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阅读

华鑫证券的报告认为，从组件、支架和逆变器三大光伏硬件出发，跟踪支架属
于光伏电站产品结构中我国本土化制造的“最后一站”。 早在 2019 年，我国光伏产
业链主要生产环节多晶硅、 硅片、 电池片和组件在全球的占比就已达到 69%—
93%，但截至目前，这一优势还没有延续至跟踪支架环节。另外，我国跟踪支架渗透
率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2020 年全球地面电站跟踪支架应用比例在 50%左右，
而我国仅为 18.7%，光伏跟踪支架发展前景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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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芜湖市繁昌
区平铺镇境内的岱湖滩，
光伏电站、村庄、农田、水
面在初冬暖阳的照射下
格外壮美。

近年来， 芜湖市繁
昌区通过引入新能源企
业 ， 打造水上发电 、水
下 养 鱼 的 立 体 化 渔 光
互补发电模式 ，实现企
业增效和百姓增收 ，助
力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
目标。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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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国国具具有有完完整整的的跟跟踪踪支支架架供供应应链链渠渠道道，，有有望望从从控控制制系系统统到到驱驱动动系系统统实实现现国国产产化化——————

提提升升跟跟踪踪支支架架国国产产化化率率““卡卡点点””在在哪哪？？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董董梓梓童童

成本优势显著，短期内可替代铅酸电池

钠离子电池蓄力产业化发展
■本报记者 仲蕊

安安徽徽芜芜湖湖：：光光伏伏发发电电助助降降碳碳

最新的锂精矿价格显示， 澳洲主力锂
矿公司 Pilbara 的拍卖价格为 2350 美元/
吨，再创历史新高，加上运费以及设备与折
旧成本， 年初至今从锂矿里提取碳酸锂的
成本涨幅已超过 230%。

随着碳酸锂价格的飙升，成本更低、资
源存储更丰富的钠离子电池再次受到关
注。 事实上，实现规模化生产后，钠离子电
池在安全性、 成本等方面与锂电池相比更
具优势，但由于目前还在中试阶段，大规模
的实际应用将暂时受限。 钠离子电池能否
成为未来的主流动力电池？ 主要应用在哪
些领域？

锂电池供不应求引发行业焦虑

2020 年开始，锂电池行业经历了大幅
度的供需收紧。 行业研究机构中金公司数
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8 月，电池级碳酸锂
价格已由 2020 年底部的 3.95 万元/吨，增
长至 9.1 万元/吨，电池企业压力陡增。

需求的快速提升， 是这一轮锂盐价格

上涨最核心的因素。近年来，我国新能源行
业保持高速增长， 全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
规模已于 9 月突破 200 万辆。

有业内人士预测，到 2025 年，全球锂
需求将迎百万吨级需求增量， 而锂资源项
目的开发具有不确定性， 或难以匹配需求
增长的速度和量级， 锂价抬升的预期进一
步增加了电池企业的成本焦虑。

此外，锂资源紧缺带来的供应安全焦
虑，也导致电池厂商更有动力寻找锂资源
的替代选项。 根据测算，2020 年国内约
74%锂盐供给的原材料来自进口澳矿，原
材料供给对外依赖程度高且供给来源高
度集中。

多重因素驱动下，今年 7 月，锂电巨头
宁德时代正式宣布推出钠离子电池。 面对
投资者有关钠离子电池量产预期的提问，
宁德时代称已启动钠离子电池产业化布
局，2023 年将形成基本产业链。 宁德时代
的入局， 让钠离子电池受到业内的高度关
注，“钠离子电池替代锂电池成为未来主流
动力电池”呼声渐起。

原材料成本有望降低 30%-40%

钠离子电池技术受捧并非偶然。 “钠离
子电池使用的材料是钠盐，性状稳定，因此
安全性较高。此外，钠资源更加丰富，除了氯
化钠以外，钠盐有碳酸钠、硝酸钠、硫酸钠、
硫代硫酸钠等化合物，因此钠离子电池的原
材料不会像锂电池一样有储量不足的担
忧。 ”一位来自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的研究员
告诉记者。

“钠离子电池实现规模化生产后，成本
将低于锂电池。 ”上述研究员认为，除了储
量丰富将极大缓解供应安全焦虑以外，钠
离子电池的成本、低温性能优势显著。

根据钠离子电池研发企业中科海纳的
数据， 产业化后钠离子电池原材料成本仅
0.29 元/瓦时， 相比磷酸铁锂 0.43 元/瓦时
的价格具有明显优势， 预计实际原材料成
本将相对磷酸铁锂电池降低 30%-40%。

据宁德时代介绍， 其第一代钠离子电
池能量密度略低于磷酸铁锂电池， 但在低

温和快充方面有明显优势。 第一代钠离子
电池电芯单体能量密度达 160 瓦时/千克，
在零下 20 摄氏度低温的环境下， 仍然有
90%以上的放电保持率， 高于锂离子电池，
低温性能优越。 常温下， 钠离子电池充电
15 分钟，电量可以达到 80%。

此外，在制造工艺方面，钠离子电池已
经可以实现与锂离子电池生产设备、 工艺
的兼容，产线也能进行快速切换，可以实现
钠离子电池产能的快速布局。

大规模应用尚需时日

记者了解到， 宁德时代虽已推出钠离
子电池量产计划，但在今年 8 月宣布的 582
亿元募资的拟定项目， 并不涉及钠离子电
池相关项目。

在业内人士看来， 尽管钠离子电池优
势明显，但现阶段的制备工艺、体积质量以
及较低的能量密度， 都导致它短期内难以
大范围铺开应用。

实际上， 钠离子电池应用在主流动力场

景仍存瓶颈。中金公司的报告分析指出，由于
钠离子电池在能量密度上存在明显瓶颈，短
期内钠离子电池对锂需求影响有限， 不影响
未来五年内锂供需走向紧缺的趋势； 长期来
看，锂在电池领域的需求刚性不会改变，钠离
子电池更倾向于作为锂电池的差异化补充。

“钠离子电池发展处于发展初期，一些
技术问题还没解决， 距离真正的大规模产
业化应用还有距离。由于研发时间不长，相
比锂电池， 钠离子电池整体性能还有较大
差距，材料性能还需进一步优化。 此外，由
于规模效应还未显现， 钠离子电池的成本
优势待挖潜。 ”上述研究员认为，基于钠离
子电池在能量密度、 循环寿命以及环保性
等方面的优势， 铅酸替代将是短期内的应
用“主战场”，有望在两轮车、小动力以及低
端储能领域对铅酸电池形成替代。

“尽管市场出现了钠离子电池讨论热
潮，但以目前的研发进展来看，应更多聚焦
于技术研发攻坚。 在产业化条件尚未成熟
前，市场不应一哄而上布局钠离子电池。 ”
上述研究员称。

大数据
产 业

硅片价格出现
不同程度下滑

本报讯 根据第三方机构 PVIn鄄
folink 的监测， 近期硅片价格出现不
同程度的下滑， 尤其是 182 尺寸单晶
硅片，实际价格下跌明显。 实际上，将
中环股份、隆基股份最新的官方报价
与 PVInfolink 最新报价中的最低价格
相比，不同尺寸的硅片，均出现了一
定程度的下滑。

PVInfolink 认为， 此次硅片价格
的下滑，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受硅
片企业不同程度的库存累积的压力
和影响； 二是对市场行情的预警判
断； 三是降低库存跌价损失风险；四
是产品厚度也正在由 170 微米加速朝
着更薄的 165 微米规格切换， 下跌幅
度也已经包含对不同厚度硅片价格
的体现。 实际上，据部分企业的采购
人员介绍， 市场上 182 尺寸 （165 微
米） 近期已经有低于 6.25 元/片的成
交价格。

10 月以来的组件价格上涨，严重
抑制了终端的需求。 在年底抢装的关
键时刻，此次由硅片带来的组件价格
下降，将有利于提升终端的需求。 以
182 尺寸为例， 硅片价格此次下调约
0.62 元/片，相当于电池片成本将下降
8 分/瓦，这一降幅，将推动组件价格
回到约 1.9 元/瓦。 预期随着硅片降价
的传导， 组件价格会进一步下降，减
缓年底并网电站的投资压力，有利于
提高年底的新增并网量。 （江临秋）

光伏电站资产
交易额创新高

本报讯 据北极星太阳能光伏
网数据库显示，2018 年至今，我国光
伏电站交易规模正以 200 万千瓦/
年的速度攀升。 2018 年我国光伏电
站交易规模超过 200 万千瓦， 交易
总额超 100 亿元；2019 年电站交易
规模“翻倍”达到 424 万千瓦，交易
总额达 140 亿元；2020 年可统计的
光伏电站总交易规模攀升至 630 万
千瓦，交易总额超过 200 亿元。 2021
年初至今， 可统计的光伏电站总交
易规模已超 900 万千瓦， 交易总额
超过 287 亿元。

近年来， 基于能源转型的需求，
以传统能源为主业的央国企在光伏、
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投资力
度逐年增加，新建光伏电站、收购存
量光伏电站资产也成为央国企快速
提高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的主要途
径。 进入 2021 年后，持续上涨的光伏
原材料、设备价格使得新建光伏电站
成本不断攀升，由此，直接收购存量
光伏电站似乎更受央国企青睐。

据统计，在今年已明确交易规
模的光伏电站交易中 ， 以华电集
团、国家电投为代表的央国企已收
购超 800 万千瓦光伏电站资产，占
总交易规模的 89%以上，交易总额
超过 235 亿元。 其中，华电集团、国
家电投 、中核集团 、三峡集团电站
收购总规模均升至百万千瓦级别，
华电集团、国家电投达到 200 万千
瓦以上。 （青柠 ）

沉寂多年后， 跟踪支架突然火了。 日
前， 国内光伏跟踪支架企业聚晟科技宣布
完成 B 轮融资， 光伏龙头企业晶澳科技、
阿特斯跟投。 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聚晟科
技产品研发、生产基地建设、海内外市场拓
展等。 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市场热议，有业
内人士称“国内跟踪支架市场硝烟四起，光
伏行业垂直一体化发展趋势渐明”。

不过， 国内跟踪支架市场需求尚小，
2020 年仅有约 19%的地面电站应用跟踪
技术。 放眼全球，在 2020 年出货量排名前
十的跟踪支架企业中， 只有中信博和天合
光能分列第四和第八名，仅占两席。在此背
景下， 跟踪支架被看作是光伏产品中我国
光伏本土化制造的“最后一站”。

国内渗透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国际市场是我们的重要市场。从全球
范围来看， 可以说 90%的跟踪支架需求在
海外。长期以来，国际市场跟踪支架的渗透
率更高， 未来几年内可能这一情况不会发

生根本性改变。”中信博营销中心负责人高
级副总裁容岗告诉记者。

据了解， 中信博是国内跟踪支架企业
的佼佼者。 能源咨询机构伍德麦肯兹统计
的数据显示，2020 年，中信博跟踪支架出货
量约 343 万千瓦，占比约 8%，位列全球第
四位。 这是国内跟踪支架企业的最好排名，
和前两名 1300 万千瓦、700 万千瓦的出货
量，分别为 29%、17%的市占率差距较大。

华鑫证券分析师刘华峰分析认为，我
国跟踪支架渗透率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
平。 2020 年全球地面电站跟踪支架应用比
例在 50%左右，欧洲、美国等市场渗透率均
高于 50%，而我国仅为 18.7%。

一直以来， 我国跟踪支架在实际应用
上都选取较为先进、技术含量高的场景，总
体渗透率并不高。 平安证券援引中国光伏
行业协会的数据称，2018 年， 国内跟踪支
架渗透率为 20%， 较 2017 年提升 12 个百
分点， 主要是因为大量领跑者项目使用了
跟踪支架；2019 年我国光伏电站市场跟踪
支架占比为 16%，2020 年增至 18.7%，随着

市场接受度的提升有所恢复， 但仍低于
2018 年水平。

高投入影响潜在需求

国内光伏产品是全球光伏市场的主要
贡献方。 早在 2019 年，我国光伏产业链主
要生产环节多晶硅、硅片、电池片和组件在
全球的占比就已达到 69%—93%，但截至目
前，这一优势还没有延续至跟踪支架环节。

上海证券的报告认为，目前，国内跟踪
支架产业尚未形成气候， 除了现阶段国内
市场渗透率较低，规模较小的原因外，还和
定制化程度较高的特点有关。 跟踪支架需
要在项目前中后期与客户进行频繁沟通协
调，相比组件等产品出海难度更高。

容岗对上述观点表示认同， 针对不同
光伏电站，需要进行个性化定制服务，会导
致 EPC 企业投资成本的增加。

华鑫证券的报告则认为， 与固定支架
相比，虽然跟踪支架可以带来 8%—20%的
发电量增益， 可以有效降低项目的平准化
度电成本，但也会增加 5%—10%的初始投
资和一定的运维成本。 如果电站业主对初
始投成本控制较严， 则不会采用价格较高
的跟踪支架。

同时，华鑫证券的报告显示，我国跟踪
支架市场前几年处于无序发展阶段， 产品
质量参差不齐， 导致电站业主会更加慎重
地选择跟踪支架。

“传统固定支架结构简单，产品同质化
严重，技术壁垒很低。跟踪支架属于高度定

制化产品，技术壁垒和非技术壁垒都更高。
但现阶段，相比组件、逆变器，跟踪支架企
业分布更为分散， 从事固定支架的企业更
多一些。随着我国光伏产业发展越发成熟，
固定支架已经不能满足未来及潜在市场需
求，跟踪支架将成为市场主流。 ”一位业内
专家说。

从本土出发映射全球

华鑫证券的报告预测，从组件、支架和
逆变器三大光伏硬件出发， 跟踪支架属于
光伏电站产品结构中我国本土化制造的
“最后一站”。

不过在研究机构和业内人士看来，不
管是开发国内市场， 还是提升海外市场影
响力， 国内光伏产业都做好了准备。 据了
解， 随着我国启动大型光伏基地项目的建
设，跟踪支架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市场。今年
10 月宣布开工建设的蒙西基地库布其 200
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 选用的就是跟踪支
架，该项目也是我国首批在沙漠、戈壁、荒
漠地区建设的 1 亿千瓦大型风电光伏基地
项目之一。

实际上，在跟踪支架领域，我国具有完
整的供应链渠道，从控制系统到驱动系统，
实现国产化的可能性非常大。“虽然目前国
内跟踪支架企业的出货量和海外企业相
比， 有明显的差距， 但开拓本土市场的同
时，拉美、中东、南美、亚洲等地区跟踪支架
的需求也正快速提升， 全球化才是国内企
业的目标。 ”一位国内支架企业高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