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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产业如何在变局中光伏产业如何在变局中““破茧成蝶破茧成蝶””
■中国城市报记者  康克佳

日 前 ，SNEC  PV+ 第 十
七届（2024）国际太阳能光伏
与智慧能源（上海）（以下简称

“SNEC”）大会暨展览会落幕，
“3600 家展商、50 万观众人次”
的成绩单，让这场有着“光伏春
晚”的展会备受行业瞩目。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大
会的举办地从浦东新国际博览
中心首次搬到上海国家会展中
心，不少业内人士希望这座四
叶草形的建筑能为整个光伏行
业在大变局时代下带来新的希
望。作为“新三样”的代表，光
伏行业亟待经历一次深刻的变
革与重生。

已无昨日风光，拐点在何时

“往年来开会，大家都是有
钱人，今年来开会好像大家都
变成了穷人。这话听起来还有
点儿悲伤。”珠海格力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
在 6 月 11 日 SNEC 论坛上的发
言映射出光伏行业的现状。

在不少从业者眼里，如今
的光伏产业已然没有了昨日

“风光”，取而代之的是“内卷”
之下行业的低迷。今年一季
度，光伏行业普遍亏损，业内不
少人认为行业凛冬已至，“焦
虑”也成为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的从业者们说得最高频
的词汇之一。

“现在的情况不焦虑是不
可能的。明年这个时候不知道
我们还存不存在，能来参展的
友商也不知道还能剩多少。”来
自江苏省一家光伏组件企业的
工作人员徐阳告诉中国城市报

记者，过去一年“量增价跌”让
光伏行业完成了一次大洗礼，
不少小的组件企业倒下了。

“我们这次来参展也是犹
豫再三，说实话高昂的展位费
和我们微薄的利润根本不成正
比。但是如果不来，可能连再
签单子的机会也没有了。”来自
江西的一家参展商告诉中国城
市报记者，为期 3 天的展会花
费了公司不少钱，“除了展位
费，还有场地搭建、人员工资、
广告印发等等，都需要资金。
估计不少企业和我们一样，都
是咬牙来的。”

当然，也有临时撤展的企
业。中国城市报记者在现场了
解到，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ST 爱康）是唯一
一家撤展的有一定规模的光伏
企业。

除了利润持续摊薄外，让
人们更焦虑的是还没有看到
拐点的到来。晶科能源董事
长李仙德说：“有很多行业的
人问我现在是不是行业的底
部？未来还会有困难，光伏行
业还是要去跨越一个又一个
挑战。”

通 威 董 事 会 主 席 刘 汉 元
预测，最快今年下半年光伏行
业的情况就会转好，最悲观明
年下半年市场也会变好。天
合光能董事长兼 CEO 高纪凡
表示，国内光伏产业链价格已
处于低位，继续非理性下跌概
率较小。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
去。’尽管我们现在处在光伏行
业发展比较暗淡的时代，整个
产业链各个环节都处在艰难的
时刻，即便这样，我们的未来也
是光明的。”中节能太阳能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
会学说。

有序发展，消化过剩产品

当前，我国光伏产业终端
需求保持高速增长。数据显
示，1 月至 3 月，全国光伏新增
装 机 4572 万 千 瓦 ，同 比 增 长
36%。 其 中 集 中 式 光 伏 电 站
新 增 装 机 2191 万 千 瓦 ，同 比
增长 41%；分布式光伏新增装
机 2380 万 千 瓦 ，同 比 增 长
31%。2024年一季度，多晶硅、
单晶硅片、电池片、组件产量同
比分别增长了 92.6%、108.7%、
64.3%、48.9%。

曾风光无两的光伏行业为
何在装机高速增长的当下“叫
苦不迭”？

在全球绿色能源理事会主
席、协鑫集团董事局主席朱共
山看来，当前光伏产业正处于

“内卷期”，供需错配，产业处于
变革期。

“截至目前，硅料、硅片、电
池组件等四大环节基本上跌破
了现金成本，全产业链集体承
压，本轮产业震荡周期内，光伏
整 体 产 能 大 约 扩 大 到 300 亿
元，但利润下降了 70%。与此
同时，欧美贸易壁垒导致外需
受压、出口下滑，加剧全球光伏
行业供需失衡，行业遇冷，大家
都感同身受。”朱共山说。

朱共山表示，供给侧同质
化竞争，跨界挤压、重复性建
设、唯低价中标，叠加多重不利
因素，将光伏产业带入局部最
优而非全局胜利的陷阱。“透过
现象看本质，‘内卷’加剧与全
行业对供需关系的错误判断导
致盲目乐观、行业链已触碰固

有技术的天花板、准入门槛不
够等不无关系。”他说。

对于消化过剩产能，破局
光伏“内卷”，共建有序发展的
行业新生态，高纪凡建议：“进
入新发展阶段要树立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各方要下
定决心破除行业无序竞争的乱
象，中央政府要统筹规划，地方
政府要提升招商引资的质量。
同时要全力鼓励技术创新，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侵
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此
外，产学研要协同创新，上下游
协同发展，构建产业协同发展
新生态。”

“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行
业发展来看，适当的产大于需
有利于市场竞争，有利于企业
的优胜劣汰，从而实现一个动
态的平衡，才能推动技术进步，
才能排除价格垄断。”一位参展
企业负责人表示，虽然“内卷”
的现状不可避免，但仍要对行
业前景有信心。在全球能源绿
色转型趋势下，中国光伏产业
亟须一场浴火重生。

创新仍是“破茧”最优解

尽管行业现有技术溢价和
发电增益边际减小，局部技术
改善不足以抵抗供应链失衡的
趋势变化，但每一次的市场震
荡都渐次式地孕育重大的产业
突变。

“当前，中国光伏产业处在
最好的时刻与最坏的时刻并存
期，在阵痛中破茧成蝶的重要转
换期，行业正在经历的不是以往
的三五年一轮的周期性的迭代，
而是光伏大变局时代来临之前
的一场预演。”朱共山说。

诚然，创新几乎成为行业
破局的共识。

近年来，以硅料端的 FBR
颗 粒 硅 ，电 池 环 节 的 TOP‐
Con、HJT、XBC/GBC 等 N 型
主流技术为代表，科技、管理
和碳链三线推动，催生了更低
成本、更高效率、更强的发电
可靠性，以及更加绿色低碳的
光伏产品。

在展会期间，中国城市报
记者走访了多家头部厂商的
展位发现，除了时下热门的 N
型组件外，正泰智维发布智能
站端系统，带来了新能源场站
全生命周期运营管理解决方
案；晶澳科技推出了 0BB（无
主 栅）高 效 组 件 产 品 解 决 方
案；隆基绿能发布了全球首款
别 墅 专 用 光 伏 组 件 Hi—MO 
X6，该组件发电功率最高可达
450 瓦。

在 大 力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的背景下，钙钛矿作为光伏行
业迎来技术临界变革新范式
的重要角色之一，2024 年下半
年将随着相关吉瓦级项目投
产倒计时，实现从 0 到 1 的关
键一跃。

“未来五年，钙钛矿叠层电
池市场规模有望实现几何倍
增。在相关国家实验室与企业
联合攻关推动下，钙钛矿吉瓦
级、10 吉瓦级项目全面整合第
三代光伏新科技，通过数实融
合、流程重构，从原料到终端一
体化的超级制造单元即将横空
出世。”朱共山说。

新 技 术 和 新 产 品 相 继 亮
相，对于企业而言，研发成果不
仅可以让产品更具竞争力，也
能让企业更好地降成本。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
进 生 产 力 ，聚 焦 如 何 更 好 提
高生产效率，把产品变得更有
竞争力。”正泰新能源董事长
陆川表示，要理性看待行业的
创新发展。“在这个行业有非
常多的浮躁声音，但最终还是
要倾听客户到底需要什么。”
他说。

“推动光伏产业高质量发
展要有系统思维。大力推进
科技创新。把握全球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充
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
完整工业体系优势，加强对光
伏技术研发的规划布局，统筹
科研力量和资源加大对光伏
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平台
的支持，坚持以技术创新引领
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
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
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
副研究员陶冶说。

江苏连云港江苏连云港：：
带电消缺作业忙带电消缺作业忙

6月 20日，在江苏省连云

港市连云区 500 千伏田圩 66

号塔，国网江苏超高压公司创

新开展“无人机+升降机+小飞

人”带电消缺作业，及时处理

跳线引流板发热缺陷，为迎峰

度夏期间确保江苏500千伏输

电动脉运行安全提供了坚实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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