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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光伏速度”

红海危机波及航运 国际油气价格影响几何？

能否扛过周期风暴？本报记者 张英英 吴可仲 北京报道

12月15日，在三一能源装备产业

园内，三一硅能株洲 5GW N 型

TOPCon太阳能电池制造基地投产

仪式顺利举行。该项目仅用152天

完成建设并投产，创造了湖南省10亿

元以上项目最快投产的“株洲速度”。

这正是三一集团加速布局光

伏业务的一个缩影，也是三一集团

All in第三次创业并转型绿色能源

产业的重要一环。

三一集团创始人、原董事长梁

稳根曾谈及三一集团的三次创业经

历，并在“退居幕后”前提出了万亿

市值的目标。“1986年，梁稳根带领

创业团队，成立了涟源茅塘焊接材料

厂，也就是三一集团的前身，将焊接材

料做到市场第一；1994年，三一集团

开始第二次创业，从涟源到长沙，从特

种材料到装备制造，三一重工完成股

权改革，成为全球建机三强。”

如今，三一集团开启第三次创

业，加快推进“全球化、数智化、低

碳化”战略转型，并全面布局风、

光、储、氢新能源产业链及部分核

心装备技术。2022年，三一集团正

式进军光伏产业，并成立三一硅

能。2023年以来，公司进一步加速

推进垂直一体化产能建设，推进规

模化落地。

关于三一硅能的垂直一体化

产业布局的进展，三一硅能方面对

《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临近年底

比较忙，数据仍待统计，不便接受

采访。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

今年三一硅能的光伏业务仍处于

初步发展阶段，垂直一体化产能达

到5GW，预计组件出货量300兆瓦

左右，明年表现会更好一些。

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三一集团

旗 下 已 坐 拥 三 一 重 工（600031.

SH）、三一国际（00631. HK）、三一

重能（688349. SH）三家上市公司，

分别主营混凝土机械和挖掘机械等

装备制造、矿山装备和物流装备制

造、风电机组制造等。截至12月15

日，三家上市公司的市值分别为

1085亿元、237亿港元、342亿元。

按照三一集团轮值董事长、三

一国际董事向文波在 2023 年上半

年业绩发布会上的表述：“三一集团

将未来转型发展的新产业全部布局

在三一国际，包括光伏、氢能、电池

装备、智慧矿山等，对三一国际未来

发展高度重视、高度支持，并且充满

希望。”

三一国际2023年半年报显示：

“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本集团（注：

三一国际及附属公司）与三一集团

定立协议，购买三一硅能 70%的股

权及长沙硅展 99.9%的合伙权益，

长沙硅展持有三一硅能15%的合伙

权益，全部由三一集团最终持有。”

作为实际开展光伏业务的主体

公司，三一硅能自2022年以来便紧

锣密鼓地推进光伏垂直一体化产能

建设，并在湖南株洲和山西朔州演

绎出超常的“三一速度”。

2022年11月，三一硅能生产的

首根单晶硅棒在株洲出炉。同年

12 月，光伏组件产品下线，自此三

一硅能打通了光伏产业链，具备了

从拉晶、切片、电池到组件的生产能

力，也宣告了公司正式进入光伏产

业垂直一体化阵营。

2023 年 10 月，三一硅能 5GW

株洲基地生产的首片N型TOPCon

太阳能电池顺利下线，这标志着N

型一体化产业布局正式形成。两个

月 后 ，三 一 硅 能 株 洲 5GW N 型

TOPCon太阳能电池制造基地项目

投产。

相比湖南，三一硅能在山西的

光伏制造落地速度也同样不慢。

2023年9月，三一朔州一期5GW单

晶硅项目投产。10月6日，该项目

首根单晶硅棒产品下线，这也为未

来公司在山西单晶硅棒实现规模化

落地奠定了基础。

紧接着，10 月 27 日，三一朔州

二期大尺寸超薄单晶硅片项目和三

一集团平鲁区整区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合作协议签订。12月9日，三

一朔州二期超薄单晶硅片项目首刀

硅片成功下线，这也意味着该项目

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为项目量产

打下基础。

三一硅能在2023年4月通过官

方公众号发布《三一集团稳步进军

光伏产业》一文称，三一集团有超

过10GW的硅片、电池和组件工厂

正在建设中。三一硅能副总经理

张淳在接受行业媒体记者采访时

称，今年将在中试线基础上完成

5GW—10GW的全产业链布局，计

划三年完成50GW的全产业链布局

（含国内外）。

2023 年 5 月，SNEC 第十六届

（2023）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大

会暨展览会（以下简称“SNEC2023”）

在上海召开。彼时，三一硅能也首

次公开亮相。

三一集团董事、三一硅能董事长

代晴华还出席了SNEC2023全球绿色

能源领袖对话并发言。“三一集团进

军光伏产业，源自对新能源的未来充

满信心，当前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第四次工业革

命叠加第三次能源革命的超级技术

窗口期，我们将新能源的转型作为

三一集团的第三次创业，对新能源

革命充满了期待。”代晴华说。

代晴华还表示：“作为后加入

者，我们希望以技术创新来提供光

伏行业的更优解决方案，通过国际

化的发展，解决全球对新能源需求

的一些担忧及布局的不平衡，这也

是我们中国企业家的巨大机会。”

记者注意到，三一集团旗下除

了三一硅能布局光伏制造外，三一

重能此前也涉足了光伏领域。

2023 年 9 月，三一重能发布公

告称，基于战略发展需要，为减少关

联交易，在保留自发自用的光伏电

站外，将涉及分布式光伏电站运营

管理业务的11家全资子公司100%

的股权转让给关联方三一重工。

与此同时，三一重能在10月入

股了清电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相

关资料显示，后者为清电集团（含

有新能源投资、光伏制造、环保和

农业业务）旗下光伏板块，业务覆

盖工业硅、多晶硅、单晶硅及硅片

全产业链。

三一重能人士告诉记者，目前

除自用的厂房屋顶光伏外，公司并

没有其他光伏业务。“此前，三一集

团旗下有很多事业部建了一些厂

房屋顶光伏电站，它们属于三一重

能旗下，现在为了减少关联交易，

因此划至三一重工。此外，投资清

电光伏属于股权投资，投资比例较

低，这种动作一般考量产业链公司

上市或业务协同，我们看好它的增

长前景。”

近三年，在碳中和潮流背

景下，光伏赛道变得越发拥

挤。《大国光伏》一书记载，截至

2022年8月，中国光伏相关企业

数量达到49.62万家，仅2022年

1—8 月就新增 9.15 万家，同比

增长45%。

作为刚入局的跨界者，三

一集团选择了垂直一体化制造

模 式 ，并 投 入 了 最 新 N 型

TOPCon电池技术。这也是当

下光伏行业的主流趋势。

在垂直一体化模式下，当

前光伏新老玩家主要通过直

接争抢终端电站项目投资“金

主”或中间电站项目承包商销

售光伏组件产品。值得一提

的是，尽管三一集团在风电领

域深耕多年，积累了稳定的客

户资源，但面对身经百战的光

伏巨头们和众多跨界者想要

从中分走一杯羹仍面临竞争

压力。

据三一硅能消息，SNEC2023

期间，三一硅能便签订了国内外

订单11.7GW，其中与江西电建

达成了 5GW 的合作意向。有

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2023 年

三一硅能的光伏业务仍处于初

步发展阶段，组件出货大约300

兆瓦，明年表现会更好一些。

不过，这一数据并未得到三一

硅能方面的确认。

目前，三一硅能正在加速

拓展市场，并逐渐走向激烈的

竞赛场中央。比如记者注意

到，除了上述与江西电建签订

合作意向订单外，三一硅能在

2023 年 10 月才进入大唐集团

的光伏组件准入供应商目录。

2023 年 11 月，在组件招投标中

出现了三一硅能的身影。

值得一提的是，三一硅能

布局光伏业务之际，恰逢行业

进入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周期，

行业迎来“史上最强内卷”。

在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

下，光伏市场加速进入调整并

走向出清。有的光伏企业放缓

了投资步伐，甚至暂停了投

资。有的光伏企业还出现了减

产、停产的现象。

当前最直观的市场表现

便是光伏产品跌价。在上游

多晶硅价格传导下，目前组件

价格一路下跌，年内已出现

腰斩。

InfoLink Consulting12月14

日的数据显示，当周组件国内

182 型 PERC 单面新签价格在

0.92 元/瓦—0.93 元/瓦 ，少 量

已 开 始 谈 判 0.9 元/瓦 、0.85

元/瓦。TOPCon 组件价格每

瓦在 0.9 元—1.18 元，后续新

签订单已经接近 0.98 元/瓦—

1.05元/瓦。

记者了解到，目前三一硅

能的TOPCon组件报价处于行

业的中间水平，在1元/瓦左右，

可根据规模略有调整。

随着光伏价格下行，企业

的盈利能力难免承压。10 月

31 日，隆基绿能创始人、总裁

李振国在第三季度业绩说明

会上表示，光伏组件环节出现

直逼 1 元/瓦的非理性价格，这

一价格水平全产业链都很难

盈利。即使一体化产业链企

业，在 1 元/瓦的水平上也只能

勉强维持。

晶科能源和晶科科技董事

长李仙德近期则表示，光伏组

件价格即使降至 1 元/瓦，对于

光伏垂直一体化企业来说仍有

盈利空间。

不过，当前对于入局时间

尚短且产能规模并不靠前的三

一硅能而言，实现较好盈利并

不容易。

三一国际 2023 年上半年

业绩报告显示：“自收购事项以

来，三一硅能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已经为本集团贡献 0.37

亿元的收入及0.22亿元的综合

亏损。”

三一硅能光伏业务的发

展，仍有待时间的检验。

按照三一集团此前制定的

目标，其工程机械、港口机械、

煤机矿车业务要成为世界第

一，风能装备、新能源商用车、

石油装备、电池装备、氢能装

备、光伏装备成为中国第一，工

业互联网、动力电池、光伏产

业、建筑工业化、环保装备、投

资协同实现破局。

本报记者 陈家运 北京报道

巴以冲突持续，红海地

区的局势也骤然升温。

12 月 15 日，也门胡塞

武装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向

开往以色列的“阿拉尼娅”

号集装箱船和“帕拉蒂尤姆

3”号 集 装 箱 船 发 射 了 导

弹。声明说，胡塞武装将继

续阻止所有前往以色列的

船只，直到加沙地带的人民

所需物资运抵。

受此影响，多家国际航

运企业已陆续调整航线并暂

停在红海海域航行，导致国

际海运运输受到严重影响。

卓创资讯分析师陈昭

娟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红海停运对

欧洲地区的影响尤为明显，

主要是因为中东液化天然

气（LNG）资源通往欧洲的

成本和时间将不可避免地

增加。截至 12 月 18 日，欧

洲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上

涨 7.03%，至每兆瓦 35.522

欧元。预计短期内欧洲天

然 气 市 场 价 格 将 偏 强 调

整。不过，红海事件对于中

国市场的直接影响有限。

多公司暂停红海运输

12 月 18 日 ，英 国 石 油 公 司

（BP）宣布将暂停所有通过红海的

运输。消息公布后，欧洲天然气价

格迅速飙升。截至 12 月 19 日，英

国天然气主连盘中上涨超过13%，

收盘涨幅回落至6.66%。

此前，由于多艘船只行至红

海水域时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

击，地中海航运公司、达飞海运集

团、马士基集团、赫伯罗特公司等

多家国际航运巨头都暂停了其

集装箱船在红海及其毗邻海域

的航行。

红海是进入苏伊士运河的必

经之路，避开红海将意味着放弃通

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光大

证券研报数据显示，苏伊士运河承

载着 10%左右的全球海运贸易总

量，是连接亚洲和欧洲最为重要的

航运通道。

陈昭娟告诉记者，作为全球海

运的重要航道，苏伊士运河扮演着

欧洲、亚洲、非洲十字路口的角色，

同时也是北美至亚洲的快捷航

线。随着红海事件的爆发，马士基

集团、赫伯罗特等航运企业已暂停

在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的航行。多

家海运公司正在考虑绕行好望角，

以确保货物安全送达目的地。

然而，绕行非洲西南端的好望

角将增加数千英里的航程，这也意

味着燃料成本上升。

陈昭娟表示，绕行好望角带来

的最直接影响是国际运费的上

涨。据了解，已有相关航线运费较

12月上半月上涨约6倍。

“红海停运对欧洲地区的影响

尤为明显，由于地缘政治因素，欧

洲部分管道气供应已逐步替换为

LNG，在欧洲LNG进口来源国中，

卡塔尔位列第二，2022年欧洲自卡

塔尔地区进口的LNG约占总量的

四分之一。”陈昭娟进一步解释称，

因此来自中东地区的LNG资源送

至欧洲需绕路好望角，而改道好

望角航线一方面会使运输时间延

长，另一方面则是引发运费上涨。

欧洲地区或面临时段性短缺和接

货价格高涨的问题，从而加剧国际

LNG供需错配矛盾。

国际航运公会发布信息称，货

轮避开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西南

端的好望角，意味着航行成本增

加、航运天数增多，交货时间也会

相应推迟。

国内LNG进口影响有限

“中国 LNG 进口资源主要来

源于澳大利亚、卡塔尔和马来西亚

等地，而这些地区的 LNG 运输均

不受红海事件的影响，因此无论是

航运暂停还是航线调整，对中国

LNG进口影响相对有限。”陈昭娟

表示。

卓创资讯的船期数据显示，未

来几天到港的船期受红海事件的

影响也相对较小。然而，欧洲和亚

洲地区作为全球主要的LNG进口

地，欧洲市场的价格变动将不可避

免地影响到亚洲市场。此外，与欧

洲气价关联度较大的东北亚LNG

现货到岸价格变化需要一定的时

间周期进行反映。预计未来东北

亚现货到岸价仍有一定上行空间，

可能间接影响到国内天然气市场。

中研普华研究员李芬珍子告

诉记者，短期来看，红海局势对国

内天然气市场影响甚微。如果航

运公司长期无法继续供应天然气，

可能会导致全球天然气供应中断

或减少，从而对中国市场造成一定

影响。

目前，市场整体保持稳定。截

至12月19日，中国LNG地区成交

均价为5544.38元/吨，较上月末下

滑11.65%。较今年1月5日的最高

价6862.48元/吨，下滑19.21%。陈

昭娟表示，近期 LNG 价格下滑主

要是受前期北方多地降雪天气影

响，导致多地高速出现封闭现象，

上游出货压力加大，进而通过降价

刺激销售。此外，近日西部液厂气

源成本下调，也未能对市场价格形

成有效支撑。

在管道气市场，由于近日我国

多地气温出现“断崖式”下滑，居民

采暖需求增量明显。据卓创资讯

监测，多地城燃管道供应压力有所

加大，全国天然气用量已突破峰

值，叠加进口管道减量等利空影

响，国内管道气整体供需偏紧。

对此，陈昭娟指出，LNG 市场

一方面受管道气供应偏紧影响，部

分液厂出现停售、限售优先保供居

民用气现象，接收站气化外输量有

所增加，相应削减液态槽批出货

量，LNG市场整体供应缩减；另一

方面，华中、华东、西北多地城燃开

展补库行为，且随着积雪融化，多

地高速恢复通行，物流周转速率加

快，内陆低价液辐射范围有所扩

大，沿线加气站销量亦有所回升，

LNG市场呈现供弱需增现状。

李芬珍子告诉记者，当下我国

天然气行业供需情况相对健康。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

加快，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天

然气作为清洁能源的重要替代品，

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推动。我国

天然气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供应能

力逐步增强，并逐步建立了一个较

为完善的管道输气和液化天然气

进口体系。国内市场上的天然气

消费主要集中在城市居民使用、工

业生产和电力行业方面，随着国民

经济的发展和政策的推动，这些需

求预计还会继续增长。

对于后市行情，陈昭娟分析，

地缘因素影响短期难消，欧洲气价

仍有上行空间，国际供需错配矛盾

或将逐步渗透至中国市场，可能在

一定程度上对已进入上行周期的

国内市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综合来看，预计短期国内 LNG 市

场仍保持偏强运行，但国际影响始

终有限，当前国内市场走势仍需多

关注国内自身驱动因素的变化。

三一集团旗下除了三一硅能布

局光伏制造外，三一重能此前

也涉足了光伏领域。

当前对于入局时间尚短且产能规模并不靠前的三一硅能而

言，实现较好盈利并不容易。

如今，三一集团开启第三次创业，加快推进“全球化、数智化、低碳化”战略转型，并全面布局风、光、储、氢新能源产业链及部分核心装备技术。图

为浙江湖州三一集团生产基地。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