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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大潮如何影响传统商业

面对重重危机和光伏产业的全球“洗
牌”，正泰太阳能公司及时转型，突破困境。
通过低成本制造和光伏电气系统整体竞争
优势，今年上半年销售量同比增长 64%。下
半年销售预计环比增长 140%，利润同比增
长 50%。

受欧债危机深化、美国“双反”影响，光
伏行业特别是占有全球三分之二产能的中
国光伏产业亏损巨大。

据了解，目前一代晶硅组件价格已从
2008 年的每瓦 4 美元降至每瓦 0.6 美元左
右；二代薄膜组件也从原来每瓦 1.5 美元降
至 0.7 美元。在此大气候下，以正泰为代表
的世界领先技术水平的二代非晶微晶高端
薄膜产品优势不再。为此，今年 4 月，正泰
太阳能公司果断决策，将光伏组件生产由高
技术产业回归一般加工业，明确定位要将公
司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清洁能源开发商”，
及时进行了资产整合及股权重组。正泰太

阳能公司按照“增资重组、调整薄膜、降本增
效、转型发展”的思路，抓两头，促中间：首
先，停止了薄膜生产，调整薄膜技术装备发
展方向，剥离薄膜装备资产，与上海高研院
合作开发 OLED 技术、装备。公司还在杭州
设立新能源研究所，研发建筑一体化光伏幕
墙等特殊市场产品和 HIT 技术，提高转换
效率，降低成本。根据薄膜高温效应优势，
积极推进薄膜工厂转移热带地区生产合作
进程，实现薄膜产业的持续发展。与此同
时，公司将现有一代 600MW（兆瓦）晶硅电
池产能，一代 900MW（兆瓦）晶硅组件产
能，与正泰集团产业链互动，形成全球首家
太阳能光伏系统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在为正
泰集团带来产业链附加值的同时，提高太阳
能一代晶硅自身价值和市场竞争能力。此
外，正泰集团还将正泰新能源公司转型为光
伏电站开发公司并与有关投资机构组建光
伏电站投资基金，降低正泰集团公司资产负

债率，随后通过电站开发公司上市等方式，
实现持续开发、投资、建设国内外光伏电站。

作为国内较早进入投资、建设、运营光
伏发电项目领域的光伏企业之一，正泰太阳
能 2008 年就开始涉足光伏电站建设业务。
目前在西部地区，正泰太阳能承担的宁夏石
嘴山 10 兆瓦项目是中国首批并网的光伏电
站。公司去年在甘肃已经完成 100 兆瓦光
伏电站，今年 8 月上旬，敦煌 50 兆瓦和金塔
40 兆瓦光伏电站也相继并网。今年在甘肃
开工的 330 兆瓦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
之中。此前，正泰太阳能建设的青海格尔木
20 兆瓦和宁夏石嘴山一期二期共 20 兆瓦
项目以及太阳山 10 兆瓦项目均已经成功并
网发电。

在东部，正泰太阳能公司获批兴建的国
家金太阳项目累计近 100兆瓦，包括南麂岛
1 兆瓦项目、长兴开发区 10 兆瓦项目等。
今年，正泰太阳能公司又成为浙江省内获批

国家金太阳项目总量最大的太阳能企业，公
司获批的三个金太阳示范工程项目总计达
43兆瓦。

在海外电站建设上，正泰太阳能公司
已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分别
建设 6 兆瓦的光伏电站。在泰国建设 5 兆
瓦光伏电站，在韩国建设 6 兆瓦光伏电
站，在保加利亚建成 48 兆瓦电站。2011
年，正泰太阳能已完成 200 兆瓦的开发建
设任务，今年的任务将达到 500MW。到

“十二五”期末，正泰太阳能还要在海外市
场完成 3GW 至 5GW 的光伏电站建设。

在一系列降本增效和结构调整行动落
到实处后，正泰太阳能的低成本制造优势和
光伏电气系统整体竞争优势得到充分体
现。目前，正泰太阳能正在从行业低谷中逐
步恢复元气，成为国内最大的民营太阳能发
电系统开发商。

文/本报记者 张 玫

正 泰 太 阳 能 公 司 拓 展 下 游 业 务

本报讯 记者雷汉发、通讯员李永利

报道:近日，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并购意大利 SELI 公司股权项目获
得商务部批准。此次并购，天业通联公司
成功收购意大利 SELI 公司 44.14 万股股
份 ，成 为 SELI 公 司 最 大 股 东 ，持 股
32.26%，投资总额 2434万美元。

天业通联公司是国内目前最大的铁
路桥梁施工起重运输设备企业，主营业务
为铁路桥梁施工起重运输设备的研发、制
造，主营产品包括 900T 系列架桥机、运梁
车、提梁机和造桥机等，其产品在国内市
场占有率位居行业第一。近年来，天业通
联公司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研制生产
的架桥机、龙门吊、平板动力车等产品相
继出口到新加坡、韩国、尼日利亚、斯里兰
卡、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阿曼、波兰
等国家和地区。

SELI 公司是世界唯一既能制造生产
TBM,即硬岩全断面盾构掘进机的生产
企业，同时又是能够利用 TBM 开展隧道
施工的企业，目前在欧洲、亚洲、美洲等地
都有隧道施工项目或提供 TBM、盾构机
等掘进设备，是高端设备制造技术和重大
工程施工方面的国际知名企业。

天业通联并购

SELI公司获批

本报讯 记者赖永峰、通讯员陈明喜报道：党的十
八大报告中指出要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
业发展。为此，南昌市紧紧围绕打造带动江西区域经济
发展的核心增长极，以实施小微企业成长工程为主线，
积极帮助小微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全面提升企业内在
品质和市场竞争力。日前，由工信部中小企业促进中心
授予的南昌（国家）小微企业产业发展示范园，在南昌
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揭牌成立。作为南昌市与工信部
中小企业促进中心共建的园区，该园区将充分整合国
家层面及南昌地方的相关资源，打造小微企业发展壮
大的大本营。

据悉，南昌（国家）小微企业产业发展示范园属于
南昌经开区的“园中园”，按照“市里主导、区县联合”的
新型开发模式，该园区将分三步实施开发：一期开发 10
平方公里，重点打造小微企业的核心发展区；近期 60 平
方公里，将打造成集小微企业集聚区、综合保税区、配
套加工区、龙头岗工业区等于一体的新型工业化园区；
远期开发 120 平方公里的制造业区域，推进鄱阳湖生态
经济区先导区向九江方向延伸、对接，使昌九工业走廊
真正成为引领江西全省产业发展的动力引擎。

与此同时，南昌小微企业产业示范园将突破工业园
区的传统发展模式，通过扶持政策创新、行政服务创
新、发展方式创新、商业配套创新、金融服务创新，形成
一流的扶持政策、一流的生态环境、一流的行政服务、
一流的商业配套、一流的金融支持的小微企业培育体
系，着力解决小微企业当中存在的服务难、发展难、处
境难等问题。通过“以小引大、以小带大、以小推大”，培
育一批大中型企业成为产业发展的龙头，扶持一大批
小微企业在园区内集聚发展，从中孵化培育出一批高
新技术的规模企业，使之成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的样板工程，成为各级政府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政策的
试验区、南昌产业发展的新增长点。

南 昌 打 造 小 微 企 业

发 展 大 本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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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乔文汇、通讯员王志清报道：新疆塔里
木河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日前召开第七届科技论坛，邀
请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棉花学会等机构的全国
知名棉花育种专家 10 余人，为南疆各地种棉大户讲述国
际、国内棉花发展动态及植棉技术，引导农民科学种植棉
花，增强棉花产业战略思考，促进棉花产业发展。

南疆五地州每年种植棉花 1000 万亩。地处塔里木
垦区的塔河种业针对当地地域特性，依靠科研机构，率先
推出系列优质、丰产、抗病性强的超级长绒棉、高强力中
长绒、细绒、机采的棉花新品种，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品
种 24个。公司年投入资金 500万元作为科研经费，拥有 5
万亩繁育基地，年生产能力可达 30000 吨，棉种销售量
在全国棉种行业排名稳居第一。

塔河种业扶持南疆棉花生产

桐庐供电局推进数字电网建设

本报讯 记者李天斌报道：日前，大连华锐重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在大连国际
金融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必和必拓锰矿堆料机交付仪式。
据介绍，该机由大连重工首次按照澳大利亚标准自主研
制，在我国同类产品设计制造上尚属首次。

据了解，大连重工此次与全球最主要的多元化资源
公司必和必拓的牵手意义重大，这是大连重工自主设
计、自有品牌的高端散料装卸设备出口澳大利亚市场第
一单。该设备的完工交付，使大连重工具备了满足全球
最复杂、设备效能及安全等方面要求最高标准 （澳大利
亚标准） 的能力，从而成为世界仅有的四家同类设备供
应商之一。

大连重工对澳出口实现新突破

本报记者 陈 静

本报讯 浙江桐庐供电局 GIS （地理信息管理系
统） 低压拓展工作日前完成软硬件设备搭建以及数据采
集、入库与建模流程梳理等项目，这标志着该局数字电
网建设向前迈出坚实一步。

据介绍，为进一步提高配网信息化管理程度，巩固
现有信息化建设成果，搭建信息化智能抢修平台，从今
年 8 月开始，该局从建立标准数据质量管控体系入手，
通过联系生产单位、协调关键用户严格控制时间节点等
手段，组织人力物力，克服历史线路资料不齐全，地下
电缆勘测困难，普查人员力量薄弱等实际困难，将 GIS
系统建设工作逐步向低压网络拓展，建立起一个涵盖
10 千 伏 及 以 下 电 压 等 级 的 完 整 科 学 的 基 础 数 据 平
台。 （邬日新 方 伟）

11 月 19 日，厨电灶展商在高交会馆用厨电灶为观众表演炒菜。在深圳举行的第十四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

交会）上，节能、环保的厨电灶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使用厨电灶可轻松实现与煤气炉同样的功能却不产生废气，多了一份安全

和环保。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摄

中国企业走出去论坛将办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
会、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
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将于 12月 9日在北京举办。

本届论坛以“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推进装备制造
业国际化”为主题，将全面梳理总结中国装备制造企业走
出去的经验，共同探讨创新中国装备制造企业转型升级、
国际化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据悉，本届论坛还将
首次推出项目对接会，集中发布一批在飞机、船舶、铁路
和新能源等高端装备领域的合作项目。

关 注 电 商 系 列 报 道 （上）

191 亿元！阿里巴巴旗下的天猫商城
和淘宝网在“双 11”当天的日交易额成为
我国网络购物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家电销售巨头国美电
器 2011 年年销售额的六分之一。根据国家
统计局数字，今年 10 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为 18934 亿元，以此计算，这 191
亿元网购交易占 10 月全国日零售总额的比
例达到了 31.2%。

而在“双 11”网购促销中交出漂亮答
卷的又并非只有阿里巴巴。中国电子商务
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在其对 400 多家电商
企业的调查中，其中有 317 家表示在“双
11”期间推出促销活动，约占八成，国美
网上商城企划部部长于良钏透露，11 月 11
日当天，国美网上商城全品类销售额比上
月同期超 5 倍增长。京东商城数据则显
示，京东商城日订单量超过了 40 万单，同
比增长超过 290%。苏宁易购则称，销售
金额同比增长超过 20倍。

在网购平台大获全胜之余，作为新老
流通渠道，网络购物与传统零售之争再次
浮出水面。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称：“以电商为代表的新商业生态系统对于
传统商业生态系统将会开展一次革命性的
颠覆。”

然而，网购大潮真的能席卷传统商业
吗？全国数以万计的商场就真的只能“望
网兴叹”？

“切蛋糕”各有高招

“2005 年国美和苏宁两家在南京展开
价格战，消费者也是凌晨就去排队，根据
当时公布的交易额，双方当日成交总额约
为 1 亿元。7年时间，消费者的嘉年华从线

下转到线上，交易额居然翻了近 200 倍。”
市场研究机构易观国际创始人杨斌如此形
容网络购物的蓬勃活力。

不过，“双 11”毕竟并非网购市场的
常态，今年 7 月公布的 《国务院关于大力
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的若
干 意 见》 提 出 的 目 标 是 ， 到 “ 十 二 五 ”
末，网络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比重超过 9%。在 2011 年末，这项比重仅
为 5％左右。从这个比例来看，网络购物
只不过是在商品零售这块大蛋糕上切去了
一小角，单以数字论，谈网络购物取代传
统商业不免为时过早。

即使如此，消费者向来是“东家不
买买西家 ”， 传 统 商 业 自 然 不 会 坐 视 被
新 兴 的 零 售 渠 道 抢 去 了 生 意 。 从 此 次

“ 双 11” 促 销 来 看 ， 北 京 、 杭 州 、 西
安、重庆等各大城市的传统百货巨头纷
纷发起大规模促销，正面迎战。重庆一
家 商 场 甚 至 推 出 了 指 定 商 品 100 元 当
230 元 用 的 活 动 ， 店 里 的 导 购 说 得 明
白：“网购‘双 11’不就都是 5 折吗，我
们就是能比它们更便宜。”而苏宁的应对
措施则更加巧妙，线上和线下的近 2000
家门店在此次“双 11”首次启动相同的
促 销 活 动 ， 利 用 网 上 宣 传 “ 借 力 打
力”，苏宁易购执行副总裁李斌表示：“3
天时间里完成了近 300 万笔订单，线上
线下的协同效应节省了大笔市场推广费
用，降低了成本。”

“借网淘金”成了传统商业巨头们不
约而同的选择，截至 2011 年底，超过一
半以上的连锁百强企业都已开展电子商
务。和纯粹的网络购物平台相比，它们拥
有更多线下资源，也有更多从售前到售
中、售后各个环节的管理经验，比如仓储
布局和维修服务。2012 年 2 月沃尔玛百货
宣布增加对网购平台 1 号店的投资,持有

股份增至近 51%,从而完成对 1 号店的控
股，1 号店董事长于刚表示，沃尔玛在采
购、仓储、物流等多方面的资源和经验都
将向 1 号店开放。

传统零售企业缺乏的则是互联网经
验和电子商务的种种运行规律，它们中
的 一 些 选 择 了 借 力 第 三 方 电 子 商 务 平
台。天猫商城 CEO 张勇透露，在今年的

“双 11”促销中，数码连锁卖场迪信通在
天猫的网店日销量达到 9459 万元，位列

“双 11”当天店铺总排名的第四，表现令
人瞩目。

不过，网络购物对传统商业的冲击也
并非“杳不可闻”，由于网购的价格优势，
作为传统流通渠道上的重要一环的二三级
代理商们则已感受到了丝丝寒意，数码卖
场 成 为 “ 看 货 场 ”、 服 装 店 成 了 “ 试 衣
间”。网店外包业务服务商易翠网 CEO 旷
强介绍说，“国内最有名的家纺市场在江苏
南通，那里几乎所有的商家都在淘宝上有
网店，甚至有些人已经开始选择关闭实体
店，专攻网上。”

新尝试为线下“指路”

网络购物对传统商业的启示，不止于
一个销售上的天文数字或鼠标的简单迁
移，借助互联网，传统零售业还学到新方
法，把自己的生意做得更好。

天猫原创品牌茵曼从 10 月中旬，就
在自己的网店中挂出了 300 个款式的“双
11”活动服装图片，由消费者选出最喜欢
的样式。茵曼总经理方建华介绍说：“根
据消费者的需求和市场反应，最终筛选出
180 个款式进行生产，用于‘双 11’销
售。这就是消费者驱动商家的模式。”方

建华感慨，预售改变了传统零售中存在的
问题，将通过代理商订货的模式改变为根
据消费者需求精准选款，商家可以避免盲
目订货，节省成本。张勇则表示，有不少
传统品牌打算将这种模式应用于线下销
售，“在推出线下主推款前，先通过线上
预售测试消费者反映。”

和预售一样，O2O （从线上到线下）
也成为本次“双 11”网购贡献出的创新之
一。在汽车销售中，网购平台推出了先试
驾再购买，消费者可以选择先付订金，之
后在全国 164 个城市的 13 个汽车品牌的
400 家 4S 店选择试驾，试驾满意再在“双
11”当天付清余款，消费者在线上能够看
到汽车的各项参数，也能选择试驾日期，
将线上和线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杨彬表
示：“像 O2O 模式和消费者驱动商家的互
联网购物新设计，都给传统零售企业拥抱
互联网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线下零售企业正在进行这样的尝试，
比如上品折扣就将支付环节搬上互联网，
从 9 月开始，消费者只要对着店里的商品
标签用手机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就可以通
过移动支付直接将商品买下，避免了在收
款台前大排长龙的麻烦。对于传统商业来
说，即使不把购物全部环节搬到网上，也
依然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来提升购物体
验，降低成本。

市场研究机构德勤咨询公司合伙人张
天兵表示：“电子商务和互联网技术的普
及，将给整个商业供应链带来巨大的变
化，现在是从经销商订货，然后将货物送
到自己的分拨中心，再进入超市或店面销
售，而未来精准的需求信息将会使传统商
业更好地把握生产组织和分销渠道，从这
一点来看，网络购物所带来的消费者购物
习惯的变化和创新的营销手段，都将使传
统商业得到进一步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