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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一家企业改变了一个地区的工业体系：周边村民希望赛维死掉

往事

本报记者 钟文

一场豪赌

让无名小城扬名海外

本报记者 钟文

赛维的疑似复活以及

一座国家新能源城的危局演变

新余市位于江西中部偏西， 浙赣铁路从市中心

穿行而过。 这个只有 110万人口的小城因钢立市，曾

因占全省 2%的人口完成了全省 5%的生产总值而成

名，一度被誉为“赣西明珠”、“深圳速度”。 也因此在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从当时的宜春地区独立出来，恢

复地级市。

赌出来的机会

钢铁一直是新余的传统工业和重要财政支柱。

50 多年前，随着新余钢铁厂在新余落子，新余工业

化拉开了帷幕，而“一钢独大”的产业格局陪伴这座

城市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辉煌和盛衰。在高峰时，钢铁

行业甚至占到全市工业生产总值的 80%以上。然而，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化的不断完善， 特别是

进入新世纪，钢铁行业跌宕起伏，给新余的经济也产

生了巨大的冲击波， 新余市领导层意识到“一钢独

大”所带来的产业风险和弊端，而此也成为阻碍和影

响新余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改变“一钢独大”的发

展诟病已经迫在眉睫。

机会来了。 但这次机会，却与一次豪赌有关。

坊间传言，2005 年春节刚过， 江西安福籍商人

彭小峰及其妻急于从吉安老家返回苏州参加一场重

要的商业谈判，但因雪天路滑，其宝马车在新余境内

与一辆大卡车剐蹭。情急之下，彭小峰向只有一面之

缘、 时任新余市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的吴建华求

助， 吴即安排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专车送彭小峰夫

妇赶回苏州。

彭小峰在江苏苏州创办了国内最大的劳保用品

企业。新余政府官员的亲商、高效给彭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几个月后，为扩大劳保产品规模，彭决定到新

余投资。而此时，踌躇满志的彭正在酝酿一个更大的

项目———太阳能光伏产业。不过，该产业的选址首选

依然是他的创业成功地江苏苏州市———无论人脉关

系、区位优势、交通优势、人才优势、开放程度等。

时任新余市市长的汪德和知道彭的打算后，与

彭小峰进行了会谈， 希望彭能把太阳能光伏产业放

在新余。此前，汪在江西上饶任职时就曾对光伏的产

业发展和未来做过充分的调研，两人惺惺相识、一拍

即合。 实际上，这次会谈只有半小时。 彭小峰开出了

3 个条件： 一是资金， 提供两亿元弥补启动资金缺

口；二是人才，提供一批技术人才；三是电力供应，多

晶硅片的生产必须保证 24 小时全天候供电。

一荣俱荣

对于 2004 年全市财政只有 18 亿元的新余市来

说，2 亿元的确非常困难。 但“求企若渴”的新余市领

导层还是答应了这三个“苛刻”条件。 在求助江西省

政府之后，新余市以财政作担保，向江西省国际投资

信托公司融资 1.2 亿元。 江西省财政支持 3000 万

元， 新余市再从城市经营节余中拿出 5000 万元，汪

德和最终将 2 亿元凑足并交到彭小峰手中。 而其他

两个条件也得到了满足。

2005 年 7 月，赛维 LDK 正式创立。 2006 年 4 月

正式投产，当年完成销售收入 9.5 亿元。 2007 年 6 月

1 日， 赛维 LDK 成功在美国纽约证交所上市，32 岁

的彭小峰以 400 亿元的身家成为中国新能源行业的

首富。

对于引入赛维 LDK 的成功，汪德和曾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一旦光伏产业的投入血本无归，我

的政治生涯也就此结束了。 ”

此后几年，赛维 LDK 以井喷式扩张发展，短短

几年内跃升为世界上产能最大的太阳能硅片生产

商。

2010 年， 赛维成为世界最大的硅片生产企业，

企业硅片产能达 3000 兆瓦， 销售收入超过 200 亿

元。也正是在这一年，新余顺利度过了光伏产业的第

一波寒冬，地方经济成功实现了“三级跳”：2010 年，

新余市财政收入由 2008 年的 30 亿元、2009 年的 50

亿元跳至 80 亿元。 2010 年新余市的 GDP 达到 605

亿元，是 2005 年赛维刚投产之时的 2.1 倍，年均增

长 15.5%。

到 2011 年底，围绕在赛维身边的上下游光伏企

业近百家，产值超 200 亿元。正是受益于光伏产业的

迅猛增长 ，2011 年新余市新能源行业的产值达

421.67 亿元，已超过钢铁成为该市第一大产业。 2011

年新余市国民生产总值 779.2 亿元， 增长 13.3%，高

于江西全省平均水平；财政总收入达 111.3 亿元，增

长 38%，领先于江西其他设区市。

至此， 以赛维为核心的光伏企业快速集聚，“一

钢独大”的产业格局得到根本性扭转，新余一跃成为

江西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 2009 年，新余市成为全

国唯一的国家新能源科技示范城。

随着赛维 LDK 获得的巨大成功，新余这座赣西

小城也开始受到世界的关注，光芒四射。

江西赛维 LDK 似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

7 月 28 日， 赛维 LDK 位于江西新余市马洪生产基地的赛维硅料

有限公司举行了复产启动仪式。 这一世界单体规模最大的多晶硅项

目，在 2012 年投产后，由于成本出现倒挂而被迫停产至今。 赛维 LDK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佟兴雪表示：“硅料厂复产是公司全面复产的一个

新起点，赛维 LDK 将以更低的生产成本及更优质的产品在新一轮市场

竞争中抢占先机。 ”

业内人士对此却并不看好。 浙江工业大学一位教授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批复同意生产，但是否能量产还很难说；

另外，虽然赛维 LDK 进行了冷氢化项目改造，有助于降低一些成本，但

该项目早前投资成本过高，又经过 2年的停滞，相对于国内其他主流企

业，未必有竞争力。

新余市工信委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对记者表示， 彭小峰（赛维

LDK 董事长）亏就亏在马洪这个硅料项目上，当时投资达 120多亿元。

而就在赛维 LDK 似乎出现新迹象的同时， 记者在新余采访中发

现，这个因赛维 LDK 一举成名的赣西小城，新一届领导层正在此次光

伏危机中反思新余的产业规划，制定了新的产业战略———不再把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

赛维 LDK 从引进政府借款 2 亿元

开始就一直饱受争议，从土地、电力、人

才等优惠政策到赛维 LDK 的污染等各

个领域。 坊间传言，赛维 LDK 除了好看

的 GDP 之外， 对新余基本没有任何贡

献， 甚至周边的村民希望赛维 LDK 早

点死掉。

“不能因为赛维出现了问题， 而全

面否定赛维的作用。 ”新余市政府一位

干部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如果不

引进赛维，新余经济不可能发展得这么

快； 没有赛维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影响

力，新余的知名度不可能这么大；没有

赛维，新余国际化水平，包括领导干部

的国际化视野不可能得到这么快的提

升。 让官员们也学会了如何向更大的空

间、更大的视野、国际化市场配置资源。

上述干部对记者表示， 尽管赛维

LDK 在发展中也给新余带来了一些负

面的东西，甚至给地方政府、银行很多

遗留问题，但经济发展必须向前看。 光

伏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产业，新余已经

先行一步，如果光伏市场复苏，毋庸置

疑，新余已经先人一步；另外，要坚持市

场化手段， 该企业做的事情企业做，该

政府部门管的事政府部门去管，不要和

企业陷得太深，绑得太紧，应按照市场

规律， 让企业用市场化手段去解决问

题，包括银行的贷款、利息等。

江西省工信委一位要求匿名的负

责人对记者表示， 无论赛维 LDK 将面

临着怎么样的处境， 但有一点必须肯

定，它对新余市的工业体系建设起到了

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 目前新余已经形

成了钢铁、新能源和新材料三大产业体

系，且都奠定了一定的产业基础。 新余

处于内陆城市， 没有任何区位优势，既

没有港口码头，也没有机场航空，而且

远离快速发展的珠三角、长三角，难以

得到直接的辐射。 他认为，在经济发展

过程中，抓住机遇，超常规，甚至有些激

进都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机会不等人，

稍纵即逝。

该负责人还表示，接下来政府不一

定会为赛维 LDK 打造专门的政策，但

是一定会继续扶持赛维 LDK 的发展。

他说， 无锡尚德当时并没有遭遇赛维

LDK 这样的困境， 但最后却倒下了，可

见新余乃至江西政府方面对赛维的重

视。 更为重要的是，新余市作为国家最

早的新能源科技示范城，作为江西省乃

至全国光伏产业的标志性城市，赛维的

失败可能意味着新余市产业政策导向

的失败， 这直接影响到新余市政府形

象，也影响到新余经济可持续发展。

夏旭阳告诉记者，实际上，对现有

产业，政府能做的都已经做了或者正在

实施。 此前江西省政府已明确提出，将

在融资、 用电等方面出台一揽子措施，

支持赛维公司尽快恢复正常生产。

在经历光伏的危机后，有媒体曾报

道，赛维倒下新余经济将倒退 10年。 但

经过两年的调整后，新余经济似乎出现

了好的迹象。

新余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

公室副主任付新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今年 1—5 月份的

统计数据来看，经济出现了好转。

付新提供的一份江西省统计局、江

西省工信委及江西发改委编印的 2014

年 5 月份《江西工业月度快讯》主要工

业园区主要经济指标显示，1—5 月份，

该园区主要业务收入累计达 291.53 亿

元，同比增长 13.23%。 在江西省 14个国

家级园区中总量排位第二位，仅次于南

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 376.21亿元。

付新告诉记者， 前几年曾跌入 3、4

位，去年更惨，跌入第 6 位，但最好时也

是保持在第 2 位， 现在是重新回到第 2

位。 他对记者表示，这主要得益于赛维

的复苏。 赛维的总量大，稍微好一点，就

对整个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 另一方

面，也得益于高新区在光伏遭遇危机之

后，积极地调整产业结构。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付新告诉记

者，在经历了光伏危机之后，高新区领

导已经形成了共识，不能再做“一业独

大”的产业布局。 这样单一的产业布局，

好的时候日子是好过， 但一遇到风险，

经济就全线崩溃，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必须多产业联动发展。 具体就是

在原来各产业龙头企业的基础上，组建

了新能源产业园、光电产业园、新材料

产业园、钢铁产业园、生物医药食品产

业园和现代服务业产业园 6 个“区中

园”。 今年上半年已签约项目 50 个，合

同资金 65.29 亿元。 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17个，10亿元以上项目 2个。有 17个项

目已开工建设， 全区新增投产项目 13

个。

付新告诉记者，按照市里的相关政

策，政府将不会为某一个产业出台专门

的支持政策，更不会出台举全区之力来

支持某一个企业。

而此前，新余市提出了举全市之力

在项目用地、人才引进、基础设施建设、

电力供应等方面支持赛维发展。 江西省

政府也提出了举全省之力扶持新余光

伏产业的发展。

实际上，新余市领导层一直想摆脱

“一业独大”的弊端，可刚摆脱“一钢独

大”，又形成“赛维独大”。 新余市工信委

综合规划科科长夏旭阳告诉记者，早在

2012 年光伏刚出现危机时，市政府主要

领导就多次在会议上提出既要参天大

树，也要成片森林这样一种说法，但一

直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说白了，其实就

是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发展思

路，摈弃“一业独大”，多产业联动的发

展格局。

成也赛维，败也赛维。

在经过 2011 年光伏巅峰之后，2012

年， 受全球经济衰退和行业恶性竞争的

影响，光伏行业蒙上了浓厚的雾霾。赛维

也经历了自成立以来最严峻的市场考验

和生死存亡的挑战。

300 多亿元的负债让赛维实际成为

了一家“僵尸”公司。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2012 年底时，赛维

LDK 拥有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9830 万美

元，短期借款、到期的长期贷款以及票据

为 20.9 亿美元，总资产为 52.75 亿美元，

但其总负债却已高达 54.2 亿美元，资产

负债率上升至 102.7%， 这意味着赛维

LDK实际上可以破产了。

此时，依托赛维硅片的资源优势，新

余市先后引进了硅料提纯、 太阳能电池

制造、太阳能电池组装件封装、太阳能应

用产品等一批光伏产业链上的下游产

业。 最高时期有光伏及上下游企业上百

家。但目前，大部分企业都已经处于关停

破产阶段。

赛维 LDK 的衰退也直接影响到新

余市的财政收入。统计数据显示，赛维曾

贡献新余逾 60%的财政收入，而 2012 年

上半年，赛维纳税暴降 99%，直接导致新

余上半年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减收 8.48

亿元，财政收入下降 13.5个百分点。

新余市工信委新能源产业科科长钱

喜平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全市有大

大小小光伏企业 38家，分宜县和渝水区

各有几家，其他大部分集中在高新区。在

此次市场冲击下， 有部分企业已完全停

产或转产，无复产计划，甚至有几家撤出

了新余，还有的在筹建过程中就放弃了。

在新余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江西天

能电力有限公司一位门卫告诉记者，该

公司早已停产了， 什么时候开工也不知

道，院内杂草丛生，一片萧瑟。 新余吉阳

新能源有限公司也是大门紧闭。

“又停工了。 ” 尽管赛维 LDK 在开

工，但也是严重不足。 一位在赛维 LDK

上班的工人告诉记者， 他们所在的切片

厂又停工了，但公司又规定不准请假，每

天还必须去。

钱喜平告诉记者，赛维 LDK硅片开工

率 为

60%，日

产 120

万片， 电池片

8 条线开了 2

条线。但一位在赛维 LDK上班的员工告诉

记者，生意没有那么好，实际上经常停停开

开。他说，以前全开工时，整个赛维 LDK有

两万多员工，现在也就几千人了。

记者拟就赛维 LDK 的相关情况进

行采访， 该公司负责宣传的一位彭姓负

责人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在新余渝水区下村工业基地，记者看

到，一些企业占地面积大，但厂房还没建

成就已经停工。基地综合办一位吴姓负责

人告诉记者，他们基地原规划是建光伏产

业基地的，但后来遭遇光伏危机，遂对产

业规划进行了调整。目前只有六七家企业

落户，正常生产的只有瑞晶公司。

江西瑞晶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一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瑞晶在新余光

伏企业里面算是最好的， 基本上处于半

饱和生产。电池片 17条生产线差不多有

八九条在生产，组建 12条也基本上保证

6条开工。

而在新余市高新区管委会斜对面

的、新余市政府的“一号工程”，计划年交

易额达 500亿元的新余市光伏交易市场

已经沦为一座空城。记者在现场看到，原

来的交易市场基本改为电子一条街了，

很多原来的太阳能企业的标识都没来得

及撕掉，就已经挂上了淘宝服装的招牌。

一位经营户告诉记者， 他们刚搬来一个

多月， 前两年是免租金的。 在他的斜对

面，一块“新余市电子商务孵化基地”的

牌子挂起来了。

江西恒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老

彭告诉记者，刚开业时很热闹，起码有上百

家企业在此落户，但经过光伏危机后，很多

企业都开始撤离，现在基本没剩几家了。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实际上交易市

场真正只运转了 3个月就草草收场。 新

余光伏市场由新余高新区占 60%、 赛维

占 32%、大美资讯占 8%，总历时 2 年建

成， 总耗资 2亿元， 一期工程 6 万平方

米、总共上千间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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