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傍晚，俯瞰永州市宁远县
太平镇五里坪村水上光伏电站。

近年来，五里坪村利用水库资
源，建设 20 兆瓦“渔光互补”水上
光伏电站，面积 470 亩，年发电量
2100 万度。 该项目实现储水灌溉、
光伏发电和渔业养殖一体化，既节
约土地资源，又科学利用水面发展
绿色清洁能源。 人民图片

湖湖南南永永州州：：““渔渔光光互互补补”” 助助力力振振兴兴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新能源·产业 9□ 主编：董欣□ 版式：徐政
□电话：010-65369452��□邮箱：dongxin0271@yeah.net

□ 2021 年 7 月 5 日

9

风风机机价价格格战战引引发发负负面面连连锁锁反反应应
倒倒塔塔、、叶叶片片掉掉落落、、风风机机零零件件脱脱落落、、人人身身安安全全事事故故多多有有发发生生，，低低价价中中标标隐隐患患不不容容小小觑觑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丽丽旻旻

虽然光伏硅片价格已有所回落， 但上
游价格变动尚未传导至中下游市场。 6 月，
组件大厂持续停止采购， 电池片厂家库存
压力不断增大。为了控制现金流，电池片厂
家降价求售心态愈趋明显， 电池片价格已
经开始出现下行趋势，但截至目前，市场依
旧保持观望态度。

在业内人士看来， 光伏产业链主要环
节的盈利能力是一条微笑曲线，受硅片、组
件两头挤压，电池片本就处于最底端。本轮
供应链价格波动， 促使电池片利润率进一
步压缩。而随着硅片厂家下调硅片价格，电
池片能否冲破库存压力？

■■部分厂家开工率降至 50%

7 月 1 日， 行业分析机构 Pv InfoLink
发布的最新光伏市场价格周报显示， 多晶
电池片下探至 0.73 元/瓦，同比下滑 2%左
右；158 毫米单晶 PERC 电池片也出现 2％
的跌价， 同时，166 毫米和 210 毫米单晶
PERC 电池片价格下降到每瓦 1 元左右。

Pv InfoLink 指出，上述电池片价格多
为报价，仅有少量规模的订单成交。由于电
池片厂家产能庞大，与买方博弈筹码不多，
价格已经开始出现下行趋势。 预计电池片
价格还将下跌。

在研究机构看来，组件厂商的减产、停
产是影响电池片价格的重要原因。 东吴证
券指出， 目前硅料价格仍处于 20 万元/吨
以上价格高位。在此背景下，组件厂家与终

端持续博弈、僵持，同时海外的拉货力道趋
缓，当前组件价格若要持续上调已有难度，
导致 6 月组件厂开工率低于预期， 市场观
望氛围浓厚。

这也让电池片订单受影响。 东吴证券
表示，近两个月来，电池片库存开始积累。
即使有订单签订，成交价格也越来越低，成
交规模也处于下滑趋势。 6 月下旬部分厂
家的开工率已经低至 40%—50%区间。 同
时，从目前情况看，7—8 月海外需求不高，
国内大型项目也不会太快启动， 市场或将
出现短暂的需求空窗期， 库存高的厂家还
将面临较大压力。

■■下游终端市场需求不足

“光伏产业链主要环节的盈利能力是
一条微笑曲线， 电池片处于这条曲线的底
端，议价能力较弱，盈利能力本就不及上游
和下游。 ”晶科能源副总裁钱晶说。

本次供应链价格的持续波动， 更是让
中下游市场“人心惶惶”。 在中国有色金属
工业协会硅业分会副秘书长马海天看来，
市场供需的变化是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
下游终端市场对产业链上中游涨价的接受
程度将影响其价格走向。 “说到底，最终还
是要看终端市场释放出来多少需求。 ”

据公开数据，今年 1—4 月，我国光伏
新增装机规模为 7 吉瓦， 而今年全年国内
新增装机规模的预测值为 60 吉瓦，前 4 月
完成度尚不及 12%。

东吴证券分析，市场对需求疲软的担
忧拖累了电池片价格。 为了抑制硅料价格
的上涨，许多买家实施了采购限制措施，部
分电池片厂家的财务压力逐渐显现。然而，
由于 6 月前两周电池片价格调整仍未达预
期，主要买家的采购意愿不强。 同时，市场
担心电池片、组件持续减产，在氛围紧张的
情况下，电池片市场人气大跌。

东吴证券认为，但如要完成 60 吉瓦的
目标，则大部分项目就要在下半年并网，在
产业链实际的组件需求预估数据，低于实
际的组件产出数据的情况下，下半年国内
光伏市场能否迎来爆发存疑。

■■中游压力开始向上传导

一方面是终端市场需求尚未显现，
另一方面是扩产潮导致电池片产能激
增，库存压力或将持续加大。 2020 年下
半年以来， 光伏行业步入新一个扩产周
期，尤其是硅片、电池片、组件环节新增
产能较多。

根据 Pv InfoLink 统计的产能规划数
据，到今年底，硅料、硅片、电池片、组件的名
义产能相比 2020 年将分别增加 48 吉瓦、
157吉瓦、202吉瓦和 122吉瓦。 预计电池片
新增产能将远高于其他产业链主要环节。

据兴业证券 6 月中旬发布的研报，1—
6 月， 全球电池片单月产出分别为 15.3 吉
瓦、16.1 吉瓦、16.1 吉瓦、17.4 吉瓦、17.5 吉
瓦和 18 吉瓦， 而组件产出分别为 14.7 吉

瓦、13.4 吉瓦、13.6 吉瓦、15.5 吉瓦、16 吉
瓦和 16 吉瓦， 实际组件需求分别为 11.6
吉瓦、10 吉瓦、10.2 吉瓦、12 吉瓦、12.1 吉
瓦和 13.5 吉瓦。 电池片产出高于组件产出
和实际组件需求。

“产业链各环节加速扩产导致产业链
供需错配加剧。”一位光伏一体化企业高管
告诉记者：“本次扩产潮由硅片扩产引发，
电池片、组件厂家也开始大规模扩产，但事
实是研究机构对终端市场新增装机规模的
估算数据并没有大幅增长， 产业链供需失
衡。 相比硅片和组件，电池片扩产难度小，
产能增速快， 致使该环节相对过剩问题更
加突出。 ”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情况有希望反转。
6 月 29 日，中环股份将 158 毫米硅片、166
毫米硅片每片价格下调至 0.41 元，210 毫
米硅片价格下调至 0.69 元，较五月底价格
下滑 8%以上。

Pv InfoLink 认为，这是近期硅料飞涨
以来中环股份公示价格首度调降， 意味着
电池片、 组件的低开工率压力开始往硅片
端传导。但现阶段硅料并没有库存压力，因
此硅片端的价格调整还不会太快传导至硅
料端， 短期内硅料价格可能暂时持稳在目
前水平。

但东吴证券认为，硅片、电池片价格下
调， 说明需求负反馈已传导至电池、 硅片
端，预计不久后将传导至硅料端；硅料价格
已经见顶，后续将下降到合理位置，推动行
业需求复苏。

各环节加速扩产导致产业链供需错配加剧

光伏电池片产能过剩问题突显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董董梓梓童童

发展氢燃料电池汽车
科技攻关要先行
■■本报实习记者 姚美娇

近日，大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赵永勃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及，大
连市正积极申报国家首批氢燃料电
池汽车推广应用示范城市，先后出台
《大连市氢能产业发展规划》 等系列
政策文件及相关标准、多个氢燃料电
池车型实现量产、首批 4 座加氢站陆
续建成投入使用、多条氢燃料电池公
交车示范运营线路开通，一个以自主
技术路线为支撑的相对完整的氢能
产业链条正在大连市逐渐形成。

“大连市多条氢燃料电池公交车
示范运营线路开通，会增加一些使用
场景的验证，对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技
术改进和产品改善有很大促进作
用。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
书长崔东树表示。

另外， 大连市积极与中石化、中
化集团等国内企业合作， 占地 30 万
平方米的氢能产业园已经开始建设，
国内首座“油气氢电非”五位一体综
合能源服务站已经投入运营。 “与企
业合作，能让氢燃料电池汽车专项有
效落地，将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发
展起来。 ”崔东树说。

“有了石化产业以及海水资源优
势后，建议在实验室对石化产业制氢
以及电解海水制氢等技术进行更多
突破性研究。 ”新能源汽车行业独立
研究员曹广平说。

据了解，当前全国多地均已出台
燃料电池汽车产业政策，助推产业发
展。自 2009 年以来，我国便一直采取
对消费者给予购置补贴的方式，支持
燃料电池汽车发展。 2020 年 9 月，财
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发展
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等五部委出台
《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的
通知》， 将燃料电池汽车的购置补贴
政策，调整为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
支持政策。 其中，在为期四年的示范
期间内，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入
围示范的城市群按照其目标完成情
况给予奖励。目的是加快带动相关基
础材料、关键零部件和整车核心技术
研发创新，逐步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
破， 构建完整的燃料电池汽车产业
链，为燃料电池汽车规模化发展奠定
基础。

随后，多个省市地区快速响应政
策， 北京市发布了面向 2025 年的氢
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广东省
印发了加快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
展实施方案；山东省确定济南市为第
一批申报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
群牵头城市，推进青岛、潍坊、淄博、
济宁等城市的组队创建工作。 此外，
上海则提出五年后氢燃料电池车的
投入要达到 1 万辆， 加氢站要超过
70 座。

由此看来，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
近年来的发展可谓“热火朝天”。从产
业政策、企业和地方政府表现、产能
规划、资本市场等方面看，氢燃料电
池汽车推广一路加速。 但是，尽管氢
燃料电池产业“大热”，但大规模推广
应用仍要解决诸多难题。

早在 1999 年， 清华大学就做出
了第一辆氢燃料电池观光车，国内从
2008 年奥运会开始做燃料电池汽车
示范运营。 应该说，国内氢燃料电池
汽车产业起步并不算晚。 那么，氢燃
料电池汽车规模化发展之路究竟被
卡在了哪里？

曹广平认为， 氢燃料电池汽车
产业化被卡，并不是卡在整车上，而
是卡在氢产业链和电堆等核心技术
上。 “个人认为，整车目前没必要示
范， 尤其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需要
攻克很多核心关键技术。 整车示范，
大部分会不可避免地会走向低水平
重复建设。 ”

“我国燃料电池汽车行业技术
的发展，应以‘小步快破，多轮迭代’
的方式前进。 一项技术，不要盲目投
入到大批量项目上，试错成本很高。
手里的钱，要多投几次、分阶段地投
入。 ”清华大学教授张剑波曾指出。

国家新能源汽车创新工程项目
专家组组长王秉刚认为，氢燃料电池
汽车比电动汽车更“烧钱”，资金量不
够大、只想凑个热闹的企业，就不要
把钱“打水漂了”，现在还不是燃料电
池汽车全面铺开的时候，对行业发展
要有冷静的认识。

曹广平建议，国家应将有限的
资金多向氢燃料电池类基础研究
以及核心关键零部件产业倾斜，防
止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空心化。 另
外，氢燃料电池汽车在未来的产业
化过程中应该先多在试验场试驾
或试运行。

“另外，氢燃料电池汽车即使少量
进行探索试运行，也应该避开人员密集
的公交运输等行业进行，毕竟‘氢’仍然
属于危险化学品。 ”曹广平提醒。

近日，在某大型央企甘肃酒泉某电场
200 兆瓦风电场的投标中， 国内某整机商
报价含塔筒价格 2360 元/千瓦， 折合风电
主机价格约为 1910 元/千瓦， 风机价格再
度创下新低。 从 2020 年下半年至今，国内
陆上风电项目整机中标价格持续走低，主
流风机投标价格大多已降至 2500 元/千瓦
以下水平， 最低报价更是较 2019 年超过
4000 元/千瓦的高点出现“腰斩”。 2021 年
作为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平价首年，整机
报价以如此幅度下降，到底是喜是忧？

整整机机商商““低低价价竞竞争争””

自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提出以来，我
国风电前景更加被各界看好。 数据显示，
2020 年第四季度至今，风机招标量持续上
涨。 与此同时，我国整机招投标价格却呈
现持续下降趋势。

据市场研究机构西部证券最新发布
的数据，今年 2 月国内陆上风机中标均价
为 3028 元/千瓦，较 2020 年 2 月 3804 元/
千瓦的均价下降幅度超过 20%。 到今年 6
月，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国家电投、中广
核、华能等风电开发商陆续公布的整机投

标报价显示，我国主流风机不含塔筒投标
价格大多已降至 2500 元/千瓦以下水平，
部分厂家不含塔筒报价甚至跌破 2000 元/
千瓦，较 2019 年超过 4000 元/千瓦的高点
直接“腰斩”。

如此快速的降价究竟为何？ 某整机制造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尽管我国陆上风电招标
量仍在快速增长，但对于国内十几家整机商
来说，仍是“僧多粥少”。“现在都想抢订单，部
分二线整机商以降价的方式抢占市场份额，
最后也不得不导致主流厂商跟随降价，国内
整机商不得不开始了低价竞争。 ”

风风电电竞竞争争力力提提升升了了吗吗？？

一直以来， 整机等硬件设备都是风
电项目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对于运行
年限长达 20 年之久的风电场来说，风机
是最主要的资产之一。 风机投标价格的
不断下跌， 是否意味着风电度电成本有
所下降？

“从一方面来看， 整机报价的持续下
降确实是市场化竞争带来的结果，整机价
格下降不仅意味着风电开发商初始投资
降低， 对于提高风电项目经济性有所帮

助，同时与光伏等其他可再生能源项目相
比，整机价格下降也意味着风电竞争力有
所提升。 ”一位不愿具名的风电业内人士
告诉记者。

“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按照现
在整机报价情况，整机制造商利润已经大
幅压缩，很多整机商都已经不挣钱，尤其
在今年原材料价格大面积上涨的情况下，
整机商的压力也有所加大。 ”上述风电业
内人士指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今年以来，倒
塔、叶片掉落、风机零件脱落等事故多有发
生， 人身安全事故也屡次出现， 在此情况
下，多位业内人士提醒称，低价中标带来的
隐患不容小觑。 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无论维
修还是更换， 开发商都面临停机导致的电
量损失和高额维修费用，得不偿失。

“历史已经有过教训。 2011 年前后，整
机投标价格从 2008 年的 6000 元/千瓦急
速下降至 3000 元/千瓦水平， 部分整机商
因低价策略而忽视设备质量，最终甚至出
现资金链紧张乃至断裂情况。 ”上述整机
制造业内人士指出，“雪上加霜的是，由于
部分整机商失去了质保服务和技术支持
能力，低价购入的机组一度大规模出现质

量问题，风电项目损失严重。 ”

技技术术创创新新是是关关键键

“事实上， 低价竞争偏离了风电行业
应有的发力方向。 整机制造的很多部件都
需要进行采购，整机价格的下降很可能导
致不合理地层层压缩成本，最终或将反噬
到产业链上每个环节。 ” 上述整机制造业
内人士称。

对此，多位业内人士提醒称，今年作
为可再生能源平价首年， 风电度电成本
应在合理范围内有所降低，而在目前，正
值大宗商品原材料大规模涨价之时，风
电供应链各环节没有显著改变的情况
下，整机商报价若出现暴跌并不合理。不
论是风电还是光伏， 在与其他电源竞争
的过程中， 其竞争力的提升应主要来自
于技术进步、 材料创新等科技创新或是
综合成本的降低。

上述风电业内人士呼吁称：“行业应
摆脱非理性的低价竞争，整机商理性报价
将有利于确保企业有稳定的资金投入到
风电技术创新、 研发以及高端制造等领
域，进而实现风电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