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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日赚亿元，有些淘汰出局

储能企业面临“冰火两重天”
■本报记者 卢奇秀

要  闻

储能产业链上市企业 2023 年度及今
年一季度报告近日陆续出炉。从产业链
材料、电芯、PCS、系统集成企业等发布的

“成绩单”来看，受锂价震荡、产品竞争同
质化等因素影响，项目招标价格持续走
低，盈利水平预期不明朗、产业持续承压
的态势仍在延续。储能市场竞争加剧，
企业之间盈利差距进一步拉大，有些企
业日赚超 1 亿元，有些企业则连年亏损
甚至被淘汰出局。

与此同时，高需要、高利润的海外市场
成为行业穿越洗牌周期的有力支点，以及
储能企业争相布局的新赛道。不过，部分
地区产能本地化部署、碳足迹追溯等要
求也给企业带来新挑战。

■■ 业绩两级分化加剧

储能电芯是储能系统的核心设备。
2023 年以来，储能电芯企业大都出现增收
不增利状况，中创新航、德赛电池、南都电
源等企业业务营收均大涨，但总营收、净利
润增速都出现大幅滑坡。

宁德时代和比亚迪是实现营收超千亿
元、净利润超百亿元的两家企业。2023
年，宁德时代在储能业务方面实现 599 亿
元营收，同比增长 33.17%。这一增长率虽
有所放缓，但仍然高于动力电池业务增长
率，显示出储能在宁德时代业务板块中的
增长潜力。

2023 年，中创新航上市后交出首份完
整年度财报。财报显示，2023 年公司营收
270.06 亿元，同比增长 32.5%，但净利润同
比下滑 57%。中创新航表示，2023 年其存
货资产减值是 2022 年的三倍，研发、行政
和销售支出以及财务成本均大幅提升，对
利润造成影响。

软包电池生产商——孚能科技 2023
年净亏损 18.68 亿 元 ，这 已 是 该 公 司 自
2020 年 登 陆 科 创 板 以 来 连 续 第 四 年 亏
损，累计亏损额约 40 亿元。孚能科技表

示，2023 年年初，产品原材料价格较高，
导致其成本抬高，且该阶段的产品库存
占比较高。随着原材料价格下滑，其产
品销售价格也出现下调，导致公司毛利
下降。

价格竞争贯穿整个 2023 年的储能市
场，至今未停歇。瑞浦兰钧上市首年亏损
19.43 亿元，亏损幅度同比增长 331.1%，毛
利也同比下降 73% 至 2.93 亿元，同期毛
利率则从 7.4% 下降至 2.1%。其中，储能
电池产品占总收入的比例为 50.8%。全
球 储 能 电 芯 出 货 第 四 的 瑞 浦 兰 钧 尚 且
如此，不难想象二三线储能电芯企业的
生存现状。

■■ 淘汰赛已然开启

系统集成较电芯环节竞争更为残酷。
相比电芯厂商，纯系统集成企业技术门槛
较低，以组装生产或委托贴牌为主。在新
型 储 能 蓬 勃 发 展 的 风 口 上 ，电 池 企 业 、
PCS 企业、风电光伏制造商、电气设备制
造商，乃至食品、教育机构都涌向系统集
成领域。

数据显示，2023 年新注册储能公司超
7 万家，初步形成规模的储能系统企业约
100 家，而且仍陆续有企业进入。业内人
士指出，当前很多储能系统集成商面临
生存问题，预计今年 80% 的企业会被淘汰
出局。

南方黑芝麻的跨界转型曾引发业内广
泛关注。去年 4 月，南方黑芝麻将全资子
公司江西小黑小蜜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
经营业务转型为储能锂电池生产经营，并
斥资 35 亿元建设储能电池生产基地，跨
界储能锂电项目。

但项目进展迟迟没有动静。近日，南
方黑芝麻方面称，鉴于 2023 年下半年起新
能源电池市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与公司
进行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假设条件产生重大
差异，据此公司密切观察外部条件变化，冷

静面对市场重大变局，不冒进推进，暂缓项
目建设，等待最佳实施机会，避免增加投资
成本和造成相关损失。

无独有偶，华软科技也发布公告称，
受市场行情、投资环境及行政审批政策
变化等因素影响，公司锂电池电解液添
加剂项目推进计划缓慢，未达预期，公司
决定终止两个年产值合计 18000 吨的电
解液添加剂项目。

■■ 积极寻找增长支点

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发布的初步调
研 数 据 显 示 ，今 年 一 季 度 ，中 国 锂 电 池
出 货 量 为 200GWh，同 比 增 长 18%。 其
中 ，储 能 电 池 出 货 量 分 别 为 40GWh，同
比增长 14%。

储能产业长期向好态势不变，从相关

企业一季度报告来看，行业正逐渐从去库
存、价格激烈竞争中走出来，寻找长期生存
策略。

降本增效成为储能企业竞争的重要抓
手。便携储能第一股——华宝新能一季度
营业收入 5.82 亿元，同比增长 29.89%；归
母 净 利 润 为 2899.97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97.73%，一举扭亏为盈。财报显示，该公
司贯彻降本控费的经营策略，通过优化人
力成本结构、提升广告推广精准投放和素
材复用等措施，有效控制了费用率，使其处
于合理区间。

相对于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海外储
能市场成熟、产品单价高，叠加部分地区
政策补贴，利润空间可观，被认为是储能
企业穿越洗牌周期的有力支点。

受益于海外业务，国轩高科去年实现
收入 316.05　亿元，同比增长 37.11%，归母

净利润为 9.39 亿元，同比增长 201.3%，净
利润创下七年新高。其中，海外地区营
收 64 亿元，增幅超过 115%，贡献总营收
约 1/5。一季度，国轩高科预计实现出货
10—11GWh，海外业务占比将进一步提
升。到 2030 年，国轩高科将在国内和海外
分别实现 300GWh 的产能规模，电池总产
能规模达到 600GWh。

储能企业正加速海外市场本土化落
地，从“产在国内，销往海外”转变为“总
部国内，产销海外”，进一步放大竞争优
势。派能科技同样表示，公司将进一步
深化全球战略布局，推动海外业务持续
发展，积极构建海外本地化销售服务体
系。目前。其海外首座储能工厂作已在
意大利落地，企业本地服务能力的显著
提升，为未来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和抵
御风险做好准备。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行业发展部副主任王
青日前在知识产权赋能光伏产业发展研讨会
上透露，1985—2023 年，全球光伏领域专利申
请数量共计 31.2 万件，其中我国申请专利数
量为 16.8 万件，位居世界第一，年均增长率高
达 22.1%。

另据《光伏产业专利发展报告》数据，近
十年来，我国光伏领域专利申请数量增速可
观。截至目前，我国光伏领域有效专利总量
7.4 万件，有效发明专利总量 2.2 万件，两项数
据同样居世界之首。此外，被引证超过 10 次
的专利数量达 3509 件，超过 50 次引证次数的
专利数量达 194 件。

细分环节上，硅料、硅片、电池、组件、逆变
器等产业链关键环节专利申请数量不断扩大，
分别达到 1.3 万件、2.8 万件、4.3 万件、4.8 万
件、3.8 万件。同时，随着我国组件回收再利用
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相关自主知识产权体系
建设工作也随之推进。

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光伏专委会光伏回
收产业发展合作中心秘书长吕芳介绍，2018
年以来，我国在组件回收再利用方面年专利
申请数量明显增加，保持在每年 30 件以上。
2022 年和 2023 年组件回收再利用方面的专
利申请数量超过 70 件，成果喜人。截至 2023
年底，我国组件回收再利用领域专利申请数
量累计超过 300 件。

吕芳指出：“目前，相关设备专利申请数量
占绝大多数。这说明我国在组件回收再利用
技术研发领域的代表性技术正在走向成熟，
组件回收再利用已经迈入产业化进程，批量
化、规模化、实用性需求成为产业内企业关注
重点。”

而从集中度来看，8 家企业专利申请数量
超过 1000 件，7 家企业有效专利数量超过 800
件，5 家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超过 200 件。其
中，晶科能源、天合光能、华为、阳光电源等企
业专利成果亮眼。

多家光伏企业高管指出，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
新和产品迭代是中国光伏行业发展的基因。天合光能相关负
责人透露，截至目前，天合光能累计申请专利数超过 4000 件，
并在光伏电池转换效率和组件输出功率方面先后 25 次创造和
刷新世界纪录，首提 IEC 国际标准，主导参与 176 项标准，成功
发布 125 项。

知识产权已成为企业实现强健经营的重要工具。上述天合
光能负责人认为，如果没有企业敢于利用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其
创新成果，获取创新收益，实现差异化产品和技术的竞争，就
难以推动整个光伏行业新质生产力的向前发展。

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统计，2014 年以来，我国企业创造世界
最高光电转换效率纪录数量达 56 次。隆基绿能等企业在各自
的技术路线上不断突破，促进度电成本不断降低。

王青指出，技术创新是推动光伏行业发展、提升竞争力的关
键。企业不仅要提升研发能力，更要通过知识产权的保护来确保
技术投入得到合理回报。

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专利代理负责人华枫强调，光伏作
为重点领域和前沿技术产业涉及大量技术创新工作，利用好专利
保护技术成果意义重大。

“双碳”目标下，发展新能源汽车成为汽车
产业转型的主要方向。近年来，国内新能源汽
车赛道如火如荼，大批企业乘势而上，众多汽车
央企加码布局新能源汽车业务。

但与民营企业相比，目前央企在新能源
汽车领域的发展仍相对滞后。中汽协发布的
数 据 显 示 ，2023 年 ，一 汽 集 团 、东 风 集 团 、长
安 汽 车 三 家 央 企 的 新 能 源 汽 车 销 量 分 别 为
24.04 万辆、52.37 万辆和 48.09 万辆。

在业内人士看来，汽车央企在新能源汽车
领域仍有较大空间，未来在相关部门鼓励支持
下，有望在这一战略性新兴领域进一步突破。

■■ 考核政策提振信心

“在传统汽车产业，汽车央企投入了大量
资金、人力和物力。船大转向难，新能源转型
不仅涉及研发，还涉及设备更新和人才转岗
等，成本远超想象。因此，没有转型负担的新
势力造车企业和新能源造车企业，在新能源汽
车研发制造和销售等领域暂时领先于汽车央
企，也就成了客观事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
家委员会委员章弘告诉《中国能源报》记者。

作为汽车央企，全速推进新能源汽车发
展十分迫切。今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相关
负责人曾多次明确，央企在新能源汽车方面
存在发展不够快、渗透率低于行业等问题，同
时提出，要对一汽集团、东风集团、长安汽车
三家汽车央企的新能源汽车业务实施单独考
核，以企业新能源汽车技术、市场占有率、未
来发展为主要评价指标，鼓励央企摆脱传统
利润考核束缚。

业内普遍认为，国务院国资委考核政策的
出台，将极大提振央企发展新能源汽车的信
心。“为促进汽车央企向新能源汽车层面加速
转型，同时考虑其现实处境，对其新能源汽车
发展单独考核，将促使汽车央企将新能源汽车
业务从千头万绪的多重业务中剥离出来，以突
出要领位置，加快转型。”章弘表示。

“车企新能源汽车业务目前普遍亏损，因此
利润考核不利于央企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业
务。国务院国资委会此次将考核重点放在市占
率、产销量上，可以让央企卸下包袱，从长期可
持续发展的角度规划新能源汽车业务。”北方工
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洪告诉

《中国能源报》记者。

■■ 多维度深化新能源转型

单独考核的声音发出后，企业积极回应。

岚图汽车 CEO 卢放公开表示：“作为东风
公司打造的高端新能源汽车品牌，单独考核政
策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让我们更加坚定
战略定力和发展信心，有利于放开手脚，激发
创新活力，满足用户需求，提高市场占有率。”

事实上，汽车央企一直在加大新能源领域
的探索力度。数据显示，2023 年，一汽集团、东
风集团以及长安汽车完成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直
接投资近 360 亿元。与此同时，汽车央企也在持
续扩展“朋友圈”，例如长安汽车积极与华为、宁
德时代、蔚来等头部企业合作，多维度布局新能
源汽车产业。

“长安汽车的探索关键在于取他人之长补
自己之短。华为在智能化系统领域具备领先优
势，宁德时代在动力智能领域具备领先优势，而
长安汽车在车体和机械性能领域有传统优势。
三者强强联合，造就了阿维塔等新锐品牌，为
传 统 车 企 向 新 能 源 汽 车 转 型 探 索 出 一 条 新
路。”在章弘看来，一些新势力造车企业与传统
造车企业、合资车企合资合作，形成优势互补，
能够缩短、减少各自短板，进一步促进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

纪雪洪表示，央企通过合资、收购加速发
展新能源汽车业务是一条可行路径，有助于
加 快 行 业 资 源 整 合 ，加 快 转 型 步 伐 。“ 当 然 ，
从 根 本 上 讲 ，汽 车 央 企 转 型 还 是 要 依 靠 自
身，不能完全依赖‘朋友圈’，要进一步激发经
营者积极性，利用好央企本身的品牌优势和

资源。”

■■ 协调“油电”发展节奏

当前，三大汽车央企积极应对汽车产业转
型升级的各项挑战，加大新能源领域探索力度。
但也有观点认为，对车企而言，发展新能源固然
重要，但面对不断变化的汽车市场，做到可持续
发展更重要。在此背景下，汽车央企如何协调
好燃油车与新能源车的发展关系？

“目前，新能源汽车虽然发展迅猛，但燃油
车依然占据不小的市场份额。”章弘分析称，“汽
车央企需要脚踏实地，根据市场需求，稳健务实
发展新能源汽车。”

纪雪洪认为，未来汽车央企应以新能源汽
车发展为主，逐步将燃油车资源调配到新能源
汽车的发展轨道上。“汽车央企可以更多将燃油
车业务看作‘现金奶牛’，而不是重点发展领域。
另外，汽车央企的商用车业务也占据着重要地
位，虽然商用车新能源转型可能晚于乘用车，但
从增量及未来发展潜力上看，也会逐步以电动
为主。”

“汽车央企转型可谓一次脱胎换骨。在保
留已有制造优势的同时，产品供应体系、市场销
售、渠道管理、用户运维都要融入智能化、网联
化、数字化新时代。同时，不局限于国内市场，
积极走向海外，多渠道加速新能源转型。”纪雪
洪进一步建议。

汽车央企打响新能源“突围战”
■本报记者 姚美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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