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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人出局了，但精神永不出局”的说
法实在是太“鸡汤”了。真正要在全社会树
立起尊重和保护实业企业家精神，王石的结
局就是一面镜子。

这段话让人一下子就明白，形势彻底翻转

了，宝能的机会也来了。王石眼里的“黑衣骑士”

要出手了。

果不其然，在反对重组预案上先后发声后，

宝能系提出要罢免王石——当然，正式的形式

是提请公司董事会召集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提请罢免包括王石、郁亮在内的 10位董

事和 2 位监事。这是“一锅端”，其中还包括

华润的人。

当然，谁都知道，矛头所指就是王石。核

心理由是内部人控制：王石作为董事会主席没

有充分关注重组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合理性，

没有充分关注重组是否有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整体利益，万科已经成为被内部人实际控制

的上市公司。

而在一些财经界资深评论人士看来，这个

做法恰恰也坐实了宝能收购万科属于“恶意收

购”。在临时股东大会上，王石为自己瞧不起

人的姿态，为由于自己的原因导致姚振华被称

为“野蛮人”表示道歉，但很硬气地表示，大

股东不可以为所欲为，不是资本想怎么样就怎

么样。他还说，如果自己没有被罢免，如果是

郁亮代替他成为董事长，他会辞职。

王石的这些表态，和他的身体一样“硬

朗”——王石今年已经 65岁了。这是在中国市

场经济摸爬滚打了30多年锤炼出来的一种功夫。

罢免王石的理由中有一条是薪酬问题，即

在 2011~2014 年担任董事期间，前往美国、英国

游学，长期脱离工作岗位，却依然在未经股东

大会事先批准的情况下从万科获得现金报酬共

计 5000 余万元。

这个指责的一个目的其实是在借助“民意”

的力量。王石的高调、游学、明星女朋友、意

见领袖等，让很多人看不惯。一段时间内，官

二代的背景也被炒得火热。其实，这些指责都

是模棱两可的。在中国做企业，闷声发大财、

“宝万之争”又成了人们围观的焦点——

对了，现在该称之为“宝万华之争”了。6 月

27 日下午两点半，无数人通过网络围观万科股

东大会的现场报道。悖论的是，王石作为一个

公众人物的高调做派，曾经引起了不少人的反

感。但今天万科和王石的命运，为这么多人所

高度关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因为王石的高调。

令人感慨的是，曾经无数次被赞誉的国有

资本大股东的开明不干预，这次完全反过来了。

王石在个人微博中甚至如此直言不讳地指责起

了“央企华润”：“当你曾经依靠、信任的央

企华润毫无遮掩地公开和你阻击的恶意收购者

联手，彻底否定万科管理层，遮羞布全撕去了。”

王石也是话中有话。遮羞布，遮的是什么呢？

不甘心只当财务投资人的角色，要开始管了？

万科引入深圳地铁这个“白衣骑士”的重组预

案破产了？恐怕不仅仅是这样，有相当的可能

是人事方面的变动要浮出水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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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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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的管理层大模大样惯了，自诩为治理结构

和文化独特的现代企业，显得既不懂国企的规

矩，又没有私企的殷勤。更要命的是，万科把

法规中可以或应该预先知会或请示的事项本着

“法无规定皆自主”的精神，统统自己就做主

办了。大股东多次警示不悦，甚至大动干戈告

到监管部门，虽总是因难以裁量定论而不了了

之，但身为大股东的不满则可以想见。

作为万科创始人的王石，执掌万科近30年，

现在似乎已经到了大结局的时候。“王石的结局”

说的不是其私人生活，而是指整个“84派”创

始企业家的结局。类似于“人出局了，但精神

永不出局”的说法实在是太“鸡汤”了。真正

要在全社会树立起尊重和保护实业企业家精神，

王石的结局就是一面镜子。这个时候，作为央企，

可能真需要讲点政治了。

不屑于谈“情怀”的多得是。而房地产业在中

国又特殊了，经济增长的支柱、充分享受大国

经济和城市化水平快速增长的红利，同时也是

“权力搅拌”最深的领域之一。万科，作为一

个相对比较透明和规范的现代企业，在成为国

内最大的住宅供应商的同时，又有非常不错的

口碑，绝对离不开王石的作用。

王石是懂政治的。他说：“我相信中国改

革开放到今天，如何认识、规范市场，监管部

门一定积累了丰富经验。”这话非常对。就在 6

月 27日这天，多家媒体质疑，华润及宝能系存

在诸多接触密谈，亦有同时宣布联手否决万科

深铁重组预案之举，涉嫌形成关联和一致行动

人关系。因此，深交所向华润及宝能系分别下

发关注函，要求双方各自说明，二者是否存在

协议或其他安排等形式，以共同扩大所能支配

的万科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事实，同时须

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说明是否互为

一致行动人及其理由。

王石懂政治更体现在当年放弃股权的抉择：

去掉国有资产流失这个达摩克斯之剑，只要

“名”。用当年的这个选择来印证今天的困境，

已经没有多少意义。

王石有时候显得又不懂政治（是不是真不

懂就不得而知了），比如汶川大地震时期关于

捐款的言论，就是忽略了此时的救灾不是一个

简单的社会事件，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也许，企业家当意见领袖惯了，也会在潜意识

里面扎根下一些不好的东西，导致对很多问题

误判。

从目前透露出的事实看，此次股权大变动，

万科或者说王石最大的“误判”不是对于宝能的，

而是对华润。万科的管理结构在国内的第一大

股东为国企的公司中几乎是个孤例，危险的是

习惯成自然，过去的惯例绝不等于今天的必然。

正如万科独立董事、经济学家华生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