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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经济报道

山东热帝太阳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俊丽：

商商业业信信誉誉是是企企业业终终生生财财富富

本报记者 王保珠

“承诺给客户的，即使赔钱也要坚
持到底。”这是山东热帝太阳能有限公
司总经理杨俊丽经常挂着嘴边的一句
话。

杨俊丽——— 菏泽本土女企业家，
她用10年的“慢”功夫，将“四海亿家”
这个品牌逐渐打造成全国太阳行业知
名品牌。

出师未捷：

上千套次品当废品卖掉

2004年10月，杨俊丽拿着筹措来的160
万元投资建厂，开始了创业之旅。

怀揣创业梦想的人，都想着一朝创业
就能旗开得胜，殊不知万事都没有预料得
好，杨俊丽创业之始便遭遇重大挫折。

“从2005年1月至6月份投产的支架，有
上千套都是次品，这让我傻了眼。”杨俊丽
说起遭遇的创业之痛，仍然记忆犹新，“主要
是技术不过关，焊接有缝隙、螺丝眼斜等问
题出现。”杨俊丽毫不犹豫地将上千套次品
当废品卖掉，“事要往长远看，不能因眼前利
益而损了自己的商业信誉。赢得信誉，才是
企业终生的财富。”

看着真金白银买来的原料，一出一进
则变成了废品，的确让杨俊丽难以释怀，

“认真分析原因后，发现原料质量没有问
题，设备是当时全国最先进的，主要是一线
工人操作失误导致，改进一线工人技术变
得迫在眉睫。”杨俊丽说，加强技术改进后，
自2005年6月份之后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是
合格的，公司也逐渐转亏为盈。

技术难关克服后，资金上又出现问题。

“生产出来的次品，让公司损失20多万元，
这对于当时一家小型企业来说，是一次致命
的打击，企业没有了资金就像一个人没有了
血液一样。”杨俊丽面对资金困境，通过亲朋
好友借了100万元，才度过了创业最难阶段。

转型之路：

打造品牌与开发新市场并行

杨俊丽2005年遭遇的创业挫折，算是
开幕曲的话，接下来的才算得上对企业的
生死考验。外借资金对企业生存的压力，让
杨俊丽难以喘息，“必须先生存下来，才能
有发展机会。”

代加工成为杨俊丽让企业生存下去的
砝码，这也是她的权宜之计。“2006年，2007
年基本上靠代加工生存，2008年才真正推
出自己的品牌太阳能——— 四海亿家。”杨俊
丽说，通过几年发展，在行业内积累了良好
的商业信誉和口碑，为打造品牌创下了良
好的基础。

2009年，国家实施家电下乡的利好政
策，让太阳能产业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当时
的业务增长量，同比2008年，翻了一倍，这的
确让很多行业人士感到鼓舞，也让很多人冲
动起来，盲目上马扩大太阳能企业生产。”杨
俊丽面对政策利好并没有放弃思考下一步
的出路，政策红利取消后，太阳能在农村市
场趋于饱和，如何转型让杨俊丽陷入沉思。

通过市场调研，杨俊丽发现农村空调
装置率不高，主要是空调电费较高，另外农
村的线路老化率高，使用空调电压不稳定，
针对农村这些情况，杨俊丽专门开发适合
农村的水温空调，利用水流降温原理而制，
投入市场后，反响不错。

城市开发，城镇化建设，让楼房越建越
高，普通的太阳能逐渐被淘汰，壁挂式太阳
能受到欢迎。“企业要发展，永远要走在市
场前面，在很多人沾沾自喜国家政策利好
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考虑转型；等其他企
业考虑转型的时候，我们的新产品已经开
始安装，这样才能让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杨俊丽的苦恼

作为菏泽本土企业家，杨俊丽在行业
中算是女中豪杰，可也有很多苦恼的事。

“太阳能产能明显过剩，很多菏泽太阳能
企业卖不出产品或关门或改造其他产品，
还有很多人以假乱真，以次充好，扰乱市
场。”杨俊丽说，市场不规范让很多正规企
业“受伤”。

杨俊丽告诉记者，国家明文规定太阳
能生产企业对产品要进行检测，贴上能效

标识，将每台太阳能“上户口”，这样当太
阳能出现问题时，就能查出哪个企业生产
的哪个类型产品，“每个型号产品，检测一
次需要一万多元，一个企业有的几十种型
号产品，每年这个费用的确不少，费用倒
在其次，主要是贴上标识与不贴标识，没
有区别，消费者不认，管理部门不查，反而
让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企业吃了亏。”杨
俊丽叹气说。 （本报记者 王保珠）

杨俊丽指着废弃的太阳能次品内胆说，这也警示着企业向前发展。本报记者 王保珠 摄

菏菏泽泽企企业业家家


	P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