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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能源

电源工程投资

出口发电机组

2023年我国发电及设备
制造企业生产出口情况

同比增长

15.0%
火电投资

1029 亿元

数据来源:机械工业发电设备中心

1086.1 万千瓦 26.7%

同比增长

13.7%
水电投资

991亿元

同比增长

27.5%
风电投资

2499亿元

同比增长

20.8%
核电投资

949亿元

同比增长

30.1%
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投资

9675 亿元

同比
增长

出口水电机组

170.8 万千瓦 52.5%
同比
增长

出口火电机组

445.3 万千瓦 17.1%
同比
下降

出口风电机组

470 万千瓦 125.3%
同比
增长

49家重点发电设备主机企业
工业总产值完成

2737.4 亿元

同比
增长

22.5%

“三大电气”能源板块
工业总产值

1185.7 亿元

发电设备主机企业出口交货值

186.6 亿元

同比
增长

16.9%

同比
增长

51.6%

伴随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潮来临，电池
回收利用成为热门新赛道。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针对动力
电池回收利用提出建议——随着新能源汽车市
场进入发展新阶段，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建设
刻不容缓。多位业内人士也表示，在相关部门规
范监管、企业协同推进过程中，动力电池回收行
业将逐步进入良性竞争轨道。

■■回收利用问题愈加凸显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预测，2024 年，中
国市场汽车总销量将达到 3100 万辆，同比增长
3%，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1150万辆，同比
增长20%。

“未来几年，我国新能源汽车还将保持一定发
展势头。与此同时，电池回收利用问题也将愈发
突出。”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付于武强
调，“新能源汽车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建
立安全、绿色、可持续的电池产业新业态。”

据新能源电池回收利用专业委员会预测，到
2027年，我国新能源车动力电池累计退役量将达
到114万吨。如此庞大的退役规模背后，动力电
池回收利用成为解决资源、成本及碳排放问题的
关键。

我国动力电池原材料资源禀赋较差，2022年
镍、钴、锂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 93%、98%、63%。
加强动力电池回收，每年可满足国内新能源汽车
20%的锂、25%的钴、11%的镍的资源需求，降低新
能源关键原材料的对外依存度。数据显示，当电
池材料中拆解回收占比为40%时，电池成本可降
至 0.4 元/Wh，当回收材料占比达到 90%—95%
时，电池成本可降至0.2元/Wh。此外，旧电池中
含有铅、镉、汞等有毒有害物质，及时回收和再利
用可以减少环境污染。

值得注意的是，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市场不仅

局限在国内。“在欧美相继发布电池法案后，我国
从欧美国家获取废旧电池及再生材料的难度加
大。”华友钴业集团董事长陈雪华提到，作为全球
最大锂电材料出口国，若不能实现资源持续回流，
将使我国能源金属长期处于净流出状态，进而给
锂电产业链的安全发展、持续领先带来挑战。

■■技术助力转型升级

拆解技术是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发展面临的瓶
颈之一。据了解，目前国内有5000多种动力电池
包，品种繁多、结构复杂、连接形式多样、设计准则
不统一、更新换代快，加之退役电池的电池包品牌
型号多样、退役状态不确定等因素，当前拆解大多
以人工操作为主。

但人工拆解面临诸多风险，比如电池包电压
较高，存在触电风险；电池包内部线束、汇流排错
综复杂，存在短路风险等。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宇平表示，
借助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使动
力电池回收从目前的人工拆解、机械化拆解转变
为自动化、智能化拆解，是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行业
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对于进一步完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车
夫咨询合伙人曹广平建议，进一步加强废旧电池
编码信息形成、溯源及执行管理。“这样便于追踪
动力电池从哪来，到哪里去，在合适的节点进行处
理，协调电池回收效益。甚至可以实施电池回收
比例与下一年生产碳税配额相挂钩的奖惩制度，
回收率高的电池企业在下一年度可获得更低的碳
税或税收减免。”

另外，退役动力电池的梯次利用也是回收利
用的方向之一。随着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新
型储能建设需求旺盛，退役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
池可通过梯次利用方式应用于光储充电站、储能
基地等场景中，大幅降低配建储能的投资成本。

■■行业门槛或逐步收紧

目前，我国有190余家汽车生产、动力电池综
合利用企业在全国设立超1万个回收服务网点，
具备初步的电池回收利用能力。

“虽然我国动力电池回收体系已初具规模，但
还有一些亟需规范的问题。”曹广平告诉《中国能
源报》记者，目前市场上存在正规资质的“白名单”
企业与无资质的“黑作坊”企业，前者以正规环保
方式生产但盈利很少，黑作坊企业违规不环保生
产却赚得盆满钵满。

据了解，目前在不少社交媒体平台和电商平
台，能找到大量与“动力电池回收”相关的企业广
告。这些企业基本实时更新、长期在线，部分企业
甚至支持上门回收。对此，曹广平建议，相关部门
应严格依法监管，让参与其中的企业合规竞争。

“动力电池规范回收以及综合利用已经立法，
2024年，混乱的市场操作将成为历史。”山东易维
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浩切身体会到
行业变化。他指出，工信部在3月11日发布的文
件中明确，暂停受理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综合利
用企业申报规范条件，这意味着动力锂电池回收
及综合利用行业的门槛或正在逐步收紧。

据《中国能源报》记者了解，今年以来，电池回
收领域已迎来一系列重磅动作：欣旺达62亿元包
含10万吨锂电池回收利用及新型储能智造项目
开工建设；巴斯夫与依维柯集团宣布就电池回收
方面达成合作；国轩高科与晋景新能达成合作，
共同开发全球动力电池回收市场。

不可否认，随着电池回收技术和回收体系进
一步加强完善，更多更新的市场机会正在涌现。有
行业人士表示，长远看，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的
窗口时间会更长，“蛋糕”将进一步做大。但在产业
健康良性发展的过程中，小作坊式的企业和劣质
产能将逐渐淘汰，行业会真正迎来良性竞争。

中国华能近日公布的 2023 年光伏组件框架
协议采购招标中标候选情况显示，此次采购规模
为10吉瓦，中标价格区间为0.83元/瓦—1.12元/
瓦，仍维持在历史较低水平。进入3月以来，新华
发电、深圳燃气等能源企业启动今年组件采购招
标工作。从目前公布的招标情况看，组件价格差
距不大，总体处于低位。

业内人士预计，今年光伏组件均价难超1元/
瓦，上涨空间不大，组件制造商将面临较大经营
压力。据《中国能源报》记者了解，近期部分价
格较低的订单发货量已开始减少，下一步，光伏
供应链各主要环节将处于激烈博弈。

■价格上浮有限

公开信息显示，中国华能本次招标共分三个标
段，分别是P型双面双玻组件、N型双面双玻组件
和异质结组件，招标规模分别为2吉瓦、7.5吉瓦、
500兆瓦。其中，P型双面双玻组件投标均价0.842
元/瓦，最低价为0.83元/瓦；N型双面双玻组件投
标均价 0.887 元/瓦，最低价为 0.87 元/瓦；异质结
组件投标均价1.07元/瓦，最低价为1.03元/瓦。

深圳燃气也公布了组件采购开标情况，招标
规模为300兆瓦，不划分标段，也未指定组件产品
类型，8家企业平均投标价格为0.892元/瓦，最低
投标价格为0.858元/瓦。

对比今年初组件招投标价格，近期价格呈小
幅上调。根据行业分析机构集邦咨询旗下新能
源研究中心Energy Trend公布的数据，1月，中国
华能2G吉瓦P型双面双玻组件招标最低投标价

格跌至0.79元/瓦，创下新低。2月，泉兴集团250
兆瓦 P 型组件集采开标，投标价格在 0.82 元/瓦
—0.88 元/瓦之间，投标均价为 0.851 元/瓦，虽然
投标均价较此前仍维持下降态势，但投标低价较1
月上涨0.03元/瓦。

另外，N型组件投标价格也出现反弹信号。2
月共有约8.49吉瓦N型组件集采开标，投标价格
在 0.82 元/瓦—1.3 元/瓦之间，投标均价为 0.948
元/瓦，较1月均价上涨0.016元/瓦。而异质结组
件一直是目前招投标价格最高的类型，相对其他
类型组件，议价空间更好。

■抬价意愿显现

光伏经销商联盟副秘书长尹也泽在分析深
圳燃气组件采购开标情况时表示，此次招标方
给出预估价格上限 2.715 亿元，8 家企业中有 3
家企业报价与估价上限一致，另一家新一线品
牌报价也与这一上限相近。“可以看出，组件企
业目前抬价意愿强烈，期望通过推动产业链价
格上涨，修复自身盈利能力。”

“组件价格持续跌破 1 元/瓦，不断在成本线
附近徘徊，给组件制造商经营造成极大压力。其
实，1.2元/瓦左右的组件价格比较合理，组件制造
商也能盈利，也不用挤压硅片、电池片上游环节
的价格。”一位光伏企业高管告诉《中国能源报》
记者，“但目前的情况是，我们的价格被压得很
低，所以必须不断和上游供应商谈判，我们肯定
希望能多报点就多报点。”

第三方咨询机构 InfoLink Consulting 在最新

一期光伏供应链周价格评析中指出，近期组件厂
家在尝试性地调涨报价。目前，组件厂家策略分
化：一部分对市场走势判断十分积极，为此上调报
价；另一部分仍维持低价，前期还有执行低于0.85
元/瓦的订单，这使整体价格向上调升有难度。因
此，目前3月整体预判价格以持稳为主，低价区段
稍有上升。不过，近期龙头厂家商谈价位低于0.88
元/瓦的订单减少发货，需观察涨价是否能落定。

■短期价格维稳

自2023年以来，光伏供应链价格一直快速下
行。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勃华表示，
从2023年开始，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各环节产
品价格均连续下跌。其中，组件中标价格年底较
年初下降超过40%，组件成本占系统的比例下降
幅度超8%。

彭博新能源财经分析师谭佑儒表示，当前各
环节制造端都面临较大成本压力，尤其硅片端以
及组件环节，一些企业开工率相对有所降低，而
且组件的一体化厂商大幅提升了自有硅片、电池
的供应能力，因此市场运行态势并不紧缺，有些
厂商可能更倾向于减少外采或者代加工方式，保
证自身生产情况良好。

Energy Trend 给出类似观点——供给层面
看，组件排产分化明显，一线大厂订单能见度较
高，故排产正稳步推进，而二三线厂复工进程不
及预期，部分包袱较重厂商在低价甩卖库存后，
有关停出局意愿；需求层面看，分布式正稳步拉
动国内需求，地面电站第二季度陆续拉货，同时
海外市场或逐步启动拉货。短期内组件价格维
持稳定，后续能否顺价报涨，仍待终端观察。

但谭佑儒也表示，预计今年组件平均价格将
维持在0.85元/瓦—0.87元/瓦。“当前N型TOP-
Con 组件还有一定利润，如果市场竞争持续恶
化，未来价格可能会低于预期。”

本报讯 记者吴莉报道 中国石化新闻办3月
12日发布消息称，中国石化“深地工程·川渝天然
气基地”取得重大成果：位于四川盆地的第三个千
亿方海相大气田——川西气田全面建成投产，年
产能20亿立方米天然气、13万吨硫黄，为我国西
南地区及川气东送沿线提供更多清洁能源。

四川盆地蕴藏丰富的天然气资源，2000年以
来，中国石化开始川东北深层海相油气勘探，在礁
滩相领域先后发现普光、元坝气田。随后，西南
石油局转变勘探思路，揭示了潮坪相白云岩气藏
成储机理和富集规律，于2014年在潮坪相新领域
发现川西气田，提交探明地质储量超千亿立方
米，实现川西气田整体探明。

川西气田主力气藏位于川西平原西缘，埋深
约6000米，孔隙度低、渗透率低，微裂缝发育易垮
塌，储层地质情况复杂，规模效益开发难度极大。
西南石油局坚持“少井高产”立体开发理念，自主
研发新型防塌钻井液体系，攻关形成超 8000 米
井深的精确中靶轨迹控制技术和投产关键技
术，超深长水平井分段改造技术达世界领先水
平，大幅提升了单井产能和储量动用程度。

据了解，川西气田建设由中国石化自主设计
施工，创新集成先进的采气、脱硫工艺，实现封闭
循环脱硫和精益化绿色化生产一体化，天然气总

硫回收率超99.9%，产品气达到国标一类气标准，
实现废水“零”排放。同时，川西气田创新智能应
用，集成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建立智能运
维管理平台，确保全过程安全环保、减排降碳。

多年来，中国石化在四川盆地持续推进油气
开发，先后建成普光和元坝两个动用储量超千亿

方海相碳酸盐岩大气田，建成我国首个百亿方产
能页岩气田——涪陵页岩气田和我国首个探明储
量超千亿立方米的深层页岩气田——威荣页岩
气田。目前，中国石化在四川盆地探明天然气地
质储量近3万亿立方米，年产达到260亿立方米，
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000亿立方米。

动力电池退役潮催热回收新赛道
■本报记者 赵琼

千千亿方川西大气田全面建成投产亿方川西大气田全面建成投产

今今年光伏组件均价上涨空间不大年光伏组件均价上涨空间不大
■本报记者 董梓童

图为中国石化川西气田4号脱硫站。李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