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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永泰泰能能源源能能否否解解开开债债务务““枷枷锁锁””？？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玲玲

亿纬锂能债转股引入 SKI遭问询
■■本报实习记者 董梓童

智慧能源三次挂牌
甩卖亏损资产

本报讯 实习记者董梓童报道：为
摆脱亏损资产，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智慧能源”）再次公开挂牌
转让旗下资产。 12 月 25 日，智慧能源
表示，当日起至本月 31 日，公司在无锡
产权交易所进行第三次公开挂牌，转让
持有的全资子公司远东电池有限公司
（下称 “远东电池”）60%股权和公司对
远东电池及其全资子公司的应收债权。

据悉，由于电池业务收入大幅下降
并持续出现大额亏损，给公司业绩带来
较大压力，为优化产业结构，智慧能源
开始剥离电池资产。 12 上旬，智慧能源
在无锡产权交易所首次公开挂牌转让
上述资产，转让底价以公司所持有的远
东电池 60%股权所对应的股东权益评
估价值 1.13 亿元和公司对远东电池及
其全资子公司的应收债权 6.73 亿元为
基础。

但经过两轮公开挂牌，智慧能源仍
未找到受让方。 转让低价也一路降至
0.72 亿元和 4.31 亿元。 假设第三次公
开挂牌转让以底价成交，预计将产生损
益-2.1 亿元。

潍柴动力拟非公开
增发募资百亿元

本报讯 实习记者董梓童报道：12
月 25 日，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潍柴动力”）披露 2020 年度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93 亿股，募资不超过 130 亿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拟全部投资于燃料电池产
业链建设项目、 全系列国六及以上排
放标准 H 平台道路用高端发动机项
目、大缸径高端发动机产业化项目、全
系列液压动力总成和大型 CVT 动力
总成产业化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潍柴动力称，本次再融资是公司基
于“十四五规划”，聚焦于增长性与前瞻
性的重大战略部署，拟充分发挥主业优
势， 有效推动战略转型和结构调整，加
快培育燃料电池、高端液压、大型 CVT
等新业态产业化。

其中，燃料电池是重要发力点。 潍
柴动力表示， 公司在新能源动力总成
领域已全面完成氢燃料电池和固态氧
化物燃料电池的核心技术布局。 本次
募集资金将投资 20 亿元用于加速燃
料电池产业链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
提升，建立差异化的技术优势，建成全
球领先的燃料电池产业链基地。 项目
达产后， 将形成年产 2 万台氢燃料电
池生产能力。

隆基股份投资
近 14亿元扩产能

本报讯 实习记者董梓童报道：12
月 25 日，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隆基股份”）表示，将投资 13.97
亿元建设宁夏乐叶年产 3 吉瓦单晶电
池项目。

据悉，该项目是隆基股份现有核心
制造业务单晶电池业务的扩产项目，已
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和中试工作，采
用其特有的电池工艺技术，业内尚无先
例。 但隆基股份未透露具体技术选型。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相关备案手
续。 预计将于 2021 年 12 月全面投产。
项目建成后，年均可实现营业收入 20.3
亿元，净利润 2.38 亿元。

ST国重装 6.53亿元
投建柬埔寨水电站

本报讯 实习记者董梓童报道：12
月 25 日，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ST 国重装”）公告称，经多
轮谈判，近日，公司所属企业中国重型
机械有限公司（下称“中国重机”）正式
与柬埔寨方面正式签署上达岱水电站
BOT 投资项目执行协议、 购电协议和
租赁协议。

据悉，项目位于达岱水电站上游约
20 公里处，属于年调节水库，是达岱水
电站的上游梯级电站，占据达岱河流域
的龙头水库位置。项目规划装机 150 兆
瓦，年平均年发电量 5.3 亿千瓦时。

ST 国重装称， 项目预计投资金额
约 3.96 亿美元， 合 6.53 亿元。 其中，
30%使用自有资金，剩余部分将通过债
务性融资解决。 项目建成后，投资收益
率不低于 8%。

ST 国重装认为，上述项目是保障
公司现有达岱水电站收益不受负面影
响的重要举措。 通过上下游电站的梯
级开发， 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盈利水
平和经营效益。 同时，将为柬埔寨经济
建设发展提供更有力的能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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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12 月 16 日， 永泰能源召开
重整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
议，分别表决通过了《永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和《永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
人权益调整方案》。同日，晋中中院裁定
批准重整计划，永泰能源正式进入重整
计划执行阶段。

根据重整计划，将对永泰能源出资
人的权益进行调整。以永泰能源现有总
股本 1242579.53 万股为基数， 按照每
10 股转增 7.88 股的比例、每股 1.94 元
的价格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
转增约 979196.88 万股股票。 转增后，
永泰能源总股本将由 1242579.53 万股
增加至 2221776.41 万股。

上述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进行分
配，而是全部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向债
权人进行分配以抵偿债务及支付相关
重整费用。 受让本次转增股票的债权

人，自受让转增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后每
个季度减持其所持有的本次转增的永
泰能源股票的比例不超过六分之一。

据披露，截至 2020 年 11 月 24 日，
共有 715 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金额合计 507.7 亿元， 其中有财产担保
债权为 81.8 亿元， 普通债权为 425.87
亿元。 经管理人初步审查确定，且已提
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截至重整计
划提交之日，债权人、债务人均未提出
异议的债权总额为 363.65 亿元，其中有
财产担保债权为 54.26 亿元， 普通债权
为 309.4 亿元。

根据重整计划，永泰能源以自有财
产为自身债务提供抵质押担保的债权，
经法院裁定确认后，由永泰能源在担保
财产评估价值范围内留债延期清偿，留
债期限为 12 年； 对于以拟处置资产提
供抵质押担保的债权，就担保财产的变
现价款优先受偿；担保财产评估值不能

覆盖的债权部分，转为普通债权。
普通债权中，对外提供担保而形成

的债权，由相应的主债务体继续予以清
偿，不占用重整程序的偿债资源，永泰
能源继续维持原担保方式不变。

对于无永泰能源及其子公司财产
提 供抵质押担保的普通债权， 每家债
权人 50 万元 （含 50 万元） 以下的部
分， 由永泰能源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
内以现金方式清偿；超过 50 万元的债
权部分，按照 20.78%的比例延期 12 年
分期清偿， 剩余债权以永泰能源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票按照 1.94 元/股的抵
债价格进行以股抵债， 即每 100 元普
通债权将分得约 51.5 股， 可共计抵偿
约 190 亿元债务。

永泰能源最新发布的重整计划执行
进展公告显示，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股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12 月 28 日，转
增股本上市日为 2020年 12月 30日。

那么， 当前永泰能源的财务状况
如何？

根据永泰能源最新披露的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三季度末，其合
并资产负债表账面资产总计约 1071
亿元，负债合计 782 亿元，其中流动负
债 455 亿元，非流动负债 327 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负债较高，永
泰能源前三季度的利息费用高达 24
亿元。

不过，永泰能源称，本次重整计划
实施完成后，预计公司资产负债率将由
73.04%下降至 55.72%，可节省财务费用
11.33 亿元/年。清偿债务等执行重整计
划的行为将对公司 2020 年度的净资产
和净利润产生显著积极影响。公司债务

结构将得到优化，财务状况将得到较大
改善，持续盈利能力将得到加强。

除了转增股票外，永泰能源当前还
试图通过资产出售等方式助力化解债
务危机。

早在 2018 年债券违约发生之初，
永泰能源董事会就审议通过了 《关于
公司第一批资产出售计划的议案》，同
意公司出售包括江苏永泰发电有限公
司 100%股权、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 陕西亿华矿业开发有限公
司 100%股权等共计 13 项股权资产和
金融投资项目，合计初始出资额达 238
亿元。

2019 年年报中， 永泰能源称华能
延安发电有限公司 49%股权、江苏永泰

华兴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等共 14
项资产已完成出售，其中包括第一批资
产出售计划中的部分资产，回笼资金已
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和补充经营所
需资金。 2020 年 3 月，永泰能源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以公开挂牌转让
方式出售所持有的陕西亿华矿业 70%
股权，相应评估价值 75.4 亿元。不过，因
陕西亿华矿业 70%股权权利受限，尚未
进行公开挂牌。

在今年三季度报告中，永泰能源称
公司正按照《关于公司第一批资产出售
计划的议案》 中确定的资产处置计划，
与各意向购买方进行深入沟通和商谈，
多举措推动资产处置进度，加快化解公
司债务问题。

永泰能源成立于 1992 年，于 1998 年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是 A 股最大的煤电一体
化综合能源民营上市公司。 公司目前主要从
事电力、煤炭、石化等综合能源类业务。

截至今年上半年末， 永泰能源正在运营
的发电装机容量 909 万千瓦， 在建装机容量
200 万千瓦，总装机容量 1109 万千瓦；现有在
产的主焦煤及配焦煤煤矿总产能规模为 975
万吨/年， 拥有的煤炭资源保有储量总计
38.43 亿吨。

2018 年 7 月 5 日， 永泰能源因 2017 年
度发行的第四期短期融资券 “17 永泰能源
CP004”未能按期进行兑付，构成实质性违约
并触发交叉违约，引发连锁反应，造成债务风
险进一步蔓延。 此后，永泰能源便一直通过各
种举措化解债务危机。

在此次重整计划之前，永泰能源还试图
通过引入国资作为战略投资者以化解危机。

2018 年 8 月， 永泰能源控股股东永泰集
团与京能集团签署 《战略重组合作意向协
议》，后者将通过股权转让、资产重组、资产注
入等多种形式，实现对永泰集团的绝对控股。
如果重组成功， 永泰集团的控股方将由民营
资本转变为国资。 不过，由于永泰集团与京能
集团未在一年有效期内就可能交易订立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上述合作协议最终失效。

2020年 8月， 因未能清偿欠付的 1246 万
元机电设备检修服务及工业品货物费用，河南
省豫煤矿机有限公司向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出对永泰能源进行重整的申请。 9 月
25日，法院正式受理上述重整申请并于同日指
定永泰能源清算组担任管理人。 9 月 28 日，永
泰能源股票停牌一天， 并于 9 月 29 日起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改为“*ST永泰”。

就目前看，永泰能源生产经营情况喜忧参
半。 前三季度，永泰能源实现营业收入 157.37
亿元，同比增加 2.97%，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1.98 亿元，同比增长 51.39%。 但是，其
营业利润 5.55 亿元，同比下降 18.58%；利润总
额 5.49亿元，同比下降 13.26%。

永泰能源能否借此次重整计划顺利化解
债务危机？ 本报将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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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违约两年多后，A 股最大的煤电一体化综合能源民营上市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永泰能源”）的债务重整计划即将完成（《永泰能源债务重整
迈出实质性步伐》，中国能源报 2020 年 11 月 30 日，第 16 版）。

12 月 23 日，永泰能源发布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称，重整计划实施后，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持有的永泰能源股份比例由 32.41%下降至 18.13%，但仍为公司控股股
东。 同时其第二大股东青岛诺德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由 7.97%下降至 4.46%，第三大股东南京汇恒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由 5.31%下降至 2.97%，均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根据此前永泰能源发布的《重整计划》，本次重整计划实施完成后，预计永泰能源资产负债率将由 73.04%下降至 55.72%，可节省财务费用 11.33 亿元/年。
永泰能源于 2018 年发生债券违约并触发交叉违约条款，引发连锁反应，造成债务风险进一步蔓延，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 此次债务重

整计划能否就此助力永泰能源解开债务“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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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亿
纬锂能”）债转股引入战略投资者一事引发
深交所问询。

12 月 22 日晚间， 亿纬锂能回复关注
函， 就韩国动力电池巨头 SK 革新株式会
社（下称“SKI”）受让相关债权的原因及合
理性等问题做出说明。

受让债权合理性引质疑

本次事项和亿纬锂能扩大在动力电池
领域的战略布局有关。

2018 年 6 月下旬，亿纬锂能设立全资
子公司惠州亿纬集能有限公司（下称“亿纬
集能”），注册资本 5.18 亿元，希望通过其
打造高端动力电池生产能力， 提高公司在
新能源汽车电池高端市场的竞争力。

成立后不久，2018 年 9 月， 亿纬集能
便和 SKI 子公司 Blue Dragon Energy Co.,
Limited（下称“BDE”）签署了现金贷款合
同，拟申请最高额不超过 5 亿元的借款。

2018 年 9 月至 2020 年 4 月， 亿纬集
能分四次向 BDE 累计借款 20.35 亿元，亿
纬锂能以亿纬集能 60%股权提供质押担
保，贷款年利率为 2%。

今年 12 月，亿纬锂能公告称，公司拟
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引入 SKI 作为战略投资
者，与亿纬集能、SKI 签署《债权转股权合
同》，与 SKI 签署《合资经营合同》，约定由
BDE 向 SKI 转让 BDE 对亿纬集能享有的
全部贷款债权；同时，各方同意并确认现金
贷款合同及相关协议项下的一切 BDE 的
权利义务由 SKI 承继。 SKI 对亿纬集能享
有转股权，行使转股权时，以其对亿纬集能
享有的现金贷款债权作为出资， 取得亿纬
集能 49%股权， 亿纬锂能同时放弃优先认
购权。

记者梳理公开信息发现， 近几年，亿
纬锂能经营形势较为乐观，并无明显的资
金压力。 截至 2020 年 9 月末，亿纬锂能货
币资金 19.12 亿元，交易性金融资产 11.5
亿元。作为其控股子公司的亿纬集能为何
向 BDE 大额现金贷款？ 且贷款利率低于
行业平均水平，仅 2%。 而后不久，BDE 选
择将这笔债权转让给 SKI，这背后又有何
目的？

记者就上述问题联系亿纬锂能董秘
办，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在深交所下发的关注函中， 也要求亿
纬锂能 “结合 SKI 与 BDE 的关联关系、本
次交易目的等说明 SKI 受让相关债权的原
因及合理性。 ”

通过回复， 记者关注到，BDE 是 SKI
的全资子公司，在 BDE 提供的长期借款资
金的支持下， 亿纬集能的业务规模不断扩
大，软包动力电池产能从 2018 年的 3 吉瓦
时扩大到 2020 年的 8.8 吉瓦时。

“SKI看好锂电池前景，有意愿进一步参
与到锂电池的快速发展中。 ”亿纬锂能称。

股东权益是否受损惹关注

是否在亿纬集能成立之初， 就有 SKI
的身影？

记者通过公开信息发现， 亿纬集能设
立时便涉及国际合作。 彼时， 亿纬锂能表
示，在亿纬集能董事会 4 名成员中，有 2 名
董事为韩国国籍， 同时聘任韩国籍总经理
和技术副总经理； 并称聘任的董事会和高
管团队来自软包电池制造行业的优秀公
司，有丰富的软包电池研发、生产制造和管
理经验。 此外，再未透露其他信息。

2018 年年报中，亿纬锂能提及，刚刚
成立的子公司亿纬集能已经打开高端乘用

车市场，获得国际客户包括戴姆勒、现代起
亚的认可并获得订单或供应商选定报告。

值得关注的是，SKI 一直是戴姆勒、现
代起亚的主要供应商。

在问询中， 深交所要求亿纬锂能补充
披露亿纬集能合资经营后， 亿纬集能的实
际控制权归属。

亿纬锂能表示，交易完成后，亿纬集能
的实际控制权仍归属于公司。 在股东会层
面，公司持有亿纬集能 51%的股权，对股东
会享有 51%的表决权；在董事会层面，公司
提名五名董事会成员中的三名， 提名董事
会成员人数超过董事会成员人数的 50%，
对股东会和董事会审议事项都能够施加重
大影响。

即便如此，市场仍有猜测，亿纬集能在
短时间内快速打开国际市场是受 SKI 扶
持， 而 SKI 入股亿纬集能是为尽快培育利
润新增长点。

据 2020 年三季报，1—9 月，SKI 销售
额为 74.2 亿美元， 营业利润亏损 2560 万
美元，形势比较严峻。

在一期 3 吉瓦时新能源软包动力电池
项目投产后，亿纬集能的产能正逐步释放。
2019 年和 2020 年前三季度， 亿纬集能实
现营收 2.12 亿元和 14.66 亿元， 净利润分
别为-0.63 亿元和 0.8 亿元，由亏转盈。

力图二线突围

这已经不是亿纬锂能携手 SKI 共拓动
力电池市场的第一个项目。

去年 9 月， 亿纬锂能宣布， 公司拟与
SKI 合资建设年产量为 20—25 吉瓦时的
动力电池产能。 其中， 亿纬锂能出资 5.25
亿美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50%。

据本月发布的最新公告， 上述合资项

目投资主体已变更为孙公司亿纬动力香港
有限公司， 后者将以自有及自筹资金出资
3.66 亿美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30%。
生产规模也提升至 27 吉瓦时/年。

截至目前， 亿纬锂能动力电池市占率
不高，仍属产业二线企业。据中国化学与物
理电源协会，2019 年， 亿纬锂能动力电池
市占率不到 3%，距离宁德时代 51%和比亚
迪 17%的市占率差距较大。

与此同时， 动力电池业务正在成为
亿纬锂能营收的重要来源。今年上半年，
亿纬锂能动力电池业务营收 13.61 亿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62.59%；占总
营收的 43%。

在此情况下， 加速拓展动力电池市场
对亿纬锂能未来发展的影响愈来愈大。

天风证券认为， 亿纬锂能下一阶段发
展的重点业务锁定在动力电池。一直以来，
亿纬锂能绑定各行业大客户能力较强，是
各行各业的“卖水人”角色。 站在当前时点
向未来看， 亿纬锂能最重要的是其动力电
池业务如何在二线突围。

而和 SKI 的合作可能将成为亿纬锂能
快速拓展动力电池市场的捷径。

12 月 17 日，亿纬锂能表示，将前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 “荆门亿纬创能储能动力
锂离子电池项目” 调出募集资金 9 亿元用
于组建全自动化圆柱三元锂离子电池生产
线，其中 3 亿元用于荆门创能实施“荆门圆
柱产品线新建产线二期项目”，6 亿元用于
公司实施“高性能 锂离子动力电池产业化
项目”，进一步加码动力电池业务。

近年来， 随着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
动力电池行业市场集中度不断提升，三元
软包动也是整个行业未来发展的重点方
向。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联手 SKI，亿纬锂
能前景何如？ 本报将继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