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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年年国国内内光光伏伏新新增增装装机机规规模模有有望望超超 77000000万万千千瓦瓦，，大大尺尺寸寸高高功功率率产产品品开开始始放放量量——————

中中环环股股份份技技术术创创新新迎迎来来““丰丰收收期期””
■本报记者 董梓童

日前，中环股份发布的 2022 年第一季
度业绩预告显示，前 3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128 亿元-138 亿元 ， 较上年同期的
74.63 亿元增长 71.53%-84.92%，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12.6 亿元-13.6 亿
元 ， 较上年同期的 5.41 亿元同比上涨
132.71%-151.18%。

在业内人士看来， 中环股份向好的业
绩反映了我国光伏产业的高景气度。 2021
年， 我国光伏新增装机规模达 5400 万千
瓦。今年前两月，国内光伏市场已经实现新
增装机规模 1000 万千瓦，继续保持良好发
展势头，预计全年新增装机规模将在 7000
万千瓦-7500 万千瓦，再创新高。 同时，随
着大尺寸高功率光伏组件产品替代提速，
以中环股份为代表的 A 股光伏企业也将走
得更快更好。

大尺寸产品获青睐

在业绩预告中， 中环股份首先强调了
光伏业务板块对业绩的积极影响。 “公司银
川六期产能逐步释放，210 产品先进产能
加速提升，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出货占比不
断提升，综合成本不断降低，先进产能产销
最大化，保障战略产品市场规模优势，提高
整体盈利能力。 ”中环股份称，公司 210 产
品还具备成本优势， 在缓解下游客户成本
压力的同时，可提升自身和客户竞争力。

据了解， 中环股份主营业务为半导体
材料和光伏，包含半导体材料、光伏材料、
光伏电池及组件和高效光伏电站项目开发
及运营。其中，光伏行业是中环股份营业收
入的主要来源。 2020 年及 2021 年上半年，
该领域营业收入分别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
91.1%和 93.68%。

而上述 210 产品即中环股份在光伏行
业自主研发的明星产品。 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下， 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产业正
迎来新一轮技术升级， 大尺寸高功率产品
成为公认的降本增效、节能降碳利器。 2019
年， 中环股份就在业内率先推出 210 毫米
规格硅片， 产品面积较彼时主流的 158.75
毫米规格大幅提升。此后，中环股份扩产中
心全部围绕 210 产品技术发展和产能提升
展开。

随着大尺寸组件价值被市场认可 ，
产品渗透率也不断增加。 据第三方咨询
机构 PV InfoLink 数据，2021 年光伏大尺
寸产品产业链配套不断完善、 成本下降
较快、产能接连提升，大尺寸组件市占率
超过 50%并持续增长， 预计今年底有望
达到 79%。

得益于此， 提前布局大尺寸组件的企
业也收获颇丰。除中环股份外，天合光能在
2022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中表示， 前 3 月
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 亿元-6 亿元， 较上年同期的 2.3 亿元增
加 117.19%-160.63%。

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浙商证券分析师邓伟在报告中指出，
随着全球能源转型进程的提速，2022 年-
2025 年光伏装机有望超预期， 全球光伏新
增装机规模将分别达到 2.2 亿千瓦、2.5 亿
千瓦、2.8 亿千瓦和 3 亿千瓦。而受 2021 年
光伏产业供应链影响，我国部分需求可能
延期至今年， 同时国内大基地+分布式项
目建设均快速推进， 预计 2022 年我国光
伏新增装机规模有望达到 7000 万千瓦以
上，再创新高。

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
显示，2021 年我国光伏新
增装机规模达到 5400 万千
瓦。 今年前两月，我国光伏
新增装机规模约为 1000 万
千瓦，发展势头良好。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
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
主任陶冶表示，在上述背景
下，预计今年全年国内光伏
新增装机规模将在 7000 万
千瓦-7500 万千瓦之间，有
力支撑我国可再生能源装
机规模达到 1.4 亿千瓦。 另从
项目储备和企业建设意愿出发，
2023 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规模或将超过 1
亿千瓦。

作为国内乃至全球硅片销量名列前茅
的生产商，中环股份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统计数据显示， 中环股份一直都维持着较
高的产能利用率。2017 年开始，公司单晶硅
片外销量为全球第一， 从 12.4 亿片增至
2020 年的 63.3 亿片。 2018 年-2020 年及
2021 年上半年， 中环股份半导体光伏产业
毛利持续呈上升趋势。

截至 2021 年 9 月，中环股份单晶总产
能由 2020 年底的约 5000 万千瓦提升至
7350 万千瓦， 其中 210 产能占比从 40%提
升至 59%， 在 210 硅片市场占有率超过
90%。 在市场前景向好的情况下， 预计至
2022 年底， 中环股份 210 总产能有望超过
1 亿千瓦，进一步为市场提供保障。

精益管理智能升级

大尺寸硅片不仅为组件端的发展带来

了发展新空间，而且能大幅提升组件功率、
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优化设计，还可
不断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为光伏行业降
本增效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在 2022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中，中环
股份指出，通过持续技术提升和工艺进步，
公司有效降低了半导体光伏业务板块的生
产成本，较大程度保障了公司盈利能力。在
晶体环节，公司单台月产持续提高，单位产
品硅料消耗率大幅领先行业水平。 在晶片
环节，通过细线化、薄片化工艺改善，硅片
出片率及 A 品率大幅提升， 单位公斤出片
数行业显著领先。

而这离不开中环股份提出的“工业 4.0
生产模式”。 中环股份介绍，公司 210 产品
的生产，与技术、设备、工业 4.0 理念、生产
模式及人员架构等高度相关。 在柔性智能
工厂生产方式、组织管理模式的加持下，公

司半导体光伏产业的自动
化、 信息化等程度不断提

升。 这不仅促使公司人均劳动生产
率大幅增长， 原材辅料消耗也得到有效改
善，公司工厂运营成本持续下降，有力推动
了公司产品的产销规模和产品品质的提
升。目前，中环股产品硅片端规模化生产良
率超过 97%，人均产值超 1000 万元。

展望未来，中环股份称将大踏步前进。
其于近日宣布，公司及 TCL 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及呼和浩特
市政府达成合作， 将在呼和浩特市投资建
设中环产业城项目群。项目群总投资约 206
亿元，规划和建设内容包括产能 12 万吨高
纯多晶硅项目、 半导体单晶硅材料及配套
项目、国家级硅材料研发中心项目，打造中
国“硅谷”。

值得一提的是， 中环股份还公布了公
司第一大股东将增持公司股票 3502.67 万
股， 增持比例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1.08%，体
现了对其可持续竞争力的认可和助力其快
速发展的决心。

察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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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玲报道：近日，鲁西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鲁西化工”）发布公告称，拟通过向鲁
西集团的全部股东发行股份的方式对鲁西集团实施
吸收合并。 公司股票自 4 月 18 日开市起开始停牌，公
司预计在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的时间内披露本次交易
方案。

据悉，鲁西化工将通过向鲁西集团的全部股东发行
股份的方式对鲁西集团实施吸收合并，鲁西化工拟发行
的 A 股股票将申请在深交所上市流通。

此次主要交易对方为中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
称“中化投资”）、中化投资（聊城）有限公司（下称“中
化聊城”)、聊城市财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财信投资”）和聊城市聚合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下称
“聚合投资”）。

其中，中化投资为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控股
公司，持有鲁西集团 39%股权；财信投资的实际控制人是
聊城市国资委，聊城市国资委持有鲁西集团 35%股权，鲁
西集团和财信投资正在办理将上述全部 35%股权划转至
财信投资的相关手续。

本次吸收合并实施完成后， 鲁西集团将注销法人
资格，鲁西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将被注销，中化投
资、中化聊城、聊城财信和聚合投资将直接持有鲁西化
工新发行的股票。 鲁西集团交易价格、鲁西化工发行新
股股票的价格和数量以及其他未尽事宜， 由各方另行
签署的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
吸收合并鲁西集团有限公司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另行
约定。

值得一提的是， 鲁西集团曾是鲁西化工的控股股
东。 资料显示，2019 年 10 月，鲁西化工原实控人聊城市
国资委与中化投资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对鲁西集
团进行战略重组，向中化聊城无偿划转所持鲁西集团部
分股权。 2021 年 1 月，中化聊城完成对财信投资持有的
鲁西集团 9.99%的股权收购后， 中化投资直接持有鲁西
集团 39%股权， 并通过中化聊城间接持有鲁西集团 16%

股权，成为鲁西集团的第一大股东，中化集团为鲁西集
团实际控制人。

与此同时，鲁西化工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中化
投资通过全额认购 4.39 亿股股份，目前直接持有鲁西
化工 23.08%股权，并通过鲁西集团间接持有鲁西化工
25.85%股权，合计持股比例为 48.93%，鲁西化工控股
股东由鲁西集团变更为中化投资，实际控制人为中化
集团。

此次对鲁西集团的吸收合并，将使得鲁西化工成为
山东省内继万华化学和泰和新材之后第三家通过“反向
收购”完成整体上市的国有控股化工企业。

资料显示， 鲁西化工主营业务包括化工新材料、基
础化工及其他业务。 今年 1 月，鲁西化工发布的《2021 年
度业绩预告》显示，预计 2021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5.5 亿元—46.5 亿元， 同比增长 451.63%—
463.75%，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2 亿—53
亿元，基本每股收益 2.389 元/股—2.442 元/股。

鲁西化工称，公司多年来延链、补链、强链，产品产
业链不断完善，优势产品产能不断扩大。 报告期内，受国
内国际双循环战略的实施、安全环保政策趋严、国际原
油价格波动上涨及化工产品市场供求关系等多种因素
影响，主要化工产品市场需求增长明显，产品价格同比
有较大幅度增长，部分原料的采购价格波动较大，公司
严抓安全环保节能管控，确保了生产装置安、稳、长、满、
优，公司以市场为导向，把握机遇，及时调整，发挥园区
一体化优势，保持主要化工产品的产能发挥，实现业绩
同比较大幅度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 11 月 30 日，鲁西化工宣布
上市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拟以货币资金， 对下属公司
聚碳公司 、鲁化环保 、氟尔新材料 、硝基复肥公司 、
聚酰胺新材料、甲酸化工、双氧水新材料共 7 家公司
进行增资，合计增资 30.23 亿元。 公司称，此次增资
可增强下属公司综合竞争力， 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

������本报讯 记者董梓童报道：4 月 21 日，
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蓝天
燃气”）发布公告称，公司拟购买长葛市宇
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宇龙实业”）
持有的长葛蓝天新能源有限公司 （下称
“长葛蓝天”）52%的股权。

据悉，本次交易交易金额为 4 亿元。
蓝天燃气全部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股
份支付股数为 3091.19 万股。 本次交易
完成后， 宇龙实业预计将持有蓝天燃气
5%以上的股份， 为蓝天燃气的关联法
人， 同时长葛蓝天将成为蓝天燃气的全
资子公司。

蓝天燃气认为，公司主要从事的管输
天然气业务属于天然气中游业务，具有天
然气规模化集采优势。 而长葛蓝天从事的
城市天然气业务属于天然气下游业务，具
有特许经营和客户资源优势。 本次交易有
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下游城市燃气业务
的经营区域。

据了解，长葛蓝天天然气气源为管道
天然气，主要采购自蓝天燃气，蓝天燃气
通过其豫南支线长葛分输站及禹许支线
许昌西分输站接入长葛蓝天城市管网。 交
易完成后，蓝天燃气城市天然气业务区域

扩展到长葛市，每年新增 1 亿方以上的城
市燃气销售业务。

数据显示，2020 年和 2021 年，长葛蓝
天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81 亿元和 3.51 亿
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844.05 万元和 5192.28 万元。 据测算，长
葛蓝天被蓝天燃气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后，
蓝天燃气营业收入将从 39.01 亿元增至
40.5 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
从 4.21 亿元增至 4.53 亿元。

不过，由于特许经营的城市燃气企业
具有经营区域集中的特征，长葛蓝天的经
营收入全部来自于被特许经营的长葛市，
下游客户以卫浴行业的陶瓷企业为主。 长
葛蓝天对陶瓷企业销售收入占当年营业
收入的 60%以上。

蓝天燃气表示，下游陶瓷企业对天然
气的需求量变动对长葛蓝天经营业绩影
响较大。 长葛蓝天的经营状况和发展空间
与长葛市的天然气政策规划、区域经济发
展速度、下游卫浴陶瓷产业发展状况息息
相关。 如果未来长葛地区经济出现波动、
工业化发展延缓或者下游卫浴陶瓷企业
经营业绩下滑，将对长葛蓝天的业务经营
及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本报讯 记者董梓童报道：日前，江苏
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东方盛
虹”）发布的 2021 年度报告显示，去年全年
实现营业收入 517.22 亿元， 比上年增长
5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43.6 万元。

公开信息显示，2021 年以前， 东方盛
虹的主要业务包括民用涤纶长丝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以及 PTA、热电的生产、销售
等。 近年来，东方盛虹业绩波动较大。 2018
年-2020 年，东方虹盛分别实现营收 184.4
亿元、248.88 亿元和 227.77 亿元， 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8.47 亿元、
16.14 亿元和 3.16 亿元。

对于去年业绩的大幅增长，东方盛虹
表示，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并购江苏斯
尔邦石化有限公司（下称“斯尔邦”），全面
开启新能源新材料战略转型， 形成了炼
化、 新能源新材料、 聚酯化纤业务板块，
“大平台+产业链” 的集聚优势逐步显现，
经营质量和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收入规

模大幅提升、收入结构更加多元化、资产
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2021 年，东方盛虹石化及化工新材料
行业营业收入实现 303.69 亿元，同比大增
68.85%，占公司总营收的比重从 53.37%提
至 58.71%。 同时，化纤和其他行业也分别
实现营业收入 196.27 亿元和 17.26 亿元，
同比增加 34.77%和 50.13%。

其中，斯尔邦功不可没。 去年 5 月，东
方盛虹宣布以 144 亿元的价格收购斯尔
邦，该笔交易于 2021 年底完成，斯尔邦并
入合并报表范围。 交易对手方作出业绩承
诺， 斯尔邦 2021 年度至 2023 年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不低
于 17.84 亿元 、15.09 亿元 、18.43 亿元 。
2021 年，斯尔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归母净利润 37.4 亿元， 超过业绩承诺
19.56 亿元，完成率高达 209.66％，超额完
成业绩承诺。 同时，斯尔邦且占东方盛虹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高
达 82.3％，带动东方盛虹业绩大涨。

收购下游企业 蓝天燃气开拓城燃业务

新能源新材料贡献突出 东方盛虹业绩大增

鲁西化工拟“反向收购”
鲁西集团 100%股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