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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龙 实习生 刘茜/文
一位不愿具名的大型风电设备

制造企业负责人7月28日向《中国企
业报》记者证实：“国家能源局确实要
收回原属于省级发改委的5万千瓦以
下陆上风电场项目审批权。正式的文
件很快就下来。”
“事实上，现在的风电项目已经

开始需要到中央去审批了。”该负责
人表示。

迄今为止，国内上马的陆上风电
场项目，有93%是由地方审批的。

中投顾问新能源行业研究员沈
宏文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该决
定对风电行业的影响体现在以下方
面：首先，风电场审批数量和审批速
度将会下降，陆上风电建设进度将会
放缓，风电装机容量增长将会低于前
几年的速度；其次，风机设备制造商
的出货量将会因风电场建设力度的
下降而降低，风机市场的竞争将会更
加激烈。

在此前发布的2011年版《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中，在新能源鼓励
类的10个子项中，风电仅在“风电与
光伏发电互补系统技术开发与应用”
这一子项中被一带而过。

风电价格腰斩：
投资慎对风电设备

新疆一家风电设备安装企业负
责人张经理明显感到最近风电市场
不够“热”。风电安装业务与以往相
比，业务量下降了3成。
“由于公司还有其他行业的业

务，所以对公司整体影响不大。但中
央收回风电项目审批权对于风电整
个行业的影响会很大，公司风电业务
的合作企业已经告诉我，今后业务仍
会减少。”张经理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

中凯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
经理杨永辉表示，单从设备制造商角
度讲，影响不是很大，目前订单是比
较充足的。塔筒订单能占到全国10%
的市场份额。但对于更大型的企业影
响会逐步显现。

目前，在A股上市的以风电整机
制造为主的上市公司主要有华锐风
电、金风科技、长征电气等，以风电零
部件制造为主的上市公司主要有泰胜
风能、天顺风能、吉鑫科技、中材科技
及刚刚将中航惠腾并入的中航重机。
从近期相关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告

就可看到，近期风电产业增速放缓迹
象已现。例如，中材科技1至6月实现
利润总额 9630万元，同比下降
47.9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7156万元，同比下降12.82%。
泰胜风能1至6月净利润大幅下降
58.72%至61.10%。
在风电项目的“跨越式”发展之

下，相关企业的盈利能力持续下降。
据了解，2008年，风电价格是每

千瓦6500元；2009年，是每千瓦5400
元；2010年，价格开始低于每千瓦3500
元。较之3年前，价格几乎被腰斩，风
机企业游走于盈亏之间，命悬一线。

沈宏文认为，陆上风电在经历了
近几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已经逐渐步
入行业发展的瓶颈期。今年以来，陆
上风电机组大规模脱网事故给风电
发展敲响了警钟，风电场建设有所放
缓。风机设备制造商竞争更加激烈，
并且面临成本上升压力。
“主要在于地方审批的项目太

多，带动了风电行业产能过剩。”中国
风能协会副理事长施鹏飞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此外，风电企业不管
能不能上网，都发展风电，片面追求
装机业绩。去年电监局的数据表明，
10%的风电用不上。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能设
备分会（风力机械分会）秘书长祁和
生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目前，风能
项目发展太快，消费量却严重不足，
大批项目上马后，并不能达到原来的
预期效果。”

一向嗅觉灵敏的投资界也开始
远离风电项目。
一位长期做PE的人士表示，如今

国家对风电项目的审批越来越严，以
往大的集团拿到所有审批文件之时，
风电场建设都已经具备了并网的条
件，而现在只有所有手续都拿齐了才
能建设。一些与清洁技术紧密相连的
私募股权基金，现在已经不准备投资
风电项目。

德汇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合
伙人PETER CONRNE表示：“风能项
目的投资很大，往往需要5至7年的投
资，而考虑到激励政策的不稳定，投
入的钱很可能打水漂。”

政策试图破解地方审批乱象，
提高风电并网率

祁和生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原来5万千瓦以下陆上风电场项目审
批权在省级发改委手中，直接导致了
地方审批过松，大量5万千瓦以下的
项目上马，形成了“4.95万千瓦”现象。
同时，地方进行审批，不能使中国整
体的风能产业实现规模化。

沈宏文表示，国家能源局这个决
定的原因主要是为了规范国内风电
行业发展，提高风电并网率。由于地
方政府利用手中审批权，大批上马接
近5万千万的陆上风电项目，或将大
项目化整为零规避审批，造成风电发
展速度远远超过电网规划，由此导致
电网弃风现象严重，影响了风电产业
的长远发展。通过收回审批权，中央
能够制定符合电网建设进度的风电
规划，提高风电并网率，促进风电行
业有序发展。

上述不愿具名大型风电设备制
造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不少企业为了绕开国家审批的繁
琐程序以尽快上马，就将大项目分拆
成诸多4.95、4.99万千瓦的小项目报
地方政府审核。

据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此前
的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共核准风电

场项目187个，其中“4.95万千瓦”的项
目就有111个，占当年总核准量的
59%。

目前，在各地上报的总装机容量
6000万千瓦左右的在建和规划风电
项目中，只有少数项目经过国家统一
审批，这些项目的装机容量只占总装
机容量的近10%。

由于缺乏与电网协调发展的规
划，地方政府审批的很多风电场不时
出现风机闲置现象。

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计算，
2015年我国电力系统对风电的最大
接受能力约为1亿千瓦，但实际很可
能只达到9000多万千瓦的水平。

按照惯例，不经国家统一审批的
项目一般不被纳入风电并网规划，电
网不保证全额收购，这也是业界一直
在提的“并网规划与风电建设规划不
配套”的重要原因。

此外，据媒体公开报道，国内最
大的风电场运营商国电龙源集团一
位人士透露：“地方政府审批风电项
目的随意性，产生了一批这样企业。
他们拿到项目后，往往转手以高价转
让，最后导致真正想投资开发项目的
企业付出更高的价钱。”

沈宏文表示，目前我国风电布局
规划正在按照“大基地规模化和分布
式发展相结合”的思路进行转变，陆
上低风速风电场和海上风电成为风
电发展新一轮的热点。
“此外，未来在建设大型风电基

地的同时，分布式接入的风电场将
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沈宏文认
为。

一位不愿具名的海外私募基金
顾问的业内人士7月中旬向《中国企
业报》记者透露：“国家正在深圳、天
津、重庆等地试点‘合格境外有限合
伙人制度’（QFLP），虽正式规定尚未
出台，但仍可感受到国家对海外资本
的态度，即在大力推动海外投资机构
来华投资。”

目前，全国几大金融城市对QFLP
的争夺更是已经白热化。

清科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1年上半年中国PE（私募股权基
金）市场募集活动稳步走高，共计55
支新基金完成募集，披露金额为
145.41亿美元，此外，有51支新设立基
金正式启动了募集工作；投资方面，
较去年同期涨幅明显，共有188家企
业获得来自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
95.88亿美元注资，投资金额已经超越
去年全年水平的90.0%。

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外资PE机
构募集基金有12支，募集金额达83.10
亿美元；合资PE机构募集基金1支，基
金规模为1.24亿美元，增长迅速。
各地纷纷“跑马圈地”

据记者调查了解，QFLP的试行
可改变外国资本先将钱投入国内、
再寻找项目的状况，而采用先选定
几个固定项目，再募集外币基金转
化为人民币后进行直接投资的方
式。由此，可减少审批程序，促进私

募基金的发展，这标志着参与试点
的境外PE有了一条投资境内企业的
“直达通道”。

今年1月，上海市金融办发布的
《关于本市开展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
业试点工作的实施办法》，允许外商
投资基金管理企业以其部分外汇资
本结汇用于对募集管理的股权投资
基金的出资，并批准当外商投资基金
管理企业出资金额不超过所募集资
金总额度的5豫，且无境外LP（有限合
伙人）时，该基金享受“国民待遇”，不
受投资领域限制。

无独有偶，就在上海公布《实施
办法》不久之后，北京市也宣称即将
出台QFLP的文件。而在这份即将出台
的文件中，北京只是在一些条文规定
上做出了调整。北京市试点办法中明
确规定出获准QFLP外资PE“认缴资金
金额不超过基金规模的50%”，此外，
有提及GP（普通合伙人）出资5%的额
度规定，并明确规定出投资方向领
域。而其余各处却是惊人地相似。

然而，对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巧
合，官方并未作答。

据业内人士介绍，境外投资基金
的普遍收益预期在8%左右的水平，而
国内的市场现状则对这类基金产生
了强大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重庆市日前宣布，力
争今年获批“开展外资私募股权基金
结汇投资便利化试点”。对此，相关业
内人士表示，重庆此举昭然若揭，所
谓的结汇投资便利化试点，也就是在
申请QFLP的结汇试点，从而捕获大量

游资。
除此之外，深圳市融智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研究中心副总监龙舫向《中
国企业报》记者表示，深圳金融圈目
前最为期待的就是被称为“特区中的
特区”———前海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将
推出的那些新政策。根据政府相关规
划，发展创新金融行业将是前海合作
区的一个重要功能，并将与香港合作
共同发展人民币离岸中心、探索资本
开放以及在合作区内实施人民币自
由兑换。

但据记者了解，事实上，对于目
标定位在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前海合
作区正是在与股权投资相关的QFLP
（即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

结汇问题导致QFLP进展不大
对于外资PE来说，能否获批

QFLP的资格，成为了享受国民待遇前
的关键一步。

据记者了解，从目前情况看，
QFLP进展并不乐观。

自从今年1月上海发布了《关于
本市开展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
点工作的实施办法》后，大牌外资PE
们纷纷PK争夺“入境牌照”。半年过
去后，目前仅有5家QFLP完成初审。

据相关业内人士透露，虽然上
海、北京的政策已经明确，但是半年
以来，QFLP的试点工作并无明显进
展。

据知情人士透露，去年年底就已

获批QFLP政策的弘毅投资，6个月后
才获得了结汇资格。部分专家对此表
示，“外资PE如果只为申请QFLP政策
而耗费大量精力、人力，那么其必然
业绩会受影响，这样对于投资者来说
是得不偿失的。”

那么，这个现象究竟是受制于外
汇局监管的高门槛还是外资PE打退
堂鼓呢？
“这是一场“政策秀”，由于QFLP

涉及到外管局、商务部等多个部门的
协调，而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则是外管
局，核心问题是结汇。”天津股权投资
基金服务中心总经理王树海向《中国
企业报》记者表示。

王树海告诉记者，商务部颁布的
《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办法》
和2008年外管局出台的“142号文”对
外资投资国内企业股权的结汇进行
了严格的限制，但并不是限制外国
投资，而真正的目的是控制没有目
的外资自由结汇进入中国，如果有
实际可投资的具体项目，无论是采
用外资PE的形式还是外商投资企业
的形式都可以进行结汇。对于我国
目前的外汇管理制度来说，QFLP做
起来很难。”
除此之外，王树海认为，为了促

进外资PE在中国的发展，业内外资
结汇设立私募股权基金的呼声很
高，北京和上海都已经推出了各自
QFLP试点方案，但是从方案的内容
来看，主要描述的是外资GP结汇来
参与投资和管理人民币基金的问
题，实际上应该叫QFGP更准确。

随着工信部牵头编制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11—2020）》(以下简称“《规划》”)完成，并上报国务院等待批
复，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之一振”。

据记者了解，该规划有望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出台。
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科技部、工信部和国资委曾

先后出台了《国家“十二五”电动汽车科技产业化重大专项项
目》和《央企纯电动车投资规划》。上述政策对于未来 5到 10年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给出了非常具体的目标和资金支持力度。

一位中石化总部人士向记者透露：“中石化一直在关注新
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推进的进度，集团将通过现有的加油站网点
发展电动车充电业务。”

亿元补贴引导新能源方向
新能源汽车与一般汽车不同，较为明显的就在于动力。其

产业链以整车厂商为核心，向上下游延伸，受益板块包括整车、
充电设备、相关核心零部件等。

中国能源环境科技协会一位负责人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认为，国家 1000亿元资金扶持，对新能源汽车企业
好处多多，无论是产品研发、技术改造还是扩大再生产，都是非
常有利的。

按照《规划》内容，新能源汽车要以纯电动为主要技术路
线，未来 10年政府财政将投入 1000亿元，打造新能源汽车的
产业链：500亿元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
点支持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促进公共平台等联合开发机
制；300亿元用于支持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200亿元用于推广
混合动力汽车为重点的节能汽车。另外 100亿元用于扶持核心
汽车零部件业发展；50亿元用于试点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千亿元补贴资金让国内众多汽车厂家在新能源业务上打
了一针强心剂。包括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下的零部件企业、能源
企业都将目光瞄准这场汽车盛宴。

在记者的采访中，不论是整车厂，还是零部件企业，均对新
能源汽车的前景非常看好。

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一位销售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在
进入汽车产业之前，比亚迪就确定了发展纯电动汽车的技术方
向，目前比亚迪在电动汽车项目上的投入已超过 20亿元。

东风汽车规划未来 5年内陆续投入 3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建设。到 2020年，新能源汽车达到
80万辆。

目前，对国家新能源汽车补贴的争夺，已经从汽车制造商
领域向零部件、充电站运营商领域扩展。

以充电站为例，电动车充电站投资小，一座充电站内可以
建设几十个充电桩，具有充电快速、可同时充电的优势。投资充
电站成为赚钱的好方法。

目前能源巨头纷纷抢滩电动车配套市场，拥有电源和输配
电优势的电网企业和拥有网络优势的石油巨头已经成为新能
源汽车充电站投资的两大竞争对手。

国家电网公司已在上海、天津和西安等地开展电动车充电
站试点。

中石化是国内车用燃料市场的老大，3万座遍布全国的加
油零售终端网络是它的有力法宝。中石化北京石油分公司已与
首科集团共同投资 5000万元，成立北京中石化首科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利用中石化已有终端网络，将部分加油站改建成
加油充电综合服务站。

贴之外待解的难题
业内人士指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推广面临着一个怪圈。

由于研发和生产成本高，导致新能源汽车售价高，消费者难以
接受。新能源汽车销量极少无法扩大生产，反过来也就无法降
低成本。

尽管国家频频出台刺激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利好政策，但也
不能否认，成本过高、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及打乱仗是摆在新能
汽车行业面前的难题。

业内人士指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推广面临着一个怪圈。
由于研发和生产成本高，导致新能源汽车售价高，消费者难以
接受。新能源汽车销量极少无法扩大生产，反过来也就无法降
低成本。

7月 20日，记者在走访北京亚运村汽车市场后发现，该市
场销售的均是传统能源的汽车，并没有新能源汽车销售。

据了解，销售较好的是混合动力车，而纯电动汽车成本过
高，市场局面还难以打开。

记者又采访了一些生产新能源汽车的厂商，普遍反映目前
只有一些小型专用车比较成熟，大型车还依赖于政府采购支
持。如果国家的补贴政策落实不到位，企业难有能力长期垫资
销售。

以比亚迪为例，其进入新能源领域比较早，在 2008年便推
出了双模混合动力车 F3DM，经过 3年时间也只卖出了 300多
辆。

调查发现，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了解不多、价格过高是人
们不愿购买新能源汽车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充电困难、维修
成本高等也阻碍了新能源汽车被普通消费者接受。新能源汽车
在推广过程中还暴露出故障多、续驶里程短等诸多问题。

而就《规划》出台后巨额补贴将对汽车企业和购车者都大
大刺激的观点，一位资深业内人士认为，国家财税刺激不可能
立刻引爆新能源汽车市场，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化补贴机制只是
国家引导政策的一部分，依靠财政补贴新能源汽车政策不具备
可持续性，关键还是要靠企业提高自身实力，降低成本。

另外，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空前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使
国内无论实力强弱规模大小的整车厂商都想在这场盛宴中分
一杯羹。据记者了解，上汽、东风、比亚迪、奇瑞、吉利等几乎所
有汽车企业均有新能源汽车发展计划，并有多款车型即将量
产。

对新能源车发展的躁动不安让业内人士很是担忧，如果企
业冲着补贴，一窝蜂扎堆新能源汽车领域，对新能源汽车产业
健康有序发展不利。
“我不太相信这么多企业都能独立地发展出自己的新能源

车产品，新能源车的发展必须走联合开发的道路，散兵游勇遍
地开花的新能源车发展局面，不会对中国的新能源车产生明显
的帮助。”上海通用的总经理丁磊曾公开表示。

与业界一片叫好相比，有冷静的行业人士分析认为，虽然
本次《规划》对新能源汽车发展看似极为有利，但未来会出现怎
样的结果，仍然有待市场检验。

审批权收紧：风电“降温”

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制度雷声大雨点小

见习记者 秦玥/文

财政千亿资金投入：
新能源汽车提速

见习记者 陈青松/文

半年过去仅 5家 QFLP完成初审

“北京、天津、上海、深圳都在尽其所能发展各自所谓的‘国际金融中心’或‘区域性金融中
心’,然而就在这样一场金融‘大跃进’的背后，QFLP制度很难有所突破，各地更多的是从金融创
新和招商引资的角度考虑，推出 QFLP制度的表面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出台后，新能源
汽车发展获得政府财政投入 1000亿元资金，
又会带动地方政府、企业、资本市场等更多的
资金进入。《规划》所支持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链无疑成为一块诱人的蛋糕。

国家能源局正在研究制定有关规范风电项目审批制度的管理办法。该办法
首次提出，地方政府在核准装机容量在 5万千瓦以下风电项目之前，须拿到国
家能源局的复函，否则不予通过。 CNS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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