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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士变局 吴长江再战阎焱

本报记者 许意强

（上接第十一版）

过去两年间，中国本土面板企业已经抓住全球面板产业

寒冬的契机，在 LG、夏普等竞争对手纷纷收缩时，主动出击加

快高世代面板生产线的建设。目前，中国已经拥有 4.5 代及 5

代以上面板生产线各 8条，在建拟建面板生产线共 8条，最终

这也实现了本土面板企业在 2012年的井喷式突围。

跨国企业或丧失面板市场控制权

在此次处罚中，发改委还要求 LG等 6家面板企业要向长
虹、创维、康佳、TCL等 8家企业退还 1.72亿元货款。李亚琴认
为，“这笔退款肯定会对利润日趋稀薄的国内彩电企业造成积

极影响，增加企业的营业外收入和盈利能力。”

创维集团新闻发言人李从想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我

目前还没有得到退款的消息”。

“如果退款收到，肯定会对公司利润产生积极影响。不过，

我们在跟财务确认之后，现在确实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

深康佳 A董秘办公室工作人员也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我们也莫名其妙，只在网上看到新闻才知道这件事。”

四川长虹证券事务代表也表示，“没有收到退款的信息，

不清楚有没有退款、长虹会收到多少退款。”

与退款不知情相比，彩电企业对于发改委处罚一事也三

缄其口。一位来自深圳的彩电企业人士就表示，“这事不能说，

也没法说，我们一直都是合作关系。当初明知道他们操纵液晶

面板价格也只能跟他们合作，要怪就怪我们当初的产业链不

完善，现在的市场价格也不是他们能轻易操纵的。”

1月 6日，LG Display发表声明称，公司“已经制定了一系
列制度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并坚持透明经营的方针”，

强调此次处罚不会对公司销售及其与各客户之间的关系造成

任何影响。三星方面则称，从 2005年末“已经中断了相关的行
为，构造了守法经营体系并严格实施”。

“上午见了阎焱，我们相谈甚欢；

对德豪的战略合作给予肯定；阎总

表示全力支持我的工作，我也表示

会尽全力尽快把雷士做成世界一流

的公司，回报所有股东”。

1 月 6 日下午，雷士照明 (02222.
HK) 创始人吴长江首次公开回应最
近一周以来，外界对于“走了一招一

箭双雕的好棋，退以出售股票套现

走人抛弃雷士照明，进就是抱团德

豪润达给阎焱为代表的雷士照明投

资者施压，为重掌公司话语权增加

筹码”等一系列质疑。

不过，《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

目前社会舆论对于吴长江这一举动

真实动机的猜测并未停息。更有说

法直指，“吴长江做局再战阎焱，重

塑中国照明行业一哥地位”。

出售雷士疑点重重

就在 2012年年底，因为吴长江
突然出手，雷士照明与德豪润达同

时在香港和深圳发布公告：后者受

让前者创始人所持股份成为前者的

第一大股东，前者创始人则成为后

者第二大控股股东，并将入公司董

事会。在此前的 2012年 10月，雷士
照明对于吴长江回归公司董事会相

关流程已经展开。

“为避免当初的争斗影响到公司

实际经营，出现伤害公司员工的信

心、失去市场份额这种‘鸡飞蛋打’

的状况，双方的当初和解只是一种

短期的利益妥协，老吴和阎焱都是

个性非常强势的人，其实都在暗中

较劲，要通过一系列动作来证明当

初的指责没有错”。

一位接近吴长江的知情人士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吴长江这一

举动并不奇怪，符合其一贯作风，这

显然是希望给行业和投资者传递新

信息，在中国照明领域，吴长江有能

力再造一个新雷士。

就在去年 10月，这场争夺战突
然以“吴阎公开握手”和解落幕，阎

焱（赛富亚洲基金合伙人）当时表

示，“希望吴长江尽快回归董事会，

回归流程已经启动，回归董事会不

超过 3 个月”。此前的 9 月，吴长江
也回到雷士照明任“临时运营委员

会”负责人，主持日常工作。

如今，吴长江在还没有回归雷士

照明董事会之前，就突然使出“杀手

锏”：向德豪润达这家正处在从“小

家电 OEM 代工业务向 LED 照明业
务”艰难转型期的公司抛出公司控

股地位，并给予德豪润达不可撤销

的优先受让权：有权在未来任何时

点以约定价格，买入吴长江剩下的

雷士照明的股权。

上述知情人士认为，“回归雷士

对于吴长江来说并没有悬念，老吴

关心的是回归之后他的话语权有多

大，这是筹码。双方当初争斗的根源

就是战略投资者对吴长江的束缚限

制太多，让他在一手创办的公司中

没有话语权”。

吴长江布下局中局

目前，对于吴长江与德豪润达之

间达成的战略合作，雷士照明除了

发布“股价敏感资料”公告，交代这

一合作内容之外并无任何评论和解

读。

来自德豪润达 2012 年半年报显
示：截至 2012 年 6 月底，以出口欧
美为主的小家电业务，营业收入较

去年同期下滑 9.5%，但营收占比仍
然高达 67.7%。近年来重点投入的
LED业务占比不足 4成。

中国照明学会的一位工作人员

向《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德豪润

达是照明领域的一名新军，近年来

在 LED 照明上投入较大，在相关技
术上取得不错突破。但与欧美日等

企业相比，中国照明企业在 LED 上
整体优势并不明显，亟待通过战略

合作突破技术困局”。

德豪润达与吴长江个人给出的

“整合雷士照明在照明领域的品牌

和渠道代表，与德豪润达在 LED 照
明领域的产品技术优势，打通 LED
照明全产业链引领照明产业升级转

型挑战”公开合作理由，显然无法解

开来自社会的种种疑团。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此前阎焱

的一系列指责伤了吴长江的心，在

双方商业关系中形成不可弥合的伤

痕。已经撇清当初与重庆事件关系

的吴长江，急需要在正处在升级转

型中的照明领域重新证明自己的号

召力。同时，还可以借助德豪润达重

新改组雷士照明董事会，掌握公司

的主动权”。

“在吴长江的这一布局中，德豪

润达扮演的角色非常关键，因为要

有足够资金接下吴长江的股份，同

时还要支持吴长江重新回到雷士照

明并掌控公司话语权。”浙江万里学

院客座教授冯洪江猜测，除了已经

公开的合作，吴长江应该与德豪润

达董事长王冬雷还达成了其它共

识，让吴长江可以痛快与这个行业

新军联手。

雷士照明未了局

“可以预见，一旦中国政府相关

部门批准双方交易，接下来德豪润

达以第一大股东的名义改组雷士照

明董事会，吴长江再以大股东代表

人的方式重返公司，真正掌权公

司”。

来自雷士照明内部的信息透露，

这步棋不仅让吴长江风光的重返雷

士照明掌握公司发展的主动权，还

顺手布局 LED照明产业完成对传统
照明业务的升级，同时也给阎焱等

战略投资者措手不及。

面对质疑，吴长江则坚称，

“LED 的发展及普及超出所有人的
预料，让传统照明企业面临巨大挑

战，不转型必将淘汰，我希望用时间

和事实来证明我所做所努力和牺牲

的是正确的，是值得的！请大家关注

2013 年、2014 年中国照明行业的巨
变”。

对此，冯洪江认为，“吴长江此

举显然是一石三鸟，既为雷士业绩

找到新增长点，还能借势在二级市

场推高两家公司的股价，又完成对

LED 照明上游技术资源的整合”。
相对于德豪润达，无论是阎焱

旗下的赛富亚洲，或者施耐德电

气，都是战略投资者。他们显然不

会过多地陷入单一企业的控制权

争夺中。产业评论员洪仕斌认为，

“利益才是各方共同追求的最终目

标，如果吴长江的这桩交易能够推

动两家企业在 LED 照明领域的市
场拓展，顺便还能推高两家公司的

股价上涨，显然这也是阎焱们乐于

看到的结局，让战略投资者高位退

出”。

持续半年多的“雷士未了局”，

最终能否在德豪润达的介入后，最

终变成“雷士大结局”，仍有待时间

来验证。

资金断流或压垮超日太阳
（上接第十一版）

中商情报网行业研究员李俊华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光伏行业股权质押融资的频繁发展，反映了光伏行

业近年来过度依赖融资手段强势扩张，企业普遍自身造血能力

不强，通过简单的规模相加想要成长为真正强大的行业在现代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无疑是行不通的。

有着相似看法的还有中投顾问新能源行业研究员沈宏文，

他认为，光伏企业涉足金融、房地产等非主营业务的做法屡见不

鲜，多元化的经营战略并未给企业带来实质性的营收增长，反而

成为企业资金链断裂的推手，光伏企业发展战略值得反思。

欲卖电站走出泥潭

在光伏业大面积亏损背景下，部分手中持有电站的企业开

始寻找买家，电站似乎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可能会亏本卖！”上述光伏人士推测超日太阳转售海外电

站。

倪开禄此次海外之行正是到“境外催收应收账款并洽谈境

外资产处置等相关事项”，也就是处置海外的光伏电站。

“但收获不明显。”上述人士称，倪开禄讲述由于全球光伏

政策变化，影响到了其打算处置的光伏电站。倪开禄目前打算，

要么拿这些电站做抵押从银行贷款，要么尽快转手出售。但“这

些并非一蹴而就的事，需要时间”。

“出售电站的做法是无奈之举，更是短视行为。”沈宏文认

为，发展光伏电站是解决光伏业诸多难题的根本性举措。

据超日太阳公告称，目前，公司正在当地市、区、镇各级政

府部门的帮助下，拟定化解风险、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的具体计

划；公司正在通过催收应收账款、处置资产、开展代工等方式回

笼资金。公司恳请银行、供应商等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各方

能够积极支持，帮助公司走出困境。

中国首次处罚液晶面板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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