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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润光伏官宣破产
本报讯 7月 19 日， 海润公告宣布，公

司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被江阴市人民法院
依法宣告破产， 依照有关企业破产法的法
律实施破产清算，清算结束后，申请注销公
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

江阴法院根据潍坊汇成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的申请，于 1 月 13 日裁定受理海润
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
日指定了无锡东华律师事务所为海润光伏
的管理人。 根据专项审计报告，海润光伏截
止 1 月 13 日的净资产为-58.5 亿元， 属于
严重资不抵债，且已无持续经营能力。 无锡
东华律师事务所于今年 7 月 13 日提出申
请，宣告海润光伏破产。 （宗合）

一风电企业因业绩做假
升级风电施工资质被拒

本报讯 近日， 河北省住建厅印发了
《关于河北鲲能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等 3
家企业申报工程设计资质弄虚作假行为的
通报》的公告，称该公司在申请电力行业风
力发电专业甲级（升级）中存在业绩材料弄
虚作假行为，不批准其资质申请，且 1 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该资质。

《通报》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建设工
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对
上述企业依法给予警告。 （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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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问问光光伏伏产产业业链链走走向向

锂锂电电池池原原材材料料价价格格维维持持高高位位，，让让盐盐湖湖提提锂锂技技术术逐逐步步具具备备经经济济可可行行性性

盐盐湖湖锂锂资资源源重重获获关关注注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丽丽旻旻

今年以来，碳酸锂、氢氧化锂等锂电
池原材料价格维持高位，我国本土盐湖锂
资源开发迎来新景象。

7 月 21 日，A 股上市公司中，包括西
藏矿业、久吾高科、赣锋锂业等多支个股
出现涨停， 金融数据提供商万德数据显
示，盐湖提锂板块指数涨幅达 8%，大幅
超过上证指数涨幅。 获得资本青睐的盐
湖提锂项目， 是否能够缓解我国金属锂
供应紧张的局面？

盐湖提锂技术回归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目前全球
已探明（折合金属）锂储量 2100 万吨，其
中我国已探明锂储量 （折合金属） 约为
150 万吨，资源量为 510 万吨，可开采资
源量巨大。 其中，我国约有 82%的锂资源
赋存于盐湖中。据悉，我国共计有 86 个特
种盐湖，其中有 80 个位于青藏盐湖区。

然而， 与锂矿直接开采生产不同，盐
湖提锂技术主要是从盐湖卤水中提取金
属锂，常用方法包括有盐析法、沉淀法、萃
取法、膜分离技术、电渗析、煅烧法等。 但
长期以来， 与智利等产锂大国的盐湖相
比，我国盐湖中镁锂比相对更高，锂提取
难度较大。同时，卤水中也含有钾、钠等金
属成分， 锂的分离提纯难度相对更高，在
此情况下，多年来我国盐湖提锂技术应用
始终受限于高昂的应用成本。

“与其他地区的锂矿相比， 盐湖提取
的锂盐通常混杂有钾等杂质元素，产品提
纯难度更大，生产投入成本也相对更高。”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教授陈永翀告诉
记者。同时，也有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盐湖

通常位于高原地区，生产环境也相对较为
恶劣。

但随着国内锂需求不断上涨，锂作为
重要的电池金属，近几个月来价格“水涨
船高”， 盐湖作为我国锂资源的主要所在
地，盐湖提锂技术也再度引发业内关注。

今年 5 月，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
布《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行动方案编
制工作方案》， 提出了 2025 年至 2035 年
盐湖产业发展阶段性目标、指标，宣布将
围绕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突破制约盐
湖产业发展关键技术，为建设世界级盐湖
产业基地提供科技支撑。

企业争相布局

上述政策的出台一时大幅提振市场。
截至目前，五矿集团、藏格锂业、蓝科锂业
等锂生产商均已宣布将加大碳酸锂等锂
盐产量，同时，包括蓝晓科技、国中水务等
企业也在今年相继宣布完成了盐湖提锂
项目的验证工作，将快速推动盐湖提锂技
术的产业化发展。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本土锂盐产量
已在不断上涨。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
会锂业分会发布的数据，2020 年我国碳
酸锂产量为 18.7 万吨，同比增长 15.43%，
氢氧化锂产量达到 9.27 万吨， 同比增长
14.44%。 另外，利用盐湖卤水锂资源和锂
云母矿生产的碳酸锂产量也超过 8 万吨，
创下历史新高。

今年 7 月，我国锂电池制造商亿纬锂
能宣布收购大华化工、金昆仑两大锂生产
商，根据亿纬锂能公告，此次入股的大华
化工拥有青海省大柴旦盐湖采矿权，该盐

湖面积约 90 平方公里， 截至 2020 年底，
拥有氯化锂资源 293.92 千吨。

加大勘探、加强回收尤为重要

据证券公司国泰君安预测， 近年来，
青海各主力盐湖的工艺基本定型，基建成
熟， 已具备大幅扩产的扎实基础， 预计
2020-2025 年，中国本土盐湖提锂的年产
能有望从 9.7 万吨扩大至超过 20 万吨。

尽管潜力巨大，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
这一领域的突破尚难以“补齐”当下的缺
口。 有分析指出，我国盐湖地区地理位置
相对偏远， 海拔高且基础设施条件较差，
同时盐湖镁锂比例相对较高、杂质成分相
对较多，仍有一定分离提纯难度，短期内
盐湖提取锂的新增供应量较为有限。

有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锂盐需求
量总计为 23.7 万吨， 根据中国有色金属
工业协会锂业分会预测，未来五年，我国
锂盐需求预计出现大幅上涨， 到 2025 年
锂盐需求或涨至 75.4 万吨左右， 较目前
翻两倍以上。

在陈永翀看来， 要满足国内锂需
求，一方面国内锂资源的勘探开发工作
仍需加强，另一方面加强后期锂资源的
回收利用也尤为重要。 “从资源禀赋上
来讲，我国锂资源并不算少，未来应加
强锂资源的勘探开发工作，扩大本土锂
供应。 与此同时，锂元素不仅应用在电
池里面， 还有很多广泛的其他用途，面
对高企的锂需求，开发易回收储能电池
技术，做好废旧锂电池中锂元素的回收
也变得十分重要。 ”

旭飞光电 ：
抗洪抢险保生产

本报讯 7 月 20 日，河南郑州遭遇
千年不遇极端强降雨， 郑州市多个国
家级气象观测站单小时、单日降雨量
均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极值。 持
续强降雨让郑州市大小企业直面天
灾的考验，正常的生产经营受到严重
干扰。

东旭集团多个产业/项目处于河南
本次强降水范围内，其中，郑州旭飞光
电恰处于本次强降水中心区域，连续高
强度降雨致使外围洪水倒灌入旭飞厂
区，整个厂区积水及腰，旭飞公司迅速
启动防汛应急预案，24 小时通力抗洪
抢险。 坚守各个动力站点，确保动能稳
定供应；动态监察并第一时间封堵主厂
房、仓库、动力等多处告急入口，阻止险
情进一步发展；有序、及时拿出措施，有
效应对郑州市大面积停水停电现状，保
证关键设备稳定运行。

灾难面前， 旭飞抗洪抢险全体人
员快速有序地恢复企业人员、财产、信
息、生产的正常运行。 截至目前，无一
人员伤亡。 （代明明）

明阳集团：
捐赠 1200万驰援河南

本报讯 河南暴雨，牵动人心。 明
阳集团首批向郑州市红十字会捐赠
200 万元现金、向新密市红十字会捐赠
价值 1000 万元可提供应急电源的太阳
能发电站，火速驰援灾区一线。

面对灾情，明阳集团积极主动承担
社会责任，与河南人民风雨同舟。 明阳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传卫带领集团
踊跃捐赠，同时全力采购救援物资支持
受灾地区与群众，充分体现了全体明阳
人的责任和使命、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
奉献与担当。 （仲新源）

“我国光伏产业已基本满足全球供应
链。 ”7月 21日，在 2021 年光伏产业链供应
论坛上，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理事长曹仁贤道
出了我国光伏产业供应链的良好态势。

据曹仁贤介绍， 中国大陆生产的多晶
硅、硅片、电池片、组件在全球的占比分配
率分别为 76％、96％、83％ 和 70％， 在多晶
硅、硅片、电池片组件的环节，中国企业位
列世界产量排名前十名。 但是，2020 年下
半年至今年上半年，光伏玻璃、多晶硅原料
相继阶段性短缺，供应链价格快速上涨，影
响我国光伏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未来，光
伏产业链价格走势如何？

多晶硅是否仍会供不应求？

据多晶硅材料制备技术国家工程实验
室主任严大洲介绍， 从全球多晶硅产业情
况来看，2021 年全球有 18 家多晶硅在产企

业，有效产能 66.5 万吨，前 6 月产量约 30.5
万吨。其中，中国在产企业 11 家，有效产能
49.7 万吨，前 6 月产量约 22.7 万吨。 “今年
上半年全球多晶硅企业盈利能力回升，价
格上涨，产品供不应求；新建多晶硅厂全部
在中国，全球市场重心向中国转移。 ”

严大洲预计，2021 年全球全年多晶硅
产量约 53-55 万吨， 其中中国多晶硅产量
可能在 46-49 万吨。 “从现有情况来看，因
为效益较好，所以基本上都是满负荷生产。
新产能投产带动多晶硅需求增加， 目前基
本上供不应求。 ”严大洲说。

“总体来讲，有多家半吨级企业下半年
有计划检修，会影响产能；硅片企业在平衡
成本上也在做大量工作；京运通、高景、弘
元等硅片新产能点火消息频出， 新增需求
非常可观；整个产业安装趋势回暖，组件端
开工率正逐步恢复。 ”严大洲指出，“综合来
看， 未来多晶硅供需与价格将平稳发展或
出现小幅降低。 ”

同时，严大洲认为，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下， 晶硅太阳能产业发展重点在电力替
代和交通运输两大方面。 “未来，太阳能发
电和交通汽车用电如若相结合发展， 可以
减少 50%的碳排放， 多晶硅行业发展充满
希望。 ”

组件价格是否会持续走高？

“2021 年组件产业链的关键词是‘效率
功率提升’和‘涨价’。 ”IHS 高级分析师胡
丹在分析今年光伏组件产业链趋势时说，
“过去 10 年，光伏产品效率提升显著，功率
档位的快速提升摊薄了系统成本， 预计大
硅片在未来一两年内将占据大部分产能。 ”

记者了解到，光伏组件价格曾在 2012
年、2016 年和 2018 年发生过三次明显下
降，主要原因是市场供需失衡导致价格波
动明显。 “我国光伏装机在过去 3 年呈现

出‘V’型曲线，2020 年前，我国光伏装机
量在一定时间内受政策和补贴影响较大，
在某种程度上高于光伏组件价格的影响。
随着 2020 年光伏发电实现平价上网，政
策和补贴对光伏装机量影响逐渐弱化，未
来光伏组件价格将成为影响中国光伏装
机量的主要因素。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
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陶冶
指出。

同时，陶冶提到，今年上半年由于硅料
价格持续高涨，促使光伏组件价格走高，导
致集中式光伏电站建设并网速度放缓，分
布式光伏电站新增并网规模占比大幅提升
至 62%。

智汇光伏创始人王淑娟表示，2021 年
上半年光伏新增装机中，户用光伏、工商业
分布式同比分别增长 180%、24%，户用光伏
占比大幅提升， 年新增规模预期在 15—
23GW 之间， 有望成为新增规模最大的光
伏项目类型。

供需关系如何监测？

如何有效降低产业链价格剧烈波动、
避免行业恶性竞争？

“上游硅料、组件的涨价，给下游成本造
成了压力，另外，租地价格也在上涨，让光伏
投资者压力巨大。 为了保证行业健康发展，
希望大家目光长远一些，不要追求一时的短
期利益。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吴潮辉表示。

“光伏作为一个新兴产业， 虽然经过了
20 年左右的快速发展，但和成熟产业相比，
还处于初期阶段，总量不大，受外部环境影
响更剧烈， 但究其本质还是符合市场规律
的。”通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胡荣柱表示，
“短期来说， 企业一定要分析好自身情况及
外部环境变化，把握好发展节奏，尽量避免
行业供需产生巨大变化带来的冲击。 ”

“产业链价格的大起大落，不利于行业
健康发展，应该加强产业合作，实现产业链
间互利共赢， 这样才能避免恶性竞争。 此
外，要加强市场监管，相关机构及行业协会
对市场价格、供需关系进行及时监测，特别
是在有行业波动以及国家政策有重大变化
的时候， 能够及时组织讨论会为大家提供
信息，提供发展思路。 ”江苏中利集团总裁
王伟峰建议。

■■本报实习记者 姚美娇

声音

风里“豫”里 一路同行

浙浙江江仙仙居居：： 光光伏伏产产业业 助助农农增增收收

近年来，上张乡通过流转荒山引进发展光伏产业，既为村集体带来了山地租金收入，又为村民提供了劳务就业，帮助山区
农民增收。 图为 7 月 17 日，俯瞰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上张乡光伏电站。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