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分析

顺风光电并购无锡尚德案剖析

周运兰  周 琴  江爱灵

2013 年 11 月 4 日，在香港上市的江

苏顺风光电国际有限公 司（以 下简称“顺

风光电”）发布公 告称，以 30 亿 元的价

格成功收 购了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

公 司（以 下简称“无锡尚德”）。无锡尚德

作为曾经的全球光伏 大佬——尚德电力

控股有限公 司（简称“尚德电力”）的核心

子公 司在破产重整中被小字辈的顺风光

电吞并。

一、收购背景介绍

1.光伏产业背景介绍

近十几年来，在产业政 策的有力带

动下，我国光伏产业保持了迅猛增长的势

头。从 生产能力上看，2007年，我国太阳

能电池产量跃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总产

量的 50% 左右，且 90% 以 上的产品 用于

出口。然而，从 2011 年开始，我国光伏产

业经历了“过山车”式的起伏。2011 年一

季度光伏产业还处于增产扩容的爆发性

增长阶段，之 后则急剧逆转陷入全行业

大面积 亏损的局面。2012年，产业 无 序

扩张导致产能过剩，主要上市公 司业绩

全线下滑，国外市场萎缩和贸易壁垒对行

业的影响更是雪上加 霜。

2.顺风光电简介

顺风光电是一家于 2011年在香港主

板上市，集太阳能电池片的研发、制造、

销售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新型高新技术

企业，是国内领先的太阳能光伏 发电产

品 制造商和销售商。公 司的主要业务为

制造及销售太阳能电池片、太阳能组件

及 太阳能硅晶片，其生产的高性能太阳

能电池技术水平处国内较高水平。但公

司在行业里只 能算一个中型企业，相比

其他的巨头企业资产总量较少。

3.尚德电力与无锡尚德简介

尚德电力曾经是拥有领先光伏技术

的国际 化 高科技企业，专门从 事太阳能

光伏产品 的研发、制造、销售和售后服

务，为全世界提供可靠和经济高效的太

阳能系统 解决 方案。公 司于 2001 年 9月

由施正荣博士创立，2005年在美国纽交

所成功上市。短短数年尚德电力快速成

长为全球最大的晶硅组件制造商，历史

最高股价曾高达 90.04 美元。然而，2013

年3月 20日，尚德电力的核心子公 司——

无锡尚德（是尚德电力旗下资产规模最大

的生产基地，集中了尚德电力 95% 以 上

的产能）因不能偿还到期债务，被无锡市

中级 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破产重整。

4.收购过程简单回顾

受行业性亏损、公 司战略决 策失误、

欧盟“双反”调查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尚德

电力的经营管理和财务关系都陷入了两难

的境地，唯有破产才能解决资不抵债问

题。2013 年 3月，尚德电力在美国的 5.41

亿美元可转换债券到期违约，以 致尚德电

力不得不进入破产重整；2013 年 4月，由

于尚德电力连续 30 个工 作日的平均收 盘

价低于1 美元，收到纽交所的退市警告。

顺 风光电自 2013 年 8月就开始 与无锡市

政府接触，10月提 交竞投 文件并支付 5亿

元保险 金，11 月 30 亿元重组方案出台并

被债权人大会通过，短短 3 个月时间，顺

风光电就完成了对无锡尚德的重组。

二、收购的特点剖析

1.典型的“蛇吞象”式并购。顺风光

电和尚德电力 两公 司并购前的资产和销

售 收 入相差 悬 殊。2010 年顺 风 光电资

产为 8.46 亿 元，销售收 入为 6.23 亿 元，

尚德电力资产 为 207 亿 元，销售收 入为

189.13 亿 元 ；2011年 顺 风 光电资产 为

26.26亿 元，销售收 入 19.72亿 元，尚德

电力资产为 197亿 元，销售收 入 202.67

亿 元。尚德电力是光伏行业的大佬，顺

风光电是小字辈，这是一场典型的“蛇吞

象”式的并购。这种“蛇吞 象”的并购在

国外通常是通过杠杆并购的方式进行，

即主并企业以 负债的形式筹集资金用以

完成收 购交易，也是收 购类别中风险 指

数最高的一类。而顺风光电并购尚德电

力是具有自身特征的一种“蛇吞 象”式并

购，具有一定杠杆并购的特征，但 又有

其资本运作的巧妙之处。

2 .巧 妙 的资本运作。根 据 重 整方

案，顺 风光电除了支付 30 亿 元的支付价

款 外，拟 将继续投 入 30 亿 元 用于无 锡

尚德的偿债及 后 续经营，即顺 风光电接

盘和发展无 锡尚德至少需要 60 亿 元资

金。而 根据顺 风光电的财务数据显示 ：

2011年，公 司盈利 0.24 亿 元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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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 2.71亿元。由此可见，顺风光电的

盈利能力不容乐观。要完成收 购，顺风

光电就必 须依靠募集资金。为了筹集充

足的收 购资金，顺风光电曾经向国家开

发银行和中国银行等申请贷款，但均没

成功。随后顺风光电另辟蹊径，成功 配

售新股募得 11亿 港元。另外，在获得无

锡中院批 准的重整人资格的半个月后，

顺风光电 宣布发行 35.8亿 元港币（约合

人民币 28亿 元）的 10 年期零票息可转

股债券。表面上看，若该笔债券不转换，

此并购资金绝大部分来自于负债，属于

典型的高负债型的杠杆并购。但据顺风

光电发布的《 关联 交易 ：发行可转换债

券及股东特别大会通告》显示，顺风光

电这笔可转股债券中的 60%（即 21.48

亿 港元）是指定由大股东郑建明全资控

股的公 司 Peace L ink认 购的。而 Peace 

L ink 正 是顺 风光电的大 股东，若该 可

转股债券悉数转换，则郑建明 旗下的

Peace Link公 司在顺风光电的持股比例

将由 23.6% 提 升至 35.89% 。因 此该 系

列巧妙的资本运作不仅帮助顺风光电如

期支付了收购资金，也使 大股 东郑建明

加强了对上市公 司的控制权。

三、收购对顺风光电的正面

影响

企业资本运营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

是谋求资本价值 最大化，并购作为一种

重要的资本运营形式，将给并购双 方未

来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从正 面看，此

次收 购预计将为顺风光电带来以 下几 方

面的好处 ：

1.优 化 了战略布局。在光伏行业规

模是制胜法宝。作为中小型光伏 企业难

免面临淘汰危机，收购整合无锡尚德正

是顺风光电为解决危机所采取的战略行

动。此次收购有助于顺风光电整合前期

并购的海润光伏、常州益鑫等光伏电站

项目以 及投资于新疆的太阳能发电站等

项目。

2.获得规模经济优势，取得经营以

及管理协同效应。一是顺风光电并购无

锡尚德扩大了规模，可以快速将各种生

产要素和资源集中起来，从 而降低单位

交易成本或提 高单位投资的经济效益，

获得可观的规模经济优势。二是无锡尚

德是中游电池组件企业，而顺风光电是

上游生产商，收 购完成后将加 长公 司产

业链条，进一步强化 公 司太阳能电池片

及 太阳能组件的产能，进而为公 司扩展

至太阳能电力厂的经营打下基础。三是

无 锡尚德 2009年行政管理费用为 76.9

百万元，占销售额 的 4.54% ，顺风光电

的行政管理费用为 12.128百 万元，占销

售额的 1.95% ，从 这方面看可知顺风光

电的管理效率比无锡尚德要好。而并购

则有可能改善这一差别，成本有望降低，

有利于提升顺风光电的毛利率，带来管

理和经营方面的协同效应。四 是顺风光

电和无锡尚德合并后，新集团可以降低

企业的广告费用、开店费用等竞争成本，

并且在一定程度有利于促 进网点布局的

合理化 ，使企业的各项资源得到充分有

效的利用，实现 集约化 经营，提 高企业

的经营效率。

3.借助品 牌效应，扩大市场占有率。

顺风光电接手无锡尚德，主要是看中其

具有核心优势的国际品 牌。尚德电力曾

是全球最大的光伏电池经销商，有着较

好的品 牌效应，尤其是在欧洲市场拥有

稳定的客户群。通过本次收 购，顺风光

电可以 将无锡尚德作为重要的技术研发

平台，强化其太阳能产品的生产能力；并

利用“尚德”这个金字招牌提升自身在光

伏行业内的市场地位 和竞争力，吸引更

多的客户群和投资商。

四、收购的风险分析

“蛇吞 象”式收 购也被称为“刀 尖上

的游戏”，尽管可以 带来上述效应与优

势，但也会给 企业带来财务、运营等方

面的相关风险。

1.财务风险。2012 年年底，顺 风光

电持有现金仅 有 1 728万元，2013 年上

半年发行一笔港币可转债和股东垫资后，

持有现金增至 4.6亿 元，但银行 贷款依

然高 达 8.6亿 元。顺风光电自身较 高的

负债，加上并购的高额现金支出都会加

重顺风光电的财务负担。而无锡尚德当

时负债107亿 元，顺风光电称将自行解

决无锡尚德的债务问题，这无疑也会增

加顺风光电的财务风险。顺风光电为筹

集并购资金发行的可转股债券也具有一

定的财务风险。其2013年亏损 18.17亿

元主要是由于可换股债券公允价值亏损

18.16亿元所致。

2.营运风险。营运风险是指并购方

在并购完成后，可能无 法使整个企业集

团产生经营协同和财务协同等效应，难

以 实现规 模 经济和经验共享互补的风

险。顺风光电本身是专注于做 光伏电能

的上游，且企业自身规模不大，无锡尚德

的规模却非常大，如 何使这些产能得到

有效利用存在一定风险。

3.管理风险。虽然顺风光电在管理

上的效率相比无锡尚德要高，但并购之

后，顺风光电要对无锡尚德进行大刀阔

斧的改革与重整，不可否认 这会是一个

不小的挑战。一方面，顺风光电缺乏收

购大型企业的相关经验，许多工作需要

从头开始，重整难度相当大 ；另一方面，

无锡尚德是一家外商独资企业，主要市

场在欧 美，而顺风光电缺乏对外资企业

的管理经验，面对尚德的客户群，顺风光

电管理层能否有效掌握也尤 为关键。并

购之后无锡尚德的管理队伍和技术人员

能否得到合适配备，能否找到得当的管

理方法，管理手段是否具有一致性、协调

性等都存在不确定性。

4.企业文化 风险。企业 文化是在空

间相对独 立、时间相对漫长的环境下形

成的特定群体一切生产活动、思维活动

的本质特征的总和。每个企业都具有其

文化 独特性，而文化的兼容性是决定并

购成败的关键因素。顺风光电为本土企

业，无 锡尚德经营范围国际化 决定了两

者存在文化 差异。顺风光电与无锡尚德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能 否 形成共同的 经营理 念、团队 精神、

工作作风等对并购成败有着极大的影响，

具有一定的风险。

尽管这场“蛇吞象”的行为受到光伏

界的质疑，但在并购完成后的几个月内，

顺风光电的股价从 0.38港元飙升至 8.89

港元（截至 2014 年 4 月 7 日的收 盘价），

说明了投资者目前普遍看好 该并购，市

场预期较好。当然这一次并购能否完全

达到相关利益方预计的效果，顺风光电

和无锡尚德能否涅 槃重生，仍需要时间

的检验。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有企业集

团边界确定与运行机制研究”（12B G L042）和

“民族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研究”

（12BM Z 073）以及中南民族大学M BA 教育中

心资助]

（作者单位 ：中南民族 大学管理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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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安琪酵母的股利政策：

财务业绩和市场表现的双重奏

容少华

当经营走向正轨，实现盈利销售，获

得满意现金流的时候，企业股利政策面临

的抉择是 ：要么分文不派，继续投资，继

续成长；要么分红派息，分享经营成果；

要么综合平衡，实现投资分红两不误。企

业股利政策的核心 问题是确定股利支付

率。在酵母市场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安琪

酵母选择了固定或稳定增长的股利政策

（表1）。这项政策的选择是企业长远目标

的制度性安排，还是权宜之计？是公 司治

理结果，还是财务运营需要？是为了企业可

持续发展，还是为了赢得资本市场青睐？

众多疑问，还需从财务业绩和市场表现中

寻找答案，为企业股利政策的制订提供理

论线索和方向指导。

一、企业经营成长性

企业成长性是企业投资机会的代名

词。企业成长往往蕴含着产能的扩张、市

场的扩大和投资的升温。投资需要市场、

原料、技术、管理和人才的配合，也需要

资金和资本的支持。按照啄食理论的观

点，项目投入资金首先来自于留存收益，

其次是债权，最后才是发行股票。这样的

融资顺序安排，既照顾到了短时间融资的

难易和融资时的成本，也兼顾到了长期资

本的成本，是正常理财环境下融资顺序的

选择。如果企业理财环境特殊，这种融资

顺序的安排，或许不是最优选择。

从安琪酵母的营业收 入增长率和可

持续增长率的对比来看，两者之间的增长

基本吻合（表1）。在不协调的 2010 ～ 2011

会计年度，安琪酵母做了定向增发的股权

融资。这项融资安排也为 2013年的不协调

创造了调整的机会。从 当期留存收益 /长

期投资的比率来看，安琪酵母依托留存收

益为项目融资的力度在大幅减少。这既是

安琪酵母固定或稳定增长股利政策的结

果，也是安琪酵母资产增长过快、经营收

益大幅下滑使然。在营业利润增长率和净

利润增长率大幅下挫的背景下，安琪酵母

仍然坚持固定或稳定增长的股利政策，推

高了公 司股利支付率，减少了公 司留存收

益，有悖于正常经营条件下固定或稳定增

长股利政策的初衷。

二、企业资本成长性

实体经营和资本运营是企业运营的

双行道，面临 两类客户需求（消费者和投

资者）、两种市场环境（产品市场和金融市

场）、两条战线竞争的博弈（差异化 和低成

本化）。如果企业运营不当，好的经营业绩

也不能转化成好的资本市场预期，甚至会

拖累实体经营。

股票市值中隐含有市场对公 司成长的

预期，因此在股票固定增长估价模型或非

固定增长估价模型中含有增长因子，可用

公 司权益市值与账面价值之比（M /B）来

反映公 司未来的成长性。但 M /B反映的公

司成长性并不那么单纯。M /B 是资本市场

基于所有公 司成长性的一个排序、一个比

对而做出的评价。股票定价是相对的，反

映的成长性也是相对的。这就决定了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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