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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队能否拯救汉能

在严冬中风雪飘摇的汉能，或有新的

转机。

“汉能正在与相关央企或国家科研机

构的事业单位积极洽谈，希望通过混合所

有制的方式，进行两方或三方合作，以解

汉能当前之危局。”近日，一位汉能内部

人士向笔者透露。

势如累卵的汉能，寄希望于国家队出

手，输入资金血液、解决职工安置等问题

的同时，使其薄膜太阳能科研继续前行。

如今，应收账款几百亿，背着高负债

率的汉能，是否还有合作谈判的砝码？能

否如愿引来金凤凰，吸引国家队合作，不

禁让人疑惑重重。

无所不能 万物发电征程
汉能，无所不能；汉能改变世界，

让万物发电。

有人说，汉能曾经的这些广告语，

在形象地表达该集团创始人李河君鸿鹄

之志与做事决心的同时，也表达了汉能

过于求大、极度自我膨胀的心态。

为了实现汉能远景目标，2012 年开

始，李河君开启全球视野，以并购的方

式走向世界寻找清洁能源项目。

2012 年 6 月 6 日，汉能控股开启海

外并购第一单。收购德国太阳能电池大

厂 Q － Cells 的子公司——Solibro 股权。

外界传言该笔收购高达 5 亿美元。

彼时，Solibro 生产的薄膜太阳能电

池，具有全球最高的模组转换效率，实

验室转换率达到 17.4%。汉能坦言，主要

供给欧洲客户。

2013 年 1 月 1 日，汉能宣布，经中美

两国政府允许，该集团 100% 并购了硅谷

企业 MiaSolé。本次并购使汉能获得全

球转化率最高的铜铟镓硒（CIGS）技术，

成为在规模、技术上皆领先全球的薄膜

太阳能企业。

 作为全球领先的 CIGS 薄膜太阳能组

件制造商，MiaSolé 薄膜光伏组件量产

转化率仅达 15.5%。

同 年 9 月， 汉 能 并 购 了 瑞 典 CIGS

太 阳 能 技 术 研 究 及 开 发 公 司 Solibro 

Research AB，以及 Solibro 之 CIGS 薄膜

太阳能技术之所有知识产权，总代价 2.8

亿元人民币。

“这是汉能在全球技术整合方面

一 个 重 要 的 里 程 碑。” 在 并 购 美 国

MiaSolé 的新闻发布会上，李河君曾对

媒体表示，汉能历时一年半，组织专家

筛选了欧美、日本等 700 多家企业，选

定技术领先的海外企业，进行全球技术

整合。

截 至 2013 年， 汉 能 拥 有 非 晶 硅 -

锗、 非 晶 硅 - 纳 米 硅、CIGS（ 铜 铟 镓

硒）、Alta（砷化镓）等 7 条全球领先的

薄膜技术路线。汉能薄膜太阳能产能已

达到 3GW，超过美国第一太阳能（First 

Solar），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薄膜太

阳能企业。

2014 年，汉能全资并购美国加州的

阿尔塔设备公司（Alta Devices），该公

司的 Alta 移动能源技术，具有高转换效

率，及轻、薄、柔的特性，使薄膜太阳

能芯片在不影响设计外观的情况下，可

广泛应用于汽车、无人机、无人驾驶系统、

卫星、消费类电子产品、传感器、远程

探测等军用、民用各类领域。

李河君的目标和远景是，发挥薄膜

太阳能无污染、耗能低、温度系数好、

弱光发电强等特性，做成透光和柔性电

池，大量用在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

和日常生活中。

同时，将大力拓展太阳能地面电站

及光伏建筑一体化等应用业务的国际、

国内市场。

美好的愿景正在实现。

历经六年光景，汉能薄膜收购的德

国 Solibro、美国 MiaSolé、Global Solar 

Energy(GSE) 及 Alta Devices， 这 4 家 公

司当时拥有全球最先进薄膜太阳能技术，

经过汉能团队几年不断投入研发，薄膜

电池转换率正在以每年 1 个百分比的比率

提高。

其在铜铟镓硒（CIGS）、砷化镓（GaAs）

的多条技术路线上，保持、刷新了多项

世界转换效率纪录。

例如，铜铟镓硒 Solibro 玻璃基组件，

有效面积转换效率由最初的 17.4% 提高至

18.72%，为铜铟镓硒量产组件世界纪录；

而铜铟镓硒的 MiaSole 柔性电池研发效

率达到 19.4%，为柔性铜铟镓硒溅射法世

界纪录。

此外，铜铟镓硒 GSE 柔性电池研发

效率由并购时的 15.5% 提高至 19.3%，为

柔性铜铟镓硒共蒸发法世界纪录；砷化

镓双结电池研发效率达到 31.6%、单结电

池研发效率达到 29.1%、单结组件效率达

到 25.1%，分别为砷化镓单结电池、单结

组件的世界转换效率纪录。

可查到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1

月份，汉能累计专利突破 10100 个，以每

天新增超 30 件的整度。汉能内部曾表示，

到 2019 年年底，专利突破 20000 个。

自我膨胀的融资能力
每一个看似光鲜亮丽的发电转换率

数据，都是庞大的资金投入得来的。

李河君在汉能未来发展战略定位上，

对薄膜太阳能寄予厚望。甚至，不惜以“金

安桥”水电站作为质押物，通过银行及

民间金融机构借贷，来实现“万物发电”

的梦想。

上述内部人士表示，在过去 6 年中，

每一次的科研实验就要花费 300 万人民

币，而汉能在海外拥有瑞国、美国、瑞

典四个科研团队，每年输血似的庞大资

金支撑，使汉能气喘如牛的同时，亦不

得不负重前行。

汉能旗下的金安桥水电站，因强大

现金流而著称，被称为汉能“印钞机”。 

一年发电 1 百亿千瓦时，有人说每天净赚

1 千万。虽然如此，其“印钞”能力还是

无法满足汉能在全球并购，及薄膜研发

的资金需求。

可查的材料显示，李河君将汉能薄

膜发电的股票作为抵押品，辽宁省锦州

银行给汉能集团提供了 80 亿元的信用额

度；2014 年 1 月，又取得中国民生银行

及另一个信贷财团总共不少于 200 亿元

人民币的贷款。

以上只是可以查到的数据。水平面

下有多少不明的借贷款尤未可知。

在股票价格成为公司贷款抵押品时，

资本市场连续暴跌，使汉能集团迅速陷

入危机。

2015 年 5 月是汉能的至暗时刻。汉

能薄膜发电在香港市场被境外势力恶意

做空，一天内暴跌 46%，使李君河损失

了 1 千亿财富，还有随之而来的暂停交易。

与汉能母公司关系密切的知情人士

曾表示：“这家太阳能面板制造商由于

上市子公司遭遇市场抛售，而无力偿还

银行贷款。”

金融单位不断发出通知要求追加保

证金，及外界股民的声讨，使李河君四

面楚歌，煎熬自知。

分析人士认为，汉能股价由 2014 年

11 月的 1.7 港元左右，逐渐上涨，持续到

2015 年 5 月的 7 港元以上。大部分的股

票升值是李河君自己积极购买实现的。

目的是为了放大融资杠杆，获得贷款。

为了拉升汉能股票价格，李河君成

为激进的投资者。同时使自己账面上的

财富累计达 1655 亿元，一度超越马云、

王健林，成为内地新晋“首富”。

而此次被境外势力恶意做空，也使

李河君从“新首富”变成了“新首负”，

财富缩水 50% 左右。

以上事件对汉能发展及融资影响是

深远的。

为多融资或偿还贷款，汉能被迫将金

安桥水电站的股权多次质押，司法纠纷不

断。

根据《界面》报道，汉能集团为金安

桥水电站的控股股东，曾持股 80% 价值

21.97 亿元。

2019 年 8 月，汉能持有的金安桥水电

站 51.36% 的股权遭拍卖，此后被撤回；

12 月 10 日，两笔共计 24% 的股权被拍卖，

因无人出价而流标；12 月 24 日，18 笔共

计 3.18 亿股股权份额遭拍卖，四川信托有

限公司以 4278 万元的报价获得其中一笔

股权，其他 17 笔均因无人出价而流标。

有人表示，汉能因贪大，对于企业自

身的融资能力过于自信造成了今天的尴尬

局面。

低效能的商业转化
有人质疑，汉能让万物发电，首先应

该给自己发电，输入或拥有强大内生动力，

才能无所不能。

造成今天这一局面的，还有薄膜发电

技术商业转化能力的因素。

汉能宣称让万物发电的薄膜太阳能，

不像当初金安桥水电站一样建好就可以实

现并网发电，使其拥有强大的现金流。

事实上，汉能也一直在努力进行商业

转化。

2014 年 2 月，汉能控股集团与山东淄

博政府合作的淄博汉能薄膜产业园开工建

设，占地 17 万平方米。

该产业园建成之后的 2017 年 11 月，

汉能控股旗下的汉能太阳能光伏科技公

司，以 11 亿元人民币的转让价，按 1:1 平

价，将该公司 57.52% 的股权转让给淄博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

司——东腾集团，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占比 33.33%，

汉能太阳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出资占比

9.15%。

目 前， 产 业 园 区 内 有 两 条 300MW

的薄膜太阳能生产路线，一条是美国的

工艺路线 Miasole，另外一条是德国的

Solibro。

按照计划，2019 年完成汉能的高端装

备原材料和设备的国产化，包括技术路线

的提升，并且，转化效率提高到 17%-18%

左右。

按照山东淄博汉能薄膜太阳能有限公

司的设想，以上两条工艺路线中，德国的

Solibro 产品美观细腻，具备转化率高、

发电成本低、光衰较弱等薄膜发电的优势，

芯片封装后的组片可以应用于绿色建筑、

绿色楼宇等多个户外场景，可作建筑发电

的 BIPV 薄膜太阳能玻璃幕墙等。

其次，美国的 Miasole 产品轻薄、安

装方便、产品多样化、性能稳定，多用于

移动场景，包括新能源车、背包、伞等，

只要加上这一组件都可以变成一个发电

体。

实际情况并没畅想那样美好和顺利。

早在 2015 年，汉能在德国的子公司

Solibro GmbH，就因订单量不足而缩短工

作时间及裁员。

   2019 年 8 月，Solibro 在德国申请

破产并进行程序处理。有人测算，该公司

在德国的年产能仅为 145MW。 

深究原因，薄膜发电属于微光发电，

需要很强的光照才能达到客户用电要求。

成本高于晶硅光伏，加上性能发电转换率

低，成为汉能薄膜前期拓展市场、商业转

换的两大硬伤，无法得到社会认可与普及。

在技术水平有所提升时，产能却无法

满足客户需求量。因为汉能近两年的财务

状况，已无充足的资金购买高端设备生产

线，造成了国内国外产能不足。

汉能市场管理混乱也是不可逃避的问

题。

从汉纸发电、军用与民用太阳能帐篷、

太阳能幕墙，到汽车太阳能等，作为消费

类商品，从军用到民用，虽然铺的市场面

很大，也显露出产品过于散乱，没有主打

拳头产品为企业形成一个稳定的收入来

源。

除此之外，各产品条线之间各自为

战，为争同一个客户，互打价格战已成

为汉能终端经营管理的硬伤。

迷途知返的汉能，开始收缩产品线，

只以薄膜太阳能汉墙及房顶汉瓦、道路

太阳能发电为主。

国家队出手拯救？
李河君与他的汉能还有翻盘的机会

吗？

如今的汉能集团，职工团队从最

初的 11000 人，被迫或主动离职，走了

7000 多人，惹来职工群体性讨薪。网上

流传，仅员工工资及赔偿金就高达 10 亿

多人民币，内部人士则猜测不止 15 亿人

民币。

人员安置是首位。如果有合作方进

来，或许首先就要拿出 15 亿左右的人民

币，支付工资与离职赔偿。

寄希望于国家队参与，以混合所有

制方式为其救火。但具体哪家企业或单

位，目前处于保密期。

今天的汉能还有多少资产可作为谈

判的砝码？

据了解，目前汉能除有近 2 万件的

专利外，还有一架 2012 年购买的湾流

550 公务机，经过 8 年的执飞，价值已从

当初年 3 亿多人民币，折旧为 1 亿元左右。

除此之外，就是山东淄博汉能薄膜

产业园区的土地与厂房、设备。

值得说明的是，被抵押 18 次的金安

桥水电站的现金流，目前已不属于汉能，

均被用来偿还债务。

2019 年 9 月，汉能集团对旗下汉能

公务航空公司发文，让其市场化经营，

不再专为汉能集团服务。

来自天眼查的资料显示，因为担心

受到汉能集团当下声誉影响，汉能公务

航空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变更为中

汉公务航空有限公司。目前，汉能集团

还欠中汉公务机公司 8000 万左右的托管

费。

在这样窘迫的现实面前，汉能希望

的混合所有制道路，或是艰难坎坷的。

甚至有人坦言“不太可能”。

如果双方或三方合作，作为央企或

事业机构的国家队，就要背负汉能债务。

而这些债务中，有明面上的金融机构贷

款，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数额不小的

社会融资机构借款。

仅暗贷的审查，对于国家队而言想

要通过就很难。

其次，11000 人的团队流失了 7000 人。

对于企业而言，员工离职或招聘都是成

本，大规模的招聘更是大成本。

汉能是否已到穷途末路？

在汉能集团内部会议上，李河君坚

信困难只是暂时的。

就像当年建设“金安桥水电站”，

突破重重关卡，最终完成建设实现并网

发电一样，汉能今天的危机也会过去的。

“有自信是好的。”上述人士说，

目前的窘境，不是个人主观意志，想解

决就会过去的坎儿，而是要根据企业客

观能力，现有可用资产、信誉及融资能

力所决定的。

有人评价，李河君身上有企业家显

著的特点，内心比较强大、很狂，觉得

什么事都能过去。

“除非找到活水，能有流动资金过来。

如果还像 2019 年一样就很难说了。”相

关人士如是表示。

本报记者 / 高金霞

作者 / 马华敏

日前，由三门峡市人民政府、中关

村中科创新创业教育基金会主办，三门

峡职业技术学院、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

学院、北京中科创大创业教育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及北京思源云教通科技有限公

司承办的第六届全球创新创业教育论坛

暨“新时代”智慧教育高峰论坛在三门

峡市天鹅湖国际大酒店召开。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职业技术教

育学会会长鲁昕，民进中央原副主席、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王佐书，河南省

教育厅厅长郑邦山，全国高等学校学生

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方伟，

全国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理事长

吴学敏，北京中科创大创业教育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总裁刘继军等出席论坛。

本届论坛聚焦高校的专业教育与创

新创业教育融合及信息技术赋能教育现

代化两个主题，鲁昕等 11 位领导、专家

学者围绕“专创融合促进教育创新、信

息技术赋能教育发展”进行权威解析，

共同探讨以创新创业教育为路径促进全

新教育教学模式改革、专业教育与创新

创业教育融合发展、构建符合新时代要

求的智慧教育体系等广大院校普遍关注

的前沿问题。论坛同时组织了“专创融

合促进教育创新”“将创新创业教育贯

彻人才培养全过程”校长圆桌对话，全

体与会嘉宾现场观摩了三门峡职业技术

学院双创项目成果展、校园双创文化及

双创课程成果展示、三门峡市众创空间

和孵化基地等。

第六届全球创新创业教育论坛
在三门峡市开幕

12 月 9 日，我院旅游管理专业与北

京东交民巷饭店举行现代学徒制拜师仪

式，学院常务副院长李久昌教授经济管

理学院院长齐天锋、北京东交民巷饭店

总经理宋占伟等出席仪式，2018 级旅游

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班的学徒双手敬茶、

鞠躬行礼，师傅再回礼，拜师仪式在庄

重、严肃的氛围中进行。此次拜师仪式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与北京东交民巷
饭店举行现代学徒制拜师仪式

意味着双方的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学

院将以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为契机，不

懈努力，孜孜探索校企深度合作方式，

逐步扩大现代学徒制合作领域，建设校

企互聘共用的师资队伍，完善试点运行

管理体系，更加精准定位人才培养方向，

努力打造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典范。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马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