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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过去光伏20年的发展史，

中国光伏从“三头在外”到技术引

领，并建立起全球最健全的产业链

体系。

早期，以尚德、英利等为代表

的光伏企业开始了“野蛮生长”。

它们与随后涌入的光伏企业纷纷

赴美上市，演绎了一段段跌宕起伏

的财富神话。

然而，没设备、没原料、没市场，

一个缺乏产业基础的行业注定受制

于人，很难发展壮大。2008 年和

2012 年，在历经金融危机和光伏

“双反”后，业内深刻反思，积极求

变。从遭遇“双反”打压到国内和国

外两大市场双循环，从依赖补贴到

平价上网并走进千家万户，中国光

伏如何冲出突围，实现凤凰涅 ？

中国光伏崛起启示：如何突破“围剿”领跑全球

炭黑企业利润承压 高端化转型能否破局

民营企业释放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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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重重

在光伏产业里，活跃着千千万

万的民营企业，也诞生了一批又一

批的民营企业家。

2004年，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

家出台补贴政策，刺激了全球光伏

市场爆发。彼时，施正荣已经回国

创业。他于2001年成立尚德公司，

并投建了一条 10MW 的太阳能电

池生产线，这也成为启动我国光伏

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强劲的市场需求下，尚德迅

速崛起，并于2005年在纳斯达克上

市。此后两年里，光伏企业如雨后春

笋般拔地而起，天合光能、阿特斯、赛

维、晶澳太阳能等企业也陆续赴美上

市。2007年，我国光伏电池组件产

量达到GW级水平，跃居全球首位。

不过，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

发，光伏硅料价格崩塌，不少光伏企

业遭遇重创，数百家企业破产倒

闭。随后的2011—2012年，原本刚

获得喘息机会的光伏企业再次遭遇

来自欧美国家的“双反”调查。

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贾锐博士

向记者表示：“早期，我国光伏原料、

市场和设备‘三头在外’，利润主要

为来料加工并出口。为了降低成

本，民营企业开始实现本地化，等规

模做大并威胁到海外本土企业时，

便引起了欧美国家警觉。”

历经两次危机，英利、赛维、尚德

等光伏知名企业日渐式微。但是与

此同时，自2013年起中国光伏产业

驶上发展快车道，隆基绿能（601012.

SH）、通威股份（600438.SH）等企业

开始崛起。

很难想象，昔日名不见经传的

隆基绿能能通过押注单晶技术路线

改变整个光伏产业，不仅推动了产

业成本下降，而且也成就了自己。

2013年左右，隆基绿能引入金

刚线切割技术替代传统砂浆切割技

术，助推我国打破一些外企对金刚

线核心技术的垄断，使得切片环节

成本快速下降。随后，借助 PERC

电池技术兴起，隆基股份又乘势提

升了单晶市场份额。直至2020年，

隆基绿能成为光伏硅片和组件出货

的“双料”冠军。

2020 年，我国光伏产业迎来

“双碳”风口，产业队伍不断壮大，市

场活跃度进一步提升。越来越多的

光伏企业陆续完成 IPO，登陆 A 股

资本市场。除了隆基绿能、天合光

能和晶科能源等头部一体化组件企

业外，在多晶硅、硅片、电池、逆变

器、金刚线、胶膜、玻璃、背板、银浆

和接线盒等环节也涌现出了不少优

质上市企业。其中，十余家企业一

度跻身千亿市值俱乐部。

放眼全球，世界光伏产业如今已

经形成了以中国制造为主导的竞争

格局，从多晶硅、硅片到电池、组件，

各制造环节的市场地位全面领先。

2023年，我国光伏行业总产值

（不包括逆变器）超过1.75万亿元。

不仅如此，光伏产品作为“外贸新三

样”之一，2023 年硅片、电池、组件

出口量再创新高，出口总额约484.8

亿美元。此外，除了出海卖产品，光

伏企业还纷纷赴海外建厂，开启了

从“全球卖”到“全球造”的时代。

贾锐向记者表示：“中国的光伏

产业能快速做大做强，民营企业的

贡献功不可没，并且一些民营企业

家也展示出很强的开拓创新精神，

引领了光伏产业的发展。在这一产

业中，政府角色干预少，更多是服务

行业与企业，这也使得光伏产业充

分竞争，释放活力。”

本报记者 陈家运 北京报道

在成本高企和产能过

剩的双重压力下，2023 年

炭黑企业业绩普遍受挫。

其中，黑猫股份（002068.

SZ）与金能科技（603113.

SH）发布的业绩预告均显

示净利润大幅下滑，折射

出行业面临的严峻形势。

“尽管 2023 年下半年

市场有所复苏，但仍未能

弥补上半年的亏损局面。”

中研普华研究员崔镶在接

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上半年成本高企

和需求低迷是导致炭黑企

业利润承压的主要原因。

记者从黑猫股份方面

了解到，2023年度，受原料

煤焦油价格大幅波动影

响，炭黑行业总体面临较

大的经营挑战。2023年第

二季度，国内煤焦油及炭

黑产品价格均出现大幅下

跌，导致毛利环比大幅下

滑。进入下半年，原料煤

焦油价格仍有宽幅波动，

第三、四季度主营产品炭

黑的毛利水平逐季修复。

炭黑作为工业经济的核心材

料，其产业链上下游涉及广泛，从

高温煤焦油、蒽油等到轮胎、涂料、

油墨等终端产品，无不体现出其重

要性。然而，2023年炭黑市场的表

现却并不尽如人意，仍然面临诸多

挑战和困难。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炭黑分会

理事长沈金良在2023年的一次公

开演讲中指出，进入2023年以后，

炭黑行业延续了上一年萎靡不振

的态势，各项经济指标均表现不

佳，受上下游的打压，企业亏损严

重，发展后劲不足。

具体来看，市场供需不平衡是

炭黑行业低迷的主要原因。

崔镶告诉记者，炭黑市场长期

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在供需失衡

的情况下，国内炭黑价格必然面临

下跌压力。近年来，国内炭黑的产

能不断增加，但市场需求却没有相

应扩大。炭黑下游的橡胶和塑料

等产业，由于受到环保政策的影

响，逐渐减少了炭黑的使用量。而

新兴行业的需求又无法消化整个

市场的供给过剩。

在此背景下，上市企业的业

绩表现也普遍不佳。其中，2024

年 1 月 30 日，黑猫股份发布的业

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 2023 年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2.2 亿元—2.55 亿元，同比由盈转

亏。此外，金能科技的业绩同样

不容乐观，预计 2023 年度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9 亿元—1.43 亿元，同比减少

42.69%—52.24%。

这两家企业的业绩下滑，也是

炭黑行业整体低迷的缩影。

同时，原料价格波动也给炭

黑企业带来了巨大压力。黑猫股

份方面表示，2023 年第二季度，国

内煤焦油及炭黑产品价格均出现

大幅下跌，导致毛利润环比大幅

下滑。

政策“扶上马，送一程”

中国光伏产业的崛起，离不开

政策的支持与引导。

1996 年，世界太阳能高峰会议

在津巴布韦召开，会议提出了在全

球无电地区建设太阳能发电系统

的倡议。1997年，我国正式实施光

明工程，这也使得光伏逐渐走进人

们的视野。

2004—2007 年 ，伴 随 着 全 球

的光伏浪潮，我国第一批光伏企

业纷纷涌现，并搭建起中国光伏

产业链的初步框架，甚至包括相

关辅材光伏胶膜、玻璃和银浆等

细分环节。

然而，彼时“三头在外”的光

伏产业基础并不完善，即九成以

上的多晶硅原料依靠进口，九成

以上的加工设备购自国外，九成

以上的光伏产品销往海外。因

此，当金融危机席卷而来，叠加光

伏硅料价格大跌，中国光伏行业

难免一夜入冬。

在此背景下，许多国家对光伏

的支持力度减弱，相反我国政府却

在积极救市，培育这一战略性新兴

产业。

2009年，我国推行光伏建筑示

范项目、“金太阳示范工程”，通过

财政补助、科技支持和市场拉动方

式，促进光伏产业技术进步和规模

化发展。2011年，中国光伏新增装

机规模仅次于意大利和德国，位居

全球第三位。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

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李俊峰

曾指出，金融危机来临时，中国政

府对于光伏产业不同于海外政府

的态度。“中国是一个韧性很强的

经济体。当金融界放弃的时候，

地方政府在支持，中央政府在支

持，企业家也在努力。”

2011—2012 年，随着欧美发起

“双反”调查，叠加国内出现产能过

剩，我国光伏行业再次遭遇严重冲

击。期间，大量光伏企业面临倒闭

破产，光伏产品出口近乎腰斩。

光伏“双反”的沉重打击，也

给政府和企业带来深刻思考。究

竟如何激发国内市场，推动我国

企业走向自主创新、进口替代的

路子？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名誉理事

长王勃华公开谈到了光伏产业基

础的问题，“因为‘三头在外’，有

‘两头’需要进口，设备、原料都是

基础。一个产业如果没基础，那就

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产业链不

完整，所以得到的反思就是一定要

把基础抓在自己手里。”

贾锐告诉记者：“也就是那个

时候，当海外市场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政府开始通过电价补贴发展

自己的光伏市场，意识到强健本国

光伏产业的重要性。”

2013 年，我国发布《关于促进

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紧接着又发布了《关于发挥价格杠

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

通知》，自此我国光伏行业开始在

电价补贴政策的刺激下进入了发

展快车道。

当然，相应的补贴退坡也在

倒逼光伏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

新，降本增效，促进光伏发电平价

上网。2021 年，我国发布《关于

2021 年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有关

事项的通知》，预示着光伏行业进

入了“平价元年”。

“扶上马，送一程。”得益于政

策支持和引导，自 2013 年起，我国

新增光伏装机量蝉联全球第一，

2015 年至今光伏累计装机量始终

位居全球第一。不仅如此，中国已

经构建起全球最健全的光伏产业

链体系，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

的产能占据全球比例 80%以上，个

别环节甚至达到97.9%。

贾锐向记者表示：“中国政府

相关部门为光伏企业提供了政策

支持，打开了国内市场空间。此

外，打通了各个光伏市场责任主

体之间的关系，推进了包括特高

压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

产业实现国内和国外市场双循环

发展。”

转型谋变

面对传统炭黑市场的低迷，炭

黑企业纷纷将目光转向中高端市

场，其中导电炭黑因其在新能源汽

车领域的广泛应用而备受关注。

“目前我国炭黑行业存在结构

性产能过剩问题，低端炭黑产品市

场竞争激烈，利润空间有限，而中

高端产品市场如导电炭黑仍有很

大的需求缺口，并保持着较高的利

润水平。”崔镶表示。

国家政策也在推动炭黑行业

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

产品的目录》《2030 年前碳达峰行

动方案》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为

炭黑行业指明了发展方向。

在这些政策的指引下，国内多

家龙头企业持续加大在导电炭黑

领域的投资布局。

2023 年，黑猫股份发布公告

称，计划追加两个特种炭黑项目

的投资，以加速在导电炭黑领域

的布局。

与此同时，永东股份也公开表

示，公司导电炭黑产品已经送样，7

万吨特种炭黑项目2024年投产。

此外，联科科技（001207.SZ）

方面则表示，公司 10 万吨/年高分

散二氧化硅及 3 万吨/年硅酸项目

已建成两条生产线。年产10万吨

高压电缆屏蔽料用纳米碳材料项

目可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高压

导电炭黑国产化生产。

资本市场和机构也对导电炭

黑的未来前景表示看好。随着新

能源汽车渗透率的提升，华经产业

研究院预测到 2025 年全球导电炭

黑市场规模为 64.7 亿元—86.3 亿

元，较 2022 年增长 90%；我国导电

炭黑市场规模为 47.2 亿元—62.9

亿元，较2022年增长110%。

德邦证券方面表示，随着宁德

时代全面开启新能源汽车的超充

时代，高端导电炭黑需求有望实现

结构性量增。

PERC、 TOPCon、 HJT、

IBC……是光伏行业中时常提

及的光伏电池技术。

尽管它们并非来自中国本

土，但是随着这些技术在中国落

地扎根，以及中国光伏企业不断

创造着新的电池效率世界纪录，

可以说，中国的光伏技术已经实

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

转变。

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统计，

2014—2022 年，我国企业、研究

机构晶硅电池实验室效率共打

破世界纪录56次；2022年，刷新

效率纪录 14 次，其中 10 次为 N

型电池技术。

光伏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

推动着发电成本的降低。据统

计，光电转化效率每提升1%，相

应产能及收益提升，对应度电成

本可下降5%—7%。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秘书

长刘译阳指出，过去十年来，光

伏发电成本已下降了 90%。未

来还会有新的光伏发电技术，比

如钙钛矿叠层技术乃至下一代

技术，且光伏作为一种工业制造

的能源，原材料又非常广泛，降

本增效的潜力巨大。现在在不

考虑系统平衡性的条件下，光伏

已经是最便宜的新建电源，同时

光伏发电的边际运行成本极低，

未来叠加长时储能技术仍能和

传统能源同质同价，进而降低全

社会能源转型成本。

光伏技术专家、一道新能源

CTO 宋登元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用金字塔形象地解释光伏产

业在中国的崛起，以及技术所起

的重要作用。“金字塔底层是中

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光伏

产业链生态，中间层是人才支

撑，顶层是技术引领。”

值得一提的是，技术的产业

化离不开光伏产业链生态，特别

是设备企业的参与。

“很多高效光伏电池技术在

很多年前就在实验室实现，但如

果实验室的技术要走向商业化

量产并变成产品，同时降低制造

成本并保持较高的良率、效率和

品质一致性，就必须有配套的大

规模量产设备来满足光伏制造

企业的需求，因此需要光伏设备

厂家和光伏制造厂家协同攻关，

来解决诸多量产中的技术和工

程问题，最终达到大规模量产。”

贾锐表示。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

光伏设备需要进口，价格高昂。

在快速提升的市场需求下，进口

设备很难短时间内响应。不仅

如此，由于设备交货期难以保

证、售后维修周期长等问题也限

制了企业的生产效率。而国产

光伏设备却在稳定性、良品率和

产能上处于劣势地位。

但如今，中国光伏设备企业

一改过去的市场现状，在产品性

能和价格上都彰显了自身优

势。以扩散炉为例，宋登元向记

者表示：“过去进口一台扩散炉

要几百万元，国内找不到合适的

生产商。现在国产设备价格已

经降低至进口设备的1/2左右，

产能也比早期进口设备提升了

几倍，而且性能还比国外的先

进，目前都已经全部国产化。”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发布的

2022年光伏设备情况显示，在技

术发展领域，我国光伏设备企业

从硅材料生产、硅片加工、光伏电

池片、组件设备的生产到相应的

纯水制备、环保处理、净化工程的

建设，以及与光伏产业链相应的

检测设备、模拟器等，已经具备成

套供应能力，部分产品如清洗设

备、制绒机、扩散炉、氧化退火炉、

LPCVD、管式 PECVD、印刷机、

单晶炉、串焊机、层压机、检测及

自动化设备等已基本实现全国产

化，并实现不同程度的出口。

贾锐此前也向记者表示，

2015年以来，我国国产化光伏设

备的多项指标大幅提升，目前整

个光伏产业链各环节设备基本

实现国产化，对促进我国光伏产

业降本增效进而实现平价上网

起到了重要作用。

技术迭代与产业链生态协同

提高集中度

近年来，我国炭黑行业产能利

用率整体保持在 70%左右。这主

要是由于部分中小型企业受产品

市场竞争力不强、管理水平不高、

节能环保措施不达标等因素影

响，开工率不足。与此同时，行业

龙头企业由于技术实力强、产品

质量高、客户资源优势，产能相对

不足，陆续进行产能扩张，加剧了

市场竞争。

在世界炭黑生产供应国中，我

国以46.1%的供应量稳居全球第一

的位置，是全球主要炭黑产地。据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数据，2023年中

国炭黑市场总产能约976.55万吨，

相比上年增加 93.75 万吨，环比增

加 10.6%，整体产能小幅增加。其

中，华东和华北地区炭黑产能占比

最多，分别占炭黑总产能的36%和

35%，行业总产能近几年每年保持

3%的平稳增长。

生意社方面预计，2024 年国

内炭黑产能将小幅增加，鉴于国

内炭黑的产能情况，国家政策对

炭黑产业有着方向性的指导，主

要着力于淘汰落后产能，提高准

入门槛，优化行业格局，培养一批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炭黑企业。目

前，炭黑行业由高速增长阶段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政策的

逐步落地，未来炭黑市场竞争格

局或继续加剧，国内落后产能逐

渐退出。

崔镶也表示，炭黑行业的集

中度将越来越高，行业布局更加

科 学 化 ，随 着 供 给 端 的 不 断 优

化，未来在市场竞争中胜出的炭

黑企业更注重产品技术含量、研

发投入和科研创新，以及资源节

约力度。

回溯过去光伏20年的发展史，中国光伏从“三头在外”到技术引领，并建立起全球最健全的产业

链体系。图为SNEC第16届国际太阳能光伏和智慧能源大会隆基绿能展区。 视觉中国/图

2013年起中国光伏产业驶上发展快车道，隆基绿能（601012.SH）、通威股份（600438.SH）等企业开始崛起。

光伏“双反”的沉重打击，也给政府和企业带来深刻思考。

技术的产业化离不开光伏产业链生态，特别是设备企业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