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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海外市场急剧萎
缩，欧美“双反”大棒高举……狂飙突进之
后，光伏业步入艰难的调整期，龙头尚德濒
临崩溃边缘，无锡这座“东方硅谷”正成为
折射整个光伏业低谷的典型例证。

带头大哥深陷险境

尚德资金链紧绷

“高峰时期，尚德光接送员工上下班
的大巴车就有50多辆，在无锡新区蔚为
壮观。”当地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
作为无锡市工业对外最知名的名片，尚
德公司可谓光环遍身，连公司周边的道
路也被改名为“尚德路”。如果亲戚朋友
有在尚德上班工作的，立即就会引来大
家艳羡的目光，被认为是从事了前途远
大的行业。

2001年，曾承载中国近代民族工业
发祥地荣耀的无锡市从大洋彼岸引进了
施正荣博士，由此开始了引领国内光伏
产业十年跨越的先河。尤其是领军者尚
德，不但树立了首家登陆纽交所上市民
营企业的标杆，更是带动了一批国内的
追随者，连无锡市都提出了打造千亿光
伏之城的定位。

然而，谁都未曾想到，昨日耀眼光环
的退却竟来得这样迅速。记录显示，截至
2012年10月31日，尚德电力间接控股的
无锡尚德银行贷款余额高达88 . 6亿元。
而根据2012年一季报，截至3月末，尚德
电力的银行贷款余额为106亿元。尚德正
深陷资金链紧绷、破产等传闻的泥潭。

12日上午，记者在无锡新区创业路
附近的尚德厂区看到，除了尚德电力大
楼背后车间机器在轰鸣作业之外，周边

几个厂区显得十分平静。在其中一片厂
区门口仅停着两辆大巴班车。

其实，自去年以来，尚德的形势就急
转直下。如今，该公司的负债总额已达到
3 5 . 8 2 亿 美 元 ，资 产 负 债 率 已 高 达
81 . 8%，尚德市值已从上市之初的49 . 22
亿美元跌到如今股价不足1美元。而对上
市公司尚德电力来说，资金状况更加让
人担忧。截至2012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
负债率高达81 . 7%，虽然账面上尚有现
金6 . 638亿美元，但一年内到期的短期借
款高达15 . 746亿美元，还有一笔5 . 578亿
美元的可转债于2013年3月到期。

与不断恶化的财务状况同时传来
的，是坊间对尚德公司行将破产的愈演
愈烈的传闻。

从去年秋天开始到今年上半年，光
伏业几乎听不到一个利好的消息：不断
蔓延的欧债危机和太阳能行业补贴连遭
削减，欧美以政府补贴和低成本倾销为
名不断祭出双反调查，多年狂飙突进的
光伏业渐现产能过剩的恶果，对于行业
龙头尚德来说，危机的来临似乎更加致
命：暂停1/3产能自救、施正荣将CEO职
位让给CFO金纬、无锡政府高层造访尚
德……一系列举动让外界对尚德的关
注，瞬间从如何止亏变为是否破产。

无锡尚德2011年的财务报表显示，
无锡尚德截至2011年末的短期银行借款
为67 . 58亿元，但彼时，该公司账面仅余
现金27 . 47亿元，2011年，该公司亏损
6 . 14亿元，资金链已岌岌可危。

追随者艰难挣扎

光伏交易中心“变脸”奇石馆

带头大哥深陷破产险境，追随者们
也在寒风中震颤。

“大概停工已经四五个月了吧，听
说 是 企 业 资 金 紧 张 ，只 能 暂 停 基 建
了。”在离尚德厂区不远的无锡市光伏
产业园，几名建筑工人正聚在一起闲
聊。在他们身后，沿着产业园几条骨干
道路两侧，许多冠以“光伏”、“新能源”
名头的公司随处可见。但是记者走近
却发现，大部分厂区只是用长长的围
墙圈住了大片荒地，里面零星散落着
几座未完工的车间。

2009年底，为促进当地光伏产业合
理布局，形成集群发展优势，无锡市集中
力量重点扶持这一光伏产业园，并将其
作为未来新能源产业的核心承载区。根
据规划，园区将以光伏硅片、太阳电池及
组件、光伏制造设备、关键主辅材料等光
伏产业链的各环节生产制造为主，引进
相关行业龙头企业，并形成研发、物流、
检测、培训等一体化配套，实现千亿级光
伏产业目标。

记者注意到，在该产业园激昂振
奋的宣传片中，光伏产业被视为曾创
造近代民族工业辉煌的无锡市转型突
破的重要突破口，截至目前，已成功引
进德鑫电池片、隆基单晶硅片、昌盛光
伏等10多个光伏及新能源项目，投资
总额 1 5亿美元。产业园A区已基本建
成，B区也渐现雏形。

只可惜，近期光伏业的寒冬，让这种
鼓噪和亢奋走向冷却。

根据无锡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
布的经济运行报告，光伏产能严重过剩，
产品价格大幅下行，又面临美国“双反”
裁定和欧洲对中国光伏组件、硅片、电池

等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影响，企业经
营压力普遍加大。1-9月，无锡太阳能光
伏产业完成产值354 . 7亿元，同比下降
2 0%，多晶硅片和组件价格同比下跌
40%。受多重不利因素的影响，无锡八大
光伏企业1-9月申报销售下降48 . 5%，入
库国税收入下降94 . 3%。

与惨淡的光伏业数字相辉映的是，
曾经作为这座“光伏之都”重要组成部分
的中国(无锡)光伏产业交易中心已悄然
改头换面。

“光伏中心早就没了吧，好像从今
年年初就取消了。”12日中午，顺着地
图上的指示，记者来到位于无锡新区
的新世界国际文化广场，几经打听，才
找到了坐落于此的“光伏产业交易中
心”。然而门口保安的一句话，却让记
者着实感受到了无锡光伏业进入了寒
冬。

记者注意到，原本规划为中国最大
光伏产业市场、定位年交易额2000亿元
的光伏交易中心是新世界国际D栋的一
座五层建筑，可现在已改为“奇石文化广
场”。一名并不忙碌的工作人员，甚至还
向记者推销起内部各个展区的价格。

翻阅资料可见，这个在2010年9月
份高调开建的光伏交易市场规划建筑
面积20万平方米，设有大型企业馆和
大型装备馆两大馆，并按产业链和供
应链分设十大交易区。无锡尚德电力
公司董事长施正荣当时评价称，中国
光伏企业在市场营销和采购环节上还
有很大潜力可挖，专业交易平台的建
立可以使企业节省约15%的成本和许
多宝贵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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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光伏看中国，中国光伏看江苏，江苏光伏看无锡。”
12日上午，刚刚经历连续阴雨天的无锡迎来了难得的阳光普照，可迎面吹来的寒风，仍在提醒人们江南已

进入冬天。矗立在无锡新区的尚德电力大楼依旧张开那遍布太阳能电池片的“双翼”，迎接久违的阳光照射。
可对掌门人施正荣来说，此刻深陷亏损泥潭、资金链紧绷、破产传闻缠身的尚德人，恐怕没有空暇来欣赏这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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