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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析

据介绍，合肥工厂6个车间只有1个组装车间在开工，七八千工人如今只剩几百人“留

守”工厂，大门口也经常被前来追债的人堵……是什么让曾经万众瞩目的“光伏明星”江西

赛维站在了企业发展的“悬崖边”？赛维困局如何“绵延”到了合肥？面对重重泥潭中的赛

维前路又将何去何从？

赛维，曾经绝对是光伏产业中的明星。

作为一家太阳能多晶硅铸锭及集多

晶硅片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

术民营企业，从2005年成立到2007年在

纽交所上市，仅两年多的时间，赛维便创

造了中国企业赴美IPO融资额纪录，公司

创始人彭小峰也以 400亿元身家成为中

国能源业首富。

此后3年，赛维一跃成为世界上产能

最大的太阳能硅片生产商，并不断向光伏

产业上下游拓展，触角遍及光伏领域几乎

每个端口，这就是被外界广泛关注的“垂直

一体化”战略。

2010年8月，赛维走进合肥，在合肥高

新区开建电池生产线，旋即成为合肥光伏

产业集群式布局中的一朵奇葩。

昔日“明星”

昨日，一名为张福根的供应商前往江

西新余赛维总部追到 8000 多万元的债

务。然而，当张福根来到赛维时，他的决心

却被瞬间瓦解。

因为他一到赛维总部，就发现他并不

是“一个人在战斗”，很多债主与他有着相

同境遇，两三亿元债务的并不罕见。

一份赛维LDK此前披露的一季报显

示，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其总资产为

66.37亿元（约合人民币 422 亿元），总负债

为 59.62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380 亿元），

“资产负债率”达到了创纪录的89.82%。

巨大利润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风

险。而全线扩张的赛维，显然低估了这种

风险。它攻城掠地，在南昌、合肥、苏州等

地相继投入大规模资金。但“时运不济”，

欧债危机、美国“双反”等一系列重大利空

接踵而至。

“正是一体化模式战略拖累了赛维。

光伏产业作为一种政策引导型新兴产业，

其市场环境极易受政策影响而改变，且该

产业还是资金密集型产业，企业稍有失误

就可能陷入资金困境。”有业内人士向记者

分析。

深陷“债潭”

这几日，在合肥一本土网络论坛上，关于

赛维的种种传闻时时出现。“合肥赛维到底

会不会破产”是他们最关心的话题。

合肥赛维现在究竟是个什么状态？此

前，有媒体公开目前合肥生产基地的情况

是，36条电池生产线停产32条。组件产线

刚刚开始试产，生产量很小。而整个赛维电

池产线的开工率仅13.6%。这也从一个侧面

证实记者此前在合肥工厂看到的景象。

昨日记者试图联系合肥高新区相关部门

采访，被婉言拒绝。相关负责人称：光伏产

业现在不景气，不太方便接受采访。

合肥“谜团”

面对当下困境，赛维将会作出何种选

择？赛维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佟兴雪此前回

应记者称：“赛维是上市公司，基本情况十分

透明公开。受经济大环境影响，目前公司依

然保持基本正常运营已是不易。希望你们

真实了解和报道一个企业，而不是人云亦

云，也希望外界给这个行业多一些正面的支

持和鼓励，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出力。”

不管怎样，赛维困局已是不争事实。前

路“何从”？

国内一家商业银行风险控制部门负责人

李华也认为，赛维的情况，不代表光伏行业

的现状。但就赛维而言，未来怎么办？他表

示：赛维国有化，由国企接盘，是一个可以考

虑的、更可能的方案。“我认为，省属企业可

能会介入，另外，与光伏有关的央企也有可

能，比如五大电力集团，它们有新能源发电

的指标。”

新余市高新开发区工作人员也称，“赛维

最大的可能性是重组，不过这个还需要和彭

小峰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由省内企业接

手的可能性不太大，因为赛维盘子太大了。”

在江西省，规模做到像赛维如此之大的企业

屈指可数。

前路“何从”

专家观点

光伏产业需要加紧技术升级
合肥工业大学教育部光伏系统工程中心常务副主任 张晓安教授

“少数企业面临的极端困境并不能代表

整个行业失去了光明的未来。在当今世界

经济的大环境下光伏产业目前遇到的主要

问题，其它产业也一样遭遇，诸如钢铁、煤

炭、外贸加工等行业，因此没有必要过分大

惊小怪”。国内光伏产业知名研究专家、合

肥工业大学教育部光伏系统工程中心常务

副主任张晓安教授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仍对光伏产业发展充满信心。

他认为，受今年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国内

光伏产业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被凸显出

来，这些矛盾症结在于国内光伏产业发展缺

少科学规划，产业布局不够合理、产业链条

不够健全，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协调政策缺失

等问题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同时，光伏

产业技术发展速度非常之快也令许多企业

始料未及，而国内主要企业的生产装备很多

是 2005、2006 年购进上马的，大多不掌握核

心技术，同时技术创新、技术升级也没能及

时跟上，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品的对外

竞争力。

有困境了，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正确面对，

积极应对，主动作为。从学者的角度，张晓

安教授建议，国内光伏企业要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抓住机会，抓紧时间，尽快做好制造

装备的技术升级工作，力争在关键装备、关

键技术、关键产品上有所突破。打造真正意

义上的自主品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同

时，需要政府和企业携手同心，尽快启动庞

大的国内市场，改变现在光伏产品绝大部分

依靠国际市场的不利局面。此外，光伏产业

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在行业面临

困局时绝不能“袖手旁观”，相关部门应给予

密切的配合协调，尤其是在目前的情况下，

对外要积极帮助企业维权“反治”，保护中国

光伏企业的合法权益；对内要尽快协调解决

光伏电力并网等瓶颈问题，为光伏产业的健

康发展铺路搭桥。

（上接 A01）记者从赛维官方网站获

悉，赛维LDK合肥公司于2010年8月由江

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正式投产在2011年上半年。在合肥赛维

工作一年多的陆鸣算得上是这里的老员

工，厂里单晶、多晶6个车间，他先后都呆

过。他说，从8月1日起，公司除行政人员、

组装车间员工和设备人员外，全部放假一

个月，并介绍部分员工去其他工厂做短期

工。虽然现在的他也在着手寻找其他工

作，但还是希望厂子好起来，正常开工。

“工作强度不大，员工宿舍条件也很

好，4个人一个房间，有空调、有宽带。”陆鸣

在谈话中充满对合肥赛维的不舍。

而说到合肥赛维成立2年来所遇到的

变故，陆鸣说可能主要是决策层的“冒进”

投资。

“听新余过来的老员工讲，前几年，江

西赛维总部产出的利润惊人，据说当时的

赚钱速度比印钞机印钱还快。之后，赛维

便开始在全国很多个地方大规模投资，这

其中就有赛维LDK合肥公司，没想到遇到

欧洲金融危机，一夜之间，生产出来的产品

卖不出去了，赛维的资金链也随之出问

题。”谈话中，陆鸣还提到一个细节，除了员

工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外，公司大门还曾经

被追债的人堵过好几次。

七八千员工只剩数百人
一方面是车间停车、工人放假；另一方

面则在大规模招聘。记者在百度搜索“合肥

赛维招聘”关键词，发现近期相关招聘信息

高达132条，其中“销售经理”“国外销售经

理”“销售主管”等职务出现的频率最高。

“只要有订单，厂子就能活，现在堆积

的电磁片实在是太多了，只能自己先在厂

子内组装，销售人才肯定是最缺的。”陆鸣

说，这两天自己在公司食堂也看到公司内

部招聘销售主管的通知，对外语口语要求

比较高。

记者随后以找工作的名义试图进入合

肥赛维厂区，但遭到值班室安保工作人员

的拒绝。

“现在还招聘？不大可能吧？厂子效

益不好，都开始放假了。”值班室一工作人

员对记者说，合肥赛维从去年4月份起正

式投产，职工最高峰达到七八千人，光宿舍

楼就盖了7栋。但截至8月18日，离职的

离职，放假的放假，员工数量仅剩下几百

昔日“明星”缘何深陷“债潭”？
“时运不济”下的扩张或是主因

人。“9月1日后，加上我们安保人员，整个厂

子估计也就200多人了。”

在合肥赛维公司西北边，记者看到了7

栋崭新的淡蓝色房子，这就是赛维给员工盖

的宿舍楼，而在7栋宿舍楼中仅2栋楼的阳

台上，稀稀拉拉晾着衣服。

本报记者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