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上接

D12

版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经股东会同意，阳光集团将其所持鑫辉太阳能

３．１４％

股权转让给江阴金瑞织染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后，

江阴瑞德贸易有限公司出资

５７

，

０００

万元，占鑫辉太阳能注册资本的

８９．０１％

；江阴金瑞织染有限公司出资

４

，

０４０

万元，占鑫辉

太阳能注册资本的

６．３１％

；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出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占鑫辉太阳能注册资本的

４．６８％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经股东会决议，鑫辉太阳能注册资本增加至

７５

，

７２０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１１

，

６８０

万元由江阴金瑞织染有限

公司分别以土地使用权及实物资产出资。 本次增资后，江阴瑞德贸易有限公司出资

５７

，

０００

万元，占鑫辉太阳能注册资本的

７５．２８％

；江阴金瑞织染有限公司出资

１５

，

７２０

万元，占鑫辉太阳能注册资本的

２０．７６％

；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出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３．９６％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经股东会决议，江阴瑞德贸易有限公司将持有的鑫辉太阳能

２６．２８％

的股权转让给海润光伏，江阴金瑞织

染有限公司将持有的鑫辉太阳能

２０．７６％

的股权转让给海润光伏， 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将持有的鑫辉太阳能

３．９６％

的股权转

让给海润光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股权转让完毕。 本次股权转让后，海润光伏持有鑫辉太阳能

５１％

的股权，江阴瑞德贸易有

限公司持有其

４９％

的股权。

（

３

）业务经营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鑫辉太阳能

５００ＭＷ

太阳能电池生产线和

２００ＭＷ

的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线已经达产。

（

４

）海润光伏于评估基准日后实施该项收购的背景及原因

以太阳能光伏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是国家、地方均大力提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鑫辉太阳能由江阴瑞德贸易公司等成立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实际于

２０１０

年下半年开始投入生产，陆续生产太阳能电池片和电池组件。 其股东并无在太阳能光伏行业的

经验，人才储备也相对薄弱。

２００９

年的业绩下滑，使海润光伏深深意识到向产业链下游即太阳能电池片和电池组件延伸的重要意义，并引进了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Ｉ ＪＩＮ

等一批在该领域具有丰富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高层次人才，并陆续设立了奥特斯维（太仓）和合肥海润等公司以进行

太阳能电池片和电池组件的生产。 因起步已经较国内外部分同行要晚，为迅速扩大规模，占领市场，做大品牌，海润光伏加快

新上生产线投产速度，但生产规模扩大速度依然有限，于是海润光伏开始寻找合作伙伴，由其提供技术指导和帮助，代为生产

电池片和电池组件。

在鑫辉太阳能开始投产之前，海润光伏与鑫辉太阳能开始接触，并就鑫辉太阳能为海润光伏代加工太阳能电池形成了一

致意见，双方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开始正式合作。

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始，海润光伏已经开始准备与申龙高科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如果此次重组成功，则上市公司（主要资产

和业务均为海润光伏的资产和业务）为避免单一客户交易过大，将很有可能减少与鑫辉太阳能之间的业务合作，因此鑫辉太

阳能股东愿意出让部分股份，以便获得与海润光伏的长期合作机会。海润光伏从早日扩大规模、做大做强品牌、控制产品质量

和生产成本的角度考虑，也有意收购鑫辉太阳能。

但是，鉴于鑫辉太阳能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方开始投产，业务加工等能力尚待检验，故在审计、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之前，海润光伏尚未对鑫辉太阳能进行收购，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底，有了三个月的成功运营记录，海润光伏才与鑫辉太阳能

的股东形成收购计划。

在此次收购之前，海润光伏曾向鑫辉太阳能销售硅片，鑫辉太阳能向海润光伏销售电池，但二者无关联关系，不形成关联

交易。

（

５

）海润光伏未来对鑫辉太阳能的定位

海润光伏以“为中国乃至世界提供清洁、廉价、便捷、安全的新能源”为使命，通过加大科研投入，扩大规模，不断提高太阳

能晶体硅电池的转化效率，降低其生产成本，使太阳能能源早日成为名副其实的清洁、廉价能源。海润光伏将集中自己在太阳

能晶体硅电池制造领域的科研优势，未来形成璜塘、新桥、太仓、合肥四大加工基地，四大加工基地将同时为客户提供高品质

的太阳能电池产品，鑫辉太阳能即为海润光伏新桥加工基地，为提升海润光伏的市场地位提供重要保证。

目前鑫辉太阳能为海润光伏的控股子公司，鑫辉太阳能与海润光伏之间的不能存在潜在纠纷和同业竞争，其与海润光伏

之间的交易为同一集团内部交易，在合并口径下，不构成关联交易。

５

、肖特海润

（

１

）基本情况

名 称 ： 肖特海润太阳能有限公司

住 所 ： 太仓港港口开发区滨江大道

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姜庆堂

注册资本 ：

２

，

５００

万美元

经营范围 ：

生产 、加工太阳能组件及相关产品 ，销售公司自产产品并开展相关配套服务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涉及配额 、许可管理商品的 ，按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 ）

（

２

）历史沿革情况

肖特海润为海润光伏与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的合资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其中海润光伏出资

１

，

２７５

万美元，持有

５１％

的股份，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出资

１

，

２２５

万美元，持有

４９％

的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苏州分

所出具了新联谊苏外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６８

号《验资报告》对出资情况进行了验证，出资到位，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肖特海润获得了

苏州市太仓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

３

）业务经营情况

肖特海润刚成立不久，未来主要加工太阳能电池组件，目前尚未投入生产。

６

、海润（德国）

（

１

）基本情况

名 称 ： 海润 （德国 ）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德国慕尼黑

中方负责人 ： 冯国梁

注册资本 ：

２．５

万欧元

经营范围 ： 从事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的进口和在德国当地销售 ；新能源的国际贸易

（

２

）历史沿革情况

海润（德国）为海润电力全资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编号为商境

外投资证第

３２００２００９０００３４

号，批准文号为苏境外投资［

２００９

］

０００２３

号。

（

３

）业务经营情况

海润（德国）目前主要从事太阳能电池组件的进口和在德国当地销售。

７

、海润（韩国）

（

１

）基本情况

名 称 ： 海润 （韩国 ）太阳能电力株式会社

注册地址 ： 韩国首尔

中方负责人 ： 任向东

注册资本 ：

１．１

亿韩元

经营范围 ： 从事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的进口和在韩国当地销售 ；新能源的国际贸易

（

２

）历史沿革情况

海润（韩国）为海润电力全资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编号为商境

外投资证第

３２００２００９０００３５

号，批准文号为苏境外投资［

２００９

］

０００２４

号。

（

３

）业务经营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该公司尚未运营。

８

、香港海润

（

１

）基本情况

名 称 ： 海润光伏有限公司 ，

ＨＡＲＥＯＮ ＳＯＬＡＲ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址 ：

ＵＮＩＴ Ａ

，

５ ／ Ｆ．

，

ＭＡＸ ＳＨＡＲＥ ＣＥＮＴＥＲ

，

３７３ ＫＩＮＧ

’

Ｓ ＲＤ

，

ＮＯＲＴＨ ＰＯＩＮＴ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唯一董事 ：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Ｉ ＪＩＮ

（杨怀进 ）

注册资本 ：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

业务性质 ： 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的销售 ，国外太阳能市场的开发和相关投资等

（

２

）历史沿革情况

香港海润为海润光伏之全资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在香港注册成立。

（

３

）业务经营情况

香港海润刚成立，目前尚未正式开展业务。

９

、泗阳瑞泰

（

１

）基本情况

名 称 ： 泗阳瑞泰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住 所 ： 泗阳经济开发区东区

法定代表人 ： 张永欣

注册资本 ：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太阳能碳化硅废浆料物理处理、销售 ，碳化硅废浆料收购

（

２

）历史沿革情况

泗阳瑞泰为海润光伏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并获得了宿迁市泗阳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

３

）业务经营情况

泗阳瑞泰刚成立不久，正处于生产设备调试和试生产阶段。

１０

、奥特斯维研发

（

１

）基本情况

名 称 ： 奥特斯维能源研发 （太仓 ）有限公司

住 所 ： 太仓港港口开发区滨江大道

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Ｉ ＪＩＮ

注册资本 ：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从事太阳能发电系统 、太阳能电池领域的新产品研发 、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服务 ，太阳能发电系统的销售 、安装施工及售后服务

（

２

）历史沿革情况

奥特斯维研发为奥特斯维（太仓）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并获得了苏州市太仓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

业执照。

（

３

）业务经营情况

奥特斯维研发刚成立不久，尚未投入生产。

六、海润光伏股权的权属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海润光伏股东持有的海润光伏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况，亦无诉

讼、仲裁等重大法律纠纷情形。

七、海润光伏资产权属及抵押和担保情况

（一）主要资产的抵押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海润光伏及其子公司的下列资产已设定抵押权：

序号 公司 资产

（

抵押物

）

权证编号 抵押权人

抵押金额

（

万元

）

１

海润光伏 存货 原值

５

，

８４０

万元的存货 中国工商银行江阴支行

３

，

５００．００

２

海润光伏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１０

，

９３２．５６

万元 中国工商银行江阴支行

７

，

５００．００

３

海润光伏 房屋建筑物

房权证澄字第

ｆｈｄ００００８６７

号

房权证澄字第

ｆｈｄ００００９００

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

行

５

，

０００．００

4

海润光伏 国有土地使用权 澄土国有

（

2008

）

第

6754

号

５

海润光伏 房屋建筑物

澄房权证江阴字第

ｆｑｙ０００３７５１

号

澄房权证江阴字第

ｆｑｙ０００３７５２

号

澄房权证江阴字第

ｆｑｙ０００３７５３

号

澄房权证江阴字第

ｆｑｙ０００３７５４

号

中国农业银行江阴市支行

５

，

０００．００

６

海润光伏 机器设备 原值为

１２

，

３４８．７８

万的机器设备 招商银行江阴支行

３

，

０００．００

７

海润光伏 机器设备 原值为

７

，

０９５．３３

万元的机器设备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

阴支行

４

，

４９９．００

８

海润光伏 国有土地使用权 澄土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６７５９

号

、

８４８５

号 中国农业银行江阴市支行

３

，

０００．００

９

海润电力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５

，

１００

万元 中国建设银行江阴支行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奥特斯维

（

太

仓

）

机器设备 原值

１９

，

３２６．２９

万元的机器设备 中国建设银行太仓支行

７

，

８００．００

１１

奥特斯维

（

太

仓

）

国有土地使用权 太国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８００７４７２

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仓支行

４

，

２００．００

１２

江苏太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１

，

１４５．４７

（

１７７．００

万美元

）

１３

奥特斯维

（

太

仓

）

国有土地使用权 太国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８００２７９２

号

（

其中

２５

，

７３３．３

平方米

）

交通银行太仓支行

６６０．００

合计

４８

，

３０４．４７

上述第

１

项和第

２

项中所列的抵押资产在本交易中解除抵押并过户尚未获得相关抵押权人的同意， 海润光伏已承诺在

本次交易的交割日之前偿还此两笔借款业务，并解除此两项资产上设定的抵押。

海润光伏所属资产权属清楚，除上述第

１

项和第

２

项中所列的抵押资产外，海润光伏所属其余已抵押资产的过户均获得

了相关抵押权人的同意函，申龙高科吸收合并海润光伏无法律障碍。

（二）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除对下属子公司的担保外，海润光伏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八、海润光伏负债和债务转移同意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海润光伏（母公司口径）负债总额为

３０７

，

３７９．４３

万元。

自海润光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股东大会决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通过后， 海润光伏及时通知了相关债权人本次重组的

相关事宜，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通过本公司在交易所进行了公告，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在《中国工商报》上刊登了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海润光伏的公开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已过，海润光伏未接到任何新增的要求其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海润光伏已经向全部金融债权人发函征求其对本次交易债务转移的同意，并全部获得了同意。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海润光伏（母公司口径）负债的详细情况及目前已获得的债权人对债务转移的同意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账面值

债权人同意函

金额 占比

银行借款

１９１

，

１９５．４９ １９１

，

１９５．４９ １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７９

，

０２９．００ ７９

，

０２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１５

，

６２４．５１

预收账款

１

，

５５４．３５

应付职工薪酬

１

，

１１７．３３

应交税费

３

，

１７３．０３

应付利息

３０１．１０

其他应付款

１５

，

３８４．６３

合计

３０７

，

３７９．４３ ２７０

，

２２４．４９ ８７．９１％

（一）金融债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海润光伏的金融债务及获得债权人同意函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金融债权人名称 银行贷款 票据承兑 债务合计

是否取得同意

函

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

１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７１９．００ ８

，

７１９．００

是

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

４

，

０００．００ － ４

，

０００．００

是

３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璜塘支行

６００．００ － ６００．００

是

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

４

，

４９９．００ － ４

，

４９９．００

是

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

１６

，

８８５．２７ － １６

，

８８５．２７

是

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市支行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是

７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

９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３１０．００ １０

，

３１０．００

是

８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行宫支行

１

，

０００．００ － １

，

０００．００

是

９

徽商银行合肥新站支行

（

鑫城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委托贷款

）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是

１０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

２

，

０００．００ － ２

，

０００．００

是

１１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

５

，

０００．００ － ５

，

０００．００

是

１２

中国进出口银行

１９

，

４１４．８０ － １９

，

４１４．８０

是

１３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汇利达付款融资业务

１９

，

３２０．５５ － １９

，

３２０．５５

是

１４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是

１５

南京银行江阴支行

－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是

１６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是

１７

光大银行无锡分行

５

，

４７５．８７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３

，

４７５．８７

是

１８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

－ ６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是

小计

１９１

，

１９５．４９ ７９

，

０２９．００ ２７０

，

２２４．４９

是

（二）非金融债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海润光伏的非金融债务金额为

３７

，

１５４．９４

万元，主要为经营性往来余额。 对于非金融债务，因金

额不大，且处于不断变化状态，海润光伏并未发函征求债权人的债务转移同意，但海润光伏已经履行了通知和公告义务，截至

本报告书签署日，海润光伏未接到要求其清偿或提供担保的要求。

本次交易完成后，海润光伏的全部债权债务将由本公司继承。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海润光伏已通知主要债权人，并已取

得主要债权人的同意函。 海润光伏已经发布了债权人公告，未接到要求其清偿或者提供担保的要求。 海润光伏的债权债务处

理合法，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九、海润光伏子公司股权转移情况

海润光伏直接持股的子公司海润电力、奥特斯维（太仓）、合肥海润、香港海润及泗阳瑞泰，均为海润光伏直接或间接

１００％

持股的子公司，不存在需要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况。

海润光伏持有鑫辉太阳能

５１％

的股权，持有鑫辉太阳能剩余

４９％

股权的江阴瑞德贸易有限公司已经出具承诺函，放弃优

先购买权。

海润光伏持有肖特海润

５１％

的股权，持有肖特海润剩余

４９％

股权的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已经出具承诺函，放弃优先购

买权。

海润光伏子公司股权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十、海润光伏职工安置情况

根据《吸收合并协议》约定，海润光伏现有全部员工将在吸收合并完成后转入存续公司，海润光伏职工代表大会已经决议

通过海润光伏全部人员由合并后的申龙高科承继和接受。

十一、海润光伏及其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海润光伏的历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担任职务 姓名 任职期间 备注

现任董

事 、高级

管理人

员

１

董事长 任向东

２００６．１．１

至今 九润管业实际控制人

２

董事 吴益善

２０１０．７．９

至今 紫金电子提名

３

董事 陈丽芬

２０１０．７．９

至今 紫金电子提名

４

董事 李延人

２０１０．７．９

至今 紫金电子提名

５

董事 、总经理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Ｉ ＪＩＮ ２０１０．１．８

至今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始为紫金电子一致行动人

６

董事 、副总经理 姜庆堂

２０１０．１．８

至今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Ｉ ＪＩＮ

提名

７

独立董事 朱黎辉

２００８．２．２

至今

８

独立董事 沈国泉

２００８．２．２

至今

９

独立董事 金曹鑫

２００８．２．２

至今

１０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陈浩

２００８．２．２

至今

１３

副总经理

ＸＩＮＧ ＧＵＯＱＩＡＮＧ ２０１０．１．８

至今

１４

副总经理 吴廷斌

２０１０．１．８

至今

１５

副总经理 张永欣

２０１０．１．８

至今

１６

副总经理 冯国梁

２０１０．１．８

至今

１７

副总经理

ＷＩＬＳＯＮ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ＰＡＵＬ

２０１０．１．８

至今

１８

副总经理 缪建平

２００８．２．２

至今 缪建平先生曾担任公司董事

２９

副总经理 刘炎先

２０１０．４．８

至今

２０

副总经理 郝东玲

２０１０．４．８

至今

２１

财务总监 周宜可

２０１０．１．２９

至今

２２

副总经理 林大成

２０１１．３．２０

至今

已 经 离

任 董 事 、

高 级 管

理人员

１

已离任董事 任中秋

２００６．１．１

至

２０１０．７．９

任向东父亲 ，退休

２

已离任董事 夏林晓

２００６．１．１

至

２００７．５．３１

香港新时代实际控制人

３

已离任董事 周润源

２００７．６．１

至

２０１０．１．８

升阳国际实际控制人

４

已离任董事 陆晓明

２００７．９．２０

至

２０１０．１．８

普大国际实际控制人 ， 自收购普大国际

后担任海润光伏董事

５

已离任董事 束德宝

２００７．９．２０

至

２０１０．１．８

良源投资提名

６

已离任董事 赵利

２０１０．１．８

至

２０１０．７．９

江阴盛诺提名

７

已离任董事 王纹

２０１０．１．８

至

２０１０．７．９

江阴润宁提名

８

已离任董事 缪建平

２００７．９．２０

至

２０１０．１．８

现任公司高管

９

已离任高管 陈文杰

２００６．１．１

至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１０

已离任高管 沈汉昌

２００６．１．１

至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１１

已离任高管 何勤忠

２００６．１．１

至

２０１０．１．８

１２

已离任高管 叶正贤

２００８．１１．２９

至

２００９．１．１９

１３

已离任高管 徐志群

２００８．１．１

至

２００８．１１．２９

１４

已离任高管 高烨

２００８．１．１

至

２０１０．１．８

注：上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以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为准，与上述人员进入及离开海润光伏的时间

不一定相同。

海润光伏的历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其所任职期间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

要求和规定。

海润光伏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未受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十二、海润光伏与晶澳太阳能之间的关系

海润光伏与晶澳太阳能不存在投资持股关系，双方在

２０１０

年及以前存在采购和销售业务往来，海润光伏现任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曾经在晶澳太阳能任职，并曾经持有晶澳太阳能的股份或者曾经被授予股份期权。海润光伏与晶澳太阳能之间的业

务合作协议均签署于

２００９

年之前，且在

２０１０

年已经履行完毕，

２０１０

年以来双方未签订新的采购销售协议。截至目前，海润光

伏历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再持有晶澳太阳能的股份或股份期权，详细情况如下：

（一）近

３

年海润光伏与晶澳太阳能及其关联企业的投资、业务往来情况

１

、近

３

年海润光伏与晶澳太阳能及其关联企业的投资情况

近

３

年来海润光伏未对晶澳太阳能及其关联企业进行投资，晶澳太阳能及其关联企业也未对海润光伏进行投资，双方不

存在关联关系。

２

、近

３

年海润光伏与晶澳太阳能及其关联企业的业务往来情况

近

３

年海润光伏与晶澳太阳能及其关联企业的业务往来情况如下：

交易方 交易类型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金额 （万元 ）

占交易总额

的比例 （

％

）

金额 （万元 ）

占交易总额

的比例 （

％

）

金额 （万元 ）

占交易总额

的比例 （

％

）

金额 （万元 ）

占交易总额

的比例 （

％

）

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及晶澳 （扬州 ）

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

－－ －－ ２．０４ －－ １２

，

６０８．３３ １１．６８ ５

，

８９４．１４ ３．４７

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及晶澳 （扬州 ）

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

－－ －－ ２

，

０７８．７５ １．４１ １１

，

４５６．００ １３．２０ １

，

８９７．２４ １．４５

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和晶澳（扬州）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为晶澳太阳能境内子公司，海润光伏与其在多晶硅原料采购、硅

片的销售等方面存在交易，相关交易均按照市场价格进行结算，自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Ｉ ＪＩＮ

等曾在晶澳太阳能任职的人员加入海润

光伏以来，双方业务逐步减少。

２０１０

年双方的交易是在

２００９

年已经签订的合同，在

２０１０

年得到执行。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６

月，双方

未发生任何交易。

（二）海润光伏历任股东、近

５

年来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晶澳太阳能及其关联企业投资和任职情况

海润光伏历任股东、近

５

年来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晶澳太阳能及其关联企业投资和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与海润光伏关系 名称

／

（姓名 ）

在晶澳太阳能及其关联企业任职 情

况

对晶澳太阳能及其关联企业投资情况

１

实际控制人 陆克平 无 无

２

大股东的股东 阳光集团 无 无

３

大股东 紫金电子 无 无

４

股东 九润管业 无 无

５

股东 润达轴承 无 无

６

股东 爱纳基投资 无 无

７

股东 升阳国际 无 无

８

股东 金石投资 无 无

９

股东 上海融高 无 无

１０

股东 、董事 、高管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Ｉ ＪＩ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担任晶澳

太 阳 能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担任晶澳太阳能首

席执行官

（

１

）

２００６

年持有晶澳太阳能

７２０

万股份 ，占其总股本的

５．２１％

；

（

２

）

２００７

年 持 有 晶 澳 太 阳 能

６３１．５

万 股 份 ， 占 其 总 股 本 的

４．０９％

；

（

３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持有晶澳太阳能

６

，

５８１

，

８５７

股 ，占

其总股本

３．９１％

；

（

４

）

２００９

年将所持有的晶澳太阳能股份全部出售 ，年底不持有

晶澳太阳能股份 。

（

５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晶澳太阳能授予

４２

万股期权，行权价

６．２７

美

元，可行权日为

２００８

至

２０１１

年每年

４

月

３

日 ，每年

１０５

，

０００

股 。 因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离职 ，

２１

万股未到行权日的期权自 动 取 消 ，其

余

２１

万可行权期权在离职前尚未行权 ，离职后自动取消 。

１１

股东

ＷＵ ＴＩＮＧ ＴＩＮＧ

无 无

１２

股东 、董事 、高管 姜庆堂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担 任 晶

澳太阳能资深运营副总裁 、首席技术

官

（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被授予

３０

，

０００

股受限股票 ，可行权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

５０％

）和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

５０％

），

２０１０

年期间全部在纳斯达克二级

市场出售。

（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被授予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期权 ，行权价

１２．４２

美元

／

股 ，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到期 ，由于期权行权价过高 ，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全部交

给公司。

（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被授予

５４０

，

０００

股期权 ，行权价

２．３８

美元

／

股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可行权

１０８

，

０００

股 （

２０％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在纳斯达

克二级市场出售

１０８

，

０００

股 。 剩余的

３９６

，

０００

股期权因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离开晶澳而放弃 。

１３

股东 、高管

ＸＩＮＧ ＧＵＯＱＩＡＮＧ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担 任 晶

澳太阳能资深技术总监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授予

１５

万股期权 ，行权价格为

２．３８

美元

／

股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从晶澳太阳能离职 ，尚未行权并自动放弃 。

１４

股东 、高管 陈浩 无 无

１５

股东 、高管 吴廷斌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先 后 担

任晶澳太阳能工艺部经理 ， 高 级 经

理 ，扬州基地副总经理等职

（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授予

３０

，

０００

股期权 ，行权价

１８．７９

美元

／

股 ，可 行

权日为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每年

１１

月

５

日 ，每次

７

，

５００

股 。因行权价

格过高 ，

２００８

年可行权时并未行权 ， 其尚未可行权的期权因

２００９

年离职而取消 。

（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授予

３０

，

０００

股期权 ，行权价

２．３８

美元

／

股 ，可

行权日为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２

年每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 可行权股份分别为

６０００

股 ，

７５００

股 ，

７５００

股，

９０００

股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离职时 ，上述期

权均未达到可行权条件 ，因离职而取消 。

１６

股东 、高管 张永欣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担任晶

澳太阳能东海基地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授予期权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行权价

６．７１

美元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行权

２５

，

０００

股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全部售出 。

其余

７５

，

０００

股期权因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离职而自动放弃 。

１７

股东 、高管 冯国梁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担 任 晶

澳太阳能市场营销总监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

日授予

６

万股期权 ， 行权价格为

６．２７

元

／

股 ， 其 中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

日可行权

１５０００

股 ，

２００８

年向晶澳太阳能行权并获

得现金 ，剩余期权因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离职而取消 。

１８

股东 、高管

ＷＩＬＳＯＮ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ＰＡＵＬ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担 任 晶

澳太阳能营销副总裁

（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被授予

６０

万股期权 ，行权价为

１２．４２

美元

／

股 ，其中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可行权

１５

万股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可行权

１５

万股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可行权

１５

万股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可行权

１５

万股 。

２００８

年因行权价

高于股票市场价 ，放弃行权 ，并且将

６０

万股期权全部交给公司 。

（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被授予

２７

万股期权 ，每股行权价格为

２．３８

美

元。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可行权

５４

，

０００

股 （

２０％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通过

一家代理机构将上述期权在二级市场出售 。 剩余

２１６

，

０００

股期权

因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离职而取消 。

１９

股东 、高管 、已离任董事 缪建平 无 无

２０

股东 、高管 刘炎先 无 无

２１

股东 、高管 郝东玲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担 任 晶

澳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采购部高 级

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担

任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河北 基

地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被授予

１５０００

股期权 ，行权价格为

２．３８

美元

／

每

股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从晶澳太阳能离职 ，尚未行权并自动放弃 。

２２

股东 、高管 周宜可 无 无

２３

董事 任向东 无 无

２４

董事 吴益善 无 无

２５

董事 陈丽芬 无 无

２６

董事 李延人 无 无

２７

独立董事 朱黎辉 无 无

２８

独立董事 沈国泉 无 无

２９

独立董事 金曹鑫 无 无

３０

高管 林大成 无 无

３１

已退出股东 香港金时代 无 无

３２

已退出股东 江阴盛诺 无 无

３３

已退出股东 江阴润宁 无 无

３４

已退出股东 良源投资 无 无

３５

已退出股东 普大国际 无 无

３６

已离任董事 任中秋 无 无

３７

已离任董事 夏林晓 无 无

３８

已离任董事 周润源 无 无

３９

已离任董事 陆晓明 无 无

４０

已离任董事 束德宝 无 无

４１

已离任董事 赵利 无 无

４２

已离任董事 王纹 无 无

４３

已离任高管 叶正贤 无 无

４４

已离任高管 陈文杰 无 无

４５

已离任高管 沈汉昌 无 无

４６

已离任高管 何勤忠 无 无

４７

已离任高管 徐志群 无 无

４８

已离任高管 高烨 无 无

（三）海润光伏与晶澳太阳能是否存在潜在纠纷、同业竞争关系及关联交易

１

、如上文所述，海润光伏与晶澳太阳能曾经存在业务往来，海润光伏现任高级管理人员中有部分人员曾经在晶澳太阳能

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在此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从晶澳太阳能离职后

１２

个月

内，海润光伏与晶澳太阳能构成关联方。

海润光伏的高级管理人员中，曾在晶澳太阳能担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以前就已经离开晶澳太阳能，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以后海润光伏与晶澳太阳能不再构成关联关系，海润光伏与晶澳太阳能及其

子公司的关联交易也将消失。

２

、尽管海润光伏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曾经在晶澳太阳能任职，并曾持有少部分股份，但是目前此部分管理人员均已经从晶

澳太阳能离职

１２

月以上，并不再持有晶澳太阳能股份；海润光伏及其他未曾在晶澳太阳能任职的股东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均未对晶澳太阳能投资，晶澳太阳能也未曾向海润光伏投资，双方不存在除高管先后任职外其他关联关系。

海润光伏和晶澳太阳能均为太阳能光伏企业，且主要产品均为太阳能电池和组件，为同一行业公司，但是从晶澳太阳能

离职高管对晶澳太阳能、海润光伏均未形成控股关系，同时现高管已从晶澳太阳能离职逾

１

年，因此并不构成同业竞争。

３

、海润光伏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曾经在晶澳太阳能任职，该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离开晶澳太阳能时均履行了相关的审批手

续，晶澳太阳能出具了该部分管理人员的离职证明，该部分管理人员也作出了承诺，与晶澳太阳能不存在潜在纠纷、诉讼及仲

裁事项。

综上，海润光伏与晶澳太阳能不存在潜在纠纷和同业竞争。 双方曾经有过业务往来，并因为高管任职的原因而构成关联

交易，但是高管从晶澳太阳能离职已经超过

１２

个月，且所有签订的协议均已经履行完毕，无新增合同，双方未来不会发生关

联交易。

十三、海润光伏近三年股权交易及定价情况

海润光伏股权最近三年交易及定价情况如下：

序号 时间 交易情况 价格 定价基准

１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良源投资将其持有的海润光伏股份

３

，

３５５

万股转让给

九润管业 ； 九润管业将其所持有的海润光伏股份

１４

，

０００

万股转让给江阴盛诺； 升阳国际将其所持有的海

润光伏

１５

，

１０７

万股转让给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Ｉ ＪＩＮ

（杨怀进 ）

良源投资转让价 ：

２．３８

元

／

股 ；

九润管业转让价 ：

１．４

元

／

股 ；

升阳国际转让价 ：

１．４

元

／

股

良源投资本次转让价格为其

２００７

年从九润管 业 受

让海润光伏股权的价格 ；

九润管业及升阳国际转让海润光伏股权的定价

依据是

２００８

年底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１．３５

元

／

股为

参考 ，由双方协商定价为

１．４

元

／

股 。

２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江阴盛诺 、 江阴润宁和普大国际分别将其持有的海润

光伏股权总计

４１

，

７３０

万股转让予紫金电子 ；九润管业

将其持有的海润光伏

４．２２％

的股权 ， 总计

５

，

２３２

万股

转让予姜庆堂等十一名海润光伏高管

紫 金 电 子 受 让 股 权 价 格 ：

１．５３６

元

／

股；

姜庆堂等

１１

名高管受让价 ：

起初为

０．０００５

元

／

股 ， 后修 改 为

１．５３６

元

／

股

紫金电子受让海润光伏股权的定价是以评估机构对

海润光伏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的每股净资产评

估值

１．５３

元作为定价依据 ；

姜庆堂等

１１

名高管受让价格起初为象 征 性 价

格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姜庆堂等十一名高管与九润管

业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对此次股权

转让的价格进行了补充修改 ， 修改后的股权转让价

格与此次紫金电子受让股份的价格相同 ， 为

１．５３６

元

／

股。

３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申龙高科向海润光伏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海润

光伏

１．８８

元

／

股

本次交易定价是以评估机 构 对海 润 光 伏 截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止的每股净资产评估值

１．８８

元作为定

价依据

上述每次交易的评估值及定价，与交易时海润光伏净资产相比增值幅度均较小，姜庆堂等

１１

名高管受让股份的本质是

公司股东对高管的股份赠送，其交易价格并不是公允价格，后来双方已经签订补充协议将价格修订至

１．５３６

元

／

股，高管人员

已经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将剩余款项

８

，

０３３．７４

万元支付予九润管业。

十四、海润光伏重大合同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 海润光伏已经就产品销售与国际国内知名客户如国电光伏 （江苏） 有限公司、

ＭＡＧＥ ＳＯＬＡＲ Ｇｍｂｈ

、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

ＢＰ Ｓｏｌａｒ

等达成协议，已经签订的电池片销售合同

１

，

００３ＭＷ

，其中

２０１１

年

６２３ＭＷ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０ＭＷ

，

２０１３

年

１８０ＭＷ

，

２０１１

年电池组件销售合同

４１０ＭＷ

。 基于以上签订的销售合同，海润光伏在稳健经营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了产品

扩能，尽管如此，

２０１１

年的生产依然处于超负荷状态，同时需要动用安全库存、提高工艺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才能满足对上述客

户的供应。

同时，为确保原材料之供应，海润光伏及子公司也与

ＲＥＣ Ｓｏｌａｒ Ｇｒａｄｅ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ＬＬＣ

、

Ｓｕ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

Ｗａｃｋｅｒ Ｃｈｅｍｉｅ ＡＧ

及苏州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等国际国内知名的多晶硅及硅片供应商签订了原材料供应合同。

十五、海润光伏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一）海润光伏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海润光伏是一家专门从事太阳能电池用单晶硅棒

／

片、多晶硅锭

／

片、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中外合资

股份制企业。 海润光伏创建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经过多年发展现已形成单晶硅棒、多晶硅锭铸造———硅片切割———电池片———电

池组件研发及生产、销售的一体化光伏产业链，是目前我国最大的晶硅太阳能电池生产企业之一，是入围国家“金太阳和太阳

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工程”的三家晶体硅光伏组件供应商之一，也是我国第二批光伏并网发电特许权招标电站光伏组件供应

商之一。

海润光伏以低成本生产高品质、高效率的太阳能电池在业界享有盛誉，根据国家太阳能光伏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

的检验报告，目前其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可达

１９．０４％

，实际量产的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片转换效率达到

１８．４％

，多晶硅太阳能

电池片转换效率达到

１６．８％

，在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海润光伏已具有年产硅片

１．５

亿片（约合

４８０ＭＷ

），电

池片

５８０ＭＷ

，电池组件

１５０ＭＷ

的生产能力。 未来海润光伏仍将突出其在电池片领域的研发及生产优势，积极扩大电池片生

产规模，逐步扩大电池组件的生产规模。

在

２０１０

年电池片生产线投产以前，海润光伏的主要业务为生产和销售单晶硅片及多晶硅片，以及少量外购电池片加工

成电池组件并对外销售。 随着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以来电池片生产线的陆续投产，海润光伏的主要生产经营模式为海润光伏母公司

生产单晶硅片及多晶硅片，其中一部分直接对外销售，一部分由子公司将硅片加工成电池片，其中一部分直接对外销售，一部

分再加工成电池组件后对外销售。

２０１０

年海润光伏全年生产硅片

１．２

亿片（约合

３８５ＭＷ

），电池片

１５５ＭＷ

，电池组件

９５ＭＷ

；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６

月，海润光伏生

产硅片

７

，

１４８

万片（约合

２３５ＭＷ

），电池片

４１８ＭＷ

（含用于加工成电池组件的部分），电池组件

１５１ＭＷ

，并实现对外销售电池

片约

２００ＭＷ

，电池组件约

１４５ＭＷ

，营业收入合计

３３．５５

亿元。

海润光伏

２００８

年实现净利润

２．１１

亿元，

２００９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净利润下降至约

０．２６

亿元；受益于市场回暖、产业

链的拓展以及新产能的释放，

２０１０

年实现净利润

３．８２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６

月实现净利润

２．３１

亿元，预计全年实现净利润

４．９９

亿元。

（二）海润光伏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公证天业出具的审计报告，海润光伏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合并的财务指标如下：

１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１７

，

３３８．８４ ５６２

，

００１．３３ １９５

，

１３６．９８ １６０

，

７６１．４８

负债总额

５３３

，

０６８．２７ ３０８

，

５８０．０１ ８７

，

５８１．７１ ７８

，

２５０．４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２３８

，

６０５．８８ ２１５

，

５７３．８２ １０７

，

５５５．２７ ８２

，

５１１．００

２

、经营成果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３５

，

４７３．１１ ３３８

，

０１８．９９ １０７

，

９２１．５６ １６９

，

６８４．１７

营业利润

２５

，

０５０．６９ ４７

，

８７７．２４ １

，

０３７．７２ ２３

，

１９２．６２

利润总额

２７

，

３５７．４３ ４５

，

７２９．９２ ２

，

８０７．２６ ２３

，

２７９．６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３

，

０７２．３２ ３８

，

２０５．７１ ２

，

６４２．６８ ２１

，

１１７．９６

３

、现金流量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６

，

９８７．３５ ４９

，

７３２．６６ ６

，

００９．５３ １５

，

９５６．４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６２

，

７４４．２６ －１１０

，

１１９．０４ －２５

，

９７８．６８ －４７

，

１８９．１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３

，

０５０．７９ １５０

，

０２１．５７ ２１

，

１２１．８１ ２１

，

１８３．９８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５６

，

０１７．２２ ８９

，

６０２．８７ １

，

１５２．６６ －１０

，

０４８．７４

十六、海润光伏资产评估情况

（一）海润光伏全部股东权益评估结果

根据北方亚事出具的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海润光伏的股东全部权益分别采用成本法和收益

法进行评估，最终确定以成本法评估值作为最终的评估结果。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海润光伏全部股东权益按成本法评估

价值为

２３３

，

５１１．１１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９．８４％

；按收益法评估价值为

４９８

，

５６６．５５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１３４．５１％

。 成本法评估结

果与收益法评估结果相差

２６５

，

０５５．４４

万元。

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本次评估最终以成本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海润光伏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

值为

２３３

，

５１１．１１

万元。

（二）成本法评估结果

在持续经营前提下，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３５０

，

６８５．６７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３８

，

０８７．９７

万元， 净资产为

２１２

，

５９７．７１

万元； 评估后资产总额为

３７１

，

５９９．０８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１３８

，

０８７．９７

万元， 净资产价值为

２３３

，

５１１．１１

万元，评估增值

２０

，

９１３．４１

万元，增值率为

９．８４％

。 详细内容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１３５

，

４０８．３４ １３５

，

９７５．７２ ５６７．３８ ０．４２

非流动资产

２１５

，

２７７．３３ ２３５

，

６２３．３６ ２０

，

３４６．０３ ９．４５

其中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１１

，

７６０．００ １１５

，

９９３．８６ ４

，

２３３．８６ ３．７９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８９

，

７３９．４２ １０５

，

０４８．６７ １５

，

３０９．２４ １７．０６

在建工程

７

，

５１９．８８ ７

，

５１９．８８ ０．００ ０．００

无形资产

４

，

７２３．２３ ７

，

０１７．４３ ２

，

２９４．２０ ４８．５７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

，

５３４．８０ ４３．５３ －１

，

４９１．２７ －９７．１６

资产合计

３５０

，

６８５．６７ ３７１

，

５９９．０８ ２０

，

９１３．４１ ５．９６

流动负债

８９

，

４８７．９７ ８９

，

４８７．９７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４８

，

６００．００ ４８

，

６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１３８

，

０８７．９７ １３８

，

０８７．９７ ０．００ ０．００

净 资 产

２１２

，

５９７．７１ ２３３

，

５１１．１１ ２０

，

９１３．４１ ９．８４

（三）成本法的评估方法说明

１

、流动资产评估说明

流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它应收款、存货，评估人员根据各项资产的具体情况，采取了

相应的现场清查办法和评估方法，现将其简述如下：

（

１

）货币资金的评估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货币资金为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

现金按照现场工作时现金的存放地点进行核实，由企业出纳员全额盘点，财务负责人与评估人员同时在现场监盘。之后，

核对由出纳员提供的现金日记账，数字相符后，由出纳员填写从基准日到清查盘点日之间账目记录的借贷方数据，进行推算。

评估人员进行复核，确认与评估基准日申报数额是否一致，按核实推算后的评估基准日企业实际现存的现金额作为评估值。

对于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评估人员采用不同币种分别计算的方法，按照海润光伏开户行提供的银行对账单或收到

的询证函，对公司拥有的不同币种的银行存款余额进行核实，对于银行对账单与公司银行存款日记账之间存在的未达账项，

在逐笔了解核实的情况下，由公司财务人员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在确定了公司财务账户与开户银行账户两者金额调整

一致的情况下，最终按照公司财务账户余额确定银行存款评估值。

（

２

）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的评估，评估人员通过查询企业的历史资料，了解应收票据形成的具体情况，重点分析应收票据数额、出票日

期、到期日期、欠款原因及出票人资信状况等情况。 在核实基础上，履行了必要的询证和替代程序进行清查，以账实核对相符

后，估计可收回的金额确定评估值。

（

３

）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应收款项的评估，评估人员首先查询了企业的历史资料，调查了应收款项形成的具体情况，重点分析了欠款数额、欠款时

间、欠款原因、欠款清理情况以及欠款单位资信状况等情况。应收款项账目的核实以发放询证函、核对公司间的往来款项及相

关的合同、协议方式为主。 在账目核实了解基础上，根据了解和搜集到的欠款单位近期还款情况、企业资信、是否具备还款能

力，对公司已经计提的坏账准备评估为零，以账实核对相符后估计可收回的金额确定评估值。

（

４

）预付账款

预付账款的评估，评估人员首先查询了企业的历史资料，了解预付账款形成的原因，并与账务记录和会计报表进行核对，

确认该项业务的真实性。 以调整后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

５

）存货

评估人员首先了解存货的基本情况，纳入评估范围的存货包括原材料、周转材料、委托加工物资、在产品和产成品。 根据

海润光伏提供的存货清单及报表，在了解存货的构成、分布和管理状况后，评估人员对海润光伏的存货进行了抽查盘点。

①

原材料

对原材料的核查主要采用

Ａ

、

Ｂ

、

Ｃ

法进行盘点，即对价值量大的原材料进行重点核查、逐项进行盘点；对价值量小的原材

料进行抽查盘点；抽查盘点数量与金额分别占该类存货的

４０％

和

６０％

以上。 在盘点过程中，评估人员对其品质予以关注。

经履行盘点、核实等评估程序，以清查核实后的实际数量乘于市场购置单价确定评估值。 已计提的原材料减值准备评估

为零。

②

周转材料

对周转材料的核查采用

Ａ

、

Ｂ

、

Ｃ

法进行盘点，抽查盘点数量与金额分别占该类存货的

４０％

和

６０％

以上。 盘点过程中，评估

人员对其品质予以关注，未发现存在毁损、残次的情况。 经履行盘点、核实等评估程序，评估人员认为周转材料的账面成本与

市场购置成本比较接近，账面单价基本反映了其市场价格，故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③

委托加工物资

评估人员履行必要的评估程序， 在查阅了委托加工物资明细分类账的基础上， 逐笔核实了加工合同及相关的付款凭证

等。 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④

在产品

评估人员实地了解了产品成本核算方法，考察产品的生产工艺过程，认为在产品账面值能够真实地反映在产品的实际成

本，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⑤

产成品

评估人员实地了解了海润光伏产成品核算方法，现场勘察产品的生产工艺过程，并收集相关资料。 对产成品的核查采用

Ａ

、

Ｂ

、

Ｃ

法进行盘点，即对价值量大的产成品进行重点核查、逐项进行盘点；对价值量小的产成品进行抽查盘点，抽查盘点数量

与金额分别占该类存货的

４０％

和

６０％

以上。 在盘点过程中，评估人员对其品质予以关注。 对产成品的评估方法具体如下：

对正常销售的产品，根据其不含税出厂销售价格减去销售费用、全部税金和适当数额的税后净利润确定评估值；对长期

呆滞积压的产品，根据其可变现价值确定评估值。 已计提的产成品跌价准备评估为零。

２

、长期投资

海润光伏的长期投资为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共四家，为公司对江阴海润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泗阳瑞泰光伏材料有限

公司和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１

，

１１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其具体情况如下：

（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对江阴海润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投资比例为

１００％

。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对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账面金额为

３８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投资比例为

９５％

。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对泗阳瑞泰光伏材料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投资比例为

１００％

。

（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对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投资比例为

１００％

。

对于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首先通过查阅长期股权投资协议、被投资企业的验资报告、被投资企业的章程等核实长期投

资的真实性，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各项长期投资项目的特点分别采用相应的方法进行评估，其中：

①

江阴海润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润电力”）的长期股权投资。

海润电力的主营业务是单晶硅及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研发、制造、加工和销售，产品为单晶硅太阳能电池芯片、多晶

硅太阳能电池芯片以及单晶硅和多晶硅的太阳能电池组件。由于该公司已经经营多年且能够对未来收益进行合理预测，依据

评估准则， 本次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对其进行整体评估， 然后以确定后评估价值乘以海润光伏的持股比例确定股权投资价

值。

②

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特斯维（太仓）”）的长期股权投资。

奥特斯维（太仓）的主营业务为生产、加工、销售太阳能电池组件。 虽然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但经过近半年多的生

产经营，企业投入基本到位，因此能够对企业未来收益进行合理预测。依据评估准则，本次评估分别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对其

进行整体评估，然后以评估后确定的评估价值乘以海润光伏的持股比例确定长期股权投资价值。

③

泗阳瑞泰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泗阳瑞泰”）的长期股权投资。

泗阳瑞泰的主营业务为太阳能碳化硅废浆料物理处理、销售；碳化硅废浆料收购。 由于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刚刚成立，目

前尚处于筹建期，企业未来经营收益和风险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考虑到成本法能够真实反映该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权益价

值，因此评估中仅采用成本法进行了整体评估，然后以评估后的净资产乘以海润光伏的持股比例确定股权投资价值。

④

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海润”）的长期股权投资。

合肥海润的主营业务为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的研究、开发、制造、加工、销售。 由于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刚刚成立，目前尚处于筹建期，企业未来经营收益和风险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考虑到成本法能够真实反映该公

司于评估基准日的权益价值，因此评估中仅采用成本法对其进行整体评估，然后以评估后的净资产乘以海润光伏的持股比例

确定股权投资价值。

３

、固定资产

列入评估范围内的固定资产包括建筑物、设备、在建工程等。

（

１

）建筑物的评估

对建筑物主要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即

建筑物评估价值

＝

重置成本

×

综合成新率

①

重置成本的确定

重置成本由以下部分组成：工程综合造价、前期工程费用、配套规费、建设管理费用和资金成本等。依据工程决算、预算指

标及建筑安装工程定额等资料，确定建筑安装工程量并计算定额基价，然后按现行的建筑安装工程造价计算程序及评估基准

日的价格标准计算该建筑物的工程综合造价。 再以工程综合造价为基础确定其它费用，公式如下：

重置成本

＝

工程综合造价

＋

前期费用

＋

配套规费

＋

建设单位管理费

＋

资金成本

②

成新率的确定：

成新率是评估对象的现行价值与其全新状态重置价值的比率。

对于主要的、结构较复杂建筑物的成新率确定采用打分法，分别对委估建筑物的基础工程、结构工程、装饰工程，由评估

人员现场打分，按不同部分的权重计算出成新率。

对于一般的、结构相近的、数量较多建筑物的成新率确定采用使用年限法，分别按委估建筑物的已使用年限和尚可使用

年限计算出成新率。

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综合成新率由年限成新率和观察成新率（打分法）加权平均而得。

即：综合成新率

＝

年限成新率

×

权重

＋

观察成新率

×

权重

年限成新率由年限法确定，公式为：

年限成新率

＝

建筑物尚可使用年限

／

（建筑物尚可使用年限

＋

建筑物已使用年限）

或：

年限成新率

＝

建筑物尚可使用年限

／

（建筑总使用年限）

（

２

）设备的评估

评估人员根据企业提供的机器设备、车辆、电子设备清查评估明细表，进行现场勘察，重点抽查，核对账、物相符情况，查

阅设备采购、运行等资料，向有关人员收集评估资料，检查核实被评估的机器设备、车辆和电子设备的基础资料，并对主要设

备的技术状况进行了解。

对设备的评估主要采用成本法， 成本法是指评估资产时按被评估资产的现时重置成本扣除各项损耗价值后确定被评估

资产价值的方法。 成本法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委估资产评估值

＝

重置成本

×

成新率

①

重置成本的确定

评估中采用的重置成本为更新重置成本。更新重置成本是指利用新型材料，并根据现代标准、设计及格式，以现时价格生

产或购置具有同等功能的全新资产所需的成本，重置成本包括：设备购置款、运杂费、保险费、安装调试费（对于自行研究、设

计、开发、安装调试的专用设备，考虑其周期较长以及成本相对较高，在评估中已考虑其资金占用成本）。

依据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５３８

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５０

号）的有关规定，评估中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购置设备的设备购置款中不包

含增值税；对于车辆的购置价格，缴纳消费税的车辆，购置价中包含增值税，不缴纳消费税的车辆，购置价中不包含增值税。

设备购置价的确定：购置价主要依据产品报价手册或参考设备最新市场成交价格予以确定。

对于已超期服役，市场上确实已无该型号产品的设备，采用近似设备对比法确认重置全价。

部分使用年期较长的电子设备直接以市场二手设备价格进行评估。

待报废设备根据该设备的可变现价值确定评估值。

此次评估中对车辆评估的重置成本主要考虑下述因素：

Ａ．

车价：现行市场价格（含增值税）；

Ｂ．

车辆购置附加税：车价

／

（

１＋１７％

）

×１０％

；

Ｃ．

其它费用。

重置成本

＝

车价

＋

购置附加税

＋

其它费用

②

成新率的确定

成新率是评估对象的现行价值与其全新状态重置价值的比率。 这里所指的是综合成新率。

综合成新率由年限成新率和观察成新率加权平均而得。

即：综合成新率

＝

年限成新率

×４０％＋

观察成新率

×６０％

年限成新率由年限法确定，公式为：

年限成新率

＝

设备尚可使用年限

／

（设备尚可使用年限

＋

设备已使用年限）

或：年限成新率

＝

设备尚可使用年限

／

（设备总使用年限）

其中：设备尚可使用年限

＝

总使用年限

－

设备已经使用的年限

观察成新率由观察法（又称打分法）确定：即由具有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的评估人员与现场的专业技术人员对委估资产

的实体各主要部位进行技术鉴定，考察和分析资产的实体损耗情况，同时结合设备的维修、保养、使用状况情况，综合考虑后

确定被评估资产的成新率。

原则上，对于基本上能正常使用的资产，成新率不低于

１５％

。

对运输车辆，根据根国家经贸委等

４

部委《关于调整汽车报废标准若干规定的通知》，按报废年限和报废行驶公里数计算

车辆的成新率，按孰低的原则确定成新率。

其中：

车辆年限成新率

＝

（尚可使用年限

／

规定使用年限）

×１００％

尚可使用年限

＝

规定使用年限

－

已经使用的年限

车辆行驶里程成新率

＝

（尚可行驶公里数

／

规定行驶公里数）

×１００％

尚可行驶公里数

＝

国家规定汽车行驶的总公里数

－

已经行驶的公里数

（

３

）在建工程的评估

在建工程包括土建工程和设备安装工程，均为尚未完工的土建、设备安装工程。

评估人员查看了在建工程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购置合同等，并核实了付款进度，确定在建工程与现有固定资产没有重

复。 考虑到在建工程尚在建设中，账面值基本反映了评估基准日重新购建该在建工程已完成工作量的全部成本费用，以核实

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４

、无形资产的评估

无形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无形资产和其它无形资产两部分。

（

１

）土地使用权无形资产

委估土地使用权是海润光伏通过出让方式获得的三宗土地，土地面积合计为

１７６

，

８０３．４０

平方米。

其中：宗地一，根据澄土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６７５４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委估宗地位于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环北路北

侧，土地面积为

５１

，

２７２．７０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实际开发程度：宗地外五通，宗地内六通及场地平整。

宗地二，根据澄土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６７５９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委估宗地位于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环北路北，土地面

积为

３３

，

３３６．７０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实际开发程度：宗地外五通，宗地内六通及场地平整。

宗地三，根据澄土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８４８５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委估宗地位于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环北路北侧，土地

面积为

９２

，

１９４．００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实际开发程度：宗地外五通，局部达到六通及场地平整。

本次评估中，因我公司单独委托了山东北方资产评估不动产估价有限公司进行土地使用权无形资产的评估，山东北方资

产评估不动产估价有限公司分别采用成本逼近法及市场比较法对委估宗地进行了评估，本评估报告是引用了该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出具的鲁北（

２０１０

）（估）字第

０１３

号《土地估价报告》中的土地估价数值。

（

２

）其他无形资产

其他无形资产为公司经营而需要购买的

２

项发明专利和

３

套管理应用软件。

评估人员核实了相关专利转让合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和管理软件的购买合同，并查看了专利证书和变更手续，关注委

估无形资产的产权状况；尽量了解管理软件的运行情况和基本用途；与相关技术负责人座谈了解并实地考查委估专利的技术

领域和应用情况。考虑到上述资产的使用期限较短、技术更新比较快，且购置时间较短市场价值变化不大，以核实后的账面值

确认评估价值。

５

、长期待摊费用的评估

长期待摊费用为房屋建筑物的土建、安装、装饰等工程改造费用。 根据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是否还能够给被评估企业带来

价值，且与其它评估对象不存在重复状况等确定评估值。

６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评估

递延所得税资产为计提坏账准备和存货减值准备对所得税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根据实际发生的坏账和存货减值

确定评估值。

７

、负债的评估

纳入评估范围的负债包括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其中流动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

薪酬、应交税费、应付利息、其他应付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仅为长期借款。

对于负债的评估，评估人员首先查询了企业的历史资料，调查负债形成的具体情况，重点分析欠款数额、欠款时间、欠款

原因、欠款清理等情况，在核实了解基础上，对负债科目中金额较大的款项进行抽查核实并发放询证函，抽查核实主要通过核

实项目的往来款项和相关的合同、协议或原始凭证等资料对各项负债进行核对。在核对各项负债账账、账实一致基础上，以核

实后实际需要支付的数额确定评估值。

十七、海润光伏近年来的变化及未来稳定措施

（一）海润光伏近几年发生的变化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海润光伏的管理团队、大股东、产品结构及前十大客户等均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海润光伏的盈利能力、抗

风险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具体如下：

１

、管理团队的变化。

２００９

年末至

２０１０

年初，海润光伏引进了杨怀进、姜庆堂等新的高级管理人员，新引进的高级管理人

员多在太阳能光伏行业，特别是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的制造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使得在很短的时间内海润光

伏的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的制造业务有了飞速发展， 并成为海润光伏对外销售的主要产品， 成功实现了海润光伏产业链的延

长，降低了经营风险。

２

、大股东的变化。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海润光伏的大股东从九润管业变更为阳光集团控制的紫金电子，其实际控制人也从任向

东变更为陆克平。 在大股东变化之前，海润光伏尽管已经确定了要向产业链下游延伸的战略方向，但是因为自身融资能力的

有限，下游规模较小；阳光集团自成为海润光伏控股股东以来，坚持向产业链下游扩张的战略，并在海润光伏的融资上给予大

力支持，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已经为海润光伏累计提供了

２１．３

亿元的担保，正是由于其在战略上和融资上的大力支持，海

润光伏才得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抓住战略机遇，在太阳能电池和组件业务的发展上突飞猛进。

３

、业务模式和产品结构的变化。

２００９

年及以前，海润光伏的主要业务是采购多晶硅料加工成硅片后对外出售，仅为太阳

能光伏产业链条中的一环，既不生产最初的原材料，也不接触最终客户，对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把握有限，抵御风险的能力较

弱，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２００９

年业绩大幅下滑；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海润光伏引进了具有丰富经验的管理层，并更换了大股东，人

才和资金两方面的保障使海润光伏成功将产业链延伸至太阳能光伏产业链的末端，并很快地在市场上享有较高的声誉，从而

具有了较为完整的太阳能光伏产业链，直接接触行业的最终消费者，能很好地把握行业发展的方向，有效抵御行业波动带来

的风险。 海润光伏的终端产品太阳能电池组件成为入围国家“金太阳和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工程”的三家晶体硅光伏组

件供应商之一，并成为我国第二批光伏并网发电特许权招标电站光伏组件供应商之一。

４

、客户的变化。

２００９

年及以前海润光伏的主要客户为晶澳太阳能、无锡尚德、浚鑫科技、江苏阿特斯等国内的太阳能电池

和组件加工商和少量的贸易商； 自海润光伏成功拓展产业链以后，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６

月， 海润光伏的主要客户变为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

ＭＡＧＥ ＳＯＬＡＲ

、

ＳＣＨＵＥＣ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等国际知名电池组件和系统商，以及国电光伏（江苏）、国华电力等国内

知名的电池组件和电站建设商。 海润光伏客户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其产品结构的变化，随着产业链的延长，海润光伏的客户越

来越接近最终的消费者，而且均为行业内知名的对质量和信誉要求非常高的大客户。

综上，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海润光伏的管理团队、大股东、业务模式、产品结构和客户发生的变化，均促进或体现了海润光伏

产业链的延长、抵御风险能力的提高、业内知名度和声誉的提高以及盈利能力的提高。

（二）未来的稳定措施

２０１０

年海润光伏实现了管理团队的引进、大股东变更和产业链的延长，截至目前其管理团队稳定，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经

营良好，盈利能力突出，并制定了一系列措施确保未来公司经营管理团队的稳定、经营政策的稳定和盈利能力的稳定：

１

、管理层股份锁定以及竞业限制

太阳能光伏行业是人才密集型的高科技行业，高级管理层对企业的盈利具有重要影响。 自

２０１０

年引进高管和阳光集团

入主以来，海润光伏的高级管理层保持稳定，无一人流失。

目前，海润光伏的主要高级管理人员均持有海润光伏的股份，其中

ＣＥＯ

杨怀进先生持有海润光伏

１８．０７％

的股份（折合重

组后上市公司

１３．５７％

的股份）， 且所有的高级管理人员均承诺其持有的股份自转换为上市公司股份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或转让。 通过管理层持股，将管理层利益和未来上市公司的利润捆绑在一起，可以有效地减少人才的流失，并激励高级管

理人员更好地为公司服务，为全体股东创造价值。

海润光伏不仅实现了管理层持股，而且与主要管理人员签订了《竞业限制协议》，如果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则两年内不从

事与海润光伏相竞争业务。其

ＣＥＯ

杨怀进承诺如果离职，则在离职

５

年内不从事与海润光伏相竞争的业务。海润光伏的主要

高管所拥有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主要在光伏行业内才能发挥较大作用，签订竞业限制协议，表明高级管理层看好海润光伏的未

来，并愿意留在海润光伏长期发展。

２

、大股东的业绩承诺

阳光集团一直致力于其新能源业务的开拓和发展，在海润光伏上市之前，为海润光伏的快速扩张提供了资金支持，并且

承诺其持有的海润光伏股份转换为上市公司股份之后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鉴于对太阳能行业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以及对海润光伏经营管理层的高度认可，阳光集团对海润光伏的盈利能力非常

有信心。 海润光伏预计其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将分别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利润

５０

，

９６５．７９

万元和

５２

，

８５８．３８

万元，阳光集团

作出承诺，如果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低于上述金额，阳光集团将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足利润差额。

３

、未来产品结构保持稳定

海润光伏自实现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以来， 具有了较为完整的太阳能光伏行业产业链， 提高了盈利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

力。 从目前已经在行业内建立的战略合作关系以及自身的优势出发，海润光伏未来将致力于太阳能电池和组件业务的制造，

不再向上进行产业链条的扩张，而是致力于研发电池和组件的新工艺、新技术，提高光电转换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和扩大生产

规模，未来公司的主要产品保持稳定，即为具有低成本优势的太阳能电池片和太阳能电池组件。

４

、未来客户的稳定与发展

海润光伏始终遵循大客户战略，在依靠诚信与老客户保持稳定关系前提下，以高质量的产品不断获得新客户的认同。 同

时，与其他同行业实力较强的竞争者不同，海润光伏贯彻国际与国内双重发展战略，依靠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不断培育新的市

场增长点，进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５

、一致行动关系的稳定

自杨怀进、吴艇艇与阳光集团保持一致行动关系至今，因各方对于企业发展战略与目标的高度认同，各方在董事会、股东

大会层面合作融洽，未发生任何争执与冲突情形，法人治理运行平稳，各项科学合理的重大经营决策均顺利通过董事会与股

东大会表决，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环境基础。

第五章 吸收合并对象的主要业务与技术

第一节 吸收合并对象的业务介绍

一、主要产品类别

海润光伏及其子公司主要从事太阳能电池用硅片、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的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 海润光伏产品与整个

光伏行业产业链关系如下图：

２０１０

年以前，海润光伏对外销售产品主要为硅片，以及少量电池组件。随着海润光伏下属子公司海润电力和奥特斯维（太

仓）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以来太阳能电池片新增产能的投产以及

２０１０

年收购鑫辉太阳能，今后海润光伏生产的硅片（含单晶硅片和多

晶硅片）将主要为自用，用于生产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海润光伏已经具有年产硅片

１．５

亿片（约合

４８０ＭＷ

），电池片

５８０ＭＷ

，电池组件

１５０ＭＷ

的生产能力。 随

着

２０１１

年子公司新项目的陆续达产，

２０１１

年度产能将达到硅片

１．５

亿片，电池片

９２０ＭＷ

（含用于加工成电池组件的部分），电

池组件

３５０ＭＷ

。

二、主要产品用途及特点

三、主要产品工艺流程

（一）单晶硅拉棒生产工艺

单晶硅棒生产以多晶硅料或回收硅料作为原料，经前处理去除表面杂质、单晶控制等环节加工而成，然后作为单晶硅片

切割生产原料。 单晶硅棒生产工艺流程图如下：

备料：将各种硅原料先采用电阻率型号仪分选进行分档，再用表面喷砂、打磨，然后进行超声波纯水清洗、甩干、烘干等处

理方法，使各种硅原料达到单晶硅生产工艺的硅原料要求（电阻率型号明确，硅料表面洁净无杂质，无氧化）；

配料：将各种处理好的不同电阻率型号硅原料按规定工艺要求按照一定比例进行配比，同时按照硅单晶的目标电阻率准

备好需要掺杂的

Ｓｉ－Ｂ

合金；

投料：将配好的洁净原料，在洁净环境中按照硅原料大小形状搭配投入石英坩埚中；

单晶拉制：分抽真空、化料、引晶、放肩、转肩、等径、收尾、停炉、冷却等环节，出炉即为单晶硅棒。

（二）多晶硅铸锭生产工艺

多晶硅锭生产以多晶硅料或回收硅料作为原料，采用定向结晶法制造。

配料：硅原料处理方法同单晶硅原料的处理方法，将各种处理好的不同电阻率型号硅原料按照一定配比进行配比；

坩锅喷涂及烧结：对检验合格的坩埚，加热后用氮化硅溶液均匀的喷涂在坩埚的内壁，在烧结炉中经过最高

１０５０℃

约

２４

小时烧结，冷却后待用；

装料及搀杂：按照铸锭工艺要求的目标电阻率掺杂定量的

Ｓｉ－Ｂ

合金；以求达到需要的电阻率，并将各类原料按照特定的

方法，装入坩埚；

多晶铸锭炉熔铸：将装好料的坩埚，平稳吊装入多晶铸锭炉中装好相关的辅助石墨配件，进行抽真空，熔料，长晶，退火，

冷却，停炉等环节；

出锭：用行车将成型的多晶锭吊出炉腔，冷却后脱模入库。

（三）硅片切割生产工艺

硅片切割生产以单晶硅棒、多晶硅锭为原料，经截断、切方、滚磨平磨、切片、清洗加工等工序，即为成品硅片。 硅片生产工

艺流程图如下：

截断：单晶硅棒切去头尾部分，按线切割要求切割成相应长度的圆棒；

线切方：单晶圆棒切割成

１２５ｍｍ×１２５ｍｍ

准方棒；多晶硅锭切方成

１５６ｍｍ×１５６ｍｍ

的长方体多晶硅锭；

倒角滚磨：通过滚磨机对线切方后单晶硅棒进行表面滚圆、多晶硅锭进行倒角，加工成标准的规格；

切片：硅棒或硅锭通过表面处理、粘棒后，在线切机上利用钢线、金刚砂和悬浮液等辅料将硅棒切割成硅片；

硅片清洗：用纯水将切好的硅片去除胶水，用硅片专用自动超声波清洗机去除硅片表面的附着物，使硅片表面洁净，并进

行烘干处理；

硅片检验：采用电阻率测试仪、寿命仪、氧碳测试仪等测试设备检测电阻率、少子寿命和氧碳含量，对几何尺寸和表面质

量进行检验；

包装入库：将成品硅片用海绵一隔一叠放后，按顾客要求的数量打包入库。

（四）太阳能电池片生产工艺

通过对单晶或多晶硅片进行加工，可以生产出太阳能电池片，其主要生产工艺流程图如下：

清洗制绒：去除表面损伤层和污染层，并形成特定的表面起伏的绒面以降低反射率，增加光吸收。 制绒步骤中，单晶硅和

多晶硅由于材料性质不同分别采用碱和酸两种方式制绒，对于其他步骤单晶硅和多晶硅通用；

扩散： 在

Ｐ

型衬底的硅片上， 在高温下形成表面磷掺杂—

Ｎ

型， 从而得到太阳能电池的关键部分

－－－ＰＮ

结； 目前采用

ＰＯＣｌ３

作为磷源，在卧式炉管中扩散；

边缘

ＰＮ

结刻蚀：去除硅片边缘的

ＰＮ

结，保证电池正负极间绝缘；

ＳｉＮ

镀膜：在硅片表面生长一层氮化硅薄膜（

ＰＥＣＶＤ ＳｉＮｘ

：

Ｈ

）；保护层，由于

ＳｉＮ

薄膜本身的硬度高、致密性好的特性，可

以在后道工序和使用过程中保护电池片表面不被损伤和污染；抗反射层，降低反射率，增加光吸收；

丝网印刷和烧结工艺：制作太阳能电池的正负两个电极；首先将金属图案分别印刷到电池的上下两个表面，然后通过高

温热处理，使金属和硅形成欧姆接触，从而形成电池正负极；

测试分档：将最终的电池片产品，根据其光电转换效率（功率）和电性能，分成不同的档位；下游组件厂将进一步根据各档

位电池片的功率和电性能，进行各功率档组件的制造，以满足终端客户的各种需求。

（五）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工艺

太阳电池组件是将太阳电池片、正面盖板和背板封装成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一个实用的太阳能发电器件。 封装工艺流程

图如下：

备料：准备生产需要的原材料如：

ＴＰＴ

、

ＥＶＡ

、玻璃、汇流条和涂锡带等；

单片焊接：将涂锡带焊接到电池正面（负极）的主栅线上；

串焊：将焊好的电池片按照每串规定的数量串成串；

叠层：将串焊好的电池片连同封装材料一起层叠起来，顺序为：玻璃、胶膜、电池片、胶膜、背板；

ＥＬ

测试：层压前采用电致发光检测仪，检测组件里有无不良（隐裂、虚焊）电池片，控制层压前的合格率；

层压：通过层压机加热加压，使玻璃、胶膜、电池片、胶膜、背板融为一体，完成半成品的制作；

中检：检验层压完的组件的外观和电性能，保证组件质量；

装框：半成品组件与铝合金组合安装，使组件具有基本的安装条件；

装接线盒：安装接线盒，保护组件正常工作，通过接线盒输出电能；

清洗：清除组件正反面异物，保证组件表面洁净；

成品检测：按照标准对成品组件进行外观检测、

ＥＬ

测试、绝缘耐压测试以及电性能测试；

包装入库：按照标准规程将组件打包入库。

四、主要经营模式

（一）采购模式

海润光伏依据原材料需求计划，结合原材料安全库存制订采购计划后进行比价采购，主要选择有竞争力的供应商建立长

期合作关系，按市场状况决定交易价格。

１

、原材料供应的预算管理

每年初海润光伏管理层根据市场情况编制年度经营计划，采购部门根据全年的生产销售计划编制全年原材料供应计划，

制订全年的材料采购预算，每月初公司采购部门根据月度生产滚动计划及全年材料采购预算编制月度采购计划。

２

、健全的采购制度，规范的采购流程

采购部门负责除多晶硅料、硅片外的生产辅助材料、设备、备品备件、工装工具、劳保包装等物资的采购。 采购行为严格执

行公司的采购制度、合理合规的采购流程。 根据质量、成本、交货、服务、环保的基本原则选定合格供应商，实行优化分级的供

应商管理体系，实行供应链资源整合，采取招标、邀标、集中采购、比质、比价等有效的采购方式；严格控制采购成本，控制采购

风险，建立安全合理有效的库存。

３

、库存控制系统

海润光伏建立了良好的内控管理制度，有严格的存货入库和领用程序。 公司在存货管理方面，坚持以销定产、以销定购、

严格控制存货量的原则，同时建立了定期及不定期的盘点制度，及时了解存货的库存状况，保障物资安全和安全库存。

４

、硅材料的采购

由于近年来上游多晶硅料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状态，能否采购到生产所需的多晶硅料成为公司的重要经营任务之一。 海润

光伏在国内营销部和国际贸易部下设立专门人员负责硅材料的国内、国际采购。

海润光伏目前以采购多晶硅料为主，未来随着下游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规模的扩大时，还将进行硅片的采购，目前，海润

光伏与国际国内多家多晶硅料生产厂商及贸易商如

ＲＥＣ

、

Ｗａｃｋｅｒ

、

Ｓｕ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苏州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等建立了广泛的

联系和长期合作关系，确保多晶硅料及硅片的及时供应，满足生产经营需求。

（二）生产模式

海润光伏的生产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根据订单的要求，按照客户提供的产品规格、质量要求和供货时间组织

生产。 海润光伏制造部门统一负责日常生产管理，根据销售订单订单编制生产作业计划安排生产。

海润光伏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的生产目前主要是利用自产的硅片进行加工制造， 待企业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产能和产

量进一步扩大而自产硅片不能满足需要时，则海润光伏将通过外部采购硅片方式进行补充。

（三）销售模式

海润光伏主要销售的产品为硅片、太阳能晶硅电池片及太阳能电池组件。 随着海润光伏未来生产规模的扩大，其硅片将

主要用于内部加工成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而不再对外销售。

海润光伏所追求的战略是“大品牌后面的品牌”战略，即海润光伏将通过不断打造和优化光伏制造链条各环节的技术、质

量和成本优势，与国际、国内主流终端市场上有实力、有渠道、有市场品牌认可度的大客户、大品牌进行战略合作，从生产制造

环节支持大客户、大品牌进行终端市场的开发，不断巩固和提升市场占有率，最终实现战略客户以及海润光伏自身的市场份

额持续优化，为海润光伏整体产业链的发展提高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目前海润光伏自产硅片销售的客户主要为国内知名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厂商如无锡尚德、苏州阿特斯等。 太阳能电池片

及组件的销售客户不仅包括国内的知名终端商，也涵盖国内著名的电池及组件采购商。 海润光伏还积极参与到终端光伏并网

电站的建设中去，已经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全方位的客户结构，包括：全球龙头客户，如

ＢＰ

、肖特、旭格、

ＳｕｎＰｏｗｅｒ

、国电光伏

等；区域性和个别领域重点客户，如

Ｐ＋Ｍ

、

ＭＡＧＥ

、

Ｎｅｘｔ－Ｅｎｅｒｇｙ

、

ＳｏｌＰｏｗｅｒ

、宁夏发电集团、国华电力等；其他中小客户。

五、海润光伏生产及销售情况

（一）海润光伏主要产品的产量及销售情况

２０１０

年以前，海润光伏主要产品为硅片和太阳能电池组件，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开始，随着海润光伏子公司太阳能电池片及组

件的逐渐达产以及

２０１０

年收购鑫辉太阳能，海润光伏主要终端销售产品发生较大变化，由单晶硅片和多晶硅片转变为太阳

能电池片和太阳能电池组件。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海润光伏已具有年产硅片

１．５

亿片（约合

４８０ＭＷ

），电池片

５８０ＭＷ

，电池组件

１５０ＭＷ

的生产能力。 随着子公司新增产能的逐步投产，

２０１１

年的产能仍将扩大， 预计

２０１１

年的全年生产能力为硅片

４８０ＭＷ

，电池片

９２０ＭＷ

，电池组件

３５０ＭＷ

。

海润光伏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和销售收入情况如下：

产品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硅片

产量

（

万片

）

７

，

１４８．４１ １１

，

９０９．２４ ５

，

８９７．８０ ５

，

１９７．７９

销量

（

万片

）

５２２．２２ ６

，

２２７．２２ ５

，

５１１．６３ ５

，

１８６．６４

销量

（

ＭＷ

）

１７．６７ １９６．６６ １７４．７２ １６４．４２

收入

（

万元

）

８

，

１３５．０４ １１２

，

７１７．０１ ７７

，

６１３．３４ １４５

，

４０９．３５

电池片

产量

（

ＭＷ

）

４１８．９４ １５４．７３ － －

销量

（

ＭＷ

）

２００．５６ ８５．１８ － －

收入

（

万元

）

１３５

，

３１３．４４ ７８

，

７０７．８１ － －

电池组件

产量

（

ＭＷ

）

１５１．０７ ９５．０３ ２０．２２ ２．６１

销量

（

ＭＷ

）

１４４．８４ １１５．８２ １９．６７ ２．３１

收入

（

万元

）

１４９

，

２５５．６５ １３６

，

０３０．１８ ２３

，

７５５．８２ ６

，

３６４．０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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