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官在申请执行企业了解案情

产业园的“涅槃”：从债务泥潭到产值6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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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封的蓝海：

当光伏电站沦为“僵尸资产”

□ 首席记者 陈颖婷

夕阳的余晖洒在高铁站的玻璃幕墙上， 映出一片

琥珀色的光芒。 松江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黄浩杰拖

着行李箱， 缓缓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 踏上了返沪的

列车。 远处屋顶上的光伏板阵列在暮色中闪烁着微光，

像极了山东菏泽那片曾经陷入困境、 却又重获新生的

“蓝色海洋” ……

近年来， 一些企业因经济结构及经营策略的调整

债务问题陷入困境， 甚至沦为“僵尸企业”。 如何在尽

力促成这些企业重获新生与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

益之间寻找最优解， 成为司法执行中的一大难题。 松

江法院通过探索“重整式执行” 机制， 在司法工作者

不断的“自我加压” 下， 不仅帮助企业化解债务危机，

还为其注入新的活力， 实现了企业、 债权人、 员工等

多方共赢的局面。 这一机制不仅优化了营商环境， 也

为全国法院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而这一“松江经验”

也被写入今年上海法院两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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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院寻找执行最优解，为企业注入新活力

2023 年深冬， 某光伏电

站 5000 余万元债务纠纷案卷

摆上黄浩杰案头。 这座黄河古

道边的优质电站因政策调整终

止出售，陷入供应商挤兑危机：

发电效率跌至设计值58%，200

亩冬小麦无力收割，37名员工

面临失业， 其中12人需靠4800

元月薪供子女上学。

面对评估公司“设备残值

不足千万” 的结论， 黄浩杰想

起了张江科学城“僵尸电站复

活” 案例。 他连夜制定《经营

权重组方案》， 主张引入专业

运营商， 用未来收益分期偿

债。 局长指着方案扉页“如我

在执” 四字叮嘱： “要像守护

自家鱼塘般守护企业呼吸权。”

推行方案阻力重重： 作为

申请人的设备商林总质疑“五

年回款周期太长”， 电站老员

工担忧被新运营商取代。 黄浩

杰联合上海技术团队远程诊

断， 发现组件背板衰减是效率

主因， 于是提出 580 万元技改

计划。 通过长三角数字赋能，

引入自动清洁机器人、 无人机

巡检等智能运维系统， 并设计

“共管账户” 监管模式： 前三

月电费提取 15%作技改基金，

后续按“433” 比例分配偿债、

运维和工资。

协调会上， 绿源公司《智

能运维方案》 显示技改后首年

发电收益可增 900 万元， 阶梯

还款协议承诺发电效率恢复至

85%后偿债比例提至 60%。 林

总计算后认可四年回款可行

性， 老员工代表老周含泪签

字。

一年后验收数据显示 ：

电站发电量达设计值 117%，

偿还债务 827 万元， 小麦亩产

增收 15%， 8 名员工晋升运维

技师。 林总携“执法如山护

民企” 锦旗致谢， 老周团队

则送上“重整妙手唤新生”

旗帜———这场横跨黄浦江与

黄河滩的司法实践， 用创新

执行破解了“僵尸资产” 困

局。

“我们非常感谢松江法

院， 法院没有按常规流程去

拍卖、 破产、 清算， 然后计

算费用。” 上海回天电力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资本中心副总

裁李沈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个模式的搭建非常不容

易， 一方面保障了电站的运

营， 让电站优质资产没有破

产， 让我们没有受到损失，

只是付出了时间的代价。 同

时在这个过程中也保护了其

他债权人。”

李沈飞所在的回天电力

是电站的最大设备供应商，

涉及金额高达 3400 万元。 他

坦言， 如果按照传统的拍卖

程序， 电站的估值可能只有

2000 万元左右， 供应商们将

面临巨大的损失。 而通过

“重整式执行”， 电站不仅得

以继续运营， 还逐步清偿了

债务， 甚至实现了盈利。

“通过重整式执行， 让原

本预计最多可能亏损一半的

项目逐渐变成盈利性项目。”

李沈飞感慨道， “重大损失

项目现在反而变成了一个盈

利的项目。”

光伏电站的案例并非孤

例。 在上海市松江区九淦路，

一家生态产业园也通过“重整

式执行” 实现了华丽转身。 3

年前， 这座产业园因债务问题

一度荒废， 涉案总额达 1.49

亿元， 执行总标的达 1.5 亿元

左右。 产业园内还有 200 多户

商家和 800 多名租户， 腾退清

场非常困难。

“如果真的启动强制拍卖程

序， 不仅可能产生带租约拍卖的

执行异议案件， 还有可能引发其

他衍生诉讼案件。” 松江法院执

行局局长李为国表示。 为此， 法

院决定采取“重整式执行”， 暂

缓对园区所属企业采取强制执行

措施， 并通过“债转股” 方式引

入新的债权人。

最终， 新的债权人通过收购

其他债权， 并免除原始股东的部

分债务， 由原始股东让渡股权，

完成了股权变更过户。 产业园在

府院联动机制的支持下， 逐步恢

复了生机。 如今， 园区内已有多

家新能源车企交付中心入驻， 法

律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业也陆续

进驻， 半年时间已实现 6000 万

元的产值。

“这座楼已经被租下来了，

那里在装修的是理想承租的， 还

有这里， 长安深蓝也入驻了。”

产业园负责人对“涅槃” 后的产

业园区充满信心。

上述案例仅仅是上海法院

“重整式执行” 机制的缩影。

何谓重整式执行？ 是指通

过司法程序介入， 对不能支付

到期债务陷入运营困难而又有

再生希望的企业， 进行生产经

营整顿和债权债务清理， 以帮

助企业涅槃重生的一种执行方

式。 它突破了传统执行方式中

“一刀切” 的做法， 更加注重

保护企业的运营价值， 实现债

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平

衡。

近年来， 松江法院通过这

一机制， 成功化解了多起涉及

“僵尸企业” 执行案件， 帮助

企业摆脱债务危机， 重获新

生。

“重整式执行的精髓在于，

我们不仅要让企业活下去， 更

要让它在司法温度的滋养下，

生长出惠泽社会的枝条。” 黄

浩杰表示。 这一机制不仅保护

了债权人的利益， 还为企业注

入了新的活力， 实现了多方共

赢。 在“光伏电站” 一案中，

通过“重整式执行”， 不但已

经偿还了回天电力数千万元的

欠款， 还让多家小供应商要回

了欠款。

谈及“重整式执行” 成功

的秘诀， 松江区执行局执行一

科副科长施岸表示， 在此过程

中法院积极与属地党委、 政府

联动， 共同推进涉执企业的重

生。

在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

益的同时， 也给予被执行企业

一定的“自救” 时间。 同时， 创

新企业自救模式， 通过“债转

股”、 股权转让等方式， 精准引

资， 解决企业的资金问题。 “被

执行的企业是否纳入到重整式执

行的范围， 首先要看企业本身是

否有生存的意愿， 其次还需要有

基本的商业价值。” 施岸告诉记

者， 下一步还将在“重整式执

行” 中引入更专业更权威的第三

方机构对被执行企业进行商业价

值的评估。

“重整式执行” 的实施， 不

仅有效解决了企业的困境， 保护

了债权人的利益， 还促进了资源

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通过重整式执行， 松江法院成功

挽救了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但暂

时陷入困境的企业。

记者了解到，去年，上海法

院受理被执行人是企业的执行

案件8万余件，其中有相当比例

的企业因缺乏充足资产而使执

行陷入僵局。 而“重整式执行”

为这些企业的前景打开了新的

思路。“重整式执行”不仅是上

海法院在司法执行中的创新之

举，更是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

业纾困的重要举措。 通过这一

机制， 法院不仅帮助企业化解

了债务危机， 还为其注入了新

的活力，实现了企业、债权人、

员工等多方共赢的局面。

记者从市高院了解到， 上

海法院将进一步加强执破融合

研究， 通过各法院执行部门与

破产管辖法院的联动， 提升执

行转破产的质效； 同时， 探索

执行力量协同破产办理的新模

式， 发挥破产制度在企业拯救与

出清方面的效率效果。

正如那些追光而动的光伏

板， 当法官俯身成为社会价值的

“摆渡者”， 司法的阳光自会照亮

更多等待破茧的生命。 未来， 随

着“重整式执行” 机制的不断完

善和推广， 更多“僵尸企业” 将

有机会涅槃重生， 为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新动力。

重整式执行：从个案到机制推广

拟探索执行力量协同破产办理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