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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设备企业出海加速锂电设备企业出海加速
■■本报记者 杨梓

本报讯 8 月 20
日，从国网浙江电力
获悉，为应对季节性
的用电高峰，今夏该
公司推动了大规模
车网互动实践，组织
3.3 万个公共充电桩
以虚拟电厂形式助
力电网移峰错峰，实
现私人、公共、公交、
光储充、V2G 等所有
类型充电设施集中
参与车网互动。

据统计，在 8 月
5 日至 8 日，浙江“车
网互动”累计响应电
量 163 万千瓦时，实
现 最 大 削 峰 负 荷
11.53 万 千 瓦 ，即 为
电网提供了超过 10
万的负荷调节能力。

8 月 5 日 ，衢 州
市公交集团利用充
电管理平台，结合充
电 桩 分 布 、车 辆 停
放、不同车型所需电
量、充电时间及次日
班次等因素，将原来
的尖峰、高峰时段充
电 ，调 整 到 平 峰 时
段、低谷时段充电，
当晚调整了 1900 千
瓦负荷，帮助电网移
峰错峰。“错峰充电不影响车辆用电
需求，同时又降低了充电成本。”衢
州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浙江，今年夏天，让新能源汽
车与电网互动，一定程度上减轻电
网负载压力，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
已成为一种“新风尚”。

近日，在杭州萧山，蔚来车主郑
城体验了一次充放换一体“车网互
动”应用。他使用国家电网“e 充电”
App 启动放电，通过 60 千瓦 V2G 充
电桩（即电动汽车给电网送电），约
一个小时就将车内电池剩余的 60 多
度电“反哺”到了国家电网。郑城表
示，他在夜间用“谷电”给车辆充满
电，在白天“峰电”时段再将车内电
池的电输送回电网，赚了“差价”。

此外，今夏国网浙江电力还发
起 了“ 电 动 汽 车 晚 一 小 时 充 电 倡
议”，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增加一份
柔性力量。

国网浙江电力营销部市场智电
处副处长纪前表示，“在居民充电桩
分时峰谷电价引导下，充电负荷高峰
一般从 21:45开始上升，22:00谷时段
电价开始后，充电负荷开始处于高位
运行，考虑到迎峰度夏期间 23:00 前
全社会用电仍处于高峰，因此我们有
序引导可预约充电用户调整充电时
段，引导充电负荷高峰延后。”

通过短信、媒体、进社区等措
施引导后，浙江共计有 40.6 万新能
源汽车车主调整了充电时间，每日
后移充电负荷超 50 万千瓦以上。

（陈丽莎）

随着全球锂电产业快速发展，我国锂
电设备企业正加速走向海外。今年以来，
先导智能、赢合科技、杭可科技等多家锂电
设备企业接连斩获海外订单，进一步拓展
欧美、东南亚等海外市场。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海外锂电池工厂
加速建设，叠加欧美等地锂电设备产业链
相对薄弱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为我国锂电
设备企业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

■■■■海外订单激增

8 月 13 日，杭可科技披露，公司收到大
众西班牙及大众加拿大两家公司通过竞标
系统生成的合同。合同标的为大众集团在
西班牙和加拿大生产电池所采购的锂电池
后道设备，合同总金额超过公司上一年度
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45%。

同月，锂电设备巨头海目星发布公告
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海外头部车企客户的
中标通知书，中标项目为动力电池激光及
自动化相关设备，中标金额折合人民币约
12.5亿元。

7 月，赢合科技与印度头部电动车品
牌客户达成首次合作，并成为其锂电前段
设 备 的 全 球 唯 一 供 应 商 ，将 为 该 客 户
5GWh 量产线提供涂布、辊分设备。

3 月，先导智能与美国 ABF（American 
Battery Factor）电池公司签署全球战略合
作协议。根据协议内容，先导智能将为
ABF 公司提供总目标为 20GWh 的锂电池
智慧产线服务。

业内人士认为，我国锂电设备企业频
频获得海外市场订单得益于中国锂电设备

企业在技术、经验、市场知名度等方面的优
势，以及海外市场对于动力、储能电池需求
的提升。同时，目前宁德时代、亿纬锂能、
国轩高科等我国电池头部企业已在欧洲、
东南亚等地相继布局投建电池生产基地。
我国锂电池企业海外建厂的规划产能，将
大幅带动更多设备企业同步出海。

研究机构 EVTank、伊维经济研究院联
合发布《中国锂离子电池设备行业发展白
皮书（2024 年）》指出，未来几年全球锂电
设备市场规模的增长将更多地依靠海外市
场，以欧洲、美国和东南亚等为代表的海外
锂电项目未来几年将迎来建设高潮，从而
带动海外锂电设备市场规模的快速增长，
预计海外锂电设备市场规模在 2030 年将
达到 1266.5亿元。

■■■■依赖中国设备

与锂电池竞争格局相似，全球锂电设
备厂商主要以中日韩企业为主，其中日韩
锂电设备厂商起步相对较早，而国内锂电
设备厂商近年来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
技术实力上不断增强，规模快速扩张。

Northvolt、ACC 等近年来欧洲培育的
本土电池厂商本地产能建设逐渐增多，对
锂电设备需求量随之加大。不过，欧美本
土锂电设备企业并不足以支撑需求。

一位锂电领域从业者对《中国能源
报》记者表示：“以欧洲为例，其本土电池
产业链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对于生产制
造电池并无太多经验，也无完善的锂电设
备制造环节，建立工艺、产业体系等需要
一定的时间。”

在业内人士看来，欧洲本土锂电设备
产业相对薄弱。今年 3 月，德国机械设备
制造业联合会发布的《电池制造 2030：极
速协作》报告指出，目前全球范围内锂电大
规模制造设施主要依赖来自亚洲的生产技
术，中国装备制造商目前正在制定全方位
服务提供商的国际标准，这些工厂中只有
8% 的高科技设备来自欧洲。

该报告指出，为了满足锂电市场规
模的需求，同期锂离子电池电芯、模组制
造 装 备 的 累 计 投 资 将 达 到 约 3000 亿 欧
元，而中国装备制造商已在全球市场占
据领先地位，整线“交钥匙”工程模式领
先于欧美。

在业内人士看来，目前欧美锂电设备
厂商存在缺乏技术验证，没有成熟应用案
例导致下游用户不敢引入，反过来又使得
技术无法提升，导致欧洲锂电制造设备发
展相对滞后。种种原因都使得，采购中国

锂电设备成为国际企业近年来的主流选择
之一。

■■■■将迎定标高峰期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阳曾公开表示，目
前我国锂电设备国产化率已经达到 90% 以
上，其中关键工序的装备国产化率达到
80% 以上。

市场咨询机构 EVTank 称，依托极大
的成本优势，国内设备头部企业在完成国
产化替代之后已经开始积极拓展海外市
场，随着海外市场需求增加，国产设备厂商
将凭借成本、技术和规模优势进一步抢占
海外市场份额。随着大圆柱电池、（半）固
态电池、新型复合集流体材料、全极耳、干
法电极等新技术和新工艺的产业化应用，
将会催生新的设备需求。

虽然我国锂电设备已成为不少海外电

池产业界的重要选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欧美等地对于培育本土锂电产业意愿
不断加强，未来全球锂电设备市场竞争也
将日趋激烈，中国企业需不断提升技术实
力和服务水平，以应对来自其他国家和地
区的竞争。

同时，上述锂电领域从业者还提醒，部
分欧洲国家的装备制造业基础较强，在锂
电设备领域的潜力也不容小觑。

高工产业锂电研究所分析指出，锂电
设备海外项目今年启动多但落地低于预
期，预计批量交付从 2025 年开始，2024 年
下半年开启定标高峰期。若下半年国内电
池厂海外项目进展顺利，则全年招标产能
有望达 200GWh，对设备企业来说出海已
是必选项。从竞争要素来看，资本为当前
竞争第一要素，稳定的资金有助于提升经
营抗风险能力，缺乏资金周转的企业在未
来 2—3年可能出局。

进入下半年以来，光伏玻璃价格开
始进入下行通道。今年初，多家券商机
构预测，随着扩产速度放缓，今年光伏玻
璃行业库存将快速下降，预计受益于成
本回落和价格上涨，光伏玻璃行业将迎
来量利齐升。然而，截至目前，光伏玻璃
行业去库存速度低于行业预期。

■■■■价格持续低位运行

光伏玻璃是保护光伏组件的外壳，
主要应用于太阳能电池片封装环节。经
过光伏玻璃封装后的太阳能电池片，能
有效降低风、雨、雪等的影响，同时温差
耐受能力也有所增强。随着双面双玻组
件市场份额明显提升，光伏玻璃行业愈
发受到市场关注。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指出，当前，光伏
玻璃利润水平较低。去年下半年，光伏
玻璃价格出现反弹，但三季度末产品价
格又出现持续下跌，行业整体处于需求
旺盛、成本上涨、价格低位的运行态势。

福莱特财报显示，去年公司光伏玻
璃毛利率为 22.45%，是 2016 年以来的最
低点。这一降幅主要受到原材料、能源、

直接人工、制造费用等上涨影响，导致成
本明显增加。

今年上半年，玻璃价格整体下行，光
伏玻璃与行业整体走势一致。投顾平台
财信期货研究指出，玻璃行业上半年呈
现出倒“N”型走势，先抑后扬再下跌。1
—3 月，春节后中下游拿货积极性大幅降
低，整体库存快速攀升，全国各地玻璃价
格均出现下跌。4—5 月，海外市场交易
盛行，玻璃现货价格温和回升。6 月至
今，玻璃产业进入淡季，需求不佳，下游
预期走弱，玻璃价格下跌。

凯盛新能称，受市场整体供需变化影
响，光伏玻璃价格持续下滑，公司整体销
售毛利率下降。今年上半年，凯盛新能净
利润亏损 4670 万元至 5729 万元，较去年
同期盈利1.29亿元下降约145%到137%。

■■■■产量维持高速增长

近年来，光伏玻璃经历了几轮价格
波动期。

2020 年底至 2021 年初，由于全球对
绿色能源的迫切需求以及光伏技术的不
断成熟，光伏玻璃作为光伏组件的关键

封装材料，市场需求急剧增加，价格不断
攀升，光伏玻璃行业因高盈利吸引了一
批企业跨界，产能迅速增长。

据大宗商品市场平台卓创资讯统
计，2020—2023 年，我国光伏玻璃产能分
别为 2.95 万吨/日、4.13 万吨/日、7.59 万
吨/日 和 9.95 万 吨/日 ，同 比 增 长 16%、
40%、84%、31%。

今年，光伏玻璃仍保持了量增价减
的走势。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
数据显示，1—2 月，光伏压延玻璃累计产
量 450.9 万吨，同比增长 27.4%；2 毫米、3.2
毫米光伏压延玻璃平均价格为 17.2元/平
方 米 、25.5 元/平 方 米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9.3%、0.2%。

东方证券化工行业资深分析师曹璐
称，光伏玻璃厂家库存环比继续提升。由
于目前光伏玻璃需求难以消化供应量，预
计厂家库存将持续上涨。后期市场需求
不足情况下，价格仍有继续下行的可能。

■■■■盈利有望走出底部

国金证券分析，光伏组件大尺寸趋
势下，光伏玻璃技术替代风险小，是少有

的抗通缩环节。随着玻璃投资回报期回
归合理水平，行业扩产积极性下降，供需
格局有望逐步改善，成本端纯碱、天然气
价格也从高位回落，预计玻璃盈利有望
逐步走出底部区域。

慧博咨询认为，光伏玻璃生产具有
连续、不间断特点，通常 8—10 年后需进
行一段时间冷修，因此产线开关难度较
大。同时，产线冷修也能起到一定的产
能调节作用、促进光伏玻璃供需平衡，但
考虑行业大部分为近年投产的新建产
线，因此供给核心仍在新点火产线，冷修
调节作用相对有限。

财信期货研究称，从供给端来看，截
至 6 月底，全国浮法玻璃日熔量 17.03 万
吨，较 3 月的高点下降近 6000 吨；全国浮
法玻璃产线开工条数 249 条，全国浮法玻
璃开工率 82.72%，浮法玻璃产能利用率
84.19%，开工率及产能利用率位于历年中
性水平。低利润压力下，二季度起，浮法
玻璃日熔量开始逐步回落。

福莱特也提出了类似观点，随着行
业扩产增速明显放缓，预计光伏玻璃市
场供需将逐步走向平衡。

光伏玻璃去库存速度放缓光伏玻璃去库存速度放缓
■■本报记者  董梓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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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3 日，浙江省
舟山市岱山县秀山岛海
域，全球最大兆瓦级潮
流 能 发 电 机 组
LHD1600“ 奋 进 号 ”正
在平稳运行，源源不断
地将来自大海的清洁能
源通过国家电网输送到
千家万户。
    据了解，LHD1600

“奋进号”是我国自主研
发的首台兆瓦级潮流能
发电机组，是全球首座
海洋潮流能发电站，横
卧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
县秀山岛南面的两座小
岛之间，连续发电并网
时长居世界第一，它的
外形酷似“小提琴”，把
海浪演奏成电能，奏响
海洋清洁能源最强音。

人民图片

浙江舟山浙江舟山：：潮流能发电潮流能发电  助力助力““双碳双碳””目标目标

今
夏
浙
江
超
3
万
个
充
电
桩
参
与
电
网
柔
性
互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