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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金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发布的
最新调查报告指出，因新冠疫情叠加俄乌
冲突引发能源供应危机，各国公共财政对
化石燃料的财政支持达到新高度。 通过设
定能源价格上限、 取消燃料消费税等措
施，油气煤行业景气上行。

与此同时， 在油气等大宗商品价格激
增的大环境下， 受回报率和需求双双增长
推动，上游勘探和开发投资出现反弹。业内
认为， 过去几年上游投资不足导致产能骤
降，供给侧进一步吃紧，在可预见的未来，
新一轮油气投资高峰再次降临。

●● 化石燃料补贴不降反增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统计数据， 全球范
围内， 化石燃料补贴和农业补贴每年总计
达到 12 万亿美元。

IMF 指出， 去年全球化石燃料补贴飙
升至创纪录的 7 万亿美元， 相当于每分钟
1300 万美元流入化石燃料行业。 按照地区
划分，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占全球补贴总额
近一半。按照行业划分，成品油补贴占去年
补贴一半，煤炭占 30%，天然气占 20%。 化
石燃料补贴最大的几个经济体， 煤炭补贴
力度尤其大。

值得关注的是，去年亚洲、欧洲和美
国的化石燃料补贴总额 ， 相当于全球
GDP 的 7.1%，超过各国每年在教育方面
的支出 （约占全球 GDP 的 4.3%）， 虽然
低于各国每年在医疗保健方面支出 （约
占全球 GDP 的 10.9%），但相当于医疗保
健支出的 2/3。

国际能源署早在今年第一季度就明确
表示，与 2021 年相比，去年全球天然气和
电力消费补贴增加了一倍以上， 石油补贴
则增加了约 85%， 这些补贴主要集中在新
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其中一半以上来
自化石燃料出口国。

无独有偶，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日前也作出了类似评估， 去年二十国集
团（G20）化石燃料行业公共资金总额达
到 1.4 万亿美元，其中 1 万亿美元用于各
种补贴，G20 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总
量 80%。

尽管各国一直承诺逐步取消补贴，以
确保化石燃料价格反映其真实的环境成
本，但迄今为止收效甚微。

英国智库海外发展研究院补贴专家
伊派克·根苏直言：“在气候变化危机日益
恶化之际，各国仍在火上浇油，不断‘金

援’化石燃料。 如果要避免气候危机带来
不可逆转的悲剧性后果，各国必须拿出最
大诚意。 ”

●● 油气补贴改革棘手

IMF 首席环境财政政策专家伊恩·帕
里表示， 削减化石燃料补贴需要成为未来
几年努力的核心。 “理想情况下，可以通过
碳定价来实现， 而这部分收入应该用于补
偿贫困和脆弱家庭。 ”

然而，在经济复苏缓慢、高通胀率的情

况下，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取消化石燃料补
贴仍然有点棘手。 《中国能源报》记者梳理
发现，去年，圭亚那取消了柴油和汽油消费
税； 秘鲁将部分运输燃料纳入国家燃料价
格稳定基金，以遏制其价格上涨；泰国设定
了 30 泰铢/升（约合 0.85 美元/升）的柴油
价格上限。

在能源危机最为严重的欧洲地区，欧
盟设定了天然气价格上限。值得关注的是，
比利时还向难以支付天然气和电费的家庭
发放了 5700 万欧元的补贴，德国则出台了
一次性 300 欧元的能源税减免以及为期 3

个月的燃油税减免政策。
亚洲地区，印度补贴情况值得探究。根

据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数据， 印度对煤
炭、天然气和石油的补贴下降了 74%，但从
绝对值来看， 财政资金仍然严重向化石燃
料倾斜， 补贴规模是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
车补贴总额的 4 倍多。

英国《卫报》指出，停止化石燃料补贴
是气候行动核心之一。

IMF 调查发现， 全球 170 个经济体的
化石燃料补贴主要分为显性和隐性， 其中
显性补贴在过去两年增长了两倍，从 2020

年的 0.5 万亿美元增至 2022 年的 1.5 万亿
美元， 而占补贴总额 80%的隐性补贴才是
支撑化石燃料行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预计
未来一段时间， 隐性补贴仍将在新兴经济
体和发展中国家显著增长。

IMF 估计， 取消化石燃料补贴每年将
增加 4.4 万亿美元财政收入， 一部分可以
用于补偿因能源价格上涨而受到影响的弱
势家庭， 剩余部分可以用来削减工作和投
资税收，并为教育、医疗和清洁能源等公共
产品提供资金。

伊恩·帕里强调，对各国而言，需要明
确而谨慎地设计、沟通和实施补贴改革，并
将此作为一揽子综合能源政策的关键组成
部分。 “虽然存在困难，但仍需要尽快推进，
建议排放大国在碳定价或类似政策上进行
协调和合作。 ”

●● 上游开发投资加速反弹

体现化石燃料行业景气上行除了补贴
机制， 还有显著增长的投资规模。 高盛指
出，油气行业在经历了近 10 年投资不足之
后正在迅速反弹，自 2020 年以来，大型油
气项目数量增加了 25%，目前全球有 70 个
正在开发的大项目。

投资下降导致未来能源资源可用量以
及已开发的油气田寿命急剧下降， 在新冠
疫情和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激增和供
应缺口扩大的背景下， 能源供应安全岌岌
可危。高盛预测，未来 5 年油气行业资本支
出将平均每年增长约 10%， 这是一个相当
健康的增长率， 间接反映出较严重的能源
供需失衡状态。

“2014 年以来，由于油气生产商在勘探
方面的投资减少， 能源资源可用量骤降近
一半。勘探投资越少，锁定的未来供应就越
少。 ”高盛中东和非洲自然资源研究主管米
歇尔·德拉·维尼亚表示。

据睿咨得能源咨询公司最新预测，今
年油气勘探投资有望创 2019 年以来新高，
达到 500 亿美元。 不过， 虽然投资出现反
弹，但所发现的资源量却并不乐观。该公司
调查发现，今年上半年，全球发现 26 亿桶
石油当量的油气资源，比去年同期的 45 亿
桶下降 42%。

“能源转型目标不足以阻止油气投资
回升，除非明令禁止此类投资，否则油气行
业会继续以高回报率和能源供应安全为导向，
重攀高峰。 ”能源咨询公司 Crystol Energy
首席执行官卡罗尔·纳勒坦言。

补 贴 创 新 高 规 模 再 扩 张

全球油气投资难降温
■■本报记者 王林

资料图

有着“激光茅”市场美誉的激光产
业老兵大族激光陷入业绩增长困局。 日
前，大族激光发布 2023 年半年度报告，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60.87 亿元，同比
下滑 12.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24 亿元，同比下滑 32.88%；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98 亿元，同比下滑 67.44%。

2022 年第二季度以来，大族激光营
业收入和净利润已经连续 5 个季度呈
现负增长。 作为一家老牌从事智能制造
装备及其关键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
企业，大族激光传统业务承压，新能源
成为大族激光发展新动力。

● 新业务带来新增长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大族激光
信息产业设备实现营业收入 16.38 亿
元，同比减少 35.47%。其中，消费电子设
备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8.67 亿元，同比增
加 6.52%； 印刷电路板设备业务实现营
业收入 7.71 亿元，同比减少 55.29%。

大族激光称，上半年，消费电子行
业需求处于下行周期，设备开支明显减
少。 希望围绕客户创新性需求，持续更
新产品和工艺，抓住消费电子行业新一
轮产业创新周期，带动公司消费电子业
务及产品订单重回增长。

在消费电子产业需求疲软的大背
景下， 相关上市公司业绩都普遍下滑，
同比降幅在 35%以上。 在 2023 年半年
度报告中，多家公司都提及因消费电子

行业市场萎靡，业绩遇冷。
与传统业务不同的是， 大族激光新

能源设备业务实现同比上升，锂电设备、
光伏设备细分业务均正向增长， 成为大
族激光唯一细分业务中全部增长的业
务。 具体来看，前 6 月，新能源设备业务
实现收入 11.53亿元，同比增长 6.6%。 其
中，锂电设备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0.55亿
元，同比增长 3.96%。 光伏设备业务实现
营业收入 0.98 亿元， 同比增长 46.96%，
是大族激光同比涨幅最高的细分业务。

● 在手订单充足

大族激光涉足新能源的时间并不
长。 大族激光认为，新能源行业已发展
成为全球经济支柱产业， 为更好地提
供新能源产业链服务， 主动地融入时
代发展潮流， 该公司于 2021 年 4 月正
式成立新能源事业群。 其新能源设备
业务发展迅速， 已成为营业收入第三
大业务。

大族激光透露， 公司与宁德时代、
亿纬锂能、欣旺达、海辰储能、蜂巢能源
等行业主流客户建立合作，新推出的卷
绕机、辊压分切一体机、切叠一体机等
产品实现小批量销售。 截至 8 月 22 日，
公司在手订单 31.76 亿元， 已经超过上
半年各主营业务的营业收入。

另外，大族激光表示，公司等离子
增强气相沉积设备、扩散炉、退火炉等
设备中标光伏新兴技术 N 型 TOP鄄
CON 电池行业客户批量订单。同时，公

司自主研发了钙钛矿激光刻划设备，已
实现量产销售，与协鑫光电等一直保持
合作关系。 目前，光伏设备业务还有在
手订单 4.3 亿元。

● 持续加大投资

大族激光在半年报中强调了研发
投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大族激光称，
公司在光伏行业、动力电池行业等新能
源行业加大资源投入力度，在半导体行
业与核心器件等加大研发投入，使公司
支出有所增长。

2022 年以来，大族激光一直在加大
对新能源业务的支持力度。 2022 年 10
月底，大族激光表示，拟向全资子公司
大族锂电增资 7.4 亿元， 还借此机会实
施员工股权激励。 大族激光认为，增资
并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促进大族
锂电业务的稳步开展，满足其生产经营
发展需要，吸引和留住人才，充分调动
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有分析指出， 虽然大族激光目前战
略偏向新能源业务， 但新能源尚未成为
公司营业收入主力，增速还不足 10%，稍
显缓慢。 每年的第三季度是消费电子行
业的传统旺季， 去年大族激光三季度并
未扭转负增长颓势， 今年能否迎来需求
拐点尚未可知。

信达证券电子行业熟悉分析师莫
文宇在研报中指出，大族激光部分细分
业务需求复苏迹象隐现， 成长迹象良
好，相关业务压力有望快速缓解。

新能源成大族激光业绩“救命稻草”？
■■本报记者 董梓童

近日， 硅片龙头企业隆基
绿能公布最新硅片价格，单晶硅片
P型M10150μm厚度价格由 2.93
元上调至 3.38 元，涨幅 15.4%。

多位受访业内人士告诉
《中国能源报》记者，随着下游
组件排产提升，硅片供应逐渐
由去库存状态转变为供需紧
平衡。

● 整体上涨

针对此次隆基绿能 P 型
M10硅片涨价，隆众资讯光伏产
业分析师方文正向 《中国能源
报》 记者解释：“从整体来看，P
型 M10 硅片价格上涨是因为行
业目前工艺阶段性混乱，硅片尺
寸统一后，有些企业将产线转去
做 183.75或其他尺寸的硅片，同
时一些 P 型硅片厂逐渐开始转
型做 N 型硅片， 这部分产能也
被占用。 因此从供需来看，现在
P型M10的价格供应较紧张，价
格也有上涨。 ”

方文正进一步解释， 此次
并非仅有 P 型 M10 硅片价格
上涨， 行业硅片价格整体呈上
涨趋势， 例如 210 尺寸的 G12
硅片价格也上涨了。

《中国能源报》 记者梳理发
现， 另一家光伏硅片龙头企业
TCL中环最新报价显示，全品类
硅片价格上调 3%以上， 其中，P
型 150 微米 182 硅片价格每片
涨 0.2 元， 报价 3.35 元/片；150
微米 210 硅片价格每片涨 0.15
元， 报价 4.35 元/片；150 微米
218.2硅片价格每片涨价 0.17 元，报价 4.70
元/片。

以往市场规律是原料上涨带动硅片
涨价。 现在情况反转，硅片涨价反带动硅
料价格上涨。 8 月 30 日，硅业分会公布最
新太阳能级多晶硅价格显示，本周硅料价
格全线上涨，这也是自 7 月 5 日以来，第 7
次上涨。

“现在硅料价格略有上涨， 可能导致
一些拉晶厂开工率降低。 ”方文正说。

● 一体化企业承压

在清晖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宋清辉看
来，此次硅片价格上涨原因主要是光伏装机
规模超预期，从而带动市场需求。 总体来看，
硅片价格上涨对光伏行业发展利大于弊。
“一方面倒逼相关企业进一步提高成本控制
能力； 另一方面会倒逼企业提升技术实力，
锻造竞争优势。 若硅片价格持续上涨，或推
动光伏产业链迎来价格拐点， 对企业发展、

资本市场带来良性影响。 ”
不过，对于终端发展而言，

电池片组件一体化企业将承
压。 方文正认为，从当前市场来
看， 光伏大基地与海外市场一
直在压低组件价格， 行业内组
件价格整体呈现下降态势。 受
中间上游硅片的价格上涨，从 7
月底开始， 电池片组件一体化
企业已经逐渐出现利润倒挂现
象。 “据我了解，部分经销商的
一线组件厂库存已经清空，此
时硅片涨价将不利于终端装
机。 受此影响，后续终端组件也
会被迫提价。 ”

另外，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
硅片产品涨价是企业盈利向好
的信号，对企业股票、基金来说
都算利好。 “不过当前情况也比
较分化，对于既做硅片也做组件
的一体化企业来说，盈利压力较
大。 ”方文正说。

● 价格将在四季度稳定

针对硅片价格何时趋稳，方
文正预测，长期来看，硅片价格
肯定还会回落，但价格稳定还需
等到第四季度。 “虽然现在报价
仍然是 182 系列硅片价格，但经
过前不久的硅片尺寸统一 ，
183.75 将很可能取代 182 成为
未来硅片的主流。 从供应来看，
硅片的产量和产能都过剩，价格
肯定不会持续上涨。 ”

方文正进一步解释称：“为
完成年度任务， 今年终端装机
量还将进一步上涨， 因此在 11

月前硅片价格波动可能还会较大，等到四
季度末装机基本结束，硅片价格将向下波
动或较为平稳。 ”

宋清辉也表示， 从行业整体发展趋
势来看， 目前硅片的总体供给情况仍然
过剩，硅片价格后续再涨的动力并不十分
强劲。 “受益于‘双碳’战略，我国光伏行
业不断发展壮大，发展势头迅猛，已成为
支撑宏观经济稳增长的有效动力源之一。
从中长期来看，硅片的供需市场将逐渐转
向供需平衡态势， 价格走势以持稳为主，
短期不会大幅波动。 ”

国信证券研报指出，近日硅料、硅片
价格继续小幅微涨，组件价格持续小幅下
跌探底。 辅材方面，电池片正、背面银浆
价格探涨。 展望三季度，光伏主产业链价
格将完成探底、企稳，从而带来更多装机
需求的释放，三季度光伏行业有望呈现量
增价稳的运行态势。当前硅料价格已经出
现小幅反弹，显示出价格下跌后光伏行业
供需关系的改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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