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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夏季已近尾声，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
中，记者见到，输电线路沿线的部分地区，却草木葱郁、绿意盎
然。这里虽然属于风吹沙走、寸草不生的沙漠地带，但是高大
的 11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沿线布满了沙柳网格，绿色植被长
势良好。这就是全球领先的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集团 ABB与内
蒙古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及旗下鄂尔多斯电业局共同实施的
防沙治沙林工程取得的成果。

这些沙柳网格在高压输电线路两侧形成防风固沙的绿色
长廊，确保了当地输电线路的安全稳定。ABB（中国）有限公司
可持续发展事务负责人韩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将可持
续发展的理念融入到业务运营当中是 ABB一直坚持的理念。
和合作伙伴相似，利用先进的技术服务社会，降低自身运营的
环境影响，参与环境保护工作是我们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
要方式。”

据介绍，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市属于中国沙漠
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沙漠化已经危及内蒙古电力公司特别
是鄂尔多斯电业局输电线路的稳定性和正常的生命周期，进
而影响电力供应，可能对相关地区的生产建设与人民生活造
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北京又处在内蒙古沙源地下风方向，也
深受沙尘影响。同时，由于内蒙古电力集团担负着北京地区六
分之一的电力供应，其电力供应的可靠性也影响到了北京地
区用电稳定。

为了减轻沙漠化给当地人民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
保证首都供电稳定，ABB（中国）有限公司和内蒙古电力（集
团）有限公司、鄂尔多斯电业局共同商议，早在 2007年，即决
定治理输电线路周边环境；是年，启动了为期三年的“防沙治
沙林”一期工程，邀请中国绿化基金会协助执行。

据韩愉透露，截至 2010年，已治理了审图线（乌审旗至图
克镇）2670亩的沙地面积。在此基础上，2011年，三方第二次签
署合作协议，继续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治理沙地、建设绿色防护
走廊。二期防沙治沙项目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使高压输电线
路沿线形成绿色防护长廊，控制风沙对高压线路的威胁，也为
北京地区构筑了一道绿色屏障。截至目前，二期防沙治沙项目
初见成效，已完成总面积为 19.2公顷的沙柳沙障的设置工作。

鄂尔多斯审图线防沙治沙营造林工程的实施使工程区风
蚀沙化的现象得以改头换面，避免出现一些安全隐患，如沙土
流动容易造成杆基倾斜或倒塌，而流沙堆积过高又会造成高
压线离地面太近。治沙工程同时也保护和促进了当地农牧业
生产，不仅改善了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还带动了林业、种植
业、养殖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工程实施区内，由于增加了红柳、
杨柴、籽蒿的种植面积，可为当地牧民带来额外的经济效益，
每公顷每年可为牧民提供约 1200元收入。

自从项目实施以来，ABB（中国）高层领导每年都会前往
防沙治沙现场，查看项目执行情况。韩愉表示：“我们非常高兴
地看到，防沙治沙环保项目在多方的努力下已经取得一些成
果，我们将继续为当地的环保事业贡献我们的微薄之力，为创
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努力。”

从光伏组件到电池片再到硅片，
中国大多数光伏企业都难逃厄运，都
将应对来自欧盟的反倾销调查。

9月 6日，欧盟委员会宣布，对从
中国进口的光伏硅片、电池片以及组
件发起反倾销调查。这是我国历史上
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争端。据欧盟委
员会统计，2011年，中国向欧盟出口
了价值 210亿欧元（约合 265亿美元）
的光伏板及光伏组件。

而这一结果早已在企业的意料
之中，“我们早就想到了这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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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企业能做的就是积极应诉。

积极应诉争取较低税率

“中国电池组件 70%多是销往欧
洲市场的，从依赖程度看，有的企业
高度依赖欧洲市场，达到了 90%多。”
王振军如是说。

根据欧盟委员会相关要求，自立
案调查之日起的 15天内，也就是在 9
月 21日之前，应诉企业需将抽样调
查问卷填写好交给欧盟委员会。目
前，各地光伏企业正在积极准备相关
应诉工作。

按照欧盟相关法律，立案之后 9
个月内会作出初裁，15 个月内终裁，
终裁结果由欧盟 27个成员国政府进

行投票后方能生效。
昱辉阳光集团 CEO 李仙寿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昱辉
阳光将积极应对欧盟反倾销调查。
“昱辉会与国内光伏企业以及欧盟合
作商共同上诉，但欧盟双反短期内对
昱辉阳光影响不大。”

据统计，按去年出口产品价值计
算，浙江省涉案价值将达 25 亿美元，
正在积极应诉的企业超过了 40 家。
浙江省商务厅公平贸易局局长张勇
表示，25亿美元还只是表面，实际上
的损失还应该包括对就业、对当地经
济发展等诸多影响。

但与美国不同的是，虽然欧盟也
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认
为中国是一个转型经济国家，可以根
据具体企业的情况来审查企业是否
按市场规律运作。浙江省太阳能光伏
产业对外贸易预警示范点负责人、杭
州市太阳能光伏产业协会秘书长赵
永红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如果企
业配合欧委会的抽样调查，并最后被
认定市场经济地位，就会获得较低税
率。而如果企业不积极开展应诉，将
被调查机构认定为不合作企业，会面
临全国性高惩罚性税率。“美国反倾
销初裁税率从 30%多一直到近
250%，悬殊之大可见一斑。”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林伯强表示，被发达国家认为
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新能源产业，从
一开始就被赋予“外向型”的使命。在

此背景下，我国的新能源产业的“外
向”之路无疑将十分艰难，贸易摩擦
不断，日益增加，也是可以预见的。

寻找自身特色发展之路

海关数据显示，光伏产品的价格
从 2011年初的 1.8美元每瓦，跌至目
前 0.7美元每瓦左右。加上期间美元
汇率的下滑，光伏产品的价格显现
“悬崖式跳水”，这直接影响到企业的
销售产值。
“但目前的情况是，市场上并不

缺乏订单，问题在于大多订单不能为
企业带来利润。”赵永红表示，“除了
价格低以外，账期长是企业普遍面临
的压力。因此从趋势上来讲，浙江省
整体上出口的产量是在增长的，但销
售产值却在同比下降。”

据了解，目前，浙江省几乎所有
的扩产项目都已经停止，而企业的开
工率也普遍很低。企业在产能、设备
方面的投资放缓，而在市场、品牌和
营销方面加大了投资。同时，“保障企
业自身的安全性，在寒冬中活下去”
成为浙江省光伏企业发展的主导思
想。很多企业开始选订单、选客户，避
免高风险的销售，以保证企业的资金
安全性为主。“这类企业销售量下滑，
但利润情况还比较好，虽然微利但不
亏损。”赵永红说。

同时，很多企业已经开始着手准
备重新布局市场。“昱辉阳光将重新

调整全球销售布局，分担风险。”李仙
寿表示。

这一策略已成为众多企业的选
择。浙江公元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苏乘风表示，眼下他们正在努力
开拓东南亚、非洲等市场，收效不错。
“我们一直在做东南亚、非洲市

场，同时我们一直看好国内市场，现
在将加大力度开发国内市场。”王振
军表示，他目前正在青海忙一个 30
兆瓦的发电项目。
“眼下，应加快太阳能电站建设，

解决并网，这些都是救行业的重要环
节。”林伯强表示。
“可以预见到新兴市场的争夺将

更加激烈，这将使得新兴市场的开发
难度加大。需要注意的是，新兴市场
本身一是市场规模还不大，二是市场
环境不成熟不规范（如印度、南非
等），三是个别市场壁垒严重如日本，
企业如果在这样的市场上争夺，将很
可能会把新兴市场作乱失控。如果那
样，也许低利润甚至亏损销售的局面
又会形成。”赵永红如是说。

赵永红认为，关键的制胜之路在
于光伏企业应寻找自身与其它竞争
企业相区分的特色发展之路。而“通
过寻求政府支持来发动国际贸易战，
无疑是与产业进步的大方向背道而
弛的，是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和社会
进步规律的，并且，靠贸易战是不可
能挽救这些不再有竞争优势的企业
的。”

本报记者 许意强

国光电器身陷“地雷阵”

本报记者 陈玮英

倒逼企业加快国内市场开发
欧盟对华光伏反倾销调查立案

接二连三的不利消息压得施正荣憔悴了许多。作为无锡
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前 CEO，施正荣在尚德处于风口浪尖
之时选择退居二线，有分析人士称是为了避避风险，以更好地
将尚德从旋涡中解救出来。

据尚德近日发布的二季度初步财报显示，尚德二季度的
毛利率为-10%，相比同行偏低，主要是因一笔高达 7600万美
元的非现金库存计提所影响。接近尚德电力的相关人士向《中
国企业报》记者透露，近日，国联注资尚德电力的方案被暂时
否决了。接下来尚德电力可能或以发行债券的方式来寻求帮
助。

寻求注资暂被否或发债券

此前有消息称，尚德电力可能与江苏省无锡市国资委旗
下的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来缓解公司财务
危机。但合作双方均三缄其口。

无锡国联是无锡市政府出资设立并授予国有资产投资主
体资格的国有独资企业集团。消息人士称，原本是要将国联证
券卖给中信证券，然后注资尚德电力，但现在中信证券认为价
格过高，还未接手。

据上述人士介绍，事实上，早在两个月前，就传出了中信
证券即将兼并国联证券的消息，只是当时所有人的焦点都落
在了券商并购层面。
“如果这一方案暂时被否，极有可能靠发行债券的形式，

政府债或企业债来融资。”上述人士表示。
“我们公司在未来几个月会做好债融资的项目。”尚德电

力投资关系部高级经理张建敏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如是说。但他拒绝透露过多细节，“现在没有更多细节可以
披露，我们现在正在做债融资的工作。”

众所周知，公司债是指上市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
在一年以上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是由证监会监管的
中长期直接融资品种。发债企业需由金融机构或上级母公司
(主要投资主体)提供担保。
“也就是说，需要银行方面的支持。”上述人士称。
“银行一直在支持尚德的工作，以前是现在还是。”张建敏

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发行债券都是需要还款和利息的，

如果本身不能挣钱的情况下还要付利息，对企业而言则是非
常艰难的事情。”上述人士表示。

8月 31日晚，尚德发布的 2012年第二季度初步财报显
示，截至今年 6月 30日，尚德在第二季度的出货量与第一季
度相比环比增加 33%，高于原先 20%的预测。第二季度的销
售收入为 4.71亿美元，环比增加 15%。

尚德 CEO金纬在公告中称：“我们还在寻求不同的再融
资方案，来解决 2013年到期的可转债的问题，此事有望在近
期得以落实。同时，我们对环球太阳能基金的尽职调查也取得
了积极进展，我们将随时报告最新的结果。”

企业自救或成行业现象

此前，中国太阳能光伏企业在全球领域中一度被誉为：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
生能源专委会主任委员李俊峰直言，“可目前行业面临的问题
是，走得太快，一年走了五年的路，让未来五年无路可走。”

（下转第十四版）

本报记者 陈玮英

周海昌要为他当年的跨越式扩
张布局自吞苦果了。

作为国光电器（002045）实际控
制人，近年来周海昌快速扩张并重点
发展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
股公司，最终在 2012 年上半年成为
引爆国光电器业绩亏损的导火索。
《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今年上半年
国光电器仅实现营收 8.02亿元，下滑
15.31%；营业利润亏损 1.74亿元，同
比下降 482.79%。

与此同时，公司旗下 13家全资、
控股、参股子公司，11家出现不同程
度的亏损。其中，子公司国光电子、国
光电器美国公司亏损额分别达到
3526万元、1829万元。仅有一家全资
子公司净利润达 12.51万元，一家参
股 24.8%子公司净利润为 146.68 万
元。作为公司参股子公司且重要客户
的 AuraSound公司，截至 6月底欠国
光电器的应收账款已经高达 1.85 亿
元，由于存在无法回收的风险被迫让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1.7亿元。

早在 2011 年，国光电器营业利
润就出现 36.45%下滑，但这并未引起
周海昌的足够重视，最终在今年将整
个公司直接拖向“业绩下滑、巨额亏
损”更加尴尬的境地之中。

巨亏祸手

当前，公司对美国参股公司
AuraSound 高达 1.85 亿元的应收账
款、497万元其它应收款以及因其产
生的 3751 万元成品和材料存货，累
计风险金额已突破 2.27亿元。
这一切，国光电器其实是可以避

免的。
早在今年 4月，美国 AuraSound

公司及设在中国的子公司武汉欧拉
声电有限公司已出现经营困难。此
后，这两家公司的主要管理层均出现
更换，甚至中国子公司已经决定提前
解散。就在今年 4月下旬，AuraSound
还宣布要调整此前发布的截至 2011
年 9月 30日和截至 2011年 12月 31
日财报。
种种迹象表明，从今年初开始，

AuraSound公司的经营业绩已经出现
波动, 特别是从去年开始的欧美新一
轮经济动荡带来的市场环境恶化、企
业经营业绩下滑等情况，开始暴露。
“作为国光电器的参股子公司，

公司对于美国 AuraSound 的上述情
况，一直没有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提
示，也没有在收款发货等公司运营的
正常财务环节进行及时预警和控制。
直到 8月 16日才发出预警，这已经
造成公司的巨大损失”，有来自上海
的投资者向《中国企业报》记者称，不
排除这是国光电器实际控制人玩的
一招“金蝉脱壳”，涉嫌将上市公司的
利润通过这种方式输送到 AuraSound
公司，不然没有道理钱一直收不回
来，货还一直发，形成高达 2 亿多元
的应对账款和备货损失。
据悉，AuraSound 是一家在美国

OTCBB挂牌交易的公司，主营音响等
关联产品的开发和销售。早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际，国光电器酝酿在海
外抄底 AuraSound，并于 2010年向其
投资 300万美元，持有其 35.21%股
权。

AuraSound还是国光电器在美国
市场的重要商业客户。《中国企业报》
记者看到，2010—2012上半年，Aura原
Sound业务占到国美电器的销售额比
重分别为 5552 万、3135 万、632 万美
元。国光电器对 AuraSound的应收账
款和存货备料金额，已大大超出公司
在 2010 年（8793.66 万元）和 2011 年
（11545.50万）的净利润之和。

一旦上述款项无法回收，无疑将
国光电器推向“巨亏”深渊。

扩张隐患

如果说 AuraSound的经营不佳导
致公司应收账款存在无法收回的风
险，由此揭开国光电器依靠子公司进

行多元化扩张的神秘面纱。那么，今
年以来内外部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
的多重压力，无疑将会陆续引爆公司
的“并购地雷”。

目前，公司旗下 8 家全资子公
司，仅有位于梧州的国光电子 1家实
现盈利，净利润为 12.51万元，其它 7
家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2家控股子
公司亏损和 5家参股公司，其中只有
一家 KV2 Audio 公司净利润达到
146.68万元，但国光电器的持股比例
仅 24.8%。

作为一家以音响、微电声业务为
主，同时兼营电池、五金产品的企业，
与国光电器 2011 年达 21.06 亿元的
销售收入相比，其国光自有品牌的音
响在中国市场上并不为人们所熟知。
《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目前国光电
器主要以面向海外客户的 OEM 和
ODM订单为主，2011年底，其国内自
有品牌音响业务的销售收入仅 1660
万元，占比不足 1%。

资深产业观察家于清教指出，
“就当前国光电器的产业布局、市场
布局来看，尽管通过建立和控股子公
司实现了销售收入的大幅提升，由于
子公司的布局较为分散、经营业务开
始从音响向电池、五金产品扩张，这
给企业带来系统管理能力的巨大考
验。从今年的业绩来看，公司现有经
营管理团队显然是欠缺这种整体协
同管理能力的”。

今年上半年，国光电器在营收出
现同比下滑 15.31%背景下，销售费用
和管理费用同比增加 1.58%、14.17%。
对此，公司解释称：销售费用增加的
原因是加快内销市场的开拓，增加销
售人员。管理费用增加是工人工资增
加和加大研发项目投入。不过，《中国
企业报》记者看到，在公司加大内销
拓展的同时，今年上半年国光电器在
国内音响业务的销售收入仅为
1153.54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66.26%，显然人员和费用的增加并未
推动公司内销的增加。
“这意味着，国光电器当前面临

着国内自有品牌业务拓展失利、销售
下滑，海外市场经济冲击需求锐减的
内外双重压力，这无疑为其在 2012
年下半年以及 2013年的发展蒙上了
一层阴影。此外，美国 AuraSound公司
的巨额应收款则是一颗会被随时引
爆的定时炸弹”。于清教认为，对于国
光电器实际控制人周海昌来说，应该
是从业 41 年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
验。

转型困局

作为一家专业的音响制造商，国
光电器从当年的广州国光电声器件
厂起身，见证了中国电声器件产业近
30年来的发展兴衰。自 2005年登陆
资本市场以来，募集的资金并未能够
有效地推动企业的经营转型和技术
创新。

最近几年来，国光电器通过收购
美加音响、爱威音响，甚至海外抄底
美国 AuraSound 公司，谋求从 OEM
制造商向自有品牌运营商的转型。不
过，《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国光
电器在国内的自有品牌拓展并不顺
利。

于清教认为，“尽管国光电器拥
有向自有品牌经营转型的意识，不过
作为一家传统的音响制造商，企业长
期以来习惯了海外市场的简单贴牌
生产出口贸易，缺乏对中国市场的营
销渠道、推广体系等方面的经验积
累，更缺乏专业的营销团队在推动。
同时，相对于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
同时操作，公司的管理也未能跟上，
直接导致了公司现在的经营困局”。

周海昌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虽然拥有 41 年多的电声从业操作，
但其至今仍然将董事长和总裁两副
重担一肩挑，未能很好地建立职业经
理人团队。同时，公司现有运营团队
对于国内音响行业、市场和消费者需
求的了解和产品知识已经偏陈旧，这
些都成为阻碍公司品牌经营转型的
阻力。

外嫁未果 尚德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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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内蒙古电力、鄂尔多斯电业
局共同防沙治沙

本报记者 刘宏伟

ABB的“绿色梦想”

在国光电器股价持续稳步下跌的背后，是公司业绩和整体竞争力的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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