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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7 日，莆田供电公司监控值
班人员应用线上远程监控设备， 及时发现并
制止了一起超高吊车在高压线下违规施工作
业的危险行为， 保障了 220 千伏宅耕线稳定
运行， 确保周边区域客户夏季生产生活用电
安全安心。

莆田供电公司所辖高压输电线路共 187
条、超 2800 公里，大多分布于深山密林之中，
运维难度大。对此，该公司不断强化设备运维，
开展带电消缺作业，应用科技手段，及时消除
设备隐患，确保莆田电网迎峰度夏期间运行正
常，切实做好电力供应。

“现在很多施工单位为避开正午高温时
段，一般会集中在早上 6 点到 9 点，线下违
规施工行为也大大增加。 还好我们有‘千里
眼’，帮助我们全天候掌握设备状态，只要有
施工机械在线路附近动作， 它就会自动告
警。 ”该公司输电运检中心监控班班长陈强
介绍道。

入夏以来，该公司重点针对夏季高负荷架
空线路、电缆设备开展巡视及测温工作，并同
步对沿线居民进行用电安全知识宣传，强调保
护电力设施的重要性。主动对接福建省送变电
莆田巡检站， 对辖区内 14 条 500 千伏开展线
路联合运维， 共同排查整治超高压线路隐患。
同时， 该公司灵活应用线上远程监控设备，对
线路通道进行差异化周期巡视，通过下发智能
工单，闭环管控施工外力破坏、异物挂线、山火
等安全隐患风险。 今年 6 月以来，该公司及时

发现包含 220 千伏、110 千伏多条线路在内的
9 起线下违章施工行为，成功避免了线路外破
事件发生。

针对夏季雷雨天气、强对流天气频发等特
点，该公司组织梳理往年易遭受雷击的线路设
备情况，科学制定防雷措施，提前对存在绝缘
子串老化、防雷能力薄弱等安全隐患的线路进
行改造，提高线路设备防雷抗灾能力。同时，该
公司结合技改大修工作，同步开展线路综合检
修，通过“人工巡视+自主巡检”，“拉网式”排查
设备本体、附属设施及周边环境可能存在的安
全隐患，保证设备不“带病”运行。

除此之外，该公司采取无人机机巢网格化
自主巡检运维模式，依托 110 千伏城东变部署
的机巢，对巡视范围内杆塔周边河堤进行自主
巡检，实时掌握设备本质情况，同时建成覆盖
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无人机灾后应急航线，为
后续应急救援提供精准数字化支撑，极大地提
升防汛救灾作业效率。 目前，莆田主网运行平
稳，全市电力供应充足有序。

（潘帅 朱清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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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半年报披露密集期，增长、扭亏
正在成为 2023 年上半年光伏板块的关键
词。 各光伏上市公司纷纷表示，得益于硅
料价格下行，行业成本下降，光伏行业市
场需求旺盛，光伏电池、组件端企业盈利
回升。 其中，龙头企业的表现更是可圈可
点，以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隆基绿能”）为例，今年上半年，隆基
绿能实现营业总收入 646.64 亿元，同比增
长 2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91.79 亿元，同比增长 41.63%；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90.60 亿元，同比增长 41.46%。

公开招投标信息数据显示， 今年前 7
个月 ， 我国光伏组件累计招标规模约
133.6 吉瓦，同比增长 34.3%。 公开可查询
的中标容量约为 82 吉瓦， 其中， 隆基绿
能、通威股份、天合光能、晶澳科技、晶科
能源累计组件中标量位居前五位，合计占
比约为 66%。 隆基绿能以超 15 吉瓦的表
现位列榜首。

行业分析和咨询机构普遍认为， 下半
年，光伏全产业链景气度有望继续上行。在
光伏供应链价格下行的当下，新企业涌入、
老公司坚守， 龙头企业要具备怎样的素质
才能行稳致远呢？

供应链价格下行
技术品质成关键

“过去几年， 光伏产品的价格确实处
于比较高的区间内，主流组件的报价一度
维持在 1.9-2 元/瓦。 特别是对于本身就
带有一定金融属性的光伏电站而言，开发
商都要计算投资收益，大型央国企更是对

收益率水平有严格的红线要求。 ”隆基绿
能中国地区部总裁刘玉玺表示，在成本高
企的背景下，下游开发商自然以价格为主
要导向，“报价越低越容易中标，这是可以
理解的。 ”

就在 2023 年上半年，价格形势的逆转
速度似乎超越行业预期。当前，光伏供应链
价格处于怎样的低位区间呢？ 以目前市面
上主流产品之一 182 双面 PERC 组件为
例，行业咨询机构 PV InfoLink 统计数据显
示，三个月前，182 双面 PERC 组件价格约
为 1.7 元/瓦， 但近日这一价格已经跌至
1.28 元/瓦，个别项目甚至报出 1.2 元/瓦的
低位价格。

“现在压力确实小了不少， 组件一降
价，我们的账怎么样都好算了。 ”某央企光
伏业务相关负责人指出， 按照当前组件市
场的价格水平， 光伏项目的整体投资收益
率很容易达到集团的基本要求。

当“收益率达标”不再需要价格上的精
打细算， 下游市场的投资氛围和开发商的
心态也在悄然改变。项目业主深知，要把纸
面上的收益率数据转化为现实， 需要光伏
电站安全可靠地运行 25-30 年甚至是更长
的时间。各大组件企业已经明显感受到，虽
然招标规则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在评标过
程中， 投资者明显更加重视技术水平的先
进性和产品品质的可靠性。

在技术实力上，国内头部企业已经在
全球范围内占据绝对优势。 行业统计数据
显示，2022 年，我国光伏行业 14 次刷新晶
硅电池实验室转换效率的世界纪录，其
中，隆基绿能自主研发的硅异质结电池转
换效率达到 26.81%，打破了尘封 5 年的硅
太阳能电池效率世界纪录，也是光伏史上
首次由中国太阳能科技企业创造的迄今
为止硅电池效率最高的纪录。

与技术创新上高歌猛进的画风不同，
具体到产品落地上， 头部企业的硅片薄片
化进程却显得格外“保守”。对此，业内分析
师指出，前两年（2021-2022）多晶硅价格持
续走高， 硅片减薄带来的成本效益较为显
著， 高价多晶硅极大地推进了硅片薄片化
进程。 但 2023 年，多晶硅价格暴跌逼近成
本线，薄片化所带来的成本效益变得极小，
同时要面临一定的可靠性风险， 所以预计
后续薄片化进程将减慢或停滞， 甚至不排
除企业和用户出于可靠性的考虑而增加硅
片厚度，届时将出现薄片化进程“开倒车”
的情形。 “光伏在走向沙漠、戈壁、荒漠，在
向着海洋延伸，在更为复杂的环境下，电站
一旦出问题就是‘大问题’，我们不想用赌
博心态去冒险。而且，央国企对于光伏电站
的开发投资采取的是‘终身责任制’，作为
供应商，我们必须把‘安全可靠’放在第一
位。 ”刘玉玺说。

推动垂直一体化发展
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

不仅是技术水平和产品品
质，要把“安全可靠”放在第一
位，还要在方方面面下足功夫。

随着供应链成本下行企稳，
下游市场的增量正在快速释放。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统计显示，今
年上半年，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
机容量 7842 万千瓦， 同比增长
154%。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
程完成投资 3319 亿元， 其中太
阳能发电投资 1349 亿元。

如何在需求爆发的过程中保
持稳定可靠地供货也成为制造企

业面临的巨大考验，这也是光伏龙头企业着
力于垂直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刘玉
玺表示，健康的垂直一体化并非简单地打通
上下游制造环节。“链条拉得越长，需要考虑
的原材料供应环节越复杂， 制约因素也会
逐渐体现出来。 而且， 各环节间要如何匹
配，是‘以产定销’还是‘以销定产’，这些对
企业的经营能力都提出很高的要求。 ”

在稳定保供之余， 垂直一体化的另一
优势在于“春江水暖鸭先知”。 以高纯石英
砂为例，今年上半年，光伏级石英坩埚内层
砂均价从 1 月的 7.5 万元/吨上涨至当前的
35.5 万元/吨，涨幅近 400%。 事实上，高度
垂直一体化的企业已有预警和储备。

除了在产品上的延伸，立足电站全生命
周期、全链条的服务也成为投资者选择供应
商过程中的重要考量。 “我们当然是希望越
省心越好。 ”前述某央企光伏业务相关负责
人表示， 特别是对于央企总部下属的二级
公司、 项目公司而言，“每天和项目打交道
的人需要的就是简单、省心的售前、售中和
售后。 大企业当然在这一点上更有保障。 ”

投资者的需求也是龙头企业的追求。
“拓宽面向客户的界面， 不仅提供产品，我
们希望能够为客户提供开发、设计、建设标
准化、智能运维等一系列服务。在面向客户
的过程中， 并不是单纯的营销人员对接，
比如交付环节，会有专业的交付经理全程
跟进，到现场给客户交底做培训，每一个
环节都有专业人员的专业保障， 做电站全
链条、全生命周期的合作伙伴。 ”刘玉玺说。

财务水平彰显硬功夫
品牌价值凸显软实力

光伏市场蛋糕在增大，汹涌而来的

资本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玩家。 2022 年至
今，跨界进军光伏行业的企业已有近百
家，涵盖通讯、房地产、互联网、玩具、养
殖、纺织等多个行业。

资本的涌入加速了光伏产能的进一步
扩张。 今年 5 月在上海举行的 SNEC 光伏
展会即是最好的印证。3100 多家光伏企业、
超 50 万人赴约，足以窥见光伏赛道的火爆
程度， 但同时产能过剩的隐忧之声也不绝
于耳。

竞争的加剧无疑会推动光伏行业格
局生变， 龙头企业的生存之道也将经受
新一轮的市场考验。 这场考验中，稳健的
经营策略下， 过硬的财务实力是保证企
业在竞争过程中不被淘汰的核心要素之
一。 在 PV ModuleTech 最新发布的 2023
年第二季度组件可融资性评级报告中，
隆基绿能、晶科能源、晶澳科技等光伏企
业均获得了组件可融资性 AAA 级最高
评级。

近期由新华社、 中国品牌建设促进
会、 中国资产评估会等单位联合发布
的 “2023 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 ”能源
化工组排名显示，隆基绿能、阿特斯阳
光电力、 通威太阳能等光伏头部企业均
榜上有名。其中，隆基绿能凭借 614.16 亿
元的品牌价值排名该组别第八位， 位列
光伏企业第一名。 品牌价值是基于品牌
知名度、市场领导地位、品质信誉等维度
做出的综合评分，“软实力”的背后，正是
企业技术、服务、产品实力的集中体现。面
对即将到来的光伏“洗牌”，在产品品质、
技术实力、垂直一体化产业布局、财务运
营、 客户服务等方面已具备跨越式领先
优势的龙头企业，或将率先穿越周期、安
全着陆。

国国网网莆莆田田供供电电公公司司：：

科科技技赋赋能能 全全力力保保障障夏夏季季电电力力供供应应
本报讯 8 月以来，广西南宁第四座 500 千伏等级变

电站———500 千伏新江变电站进入建设收尾阶段， 项目
部正全力开展设备调试、验收工作，推进项目早日投产。
该变电站是广西电网重点工程， 建成投产后将与南宁现
有的三座 500 千伏变电站相互补充， 进一步改善电网结
构， 提高电网稳定性，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电力
保障。

走进广西河池市南丹县，在世界白裤瑶（南丹）大健
康产业园油茶精深加工厂房、 广西丹泉酒业有限公司高
档酱香半智能化酿酒车间等工厂， 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
有序忙碌。 上半年投运的 500 千伏凤凰变电站及其配套
送出工程， 形成河池电网东西双向双核心的主网架构，
推动南丹、东兰、天峨、凤山四县农村电网提档升级，有
力支撑大石山区发展特色加工产业， 为广西西部地区经
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坚强电网是服务壮美广西建设的基础项， 是经济稳
增长的压舱石。 放眼八桂大地，电网工程建设步履铿锵。
今年，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计划投资 145 亿元，加快推
进 500 千伏白鹭变电站、220 千伏天峨变电站等 96 个主
网工程建设， 推动广西所有县域实现 220 千伏变电站全
覆盖。

上半年，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建成投运 500 千伏凤
凰变电站及配套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220 千伏孙东变电
站送变电工程、220 千伏久傍线工程等一批主网工程以及
配电网基建项目，推动广西电网供电能力、电能质量、智能
化水平明显提升，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当前，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正在全领域推进“绿
色用电营商环境标杆示范区”“高可靠性绿色供电示范
区”“现代电网智能运维示范区”等示范区建设。 “十四
五”期间，该公司全面提升电网平台功能及资源配置能
力，在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上加速加力，新扩建 500
千伏变电站 14 座、220 千伏变电站 69 座， 形成更加坚
强的“四横两纵”500 千伏骨干大电网，以及以双环网和
双链式结构为主的 220 千伏电网结构， 为壮美广西建
设注入澎湃动力。

该公司还抓住“十四五”规划中期评估契机，进一步
优化完善电网规划建设方案， 积极推进桂东南网架完善
工程等 500 千伏重点输变电工程建设， 加强广西南北纵
向通道建设。 同步加快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绿色低
碳现代化电网， 以漓江核心景区为重点打造桂林世界级
旅游城市供电服务示范样板。 聚焦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
发展， 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积极做好平陆运河工程建
设相关电力设施迁改， 高效保障项目建设用电需求，持
续推进城市保底电网和差异化沿海电网建设， 加快沿
海、沿江、运河港口码头岸电建设，服务临港作业区自动
化、智能化升级。 聚焦打造沿边地区开发开放带，该公司
将推动百色、 崇左等市电网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升级，
持续提升电力保障能力， 更好地支撑广西面向东盟加快
开放发展。 （陈钦荣 蒋经魁 陈思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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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国网莆田供电公司员工带电消除线路缺陷，保障电网可靠运行。 陈东武/摄

图为国
网莆田供电
公司员工应
用无人机巡
视输电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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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天津华电海晶 1000MW 盐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隆基绿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