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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家公司陆续发布 2020年财报，超九成光伏企业盈利，但头尾部差距逐渐拉大———

光伏上市企业头部效应凸显
■■本报记者 董梓童

两天内，两家光伏逆变器生产商相继提价10%—15%

逆变器会否迎来
数说

山西：40%
近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布

《关于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明确“十
四五”期间，将全面建设智慧能
源设施， 建设能源大数据中心，
打造能源互联网全省域示范区，
构建“风光水火”多源互补、“源
网荷储”协调高效的“互联网+”
智慧能源系统。

推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高比例发展。 统筹考虑电网条
件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 利用
采煤沉陷区、盐碱地、荒山荒坡
等资源开展集中式光伏项目 。
探索立体利用土地发展清洁能
源模式，推动分布式光伏、分散
式风电与建筑、交通、农业等产
业和设施协同发展。 提升新能
源消纳和存储能力， 加快推进
“新能源+储能”试点，推动储能
在可再生能源消纳、 分布式发
电、 能源互联网等领域示范应
用。 鼓励企业开发利用风能、太
阳能、农林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
源，全面提升可再生能源消费占
比。到 2025 年，电力占终端能源
消费比重达到 40%。

吉林：1000 亿
近日 ， 吉林省人民政府印

发了 《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结合吉
林省 “陆上三峡 ”工程建设 ，适
时启动 “吉电南送”特高压电力
外送通道工程， 打造松辽清洁
能源基地。

吉林 “陆上三峡”工程总投
资 1000 亿元， 建设省内消纳基
地、外送基地和制氢基地等 3 个
千万千瓦级新能源生产基地和
“吉电南送”特高压电力通道。其
中，鲁固直流特高压外送配套风
电项目包括在大安、洮南、通榆、
乾安、长岭，为鲁固直流特高压
外送配套建设总装机容量 300
万千瓦的风电项目。

■■本报记者 姚金楠“涨价潮”？

“就目前的态势分析，一两家企业对部
分产品调价，不会对行业带来很大影响。 ”
有行业专家指出，与组件相比，逆变器在整
个光伏系统成本中的占比较低。“10%-15%
的涨价幅度折合到每瓦，只有一两分钱。何
况现在的涨价也只是部分厂家、 部分型号
的产品，并没有出现全行业的普遍涨价，影
响是局部性的。 ”

“理论上讲， 随着全球光伏的快速发
展，规模效应正在逐步增强。 相应的产品
或者硬件物料价格都应该是逐年下行
的。 ”上述专家指出，“虽然当前芯片和铜、
铝等物料确有涨价， 但不代表着光伏逆变

器的所有生产环节成本都在上涨， 这不符
合常理。 ”

前述负责人坦言， 当前国内一些主流
光伏逆变器生产商的利润尚处高位。 “大企
业宁可少赚一点也不会轻易涨价。 在面对
集采招标的过程中，涨价就很难中标，就有
丢掉巨大市场份额的风险。 在这样的情况
下，大企业只能进行内部成本管控和优化，
从而消化掉芯片涨价带来的成本上浮。 ”

上述专家表示：“目前， 大央企的集采
还没有全面铺开， 集采价格通常更能反映
当年行业价格的一般水平， 光伏逆变器应
该不会出现全行业范围内的大涨价。 ”

分布式电站优先级不及集中式地面
电站， 那么， 在原材料价格和供货压力
下， 地面电站所需的逆变器产品价格是
否也会有所上调呢？

“从原材料的角度来讲， 整体而言，
芯片存在一定的短缺和涨价。 但是相比
于一些小企业，主流大厂可以拿到的芯
片价格更有优势。 ”国内某知名逆变器
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除了价格，在交
付时间上，“芯片厂也会优先保障大客
户，所以主流大厂的压力要小一些。 另
外，逆变器需要的芯片种类繁多，芯片
厂要先保证主流大宗需求的供货，从这

点来讲， 地面大电站的需求要大于分布
式电站。 ”

另一方面，上述负责人透露，主流大企
业之所以暂未进行价格调整， 主要因素还
在于其客户群体的不同。 “对国内主流逆变
器厂商而言，主要客户是‘五大四小’等发
电企业， 通过集采招标的方式购买逆变
器，这种环境下，谁敢轻易涨价？ 不敢涨
啊，不降价就不错了。 ”“说到底是话语权
的问题。 面对央企大客户，对方不接受涨
价，厂商就不会涨价。 但对于一些散客、小
分销商或者户用安装商，可能会出现涨价
的情况。 ”

4 月 12 日、13 日， 江苏固德威电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固德威公司”）和广
东省古瑞瓦特新能源有限公司（下称“古瑞

瓦特公司”）两家光伏逆变器生产商接连发
布价格上调通知，逆变器产品价格提升幅
度均在 10%-15%。

两家公司此番调价会否成为光伏逆变
器全行业涨价的前奏？ 它对光伏行业又将
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分布式产品首当其冲

根据 4月 14日发布的 《储能产业研
究白皮书 2021》，截至 2020 年底，全球已
投运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 191.1 吉瓦，
同比增长 3.4%。 其中，抽水蓄能的累计装
机规模最大， 为 172.5 吉瓦， 同比增长
0.9%；电化学储能的累计装机规模紧随其
后，为 14.2 吉瓦；在各类电化学储能技术
中， 锂离子电池的累计装机规模最大，为
13.1吉瓦，电化学储能和锂离子电池的累
计规模均首次突破 10吉瓦大关。

根据 CNESA 全球储能项目库的不
完全统计，截至 2020 年底，中国已投运
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 35.6 吉瓦，占全
球 市 场 总 规 模 的 18.6% ， 同 比 增 长
9.8%。 其中，抽水蓄能的累计装机规模
最大，为 31.79 吉瓦，同比增长 4.9%；电
化学储能的累计装机规模位列第二，为
3269.2 兆瓦，同比增长 91.2%；在各类电
化学储能技术中，锂离子电池的累计装
机规模最大，为 2902.4 兆瓦。

2020 年，中国新增投运的电化学储
能项目规模 1559.6 兆瓦，新增投运规模
首次突破吉瓦大关， 是 2019 年同期的
2.4 倍， 装机规模排名前十的省市分别
是广东、青海、江苏、安徽、山东、西藏、
甘肃、内蒙古、浙江和新疆，这 10 个省
市的新增规模合计占 2020 年中国新增
总规模的 86%。

《白皮书》还分别基于保守和理想两
种场景对 2021-2025 年中国电化学储能
市场的规模和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

保守场景下，2021 年， 电化学储能
市场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累计装机规模
达到 5790.8 兆瓦。 “十四五”期间，是储
能探索和实现市场的“刚需”应用、系统
产品化和获取稳定商业利益的重要时
期，届时，电化学储能累计规模 2021-
2025 年复合增长率为 57.4%，市场将呈
现稳步、快速增长的趋势。

理想场景下，“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对可再生能源和储能行业是巨大利好 ，
2021年市场累计规模将达6614.8 兆瓦，
再创新高。 随着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
力系统的建设，储能的规模化应用迫在
眉睫， 如果未来两年能有稳定的盈利模
式保驾护航，“十四五”后期，即 2024 年
和 2025 年将再形成一轮高增长，累计规
模分别达到 32.7 吉瓦和 55.9 吉瓦，以配
合风、光在 2025 年的装机目标。 （吴怿）

大数据
产 业

大厂商主流产品暂未调价 涨价影响仅限局部

3 月下旬以来，A 股光伏相关上市企
业陆续披露 2020 年年报。 据 WIND 数据
显示，截至记者发稿前，已有 28 家公司发
布去年业绩。 受市场需求爆发影响，超九
成光伏企业维持盈利，但在扩产潮以及供
应链价格持续波动的情况下，行业上下游
分化明显，且拉开企业间盈利水平差距。

■■行业内分化加剧

2020 年， 光伏产业发展回归快车道。
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2020 年全国光
伏新增装机容量 48.2 吉瓦，创下近三年来
新增装机规模最高值。

在此背景下，光伏企业业绩飘红。 在
28 家企业中，27 家企业实现盈利，仅有中
利集团一家亏损。 从盈利企业的财报分
析，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光伏行业整体景
气度较高、发展态势较好。

通威股份表示，2020 年光伏装机持续
增长，该公司高纯晶硅及太阳能电池新增
产能逐步达产达标，销量实现较大幅度提
升，其中高纯晶硅销量 8.66 万吨，同比增
长 35.79%， 电池及组件出货量 22.16 吉
瓦，同比增长 66.23%。

记者还发现，虽然光伏企业业绩整体
向好，但分化严重，公司间差距逐步扩大。

从营收来看，2020 年，通威股份、天合
光能、晶澳科技等 5 家企业营收总额超过
100 亿元，占比 17.86%。 其中，通威股份
营收达 442 亿元，位列第一；天合光能、晶
澳科技等 3 家企业营收超 200 亿元；中环
股份仅以 190.57 亿元营收跻身前五。 另

外， 近半数企业营收区间位于 10—20 亿
元之间。

净利润方面，8 家企业净利润超 10 亿
元， 其中， 通威股份以 36.08 亿元位居榜
首，17 家企业净利润不足 5 亿元，10 家企
业净利润低于 2 亿元。

■■组件毛利率下滑

2019 年以来，我国光伏产业进入新一
轮扩产周期， 数十家光伏企业上马硅片、
电池片、组件等扩产计划，项目总数超 40
项，规模超百吉瓦，投资金额达上千亿元。
受此影响，行业内竞争加剧，成为业绩两
极分化的主要原因。

天合光能称，各大光伏企业纷纷进行
扩产或围绕行业上下游延伸产业链，行业
资源进一步向少数具备技术优势和规模
优势的领先企业集中，使得光伏行业的竞
争激烈。 随着行业产能的扩产及技术进
步，光伏产品价格逐步降低，光伏企业在

成本管控及产品性能上面临更加激烈的
竞争。

以中利集团为例， 为淘汰落后产能，
该公司计提的 3.67 亿元固定资产减值主
要是 156—157 尺寸的电池片和组件产
线，2020 年， 这一尺寸组件市占率已经跌
至 25%左右，早已不再是行业主流。

即使是通威股份、晶澳科技、天合光
能等头部企业，组件业务毛利率也有所下
滑。2020 年，通威股份太阳能电池、组件及
相关业务毛利率为 14.54%， 较 2019 年下
滑 5.67%。晶澳科技、天合光能的组件业务
毛利率也分别下滑 4.93%和 2.4%。

此外，协鑫集成指出，2020 年下半年，
受上游硅料供应紧缺影响，硅片及电池片
价格持续上涨，加之玻璃供应紧缺，其他
辅料价格不同程度上涨，致组件生产成本
攀升， 组件终端销售价格涨幅不及原材
料，组件毛利率大幅下降。

在此背景下， 部分下游 EPC 和逆变
器、 储能等配套企业的业绩也受到了不
同程度的影响。 例如科士达称，该公司光
伏业务受政策环境调整、 产品及市场竞
争更加激烈、 海外项目开展延缓等多因
素影响，业绩出现下滑，以致影响公司整
体业绩。

■■辅材设备尽享红利

一边是供应链主要环节制造商竞争
愈发白热化，另一边是辅材、设备企业乘
风而上，业绩不断飙升。

2020 年，光伏设备制造商晶盛机电实

现营收 38.19 亿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22.81%；净利润达 8.54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34%。

对此，晶盛机电表示，其业绩保持快
速增长是由于单晶硅片市场需求大幅增
长，国内硅片厂商加大投资扩产，光伏设
备订单量持续增长。

硅片、电池片、组件的扩产不仅造福
了光伏设备厂商， 也让光伏玻璃大为受
益。2020 年，受主要产品需求走高影响，光
伏玻璃供不应求，当年底，主流的镀膜 3.2
毫米光伏玻璃均价已从约 24 元/平方米
上涨至约 43 元/平方米，涨幅超 65%。

强劲的市场需求带动光伏玻璃企业
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洛阳玻璃实现营收
30.46 亿元，同比增加 64.2%；净利润达
3.27 亿元 ，同比增加 506 .23% ；新能源
玻璃毛利率较上年增加 8 .28 个百分
点至 32 .86% 。 另一家玻璃企业安彩高
科 的 表 现 也 不 俗 ，2020 年 实 现 营 收
22.91 亿元， 同比增加 13.61%； 净利润
1.11 亿元，同比增长 458.62%；光伏玻璃
业务毛利率为 27.72%， 较 2019 年同期
增加 16.75%。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勃
华认为， 在光伏产业成熟度不断提升、整
合持续提速的情况下，光伏企业对供应链
的把控能力将成为制胜关键。 为此，自
2020 年下半年以来，光伏企业强强联合趋
势渐明， 截至目前， 已经产生 “硅料+硅
片”、“硅片+电池片”、“玻璃+组件” 等多
种合作形式，主要以签订长期采购订单为
主，以便“提前锁定产能，保障供应”。

固德威公司在调价说明中指出，受新
冠疫情、全球市场供需变化影响，近期用
于光伏逆变器的核心元器件芯片、GBT 功
率器件等极度紧缺，价格随之走高。 此外，
逆变器用量较多的铜、铝等大宗原材料价
格也不断攀升，公司判断在未来较长一段
时间内，这些逆变器核心部件的价格仍会
持续上涨。

同样， 古瑞瓦特公司也将涨价理由归
结为全球原材料市场的急剧变化，表示“当
前，供应链情况日益紧张，大宗原材料不仅

价格不断攀升，而且交付周期出现延迟”。
作为光伏逆变器的核心元器件之一，

芯片存在涨价和缺货的境况， 此前半个
月，53 家芯片原厂曾集体发布调价声明，
涨价幅度 5%-20%不等。

记者发现，两家公司此次涨价涉及的
产品主要适用于家用屋顶光伏系统和小
型工商业光伏屋顶。 不久前，浙江正泰新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陆川曾对今年
户用逆变器的货品供给表示担忧， 他认
为，今年户用光伏最大的阻碍应该是逆变

器，“当大家都冲进户用市场后，却发现买
不到货了。 4 月份暂时没有缺货现象，是因
为透支了 5 月和 6 月的库存。 ”

陆陆川川指指出出，，由由于于芯芯片片紧紧缺缺，，光光伏伏逆逆变变
器器产产品品的的产产量量和和品品类类都都可可能能受受到到影影响响。。
““户户用用光光伏伏今今年年的的发发展展可可能能远远超超预预期期，，所所
以以户户用用逆逆变变器器会会出出现现紧紧缺缺。。 后后续续几几个个月月，，
当当地地面面电电站站对对逆逆变变器器的的需需求求增增加加时时，，户户用用
所所需需要要的的逆逆变变器器肯肯定定是是
次次优优先先级级，， 供供货货会会
更更紧紧张张。。 ””

核心阅读

从营收来看，2020 年 ，通
威股份、天合光能、晶澳科技
等 5 家企业营收总额超过 100
亿元，占比 17.86%，但近半数
企业营收区间则位于 10—20
亿元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