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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自律++创新创新”，”，光伏行业探索健康可持续新路光伏行业探索健康可持续新路
■中国城市报记者 康克佳

在经历持续“失血”后，光
伏行业自发调控力度再加强。

日前，在四川宜宾召开的
2024 光伏行业年度大会上，与
会企业代表就如何防止“内卷
式”恶性竞争进行了充分探讨，
并在上一轮会议基础上，就下
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坚决致
力于促进光伏行业的健康可持
续发展。

行业发展困境重重

对于光伏行业而言，2024
年可以说是处于周期底部，面
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经过近 20 年发展，光伏
已成为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并
有望率先成为高质量发展典
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推
动能源变革的重要力量。但
也 要 看 到 ，在 快 速 发 展 的 同
时，行业步入新一轮调整期，
非理性竞争加剧，产品价格有
所回落，企业经营承压。”工业
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
王世江说。

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给
出的数据，今年前 10 月，国内
制造端、应用端都呈现规模扩
大的态势，如国内光伏新增装机
181.3 吉瓦，同比增长 27.17%；
多晶硅产量约158万吨，硅片产
量约 608 吉瓦，电池片产量约
510 吉瓦，光伏组件产量约 453
吉瓦，产量同比增长均超 20%。

与产量增长相伴而来的，
是产业链各环节价格均有所回
落，不少企业举步维艰。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相关统
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在
121 家光伏上市公司中，39 家
陷入亏损。其中以头部企业亏
损更为严重，总计 15 家产业链
头部企业中有 12 家的净利润
处于亏损，有 11 家净利润的降
跌幅超过了 100%。

“长期亏损将严重影响企
业的研发投入与技术进步，降
低行业长期竞争力。”中国光伏
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勃华介
绍，今年前三季度，光伏制造端
产值下降逾 44.7%。

亏损，让不少企业开始在
组件价格上步步退让。

12 月 9 日， 中国电力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电建）发布了 2025 年度
光伏组件框架采购开标公告，
组件招标规模高达 51 吉瓦，外
界纷纷称这是“史上最大组件
框 采 ”。 在 中 国 电 建 公 布 的
2025 年度光伏组件框架入围
集中采购项目开标一览表（标
段一）中，中国城市报记者看到

排在第 44 位和 45 位的投标单
位 以 0.2672 元/瓦 和 0.0676
元/瓦的投标单价参与该标段
的投标。

“这样的价格假如中标了，
连支付组件边框的钱都不够。”
胡杨新能创始人卢洋说。

中 国 光 伏 行 业 协 会 理 事
长、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在
2024 光伏行业年度大会上表
示：“现在有企业低于成本价投
标，这就是自杀式行为。这种
想法是极其错误的。大家要多

考虑困难，多推迟不必要的投

资，这样才能更好地避免过度
竞争和资源浪费。”

无下限的价格战带来的另
一个问题是产品质量的下降。

“因为不挣钱，一些企业为

了减少亏损就要降低产品质

量。而这一行为将导致我国的

光伏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

降低，让‘出海’这条路变得更

艰难。”一位业内人士说。

强化行业自律

破解行业困境迫在眉睫，
“自律”几乎成为 2024 年整个
光伏行业出现的最高频词汇。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多家光伏组件电池企

业签订了自律公约。一位光伏

企业高管告诉记者：“本次自律

公约签订企业超 30 家。根据

所签订的自律公约，将从下个

月开始管控产能，（签约）各家

都有配额。”

究竟如何自律？限价、限

产是当前光伏行业普遍采取的
行为。

在限价方面，10 月 14 日，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在上海召开

关于防止行业“内卷式”恶性竞
争的闭门会议。根据目前披露
的信息，此次会议商讨了关于

“反‘内卷式’竞争、反低于成本
倾销”等内容的行业自律公约，
商讨了有序化解供需失衡、出
清过剩产能等相关措施，以及
引导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其他
建议。10 月 18 日，中国光伏行
业协会发文表示，经汇总、统
计、分析与整理，测算出 2024
年 10 月份的光伏组件成本为
0.68 元/瓦。11 月 20 日，中国
光伏行业协会再次发文，明确
11 月上旬光伏主流产品含税
成 本（含 最 低 必 要 费 用）为
0.690 元/瓦。

对此，是否继续跟进，提高
光伏组件价格，考验着各光伏
组件企业的诚意。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执行秘
书长刘译阳坦言：“对于追求卓
越和可持续发展的优质企业来
说，价格与销量之间有着最佳
的平衡点，成本与售价之间也
有一条泾渭分明的底线。光
伏行业快速发展的今天，无数
实例证明，在丢市场份额保价
格和保市场份额降价格之间，
采取低价竞争的企业往往前
景堪忧。”

造成价格一再探底的另一
个原因，是行业内一些企业的
无序生产。因此，单纯限价不
限产并不能达成光伏行业的自
救目的。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
业专家组副主任吕锦标表示，
经历了去年四季度以来的亏损
出货，行业龙头企业已经意识
到，在优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
唯有降负荷控库存、不接价格
低于成本的订单，才是走出困

境的唯一出路。
然而，限产的难度要比限

价大得多。“行业协会可以测算
一些产品的平均成本价，但没
权 利 规 定 谁 该 生 产 、谁 该 关
停，谁生产多、谁生产少。各
家企业都是根据市场、订单情
况确定自己的开工率与产量。”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城市报
记者。

在 2024 光伏行业年度大
会期间，多位企业家代表提到，
如何确保自律协议被遵守是关
键。特别是如果缺少有效的监

督措施，不遵守自律协议的企

业反而成为受益方。
正泰新能源董事长陆川认

为，如果作出了承诺，怎么确保

能实际落地？这在推行过程中

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此

外，若企业没有落实自律行为，

如何进行一些惩罚性手段？对

此也是需要继续探讨的。

创新或引领行业突围

如果说自律是光伏行业的
守正，那么有针对性的创新或
将带领整个行业脱离困境、拥
抱春天。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光伏
行业回暖是肯定的，现下只是
时间问题。

安 徽 华 晟 新 能 源 科 技 股

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王文

静认为，降低水、电、气等资源

的消耗，既是当下度过行业寒

冬的必然选择，也是长远来看

生产工艺提升的必然要求，是

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
李俊峰表示，解决当前困境，首
先是行业自身要找到健康的发

展方式，强调“投资有收益”，自
己把账算清楚。

“过去十几年光伏技术创
新主要聚焦于降本，让每度电
的成本从几元降到一元多，再
到一毛、两毛，成效显著。如今，
光伏发展已进入新时期，未来的
技术创新更多还要聚焦于推动
光伏的应用。”隆基绿能党委书
记、副总裁李文学表示，未来场
景应用是行业创新的方向，比如
分布式源网荷储协同发展。

除了健康的现金流与投资
收益，多数业内人士认为，为本
地制造的全球化、差异化提供解
决方案，寻找并满足增量细分市
场，是当前光伏企业的新出路。

“光伏行业需坚持以科技
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从而打造
国际市场核心竞争力。同时，
还应凝聚行业力量，构建良性
生态，以此促进光伏行业健康
发展。”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
副局长顾宇表示，作为行业主
管部门，商务部将继续探索建
立外贸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
迹追踪体系，鼓励并引导企业
推进绿色环保转型；进一步发
挥 重 要 展 会 的 示 范 作 用 ，打
造绿色贸易发展平台；细化产
业跨境布局和国别指导目录，
引导企业合理有序进行跨境
布 局 ；指 导 企 业 应 对 贸 易 摩
擦，全力维护中国光伏行业的
利益。

曹仁贤也提出，面对目前
光伏行业的困难与挑战，要坚
持 创 新 驱 动 ，深 化 产 学 研 合
作，突破核心能力，提升行业竞
争力；加强产业优化布局，进行
产能理性规划，实现资源共享；

抓住国际机遇，持续拓展海外
市场。

山东高青：
“渔（农）光一体”

新能源发展示范园区建设正酣

近日，工人在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

芦湖街道大芦湖“渔（农）光一体”光伏发

电项目现场进行施工。

入冬以来，高青县大芦湖新能源发

展示范园区建设加速推进。该县依托自

身资源优势，合理布局大芦湖周边光伏

建设，构建光伏全产业链条，实现县域经

济向绿、向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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