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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通信信备备电电企企业业陷陷入入““采采购购困困局局””

本报讯 记者范彦青报道：因未按时
履约， 中国铁塔近日将电池企业联动
天翼、亿鹏能源纳入“黑名单”，禁止其
3 年内参与铁塔系统备用磷酸铁锂电
池采购。 有知情人士透露，主要原因是
原材料价格过高造成无法按时交付。

目前， 运营商基站备用电池采购
主要有磷酸铁锂电池、钛酸锂电池、铅
酸蓄电池等。 北京金诺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的刘姓员工告诉记者，2021 年
以来，由于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致使
电池成本增加了 6 成左右。

从中国铁塔 2022 年一季度电池相
关采购项目汇总情况来看， 主流的钛酸
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铅酸蓄电池项目
金额分别为 13332.57 万元、133021.44 万
元、2000.00万元。 其中，2021 至 2022 年
80 万组磷酸铁锂电池预中标名单中，最
低单价为南都电源 1.186 元/瓦时，最高
为深圳海雷新能源 1.248 元/瓦时，预中
标平均单价为 1.23 元/瓦时。 去年 11
月，中国铁塔的官方数据显示，备电用
磷酸铁锂电池集采 8 家中标候选人中，
最低单价为智泰新能源 0.64 元/瓦时，
最高为海四达 0.78 元/瓦时， 平均单价
0.71 元/瓦时。

中国移动去年 7月公布的通信用磷

酸铁锂电池产品集采中标中， 单价最低
0.714元/瓦时， 最高 0.764 元/瓦时。 近
日，碳酸锂电池的市场报价已超过 40 万
元/吨，而去年初不足 6 万元/吨，涨幅近
6倍。

“对基站来说， 蓄电池可用作应急
电源也可用于削峰填谷。 ”河南省新能
源商会会长刘东晓称，基站是移动通信
能源消耗大户，通信大网的建设需要更
多的蓄电池保障设备不间断供电，防止
宕站事故。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移
动通信基站总数达 996 万个，预计 2025
年，5G 基站数量将达到 800 万个，带来
备用电源储能需求近 80 吉瓦时。

由于 2021 年集采均价普遍较低，
但备用电池集采项目供货必须按中标
约定价格执行， 上下游价格严重倒挂。
如联动天翼、亿鹏能源参与中标的 2021
中国铁塔与中国电信备用电池磷酸铁
锂联采项目中，中标含税均价 0.504 元/
瓦时， 其中联动天翼的中标价格仅为
0.47 元/瓦时。

“二三级电池企业除参与竞标外，
还与电信设备供应商建立代工关系以
获得更多订单。 由于原材料价格持续上
涨，导致很多企业不会大批量生产。 ”深

圳市冠力达电子有限
公司工程主任谭周星
告诉记者。

业内人士分析 ，
如运营商锂电电池集
采项目不断增多，即
便电池企业原材料库存充足，考虑到成
本及保供，不排除新增需求偏向价格便
宜的铅酸电池或梯次利用。

“电池成本大涨， 退役电池可以加
强替补力度，增大使用比例。 只要合理
使用，‘下岗了’可以再利用。 ”刘东晓
说，梯次利用减轻了环保压力，降低了
用户用能成本，成为当前动力电池产业
循环发展的必然趋势，而通信基站是业
内公认的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重
要方向。

南方电网梯次利用项目负责人郑
耀东指出， 我国新能源汽车 2013 年前
后销量大幅增长， 按照动力电池通常 5
年到 8 年的使用寿命计算，“动力电池
退役潮”近在眼前。 通信基站对电池性
能要求较低，定价也不高，大量的退役

电池可以“重新组装、直接组合、整包使
用”，与通信储能产业链建立合作，共建
共享梯级电池回收体系，成为提升动力
电池全寿命价值和基站备电节能降耗
的有效途径。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数据显
示，2025 年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退役总量
约 78 万吨，2021 年国内新能源汽车累
计装机总电量达 100.66 吉瓦时，较去年
同期环比增速为 177.3%。“以此推算，退
役动力电池或将在 2027 年前后突破
100 万吨/年。 不过，由于类型、性能、规
格等差异较大，有的动力电池数据不全
面、不真实，容量衰退严重，退役电池在
通信基站备用电池领域如何高效循环
利用，如何保障安全性和可靠性，有待
展开技术攻关。 ”刘东晓说。

22002211年年财财报报显显示示，，营营收收净净利利实实现现双双增增长长，，近近 1100年年研研发发投投入入超超 110000亿亿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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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实习记者姚美娇报道： 近日，
亿纬锂能第十三工厂投产仪式暨小圆柱电
池战略发布会正式举行，项目总投资 30 亿
元，主要产品为 18650、21700 圆柱电池。 投
产达产后， 将阶段性缓解小圆柱电池供不
应求的局面。

亿纬锂能是一家圆柱、 软包和方形三
条路线并行的电池企业。当前，圆柱技术路
线在亿纬锂能的整个电池路线体系中的比
重越来越大。 资料显示，相较于方形电池、
软包电池等， 圆柱电池具有安全性稳定性
优势。

随着两轮车锂电化、 传统电动工具无
绳化、 家用清洁机器人普及以及便携式储

能等市场的兴起，对于高性能、轻量化、高
安全的圆柱电池需求日益增加。 “亿纬锂能
小圆柱电池广泛应用于园林工具、吸尘器、
电动两轮车等高速发展的市场领域。 基于
广阔市场需求， 亿纬锂能预计将形成更大
的产能规模，以实现更高的效率、更低的碳
排放、更可持续的发展。 ”亿纬锂能高级副
总裁黄维衍表示。

圆柱电池可分为大圆柱和小圆柱两大
类。 前者是指直径 46 毫米的圆柱电池，体
积和能量密度均高于直径为 18 毫米和 21
毫米的小圆柱电池。除布局小圆柱电池外，
亿纬锂能也在逐步加大大圆柱电池的投资
力度。

在大圆柱电池方面， 亿纬锂能主要
走 46 系列路线。 从产能建设来看，亿纬
锂能从去年就启动了大圆柱项目的建
设。 去年 11 月，亿纬锂能与荆门高新区
管委会签订 《合同书》， 计划投资 62 亿
元，建设 20 吉瓦时乘用车用大圆柱电池
生产线及辅助设施项目以及 16 吉瓦时
方形磷酸铁锂电池生产线及辅助设施项
目， 是全球首家如此大规模投建大圆柱
电池项目的电池企业。

“圆柱电池以其高度标准化、高能量密
度和生产线高度自动化特征， 在成本上具
备较强的竞争力。 尤其是特斯拉大量使用
圆柱以来， 带动了一波圆柱电池在汽车领

域应用的小高潮。 ”伊维经济研究院研究部
总经理吴辉表示。

在亿纬锂能董事长刘金成看来，“大圆
柱”有望成为电池终极技术方向。 他强调，
大圆柱电池拥有绝对的安全和成本优势，
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标准，设计、制造、回
收可标准化；二是可靠，大圆柱电池全生命
周期不变形； 三是制造， 工艺路径缩短
30%，生产效率更高；四是体系，实现了镍
含量 90%的化学体系，使用了硅碳材料。

刘金成表示， 安全性和经济性是动力
电池当前重点关注的问题，相较而言，大圆
柱电池在全生命周期中结构稳定， 在电池
寿命周期内，46 系大圆柱电池不会因为膨

胀产生内应力，导致电池内部的结构改变，
将成为未来中高端车辆的主要电源选择。

国泰君安指出，随着技术成熟，大圆柱
电池在性能、成本、安全方面的优势将愈发
明显。 在国内外电池企业及供应链各环节
合力助推下， 大圆柱电池迎来产业化临界
点，有望于 2023 年启动规模量产。

“基于对电池安全性和经济性的认识，
大圆柱电池会成为未来中高端车型的主要
电源。基于电化学和美学，铁锂电池的使用
寿命等优势明显， 为普及性的车型和长期
使用提供了廉价优质的电池。因此，我看好
圆柱三元电池和叠片电池发展。 ”刘金成董
事长表示。

三大央企联手打造海南
首个海上风电产业园

本报讯 记者张金梦报道：4 月 22 日，由
中国大唐集团、中国东方电气集团、中国电
建集团三大央企联合建设的海南首个海上
风电产业园———海南洋浦海上风电产业园
项目在海南洋浦开发区正式开工。

据了解，海南洋浦海上风电产业园，是
集海上风电机组智能化总装、 风电电控系
统、叶片生产、风电塔筒生产、单桩生产、海
上风电智慧运维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海上
风电装备制造与服务中心。 项目主要包括
海上风电装备制造、 出口及示范应用，风
电、氢能、海洋牧场、综合能源等高端产业
的投资开发。 产业园区总投资达 48 亿元，
总用地面积 1060 亩。 项目建成投产后，预
计年产值可达 124 亿元。 项目预计于 2023
年 6 月实现首台风机下线，2024 年 6 月实
现达产。

此次三大央企联手建设海南首个海上
风电产业园， 将助力海南打造高端出口型
海上风电产业集群， 创新推动海洋技术与
海洋装备、 海洋能源和海洋经济的高质量
融合发展，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和构建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贡献力量。

中国大唐集团副总经理刘广迎表示：
“我们将借助海南自贸港建设政策、 海南儋
洋一体化发展和洋浦港口区位的优势，依托
三大央企在能源领域的产业链、 创新链、资
金链相互融合的优势，打造国内领先、国际
一流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园区。 ”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继烈表示：“未来，我们将着力打造海上风
电全产业链，提升海上风电竞争力、推动海
上风电规模化开发，推动海南儋洋一体化发
展进程。 ”

亿纬锂能 30 亿元豪掷圆柱电池

关注

4 月 27 日，隆基股份发布 2021 年年度
报告， 去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09.33
亿元，同比增加 48.27%，再创新高。 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0.86 亿元，同
比增长 6.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88.26 亿元，同
比增长 8.39%。 同时，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净额、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均有所增长。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数据显示，2021 年
全球光伏发电新增装机规模达 1.33 亿千
瓦，同比增长 19%，打破此前纪录。 我国光
伏发电新增装机规模约 5400 万千瓦，也保
持稳步增长态势。业内预计，在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下，光伏市场需求向好，全球光伏发
电需求进一步走高， 国内头部光伏企业业
绩将持续增长。

深化营销体系建设

2021 年，全球光伏市场依然保持了强
劲的发展势头。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报告
显示，在全球能源转型目标下，越来越多的
国家启动了碳中和行动计划， 并将光伏列

为主要产业。但值得注意的是，受海外疫情
等因素影响，全球光伏供应链动荡，主要环
节产品价格明显上升。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1 年我国地面光伏系统的初始全投资成
本为 4.15 元/瓦左右， 较 2020 年上涨 0.16
元/瓦，涨幅为 4%。 其中组件约占投资成本
的 46%，较 2020 年上升了约 7%。 此外，海
外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和物流运输出现港
口拥堵、 集装箱短缺、 内陆运输迟滞等情
况，2021 年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
均值为 2615.54 点，同比增长 165.69%。

隆基股份表示，2021 年光伏行业面临
较为复杂和多变的经营环境， 公司及时集
中资源有效组织生产，确保订单交付，初步
实现了营销由销售型组织向经营型组织的
转变。

数据显示，2021 年，隆基股份实现单晶
硅片出货量 7001 万千瓦， 其中对外销售
3392 万千瓦，自用 3609 万千瓦。 实现单晶
组件出货量 3852 万千瓦， 其中对外销售
3724 万千瓦， 同比增长 55.45%， 自用 128
万千瓦。在销售区域上，隆基股份在亚太地
区、欧洲、中东非等区域市占率名列前茅。

隆基股份预计，2022 年公司单晶硅片

出货量目标将在 9000 万千瓦-1 亿千瓦，
组件出货量目标为 5000 万千瓦-6000 万
千瓦。

技术创新引领变革

随着光伏发电成为全球增长速度最快
的可再生能源品种， 市场对产业提出了更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在多家券商的研究报
告中， 均提及了虽然目前光伏产业主要制
造环节产能规模不断扩大， 甚至在持续扩
产下有过剩的风险， 但市场对高端产品的
需求仍然很高。

隆基股份认为， 只有通过加大研发投
入和能力建设， 以技术创新引领行业技术
变革才能推动行业发展， 并不断提升公司
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截至目前，公司在
单晶生长工艺及品质控制技术、 单晶硅片
切割能力、单晶电池高效化、组件技术产业
化应用研究、 降本增效及智能制造等方面
均形成了较强的技术积累， 迭代技术和新
产品储备充足，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数据显示，2021 年隆基股份研发投入
规模达到 43.94 亿元， 较 2020 年同比增长

69.55%。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隆基股份累
计获得各类专利 1387项。在电池组件方面，
隆基股份还搭建了开放性创新平台，公司 N
型 TOPCon、HJT 电池和 P 型 TOPCon 电
池研发转换效率 7次刷新世界纪录，其中 N
型 TOPCon 和 HJT 电池效率纪录被澳大
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马丁·格林撰写的
第 58版《太阳能电池效率表》收录。

近 10 年来，隆基股份累计研发投入上
百亿元，有效支撑了公司的快速发展。 2021
年，隆基股份综合毛利率达 20.19%。中信建
投证券研报认为， 技术产能方面布局领先
的电池组件企业将享受较强的技术红利，
通过组件溢价获取超额利润及估值弹性，
具备较好的投资机会。

积极适应市场变化

隆基股份董事长钟宝申指出，2021 年
被称为是中国碳中和元年。 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的提出为可再生能源领域提供了强大
的助推动力。同时相关政策的发布，进一步
释放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潜力， 光伏有能
力在未来的能源格局中担当主力先锋。

预测数据显示，到 2030 年全球新增光
伏发电装机规模需要达到 15 亿千瓦-20
亿千瓦， 才能对全球能源转型形成有效支
撑，进而为实现全球碳中和奠定基础。

“加大产线改造和先进产能建设， 提升
精益管理水平，合理调节运营节奏，适应市
场变化” 一直是隆基股份发展的主要工作。
2021 年，拉晶切片方面，隆基股份曲靖年产
1000 万千瓦单晶硅棒和硅片项目已达产，
楚雄（三期）年产 2000 万千瓦单晶硅片项目
已部分投产。电池组件方面，江苏隆基、滁州
二期等基地产线升级实施完毕，西咸乐叶年
产 1500万千瓦单晶电池项目正在建设中。

隆基股份表示， 面对近年来光伏产业
供应链的持续波动，积极推进柔性生产，适
度调整产能开工率和扩产进度将有助于公
司降低运营成本。 今年公司也正加快新型
电池技术的产业化建设， 预计将在第三季
度开始投产。

截至 2021 年底，隆基股份单晶硅片产
能达到 1.05 亿千瓦， 单晶电池产能达到
3700 万千瓦，单晶组件产能达到 6000 万千
瓦。 此外，隆基股份正在探索光伏在工业、
交通、建筑等多领域的应用场景，希望适配
未来多元化的市场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