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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员裁员、、减产减产、、价格战价格战，，光伏行业竞争加剧光伏行业竞争加剧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光伏行业奏响“冰与火之
歌”。2023年，光伏电池与电
动载人汽车、汽车用锂电池组
成的“新三样”成为我国出口的
重要增长极，不断释放新动
能。近年来，光伏产业在“双
碳”目标的实施和国家政策引
领下，实现了高速增长，光伏
产业下游发电端迎来“装机
潮”。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我
国2023年前11个月光伏新增
装 机 163.88GW，同 比 增 长
149.4%。

然而，多位业内人士表示，
2024年光伏行业新增装机规
模有望保持较高增速，但相较
2023年将有所放缓。当前光
伏产业伴随着产能过剩、价格
下探、技术更迭，进入新一轮行
业洗牌及落后产能出清，整个
行业竞争加剧，笼罩着“寒冬”
的气息。

过剩产能加速出清

光伏行业是推动经济转型
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
量，其中硅料、硅片、电池、组件
是光伏的主产业链。中国光伏
行业协会（CPIA）发布的相关
数据显示，2023 年 1—10月，
我国光伏行业增长势头强劲，
制造端硅料、硅片、电池、组件
的产量同比增长均超过70%；
制造端四大环节产值超过1.3
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不过，亮眼的数据背后是
光伏产业整体产能过剩的事
实。多位业内人士表示，2024
年光伏或迎来行业“洗牌年”。
一位光伏供应链从业人员告诉
记者，光伏行业出现产能过剩
有多方面原因：首先，光伏企业
扩产，供大于求，加剧了产品过
剩；其次，光伏产品技术迭代较
快，企业不断推出新产品，导致
部分代理商积压库存，供需失
衡；还有一些中小企业和跨界

入局者盲目进入光伏行业，没
有进行有效规划和管理，造成
了产能过剩的局面。

产能过剩之下，光伏行业
接连不断传出工厂减产、关停、
裁员的讯息，多家厂商裁员比
例高达20%，多家电池生产研
发企业减产近30%。

在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钟宝申看来，过度投
资和扩产加剧了产能过剩现象
的发生。“过去18年，我们建设
了380GW的电池和组件产能，
最近18个月建设了380GW的
打通产业链上下的一体化产
能。”通过一体化生产，企业可以
降本增效，有利于竞争格局的优
化，但整个市场的供给大大超出
了需求，企业便会被迫陷入低价
竞争的困局。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
研究员钟财富表示，未来以光
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将成
为主力电源。现阶段可能出现
光伏产能过剩，但从长远来看，
行业在全球层面还有比较大的
增长空间，在国内也有一定的
增长空间。

也有部分业内人士认为，
光伏行业面临的产能过剩属于
结构性、阶段性过剩，对于优质
产品来说仍然是一片蓝海，整
个行业将在技术迭代下产业加
速优胜劣汰，向高质量发展迈
进。华安证券研报指出，光伏
行业内持续加速低端产能、落
后产品出清速度，为行业走向
健康发展提供助推力。

价格战或愈演愈烈

日前，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名誉理事长王勃华在2023光伏
行业年度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

“2023年光伏行业的热词，一个
是产能过剩，另一个是降价。”

硅料是光伏上游产业链的
重要原材料之一，2023年初一
度达到24万元/吨的价格，至
2023年底已跌破6万元/吨，直

逼生产成本线。
硅料价格下行，虽然一定

程度上刺激了下游光伏装机量
的增长，但是对于中游的光伏
组件和光伏电池连带受到了较
大的冲击。数据显示，光伏组
件相较于 2023 年初 1.8- 1.9
元/瓦，至2023年11月已跌下
1元/瓦，价格近乎腰斩，这一信
息引起了行业不小的轰动。

相关业内人士向中国城市
报记者表示，跌破1元/瓦的价
格已经是持平甚至低于光伏组
件的成本价，且降价的趋势还
未见底，长此以往整个产业链
都难以盈利，对行业的可持续
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究其原
因，该业内人士分析，一方面是
由于一些效率较低的企业在市
场竞争中不具备技术和品质优
势，只好降价处理；另一方面有
些光伏产品被市场清退回来，
当时的先进产品已然在技术快
速更迭下濒临淘汰，也只能退
而求其次做低价处理。

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从
中国电建集团了解到，2024年
度光伏组件参与投标的55家
企业中，P型产品最低报价为
0.806元/瓦，N型产品最低报
价为 0.87 元/瓦，光伏组件集
中采购开标价再创新低。当
前，市场需求对N型、P型产品
分化拉大，N型替代P型趋势
愈加明显，落后产能正在加快
出清。

利润的下跌直接影响企业
的存亡。根据黑鹰光伏统计,
截至2023年9月底，118家光
伏企业总负债规模合计高达
1.76万亿元。有24家企业资
产负债率超过70%，四家企业
更是超过90%。

过去狂飙了近三年的光伏
产业，如今在产能过剩、低价竞
争的双重压力下，步入“寒冬”
时刻，而且这一次的调整期相
对于以往仿佛更加漫长和凛
冽。不难发现，光伏龙头企业
依靠一体化优势，维持着微薄

的利润，一些中小企业和跨界
企业处于长期低价竞争情况
下，在成本和技术上不占据优
势，已经逐步被市场淘汰。

价格战下无赢家。纵观整
个行业发展，阵痛之后的缓冲
或许有利于产业链的调整和提
质增效。再生能源与科技研究
顾问公司InfoLink Consult-
ing表示，部分国家为保障能源
上的自主性，于近年开始对光
伏产品产地进行限制。在组件
价格显著下降的情况下，仍看
好2024年光伏市场的成长，预
期2024年光伏组件需求仍将
保持约15%-20%的增长。

山西证券研报表示，光伏
行业方面，当前行业集中度逐
步提升，竞争格局开始优化，产
业链价格基本接近底部，龙头
企业投资价值显现。

先进产能不会过剩

“先进产能永不过剩。”在
工信部电子信息司金磊看来，
现在光伏行业主要面临中低端
产能过剩的风险。下一步，工
信部将促进光伏与相关技术融
合发展，加快光伏产业运营建
设，促进产品质量提升，深化国
际合作。

回望光伏行业过去的一
年，无论是上游的硅料、硅片还
是中游的光伏组件，从盲目扩
产，到产能过剩，再到痛苦出
清，虽然现阶段阵痛不断，但是
希望还在。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将加强光伏行业规范管
理，引导产业合理规划布局，稳
步推进产业技术迭代和转型升
级，着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2023年12月19日，工信部公
开征集对《太阳能光伏产业综
合标准化技术体系（2023版）》
（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并提出
到2025年，新制定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40项以上，实现光伏
产业基础通用标准和重点标准

的全覆盖。
去年12月21日，在全国能

源工作会议上，国家能源局提
出2024全年全国风电光伏新
增装机 2 亿千瓦左右，这较
2023年的目标提升了25%。

要求2024全年全国风电
光伏新增装机2亿千瓦左右，
这较 2023 年的目标提升了
25%。王勃华表示，2023年全
球光伏新增装机预测达到
345GW-390GW，海外市场以
欧洲、美国、印度、巴西等为主，
我国光伏新增装机预测达到
160GW-180GW。按照此数
据，我国装机数量约占全球总
量的一半，且较之前的两年占
比均有所增长。

据集邦咨询研究分析称，
当前电网容量不足和风光消纳
问题已成为制约各国光伏需求
保持高增长的一大关键点，需
待电网完成阶段性升级或储能
装机放量后，全球光伏装机潜
力才能进一步释放。

宁夏新能源装机
突破3600万千瓦

■新华社记者 于 瑶

随着日前宁夏圆满完成国
家第一批300万千瓦“沙戈荒”
光伏发电项目并网，宁夏新能
源装机达到 3600.15 万千瓦，
装机占比超过总装机54%，储
能 规 模 达 到 286.5 万 千 瓦/
573.2万千瓦时，提升新能源利
用率1.4个百分点。

作为国家首个新能源综合
示范区，宁夏具有“地域小、风
光足、电网强、送出稳”的优
势。2023年，宁夏新能源单日
最大出力及单日发电量连续
14次创历史新高，新能源利用
率连续五年超97%，整体呈现

“发电占比增、调度交易足、储
能调用强、政策运用好、整体指
标稳”的良好局面。

宁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
总工程师马军说，2023年国网
宁夏电力率先建设“风光火储
协同控制系统”，规范储能日均

“一充一放”调用，宁夏全年利
用小时数达到1006小时。同
时，分时、分域提升新能源发电
能力预测精度，最大程度保障
新能源能发、满发。通过这些
措施，2023年直接促成新能源
多发电5.15亿千瓦时。

据了解，国网宁夏电力公
司还形成了“中长期差价合约+
现货全电量集中优化出清”市
场模式，启动现货市场结算试
运行，迈出了省内现货交易市
场化改革的第一步，并形成了
储能“调峰+顶峰+容量租赁”
盈利模式，挖掘储能“消纳+保
供”双重价值。

安徽芜湖：
航拍全球首套

二氧化碳储能“充电宝”

2023年12月30日，位于芜湖市繁

昌区繁阳镇库山村的海螺集团10MW/

80MWh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一次调试成

功，并网发电。这标志着海螺集团二

氧化碳储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顺利进

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据了解，压

缩二氧化碳储能发电是一种环保、高

效的新型能源发电方式，可以有效解

决风力、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波动性

大的问题，实现能源的平稳供应。

中新社发 王玉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