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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报显示，此次退市，新“入局者”以超过10
亿元的财务代价，对开元酒店进行私有化要约收
购。另一方面，从商业史看，任何一次因私有化带
来的企业股权变化，很容易产生财富套现现象，以
及一批人的“退场”。

对于开元酒店，是否也会上演这一幕？陈妙
林坚定地从三个方面给予否定回答。

第一方面，高管团队不会产生根本性变化。
股权变动，开元酒店高管团队的确会有“小变化”，
但并不是像外界传闻的一样，开元酒店绝大部分
中高层管理人员仍然会留在公司，只有董事长金
文杰、总经理陈妙强卸任。陈妙林说，陈灿荣、陈
妙强、金文杰等开元人为企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
献，将一直留在开元旅业。“此次人事调整，开元酒
店董事会实现了顺利交接、平稳过渡。”陈妙林说，
卸任后，金文杰将担任开元旅业第一副总裁，全面
负责开元旅业集团的财务、投融资和推进各板块
的上市工作，“其实，南雁‘接棒’文杰的逻辑，与四
年前我隐退、文杰‘接棒’我一样，实属正常的‘接
任’与‘继任’。”

第二方面，私有化资金将“输血”其他板块。

此次私有化为开元旅业创造了10多亿现金，但由
于复杂的股权设计，包括陈妙林本人在内，个人无
法使用这笔资金，故而不存在所谓“套现走人”。

“这10多亿将由集团掌握，在开元旅业内
部流动使用，主要用于支撑其他业务板块
发展。”陈妙林解释，当前，开元旅业
正着力推动从重资产向轻资产转
型，集团上下对未来始终充满信心，

“做到第一，是开元人共同目标。”
第三方面，创始人不可能真正

意义上“退休”。新的开元酒店董
事会七个席位中，开元旅业仍占据
了三个席位，并拥有较大话语权。

同时，作为企业创始人，陈妙林拥有开元旅业
84.4%的股份，是绝对的第一控股股东。在陈妙
林带领下，目前开元旅业正在持续拓展开元酒店、

森泊乐园等板块，并将
此作为支撑未来发展的

最关键点。“从职务
上，我已处于退休状
态；但作为控股股
东，但凡涉及企业重
大决策，我仍会参与
其中。”

本报独家专访陈妙林——

开元酒店退市的三问三答

■本版撰稿记者姚潮龙王慧青本版摄影记者韩振羽

昨日，开元酒店正式从港交所退市。
下午3点，开元酒店举行最后一次上市公司董事会。

“明天起，开元酒店将迎来新一届董事会。”面朝会议室方
向，陈妙林迈着矫健的步伐边走边说。

作为中国最大民营高星级酒店、萧山标志性本土企

一场疫情冲击酒店服务业，“领头羊”开元酒店
首当其冲。据财报，开元酒店2020年实现营收
15.98亿元，同比下降17.1%；实现净利润2660万
元，同比下降87%。陈妙林坦言，开元酒店的确受
到了疫情影响，“但没有深层次破坏。”

横向看，在行业整体不利背景下，开元酒店成
了国内屈指可数、为数不多的仍然盈利的酒店管理
公司之一。财报显示，至去年末，开元酒店现金加
银行理财超过10亿元，尽管因会计准则而使负债
率在报表中表现为66%，但事实上没有一分钱的银
行负债；不仅如此，开元酒店去年还实现“逆势”扩
张：新签约服务酒店147家，累计管理酒店数、客房
数同比分别增长44%和32.3%。

纵向看，作为开元酒店母公司的开元旅业集
团，当前总资产已达到160亿元，账面现金30多
亿元，整体负债率约64%，其中计息银行负债率仅
30%左右。据透露，开元旅业去年实际上实现净利
润约6亿元，甚至比2019年略有提升。

分析上述关键指标后不难发现，无论开元酒店
自身，还是开元旅业，都是“经营有条不紊、财务稳
健有力”。

“与当年上市一样，这次选择退市，是我们主动
自愿实施的，动因是为企业更快速、更长远发展。”
陈妙林认为，与境内谈“退市”色变不同，境外资本
市场相对更成熟，企业退市不过是种常见的市场行
为。同时，他给出了开元酒店退市的三个原因：

一是市场估值不理想。由于香港资本市场上
机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大市值公司，开元酒店目前
的规模尚不足以引起机构投资人的追捧，因此考虑
退市后经过业务调整，发展到更大规模，真正成为
国内头部酒店集团以后，再来决定是否重新上市。

二是中端市场拓展进入瓶颈期。从1988年萧
山宾馆起步，开元酒店一直看好行业发展，在高星
级酒店领域一路绝尘、成为“王牌”。但布局中端市
场近十年，却始终没有达到预期规模，被大批中端
酒店“后来者”追上甚至拉开差距。因此，“回归”到
投资者对短期财务指标容忍度更高的非上市公司，
成为开元酒店持续发力、全面进攻中端市场的最好
选择。

三是持续优化管理层结构。已69岁的陈妙林
坦言，自创立开元以来，自己与“小伙伴们”大多是
草根出身、学历水平不高，但大家齐心协力做大做
强企业，打响了“开元”品牌。面对酒店管理业大变
局，当前管理层年纪普遍偏大，新思维新理念、互联
网实战经验等方面储备不够，难以更好更快应对新
生态。通过私有化，搭建“智本+资本”平台，引入既
具备互联网从业经历、又拥有酒店管理经验的高级
人才，成为开元酒店面向未来的关键之举。

在外界看来，开元酒店上市，称得上陈妙林一
场十多年的“长跑”，但真正上市后不到两年却又
退市，这着实让人费解。对此，陈妙林解释：作为
一名企业家，在选择企业战略时，无论何时何地，
第一条就是保持理性，为企业未来负责，必须做最
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抉择。

陈妙林透露，为了这次私有化实现预期效果，
开元酒店前后谋划洽谈了一年多，最终敲定知名
机构红杉中国与鸥翎资本组成的财团，并引入知
名经济型酒店7天连锁酒店创始人、鸥翎资本合
伙人郑南雁担任董事长，“深耕酒店IT业的郑南
雁，能最大程度补上开元酒店当前短板。”陈妙林
称，引入郑南雁，是他“近年来做得最到位的事之
一”。

开元酒店退市后，会产生哪些不同？陈妙林
归纳为“三变三不变”。

一是股权在变、地位不变。退市前，开元酒店
股权结构中，开元旅业及其高管持股平台持股比
例为56%；退市后，这一比例将稀释到33%。与
此对应的，最终红杉中国将占28%、欧翎资本占
16%。这意味着，虽然从绝对控股变成了相对控
股，但开元旅业及其高管持股平台还是开元酒店
最大股东。

二是轻资产在变、重资产不变。开元酒店全
称“浙江开元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顾名思义，
这是一个以酒店管理为主、输出开元品牌服务的
轻资产载体，主要经营业务体现在为开元旅业自
持酒店、第三方委托管理酒店提供管理服务。据

陈妙林透露，包括萧山地标开元名都在内，目前开
元旅业自持（含控股参股）酒店28个、资产约120
亿，占集团总资产比重达75%，“这批重资产的控
股权一直在开元旅业，既不在此前上市公司体系
中，也不在重组后的开元酒店资产包内。”这表明，
开元酒店退市仅涉及轻资产板块的股权变化。

三是业务拓展在变、扎根萧山不变。陈妙林
表示，目前，新任董事长郑南雁已到位到岗，新的开
元酒店将在郑南雁带领下，首先在品牌重塑、营销
活动和IT系统提升等方面发力，比如说快速拓展
中端市场、扩大会员体系，目标是五年内打造3000
家中端酒店、形成拥有上亿名会员的数据库。“萧山
是我的根与魂，无论开元走得多远，都不可能离开
萧山，集团总部会始终扎根萧山。”陈妙林说。

业，开元酒店退市，不仅引起国内酒店旅
游行业的普遍关注，更引发了萧山人的
广泛热议。围绕社会各界最关心的话
题，昨日下午，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开元
酒店创始人陈妙林。

一问

开元酒店为何退市？

答：企业很稳健，是主动自
愿实施的市场行为

二问 开元酒店所有权怎么变？

答：股权占比下降，总部始终放萧山

三问 私有化产生的资金怎么用？

答：一生最大事业，永不可能“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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