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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美国时间 11 月 9日中午，美国
商务部公布对中国光伏产品实行倾
销、反补贴调查立案，比原定于 11月
8日的宣判推迟了一天。虽然中国光
伏企业已经做好了相应准备，但 10
日早上接到这样一份通知还是感到
有些突然。

日地太阳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王振军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大家以为 11月 8日就能知道
立案结果，但是没有等到，“认为可能
会延迟 20天公布，”可是早上却突然
收到了立案通知。

中美企业或将俱损

“如果不配合进行问卷调查，最
终将得到的是针对整个中国光伏出
口企业的惩罚性全国税率。”杭州市
太阳能光伏产业协会秘书长赵永红
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美国太阳能制造联盟 10 月 19
日向美国商务部及美国国际贸易委
员会提交申请，要求对来自中国的太
阳能电池发起反补贴及反倾销合并
调查。

申请书声称，中国制造商在美国
市场倾销太阳能板，倾销幅度超过
100%，同时，中国太阳能产品制造商
从中国政府获得大量补贴。请求美国
商务部对中国太阳能电池和组件征
收关税，以抵消不公平定价和大量补
贴带来的不良影响。
如果立案成立，就意味着中国产

的太阳能光伏产品都将面临征收
100%的关税，中国售卖到美国的电池
和组件价格将翻倍。
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

能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俊峰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美
国各个利益方也存在很大争议，这是
少数企业提出的调查，并不能代表所
有光伏企业，其实是损害了美国更多
企业的利益。

据了解，此次提出申请的美国太
阳能制造联盟是由德国公司 Solar原
World，美国最大的传统晶硅技术制
造商，在美国的分公司联合其它 6家
美国晶硅电池和组件生产商于最近
成立的。除 SolarWorld 外，其余 6家
企业均匿名提出双反调查申请。
事实上，美国行业协会方面并不

赞成“双反”立案。李俊峰告诉记者，
“此次的‘双反’调查不同于以往的
‘双反’案件，很多当地企业纷纷站了
出来。”“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立案
不仅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利益，美国企
业及美国投资者的利益同样受损。”

中国企业抱团应对

11月 4日，浙江省的 17家光伏

企业因为“双反”坐在了一起，大家一
致表示，浙商要抱团共同抵御风险。
“这已经不是哪一家企业的事，

应该说是整个行业的问题，所以大家
应该联合起来。目前各企业都在积极
响应，可以看出中国企业还是很团结
的。”王振军呼吁广大企业都能联合
起来，积极应对。

王振军说：“公司没有在成本价
以下销售。中国光伏企业以民营企业
为主，产品价格是充分竞争的结果。”

中国的光伏产业发展至今，已占
据全球 3/5左右的产能。在欧盟市场
不景气的情况下，在美国政府的有力
推动下，美国光伏市场取得快速发
展，成为中国光伏企业进军的全球主
要新兴市场。2010年，美国的光伏新
安装量位居全球第五名。而今年以
来，美国安装的太阳能装置已超出
2010年新安装量的两倍，因此美国光

伏市场是我国光伏企业海外市场拓
展中的重要战场。

调查显示，中国在美国的市场占
有率已从 2008 年的 8%增长到如今
的 45%。从今年 1月到 8月，中国晶
硅太阳能电池在美出口额为 16亿美
元，已经超过了去年一年的出口额 12
亿美元，而其中今年 7月美国从中国
进口的太阳能板，就已超过去年全年
进口量的总和。今年第二季度，美国
已完成的光伏安装系统中约 50%的
太阳能板来自中国。
“征收 100%或 10%关税，都将使

中国企业陷入极度困境。”李俊峰直
言。
“我们建议浙江省的所有涉案企

业，如果不打算近些年来放弃美国市
场的话，都要主动应对，以合作企业
的方式申请获得平均税率，而在未来
的对美出口中获得机会。”赵永红说，

否则，企业在未来几年将因为惩罚性
高税率而无法进入美国市场，丧失市
场机会。
“现在企业马上要做的就是在规

定期限内提交数量金额问卷和分别
税率申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北京
分所律师李法寅说，前一项 11月 29
日前必须上交，后一项的规定时间是
立案后的 60天内提交。
需要政府强力支持

虽然中国光伏业界和行业协会
反对美国政府展开对中国光伏企业
“双反”调查的声音越来越大，步调越
来越统一，但是这些行动似乎都不能
够阻止美国商务部启动针对中国光
伏企业的“双反”的立案。“立案早已
在预料之中。”

李俊峰介绍，美国对反补贴诉讼的
立案门槛很低，提出诉讼的公司个数或
产量超过国内总量的 1/4即可立案。此
次双反诉讼动用美国国内法律，不同于
301调查，因此将不会通过WTO解决
贸易争端，由于美国、欧洲没有承认中
国的市场国家地位，中国企业遭遇双反
时往往处于劣势而难以胜诉。

赵永红告诉记者，从立案、调查
到最后的结案，这一过程将对中国光
伏企业产生重大打击。

在提交了相应材料后，美国商务
部会从中抽取样本，对抽取企业的生
产、销售等相关信息做进一步调查。
一般情况耗时 1年左右。
如果企业在反倾销案件的调查期

间没有对美出口涉案产品，而企业可以
等调查终裁结果出来（2012年底左右）
后，再考虑新出口商复审，复审将在
2013年年底，也就是终裁满一年后立
案，而复审的结果将在终裁满两年后的
2015年年初左右出台。“正因如此，我
们建议企业认真审查本企业的产品出
口情况，避免因不慎遗漏而造成企业未
来几年承受高税率危害。”赵永红说。

作为战略新兴产业，在国家强
力支持下，光伏业近年发展迅猛。中
投顾问高级研究员李胜茂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只有在政府的保
护下，光伏业才能保持高速发展的
势头，并获得大的发展。”他认为，政
府完全有底气来采取行动，中国光
伏产业发展是按照市场规律进行
的，“说中国光伏产品价格比较低，
反映的中国企业成本控制能力比较
强。”同时，政府的补贴也是完全符
合世贸组织要求的。
有关人士提出，我国光伏行业在

经历过“双反”调查事件后，必然会形
成优胜劣汰的市场格局，整个行业以
出口为主的市场格局必然会发生变
化。这对中国的光伏企业而言，也是
一次转移战略的好时机。

据相关人士透露，商务部已经展开
前期准备工作，将适时展开应对措施。

“现在企业已经进入停摆状态，
美国和欧盟真能欺负人。”11 月 8
日，武汉珈伟太阳能公司负责人说。

10月 19日，以美国 Solar World
为代表的几家企业向美国商务部和
国际贸易委员会提交申请，要求对
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 (板 )进行“双
反”调查。这对还没有走出市场行情
低迷现状，仍在产能过剩、市场需求
萎缩的泥沼中的光伏产业无疑是
“雪上加霜”。

据美方申诉文件，尚德等 75家
中资企业涉嫌从中国政府获得大量
补贴，并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太
阳能电池板，构成不公平竞争，因此
要求对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
征收超过 100%的关税。
更担心欧洲市场跟进

“我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
了。”11 月 8 日，无锡尚德公司媒体
关系部经理张建敏对记者说。

张建敏表示，最令企业忧虑的
其实是欧盟市场。“且不说美国立案
对企业造成的损失有多大，一旦欧
盟跟进，大多数企业只有死路一
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能源管理所

副所长、中国可再生能源协会副理
事长李俊峰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忧。“征收
反补贴、反倾销惩罚性关税，中国企

业难以承受。而更叫人担忧的是，欧
盟跟风美国，也展开同样的调查。欧
洲市场如果再出状况，对国内光伏
产业来说，后果将是毁灭性的。”李
俊峰说。

今年以来，全球光伏产品价格
下跌迅猛，随着欧债危机的继续恶
化，使得中国光伏企业成了欧洲缓
解危机的“替罪羊”。80%到 90%的
产能都依靠欧洲市场消化的中国光
伏企业正遭遇“生死劫”。

在欧洲市场，有很多光伏企业
产品卖不掉，有的压在欧洲的港口，
有的要求延期执行。
“现在我们还有 1000 多万元人

民币的货在德国的口岸放着，他们
已经没有钱来拿货了。”武汉兴隆
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夏
天告诉记者，欧洲可能有 3 亿元的
合同履行不了，全年订单同比下降
了一半以上。原因主要是欧债危机
以及欧洲多国政府减少了对太阳
能的补贴。如果美国双反案落定，
欧洲等市场难免不会有进一步的
类似行动。
“这次如果立案，短期内可能不

会产生致命影响，但是后续可能将
影响中国光伏业出口到欧盟等其他
市场，这个后果将十分严重。”中国
光伏产业联盟副秘书长高宏玲分析
说。

实际上，美国占中国光伏出口
市场的比例为 15%到 20%，而中国
每年从美国进口多晶硅以及相关设
备、辅料的金额更大。

企业需要增强抗风险能力

“Solar World 本身为德国企业，
刚刚开始进入美国市场，美国的 4家
工厂今年投产，其本身很有可能是为
了反倾销在美国提前设厂，不具有代
表性，美方申诉企业代表性受到严重
质疑。”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曹华斌 7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

美国现在有 7 家太阳能电池板
生产商提出了“双反”申请，国内法律
界人士认为，美国对“双反”立案的可
能性很大。

日前，在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
会的组织下，无锡尚德、常州天合等
14家中国光伏企业已经联合向美国
“双反”提出抗辩，美国方面是否立
案，几天后就有结果。

同时，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
可再生能源学会已经先后与多家美
国企业进行沟通，试图通过与美国大
型太阳能企业、美国太阳工业联盟等
行业组织沟通，来影响美国政府，阻
止“双反”的通过。
“从立案到裁决，中间需要经过

9—12个月的调查期，”商务局公平贸
易处负责人告诉记者。

国内一家生产企业的高层表示，
“全球光伏组件产品定价差异不大，
在美销售的光伏组件价格都按照市
场行情来定，而且具有品牌影响力的
中国公司，实际定价也并不会比美国
企业低，质量和售后服务都值得信

赖。”
“然而，价格下降不是个别企业

的行为，而是行业整体趋势的下滑所
致，根本不存在以低价抢占市场的可
能，美方提出的‘双反’完全是无理取
闹，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无端指责。”上
述生产企业高层表示。

据曹华斌介绍，中节能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正在与 MEMC 等一些美
国企业谈合作，打算在美国新泽西
州、加州等地联合建立太阳能光伏发
电项目。

按照计划，除了技术人员是中国
人外，工人和管理层人员都将使用美
国本地人员，预计至少可解决 2000
多人的就业。

但受到“双反”影响，中节能太阳
能科技与美国的合资业务也被搁置
了。“这不仅让中国企业吃了苦头，美
国的合作伙伴也表示坚决不同意政
府这一‘双反’行为。”曹华斌说。

武汉日新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告诉记者：“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有
意识地降低了出口份额，转而积极
开拓国内市场。今年，我们采用的模
式是直接跟大项目合作，比如刚落
成的国博就是使用我们的太阳能玻
璃。与项目对接考验企业的设计能
力，但能增强对市场风险的抵御能
力。”

有业内人士指出，光伏企业不能
一味地依赖出口，一方面内部要深入
挖潜，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另
一方面，要重视国内市场，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抵御风险。

康师傅与百事中国的合作之事终于在 11 月 4 日浮出
水面，不过与之前盛传的康师傅“并购”百事中国不同，康
师傅只是成为了百事中国在华的“特许经营装瓶商”，按康
师傅的说法，他们是“在华建立战略联盟”。

只是股权换购

康师傅新闻发言人陈功儒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双方的合作不是收购关系，只是股权换购，
变化的只是股权，不会对市场有改变。”

11 月 4 日，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对外宣布，康师傅将
与百事中国“组建战略联盟”。康师傅以全资子公司康师傅
饮品 5%的直接权益，“换购百事可乐中国非酒精饮料装瓶
业务的全部收益”，康师傅饮品成为百事公司在中国的“特
许经营装瓶商”。
康师傅发给《中国企业报》记者的材料显示，百事目前

在华的饮料业务通过 24 家全资和合资装瓶企业进行运
营。此联盟获批准后，百事将把其在装瓶厂中的间接持股
移交给康师傅饮品，由此将获得在康师傅饮品 5%的间接
持股。伴随着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饮料市场，百事也
将有权决定在 2015 年前把在康师傅饮品的间接持股增加
到 20%。

陈功儒解释称，双方的合作是战略层面的，由康师傅
控股和百事公司在华建立战略联盟，具体交易和合作牵涉
到两家公司的子公司，即康师傅饮品和百事中国的非酒精
饮料装瓶业务。
“唯一可能的变化是，以后消费者在喝百事可乐时会

看到康师傅的标识。消费者可以理解为，喝到的百事可乐
就是康师傅或者康师傅和百事可乐原本的合作伙伴生产
的。”陈功儒说。
资料显示，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康师傅饮品控股集团

的未经审核综合资产净值约为 11 亿美元。若照此面值的
5%推算，百事中国此次股权换购将获得账面价值约为
5500 万美元。
根据新联盟，康师傅饮品将与百事现有的在华装瓶厂

合作，负责生产、销售和分销百事的碳酸饮料和佳得乐品
牌产品，百事将继续拥有品牌和负责其市场推广活动。
“康师傅饮品也将通过百事的授权，开始将其果汁产

品在纯果乐品牌之下进行联合品牌经营，康师傅饮品和百
事的现有装瓶企业将有权分销百事在中国的饮料品牌产
品，此外，百事将把此联盟纳入其全球饮料创新计划。”

双赢的“联姻”？

显然，业内普遍看好这桩“联姻”，认为这是双赢。在本
周一，康师傅复牌后股价一度飙涨近 14%。
实际上，这是一场酝酿已久的“联姻”。陈功儒告诉记

者，早在两年前，双方就开始谈了，现在是“瓜熟蒂落”。
“双方的合作是优势互补，各取所需，与百事的结盟可

以填补康师傅在碳酸饮料上的空白，更重要的是，百事可
乐的国际品牌影响力和品牌创新能力，将为康师傅的可持
续发展带来崭新的格局。”陈功儒说。
康师傅通过“联姻”获得了百事可乐旗下 24 家装瓶企

业的间接持股权，将彻底解决其产能的瓶颈问题，同时，也
弥补了康师傅在碳酸饮料市场的短板，“联姻”之后，康师
傅将扩大自己的“生产线”，并弥补碳酸饮料市场。
对百事公司而言，“联姻”带来的利好也是显而易见

的。
饮料市场竞争激烈加上饮料成本上涨，使百事可乐在

中国市场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数据显示，2009 年及
2010 年，百事中国非酒精饮料装瓶业务分别亏损 4550 万
美元和 1.756 亿美元。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百事可乐在中国
的 24 家装瓶厂有“过半亏损”，导致北京、深圳和福州装瓶
厂的中方合资方抛售股权。
显然，百事可乐对这次与康师傅的结盟特别重视，据

悉，11 月 4 日当天，百事可乐董事长兼 CEO 卢英德专门为
此事来到中国。卢英德表示，“为在全球范围内赢得成功，
我们必须绝对拥有最好的本地业务合作伙伴。”
有饮料行业人士指出，百事通过换股的形式“甩包

袱”，降低其投资和经营成本，同时，百事中国还可借助康
师傅的销售渠道，促进上下游产业发展。事实上，最核心、
最赚钱的浓缩液仍然牢牢被百事自己把控着。
不过，陈功儒表示，双方的合作是战略层面的，考虑更

多的是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市场格局变化加剧

数据显示，去年可口可乐是中国最大软饮料生产商，
市场占有率为 16.8%，康师傅和百事分列第二和第四位，
份额分别为 14.4%和 5.5%。康师傅和百事的联合无疑对可
口可乐是个挑战。

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梁铭宣表示，双方的合作必
将对可口可乐产生影响，结合百事的强大品牌知名度与康
师傅的庞大销售网络，康师傅将在许多细分领域与可口可
乐相媲美，两者的竞争将加剧。
知名品牌专家邹文武认为，两个企业的结盟加强了快

消饮料市场上的垄断形成。对于康师傅来说，可以强化自
身的影响力，提高康师傅在全国的瓶装生产能力，加快康
师傅品牌在全国的深入布局和经营。对于百事可乐来说，
减轻了生产包袱，同时获得了康师傅这个优质的快消品牌
资产，为百事可乐更好地抓住了消费潮流。
邹文武表示，国外企业的经营思路是重品牌，生产可以

委托别人，抓住了品牌才是企业发展的持续动力，也许这就
是百事可乐的过人之处。抓住康师傅这个长青品牌，这样可
以有效获得中国快消品市场膨胀过程中的市场红利。
不过，他们的联盟还存在变数。
根据康师傅公司发布的公告称，此联盟有待中国政府

和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康师傅股东会的批准。
陈功儒告诉记者，康师傅已经将相关审批材料送到商

务部，股东表决工作正在推进。
业内分析，对于康师傅与百事中国的强强联合，股东

应该乐见其成，而更大的“不确定性”会来自政府层面。此
前，可口可乐与汇源果汁的并购案，正是因为涉嫌“反垄
断”，而最终被商务部否决。
对此，陈功儒表示，双方的合作不会出现垄断，因为双

方只是合作关系，百事是百事，康师傅还是康师傅，双方在
市场的存在不会因为交易而消失。

本报记者 刘凌林

康师傅“联姻”百事可乐

饮品市场格局变化加剧我国光伏企业
抱团应诉美“双反”

本报记者 陈玮英

本报记者 王静宇

光伏企业抵“双反”更需破“寒冬”

“双反”调查，是指对来自某一个（或几个）

国家或地区的同一种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的

补贴调查。有关人士提出，我国光伏行业在经

历过“双反”调查事件后，必然会形成优胜劣汰

的市场格局，整个行业以出口为主的市场格局

必然会发生变化。这对中国的光伏企业而言，

也是一次转移战略的好时机。

这是我国清洁能源产品在国外遭受的第一起贸易救济调查

一家是中国最大的食品和饮料生产

企业，一家是国际饮料品牌巨无霸，康师

傅与百事公司的强强“联姻”将使中国饮

料行业的格局发生变化，市场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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