人。此后，华西药

业持股比例降至

22.69%

，而北京新凤

凰、周明德、斯钦等则合计持有西藏药

业

25.2%

股权。

西藏药业

2008

年年报显示，当时

周明德与斯钦均持有北京新凤凰

45%

股权，

2011

年

9

月份， 斯钦将北

京新凤凰

45%

股权转让予第三方，北

京新凤凰遂由周明德实际控股。 值得

一提的是， 西藏药业直到今年

2

月份

才披露此事。

尽管北京新凤凰方面一度是西藏

药业第一大股东， 但却并非实际控制

人， 因为周明德及北京新凤凰当时在

西藏药业董事会中并不占据主导地

位。 其后果是，

2009

年

6

月

29

日，西

藏药业向北京新凤凰及凤凰城房地产

开发集团发行股份置入后者房地产资

产的议案被陈达彬阵营董事联名否

决。 最后，注资一事不了了之。

随后，北京新凤凰、周明德等逐步

减持西藏药业。至今年

5

月

22

日西藏

药业完成新一届董事会选举， 北京新

凤凰方面持股比例降至

21.61%

。 与此

同时， 华西药业持股比例也降至

21.62%

。

目前， 北京新凤凰在西藏药业

董事会的直接代表是张虹， 后者系

凤凰城房地产开发集团副总裁，兼

任西藏药业总经理。 华西药业在西

藏药业董事会的直接代表是陈达

彬、周裕程父子。

此外， 北京新凤凰与华西药业在

西藏药业监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中也

安排有人手。 西藏药业监事之一杨冬

燕系凤凰城房地产开发集团总经理助

理，而监事会主席姚沛、董秘刘岚均曾

在华西药业工作过。

由此，西藏药业由陈达彬、周明德

联席控制。 但随着“康哲系”的举牌及

西藏通盈投资话语权的提升， 西藏药

业董事会结构更为复杂。

神秘康哲

在西藏药业

9

人董事会中， 华西

药业有

2

名董事， 北京新凤凰方面仅

张虹一人。不过，从近两次的董事会投

票结果来看，剩余

3

名董事石林、杨建

勇、王英实已分别归入北京新凤凰、华

西药业阵营， 甚至连

3

名独董也在悄

然站队。

其中， 王英实与华西药业立场一

致。王英实现年

34

岁，

2008

年起任天

津康晨瑞信医药集团医药投资管理部

部长， 现任天津赛诺制药总经理助理

及其子公司天津普莱特医药贸易公司

总经理。 其中天津赛诺制药系康晨瑞

信医药集团主要控股子公司。

表面上看， 王英实与华西药业无

任何关联，但记者发现，王英实与今年

2

月份举牌西藏药业的“康哲系”关系

密切。

康哲系包括港股公司康哲药业

（

00867.HK

） 及其全资拥有的深圳康

哲药业、天津康哲医药科技发展公司、

深圳康哲医药科技开发公司等， 主要

经销代理全球各药企的药品。 从

2008

年开始， 康哲药业开始独家代理经销

西藏药业明星产品新活素。

仅今年上半年， 新活素就为康哲

药业贡献了

1.71

亿元的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

65.5%

， 约占康哲药业营业收

入的

12.5%

， 系康哲药业第三大代理

品种。

深圳康哲药业、 天津康哲医药科

技发展公司、 深圳康哲医药科技开发

公司原合计持有西藏药业

4.79%

股

份， 今年

2

月

13

日增持

30.68

万股，

触发

5%

的举牌红线。 西藏药业一季

报显示， 深圳康哲药业持股比例已从

举牌后的

1.46%

升至

3.78%

， 即康哲

系累计持股比例已达

7.32%

， 是西藏

药业第三大股东方。

此处还有一段插曲， 康哲系于

2

月

28

日将一笔西藏药业的买入指令

误操作为卖出，不慎构成了短线交易。

王英实之所以与康哲系关系密

切， 源于康哲系与王英实就职单位康

晨瑞信医药集团的一次交易。

2011

年

4

月份， 康哲系以

15.49

亿港元的对价（股份

+

现金）全资收购

了天津普瑞森。 尽管康哲系并未在收

购资料中详述天津普瑞森的实际控股

方， 但根据康晨瑞信医药集团官网资

料显示， 该集团曾注册成立了全资子

公司天津普瑞森。

收购完成后，康晨瑞信医药集团通

过一家名为

Glitter Long Limited

的英

属维尔京群岛公司，获得康哲药业置换

股份

10.09%

。 记者注意到，目前天津诸

多本土机构在介绍康晨瑞信医药集团

时，往往指出该集团曾完成全资子公司

天津普瑞森与康哲药业的并购。

由此可见， 来自于康晨瑞信医药

集团的王英实与康哲系实际上存在不

可割裂的关系。 记者试图向康哲药业

方面询证公司与华西药业是否存在关

联，未获答复。坊间曾传闻康哲系举牌

西藏药业与替后者偿还债务有关，彼

时西藏药业董事长还是陈达彬， 后来

该传闻遭西藏药业否认。

事实上， 在西藏药业最近两次董

事会投票中， 王英实均偏向了华西药

业一方， 更令康哲系与华西药业的关

系充满神秘感。

三头控制

至于西藏药业另两名董事石林、

杨建勇， 表面上与北京新凤凰及周明

德也无关系，甚至石林、杨建勇二人之

间也无直接关联。但在董事会投票时，

石林、 杨建勇均与北京新凤凰选择了

结盟。

资料显示， 石林系西藏药业第六

大单一股东西藏通盈投资董事长，还

兼任北京通盈投资集团、 北京通盈盛

世投资基金公司董事长， 亦为天津盛

通投资董事。 公开资料中关于西藏通

盈投资的信息极少， 该公司与天津盛

通投资系一致行动人。

2012

年上半年，西藏通盈投资开

始入股西藏药业，当年年底，天津盛通

投资亦入股持有西藏药业

1.14%

股

份。去年，西藏通盈投资增持西藏药业

至

3.09%

， 天津盛通投资则从西藏药

业前十大股东中消失。 如果天津盛通

投资并未减持西藏药业， 则至少累计

持有西藏药业

4.23%

股份。

今年

5

月份的董事会换届选举

中， 石林全票当选西藏药业新任董事

长，原董事长陈达彬卸任，仅担任董事

一职。从持股比例而言，石林仅是西藏

药业第四大股东方，远不及其他两方。

然而，石林当选西藏药业董事长，

与陈达彬、周明德的支持不无关联。

“两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当，理论上

拥有同等话语权， 推举第三方担任董

事长预留斡旋余地， 这在实务中并不

鲜见。 ”上海一位专注于医药的私募从

业人士告诉记者。

陈达彬曾长期担任西藏药业董事

长，周明德也在

2008~2011

年期间担任

西藏药业董事、总经理等职，

2011

年后

周明德彻底从西藏药业管理层退出。

上述私募人士称， 如果第三方董

事长较为强势， 就会对董事会产生较

大的影响， 甚至形成与大股东相抗衡

的力量。

西藏药业相关人士向记者透露，

5

月份的加薪议案便是石林出任西藏药

业董事长后的首个动作， 该议案得到

了周明德方面的支持， 却遭陈达彬与

康哲系的合力反对。

此处， 石林与周明德保持了高度

一致， 客观上结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松

散联盟。 对于董事席位仅张虹一人的

北京新凤凰及其一致行动人而言，石

林的襄助至关重要。

另一名关键董事杨建勇， 则属于

空降董事，此前并未在西藏药业任职，

也非西藏药业股东， 目前是北京嘉润

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出任西

藏药业副董事长。但据记者了解，杨建

勇与石林交从甚密。

记者掌握的一份诉讼材料显示，北

京通盈投资集团前身北京诺克公司曾

于

1999

年起诉北京杰诚远拓化工品公

司，该案件几经波折，一直持续到今年。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去年

6

月份审理此

案的时候，杨建勇便是作为北京通盈投

资集团的代理律师上庭参加诉讼。

至于杨建勇与北京新凤凰、 华西

药业存在何种关系，目前无从得知。从

此前的两次投票结果来看， 杨建勇与

石林保持一致。

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西藏药业董

事会诞生。 石林、杨建勇掌控西藏药

业董事长、副董事长，系西藏药业其

中“一头”，加上周明德与陈达彬，西

藏药业“三头董事会”应运而生。 在关

键时刻，石林、杨建勇与北京新凤凰

立场一致、投票趋同，华西药业则与

康哲系紧密结合，董事会中又形成了

3:3

的格局， 此时西藏药业重大议案

全由独董决定。

聚焦西藏药业董事会之争

李雪峰/制表 周靖宇/制图

谁在掌控

西藏药业董事会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在引入北京新凤凰之前

，

陈达彬控制

的华西药业一度持有西藏药业近半数股

权

，

系一股独大

，

对西藏药业董事会处于实

际控制状态

。

这与目前绝大多数上市公司

股权结构并无区别

。

如果西藏药业不曾引入北京新凤凰

，

则目前被外界视为董事会内斗的场面或不

会发生

。

在业内人士看来

，

华西药业在

2007

年已不具备独自操盘西藏药业的能

力

，

当时西藏药业深陷债权人索债及官司

纠纷中

，

且适值股改深水期

，

华西药业已经

萌生退意

。

于是

，

华西药业不惜将所持西藏药业

大部分股权转让给北京新凤凰及其一致行

动人

，

从而丧失绝对控股地位

。

北京新凤凰

接盘西藏药业后

，

原以为能够利用第一大

股东身份寻求资产证券化

，

即西藏药业以

增发的形式置入北京新凤凰

、

凤凰城房地

产开发集团旗下的房地产资产

。

事实上

，

这

也是华西药业引入北京新凤凰时所做出的

承诺

。

以现在的视角来看

，

北京新凤凰入股

西藏药业相当于借壳行为

，

问题是华西药

业允许北京新凤凰借壳西藏药业么

？

答案

是否定的

。

从入股西藏药业至今

，

北京新凤凰与

华西药业始终不存在蜜月期

，

以至于向西

藏药业注入房地产资产一事

，

因华西药业

的公开反对而落空

。

但北京新凤凰并不打算就此退出西藏

药业

，

华西药业更是希望重夺西藏药业控

制权

，

双方保持对峙态势

。

微妙的变化发生在康哲系

2

月

13

日

以

“

财务投资者

”

的角色举牌西藏药业之

后

，

市场还未意识到康哲系作为西藏药业

代理经销商举牌所为何故时

，

华西药业与

北京新凤凰已在悄然让步

，

寻求折中方案

。

北京新凤凰的动作是

，

2

月

26

日至

5

月

22

日

，

该公司一致行动人共减持西藏药

业

1.42%

股份

。

如此一来

，

北京新凤凰及一

致行动人持股比例降至

21.61%

，

正好略低

于华西药业

21.62%

的持股比例

，

将西藏药

业第一大股东方重新让予华西药业

。

与此同时

，

在西藏药业新一届董事会

选举中

，

华西药业掌门人陈达彬让出西藏

药业董事长一职

，

西藏药业第六大股东西

藏通盈投资董事长石林继任

。

石林与北京新凤凰系的关系目前尚是

未知之数

，

但至少石林与华西药业不是一

家人

，

这从近期的两次投票即可看出

。

西藏

药业董事王英实与康哲系

、

华西药业之间

的关系如何也属未知

，

但至少王英实并不

支持北京新凤凰

。

问题是

，

谁在西藏药业董事会拥有最大

的话语权

？

华西药业

、

北京新凤凰

、

西藏通盈

投资

、

康哲系

，

还是西藏药业

3

名独董

？

目前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

上述

4

家机

构中分立的两大阵营实力相当

，

3

名独董

的态度最终成为了董事会的态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