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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产近10个月、3.5亿元的银行债
务到期、1000 多万元的资金缺口等待
填补……很难想象，在企业资金捉襟
见肘的困境下，上海超日（洛阳）太阳
能有限公司能够成功地跨越融资难这
个“拦路虎”，并以较低的成本实现部
分复产。

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
是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旗下的子公司之一，位于偃师市工业区
东部，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民
营独资光伏企业，主要从事多晶硅制
造、切割以及太阳能电池片的研究、制
造、销售和售后服务，其生产的多晶硅
太阳能组件95%以上出口，主要销往欧
美市场。

市场形势好转
资金又成瓶颈

从 2012 年下半年开始，受国内产
能过剩、欧洲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以及欧
美对我国光伏产品实施“双反”关税等
影响，该企业的销售状况走向低迷，不
得不于去年12月停产。

今年8月以来，随着中欧就光伏贸
易争端达成价格承诺，我国光伏产业出
口形势转好。欧盟委员会发布中国94
家光伏配额企业名单，上海超日太阳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列其中。

就在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
公司积极谋划复产之时，资金问题摆
在了公司的决策层面前。在长达 10
个月的停产期中，海外客户的应付款
项迟迟没有到位，同时，银行贷款的

还款期限也陆续到期，使公司的资金
捉襟见肘。“银行贷款共有 3.5 亿元，
虽然海外应收款项超过 10 亿元，但远
水救不了近火，公司只有向银行申请
贷款解套，延期还款。”上海超日（洛
阳）太阳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叶
国勇说。

“超日”作为大型光伏企业，复产所
需的用电成本每天在三四万元。在这
一压力下，企业复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电力、人工和设备检测的费用尚有
1000多万元的缺口。面对巨大的市场

“蛋糕”，公司却因短期的流动资金问题
陷入“看得见、吃不着”的窘境。

政府帮助筹资
企业引进合作

“庞大的固定资产闲置带来的是巨
大的浪费，仅设备折旧的成本每月就高
达600万元。”叶国勇说，就在企业一筹
莫展之时，形势出现了转机。今年 9
月，在市委书记陈雪枫的协调下，有关
部门大力配合，为企业筹措了500万元
启动资金。同时，企业审时度势，积极

对外引进合作，和上市公司江苏华盛天
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代加工
协议，借他人之“船”重回市场之“海”。

“对方免费提供原辅材料，超日公司代
理加工赚取加工费，利用‘借船出海’策
略，让企业全面复产，重新占领市场高
地。”叶国勇说。

在停产近10个月后，9月22日，上
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的一条
生产线进入试生产阶段。10 月 23 日，
企业复产的生产线数量增至 3 条。随
着原辅材料的逐步到位，企业的5条生
产线将在近期全面复产。届时，企业的
太阳能电池片日产量将在16万片至18
万片，达到满负荷生产状态。

企业复产后，不仅能解决近千名职
工的安置和固定资产的闲置问题，还将
给企业带来当期盈利，扣除设备折旧、
人工、电力等费用，预计企业每月的利
润达100万元。

此外，企业加大对资金的清收力
度，预计年底前可还清银行债务中的全
部利息以及 5%至 10%的欠款本金，明
年财务状况将进一步好转。

对于企业的未来发展，叶国勇很乐
观：“近期国务院发布的光伏新政‘国八
条’将我国‘十二五’末的光伏发电装机
容量锁定在35GW的规模，这比去年国
家能源局‘十二五’规划中的 20GW 目
标提高了75%。政策的倾斜，将对国内
的光伏市场带来长期的拉动效应，对于

‘超日’开拓国内市场是重大利好。”
本报记者 张锐鑫 特约记者 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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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帮助筹措复产资金 企业另辟蹊径引进合作

洛阳超日：“借船出海”重占市场

为进一步优化政务环境，落实好市委、市政府
《关于优化政务环境服务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洛
阳市政务环境治理办公室开通投诉电话，受理企业
在项目审批、项目服务、项目建设、生产经营、行政执
法等方面遇到的损害企业发展环境的各类投诉。

投诉电话：63912345，邮箱：lyqyts@163.com。
特此公告

洛阳市政务环境治理办公室
2013年10月29日

公 告

近日，在凯迈(洛阳)机电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检
测公司自主研发的高性能内燃机试验装备。（上图）

内燃机试验装备的性能影响到车用内燃机产品的开
发。该公司利用在智能装备和系统集成领域内的技术优
势，自主研发了系列化的高性能内燃机试验装备，主要用
于对发动机和内燃机的性能试验、耐久试验、可靠性试
验、冷热冲击试验及各缸均匀性试验等,其各项技术参数
和性能指标在国外同类设备中处于领先水平，替代了进
口装备。该装备获得国家专利 82 项，其中发明专利 19
项，并荣获国家重点新产品称号。

该公司组建有“河南省企业技术中心”和“河南省聚
合物造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拥有5个独立设计室和2
个企业重点实验室，获得各类专利243项，产品远销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记者 陈占举 通讯员 韩国峰 文/图

替代进口装备，获国家专利82项

我市研发出
高性能内燃机试验装备

检测生产设备，为全面复产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