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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企业沉浮录

 张传卫很快就要去上海证券交易所（下称“上交所”）敲锣了。

 2018年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日，他所创立的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下称“明阳智能”）正式获得证监会IPO核
准。14天后，上市申购开始。

 经历美股折戟和之后的漫漫回A路，这位中国第三大风电整机商创始人早已褪去八年前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时的青
涩。

 当时，在敲钟前的63个小时里，张传卫难以入睡，只好去曼哈顿中央公园晨跑来缓解紧张情绪。

 当他准备敲响那面位于上交所的中国股市“第一锣”时，隐退多年的尉文渊频繁出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活动
中，重温上交所初创旧梦，讲述这面锣的故事。

 镜头前，这位上交所的设计者和创建者头发花白，略显苍老。

 现实非他所愿。24年前因“327国债事件”引咎辞职后，尉文渊还曾搅局风电，助力后起之秀华锐风电一度登上行
业之巅。

 如果没有后来一系列剧变，此时尉文渊要讲述的，或许会是一个关于东山再起的故事。

 1990年，当尉文渊敲响上交所开市锣声时，张传卫从老家河南来到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他深受这里浓厚的创业
氛围感染，三年后便从河南某市驻广东办事处主任任上辞职下海。

 韩俊良下海还要等到十余年后。这位中国风电行业的悲情人物当时正走在大连重工起重集团的体制之路上。

 他的江苏同乡张雷当年还是一名中学生。后来，这位75后“富二代”远走英伦，求学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后
长期从事金融工作。

 张雷父辈的同龄人武钢此时担任达坂城风电场场长已逾一年。在新疆戈壁滩凛冽的寒风中，他守护着仅有的14台进
口风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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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告诉前来采风的画家黄建新，“这里以后将是一片望不到边的风电场”，并请求将他的梦想入画。

 站在1990年的时间节点上，这些未来风电产业风云人物的生命轨迹似乎并无交集。

 直到15年后，一则政策条文扭曲时空力场，各路玩家一起登台，一出兴衰沉浮的大戏拉开帷幕。

 舞台背后，世界风电竞争格局正悄然改变，中国新势力开始崛起。

 新势力崛起

 尉文渊是当时这股新势力的代表之一，他初登风电舞台是在2005年。

 彼时，50岁的他已退隐十年。“327国债事件”后，这位上交所首任总经理因监管失察无奈请辞。此后，他虽欲复
出，却再难起波澜。

 另一位投资界大佬阚治东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上世纪90年代初，尉文渊、阚治东和管金生被称为“上海滩证券三猛人”。管金生因“327国债事件”锒铛入狱；
阚治东因涉嫌操纵股价屡遭处罚。

 尽管江湖已不再是“三猛人”的江湖，但尉、阚二人仍欲联手回归，选择以另一种方式重回资本市场。

 经朋友介绍，他们结识了美国工程院院士鲍亦和。这位华裔风电专家像一名传教士，不厌其烦地向二人介绍风电前
景。

 鲍亦和铺开一张中国地图，手指在江苏、山东沿海到西北内陆之间画出一道弧线。

 “这些地方风能资源都非常丰富，中国未来势必重视风能产业。”他说。

 当时，中国乃至世界正在经历一场能源变革。

 两年前，伊拉克战争爆发，导致第三次石油危机。2005年8月，国际油价首次突破70美元/桶。伊战前的20年里，国
际油价基本稳定在30美元/桶以下。

 几次石油危机促使可再生能源快步走上历史舞台。

 事实上，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中，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已开始受到重视。世界头号风机商维斯塔斯即崛起
于此。

 在石油危机的阴霾下，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被赋予新的意义。中国作为全球二氧化碳第二大排放国，面临
巨大压力。与此同时，中国也希望在清洁能源革命中抢占先机。

 相比而言，中国的能源结构矛盾比较突出。当时，煤炭消费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约70%。

 但矿难频发让这种渗透着鲜血的黑金饱受争议。仅2004年，全国煤矿矿难死亡人数高达6027人。

 在此背景下，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获得通过，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迎来历史性机遇。

 同年，国家发改委颁布《关于风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规定风电设备国产化率要达到70%以上，不满足设
备国产化率要求的风电场不允许建设。当时，中国风电设备的国产化率仅约25%。

 此时，尉文渊和阚治东两位失意的猛人正在筹划着进军风电行业。他们最初的目标是建设一个20万千瓦的风电场。

 正当万事俱备之时，政策突变，20万千瓦以上项目全部被国家设为特许招投标项目。二人无力与五大发电集团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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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们不甘失败，专门请来央企专家支招。一名专家建议他们把目光转向竞争相对较小的风电设备。

 这位专家甚至透露，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下称“大连重工机电”）亦有此意，正苦于不被投资界看好
。

 经过一番斟酌后，二人第二天飞赴大连，见的正是当时担任大连重工机电总经理的韩俊良。

 双方一拍即合，华锐风电于2006年2月应运而生，中国风电行业最戏剧性的传奇故事由此开启。

 同一年，已在电器行业打拼十余年的张传卫也在准备转战风电，他力排众议成立明阳风电——明阳智能的前身。

 这位日后的风电大佬善于把握机会，早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第二年，他便毅然“下海”。

 历史往往充斥着各种巧合。当华锐风电和明阳风电成立时，远在伦敦的张雷也有了回国创业的想法。

 他曾先后供职于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伦敦能源交易部和英国巴克莱银行。多年能源金融衍生品工作经历，让他对低
碳能源产生兴趣。

 2007年，他带领一支十余人的海归创业团队，回到家乡江苏江阴，组建江阴远景能源公司（下称“远景能源”）。

 在风电这个大风口上，新势力正在崛起，围绕着中国风电整机制造的造富故事也已开启。

 当财富得到积累，成长为风电巨头的新势力很快将目光瞄向行业之巅，一场王座之争在所难免。

 王座之争

 当新手涌入赛场时，武钢已在风电领域深耕近20年。1987年，他加入新疆风能公司，并于两年后出任达坂城风电场
场长。

 彼时，中国还是石油出口国，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尚在75%以上。

 这个当时亚洲最大的风电场，更像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个扶贫项目和实验基地。

 1999年，在达坂城一个破败不堪的小厂房里，武钢和他的同事终于取得突破。他们自主研发生产的第一台国产风机
S600，通过国家鉴定验收。

 两年后，由新疆风能公司发起成立的新风科工贸，正式改组为金风科技。这一年，是中国企业在风电行业的起步之
年，此前其市场占有率几乎为零。

 金风科技创立伊始，面临与维斯塔斯、歌美飒、GE等国际巨头的孤军奋战。

 彼时，中国企业不足五家，在中国市场占有率曾一度超过40%，却又很快在外资巨头的夹击下迅速降至25%左右。

 2005年，“国产化率70%以上”的保护措施成为转折点。

 此后十余年，中国风电企业遍地开花，外企巨头逐渐退出中国市场。目前，中国风电设备几乎全部实现国产。

 国产化浪潮把武钢推上“铁王座”。

 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所执掌的金风科技很快遭到猝不及防的闪电袭击，挑战者正是来自华锐风电的总舵手韩俊
良。

 巧合的是，武钢与韩俊良入局风电均因王文启引导。这位原新疆水利水电研究所所长，是中国风电行业的奠基人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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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亲手带出门徒武钢，又帮助韩俊良引进德国Furlander公司1.5MW机组生产技术。这项技术被业内看作华锐风电高
举高打的重要举措。

 彼时，国内主流机型是750KW。金风科技在进行兆瓦级风机研发时，从1.2MW与1.5MW的权衡中选择前者。

 但事实证明，利润空间更大的1.5MW风机，更符合下游五大发电集团的胃口。

 在1.5MW风机的猛烈冲击下，金风科技不得不调转航向，将1.2MW升级为1.5MW，这一过程耗时三年。当2007年底
金风科技终于推出1.5MW机型时，武钢已被韩俊良远甩在身后。

 抢占兆瓦级风电市场高点后，韩俊良又祭出低价杀器，欲将对手彻底甩在身后。

 在2008年6月开标的甘肃酒泉380万千瓦风机项目中，华锐风电凭借低价拿下180万千瓦的订单，金风科技仅81万千瓦
。这样悬殊的差距在此后多次特许权招标中屡次上演。

 攻城略地带来行业地位飙升。2008年，成立仅三年的华锐风电就以22%的市场份额，取代金风科技登上“铁王座”
。

 此时的金风科技正陷入高管套现、人员动荡、股东不和等旋涡，在种种质疑中忍受煎熬。

 韩俊良则仍在高歌猛进。这位深谙体制游戏规则的玩家将政策和政府资源视为公司发展之根本，这恰是武钢饱受抨
击的短板。

 早年关于华锐风电的报道显示，他曾为近距离接触主管新能源战略规划的政府高官，不惜买下其所乘航班所有头等
舱机票，并亲率部下安坐周围。

 他亦曾在多瑙河上包租豪华游轮，欲宴请某发改委高官而未遂。

 有传闻称，华锐风电内部诸多高薪闲职，多由五大发电集团员工家属担任。

 韩俊良依然保持着他在体制内的习惯，坚持每天阅读《人民日报》。如果员工未能按时将报纸送至其办公室，他便
会亲自下楼去取。

 但命运的天平并没有偏向他。

 2012年，华锐风电陷入上市后首亏，韩俊良被迫于次年3月辞去董事长，由副董事长尉文渊接任。

 命运交响曲

 华锐风电霸权的衰落始于2011年，但那年的故事是以一个小插曲开场。

 年初，尉文渊把华锐风电送入自己亲手创建的上交所。这个当年最轰动的IPO，共募资超过90亿元。

 华锐风电市值一度逼近千亿，韩俊良身价超过百亿，尉的身价超过80亿元。

 但在上市路演时，下属曾为韩俊良送去一份抹茶蛋糕，韩当即暴跳如雷。这位身家百亿的风电大佬迷信地认为，上
市在即，绿色代表不吉利。

 韩俊良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上市当天，华锐风电即破发，发行价为90元，盘中最高价为88.8元。

 让人唏嘘的是，该价格就是它的历史最高价。如今，其股价仍在1元左右徘徊。

 华锐风电彼时的囚徒困境，是整个风电行业由盛及衰的一个缩影。

 2011年春，甘肃酒泉、河北张家口等多地发生风机脱网事故，对当地电网造成严重威胁。地方政府开始收紧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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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权。

 再加上“特高压之争”日趋白热化，电网建设相对滞后，三北地区外输风电受阻，成为“弃风限电”重灾区。风电
装机增速由此大幅下降。

 寒冬中，韩俊良犯了兵家大忌。

 他不打算收缩战线，继续坚持粗放型增长策略，导致库存和应付账款居高不下，现金流日渐枯竭，华锐风电最终面
临崩盘。

 华锐风电之殇源自“一把手”过度迷恋速度与规模，忽略产品质量。这导致华锐风电所产设备事故频发。

 此后数年，该公司又深陷国内外诉讼泥潭。但最大的伤害来自财务造假一案，韩俊良因此锒铛入狱。

 危局中，财务投资人尉文渊曾一度接替韩俊良出任董事长，欲力挽狂澜。但无奈华锐风电股权分散，内斗激烈，两
个月后，他便黯然离场。

 此后，该公司深陷人事动荡。这家曾经中国第一、世界第三大的风电整机制造商在泥潭中不断挣扎，却早已跌出主
流阵营。

 在隐忍三年后，以稳健著称的武钢终于在2011年重回“铁王座”，并稳坐至今。作为老牌巨头，金风科技得以在行
业低迷时巩固优势。

 2012年，风电行业跌至谷底，这一年也被称为“雾霾元年”。次年初，在雾霾锁城的冬日里，一系列发展清洁能源
的政策出台，风电产业终于等来春天。

 2015年，金风科技甚至一度问鼎世界第一。

 另类战场

 新势力也在行业回暖中成长。

 当外界把目光聚焦在金风科技与华锐风电的“王座”之争时，两家新锐公司趁机悄然崛起。

 张雷是风电领域的“后进生”。直到2008年，远景能源第一台样机才下线。彼时，火热的三北地区已没有他的立锥
之地。

 这位年轻的后起之秀决定选择差异化打法，豪赌低风速风机，在中东部和南部寻觅商机。

 张雷的选择是明智的。中国风资源60%以上为低风速区域，需要利用专门的风机设备才能转化出可用风能。但长期
以来，中国自主研发的低风速风机一直缺位。

 在国际巨头纷纷退出中国市场时，英国投行出身的张雷，收编了一支来自维斯塔斯、歌美飒等外资风电巨头的技术
队伍。

 在他们的攻关下，远景能源在低风速领域率先取得突破，远景风机在江苏本地低风速风电场的运行数据得到业界认
可。

 张雷剑走偏锋，在三北地区弃风限电的大背景下显得颇具前瞻性，风电建设重点此时开始向中东部和南部低风速地
区转移。

 凭借先发优势，远景能源不断蚕食市场份额，并迅速成长为仅次于金风科技的中国第二大风机制造商。

 在拿下低风速战场后，远景能源很快将盯上另一个新的战场——海上风电。该公司所在的江苏省是中国海上风电第
一大省，张雷顺势进军海上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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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远在广东的张传卫也盯上海上风电。

 这位公务员出身的民营企业家的风电故事颇为传奇。最初，明阳风电既无国企背景，也无资本加持，更无风电大省
的本土优势。

 在彼时国家电力大格局中，广东被定位为西电东送的受端省份，中央并不希望其自建发电厂。

 据传，张传卫通过“炒地皮”，从银行抵押贷款获得启动资金，从而向世界风电巨头购得知识产权。

 2011年，上游稀土价格暴涨。张传卫又与江西赣州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投资建设风电整机及永磁电机
、磁性材料等核心部件项目，发力产业链垂直整合。

 这个地处湘赣闽粤交界处的城市，有“稀土王国”之称。明阳风电因此成为中国风电制造业首个获得国家稀土战略
资源配置的企业。

 但张传卫的发家备受争议。早年间，他曾卷入原广东省科技厅厅长李兴华受贿案

 这或许折射出张传卫初入风电行业时的艰辛。但早年的污点并没有影响张传卫获得广东省政府的鼎力支持，广东省
省长马兴瑞甚至频繁到访明阳智能。

 去年4月，广东省推进海上风电建设工作现场会，被安排在位于中山市的明阳集团总部召开。

 随着广东省被国家能源局划入4个重点推进海上风电建设省份，广东本土风机制造商明阳智能受到热捧。

 三峡集团等欲进入广东海上风电市场的央企，开始积极谋求与明阳集团合作。

 早年的“王座之战”曾给了黑马崛起的机会。但如今的行业格局趋于稳定，马太效应凸显。

 2017年，排名前五的风机制造商占据2/3的市场份额，其中金风科技占比接近30%。

 在中国风电行业三十年跨越式发展的时代浪潮中，这些风电整机商几度沉浮。

 它们推动中国风电走向世界，在世界风电市场和全球能源格局中书写了中国式崛起范本。

 这些范本的最新故事是，张传卫即将带领明阳智能登陆A股，一场新的造富运动拉开帷幕。（作者：粟灵）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344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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