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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与最坏时刻并存：
光伏产业如何在阵痛中破茧成蝶
本报记者 张英英 吴可仲 上海报道

“时隔一年，我们再次相聚上

海，光伏产业变化发展呈现两重

天。行业遭遇史上最强‘内卷’，供

需严重错配，产业步入冰河期。”6

月11日，协鑫集团董事长朱共山在

SNEC PV+第十七届（2024）国际太

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上海）大会暨

展览会（以下简称“SNEC”）上如是

感慨。

相比去年的 SNEC，如今的光

伏产业正在历经阵痛期，可谓是内

忧外患。截至目前，光伏四大制造

环节基本上跌破现金成本，集体盈

利承压。与此同时，贸易壁垒升级，

导致外需收缩、出口下滑。

SNEC是全球光伏产业的晴雨

表和风向标，同时也是光伏从业者

聚集智慧、交流思想的主阵地。《中

国经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在这一

场光伏盛宴上，光伏大佬们无不直

面教训并深刻反思。有人认为，光

伏激荡二十年，历经四次危机，这一

次并不轻松。

在朱共山看来，光伏上演超级

“内卷”，外因是供给侧同质化竞争、

资本盲从、跨界挤压、地方政府招商

以及代建驱动、需求端唯低价中标

等因素叠加，将产业带入“局部最

优”而非“全局胜利”的陷阱。透过

现象看本质，“内卷”加剧，与全行业

对供需关系的误判，以及行业触碰

固有技术的天花板致使准入门槛不

够等不无关系。

“当前，中国光伏产业最好的时

刻与最坏的时刻并存，处在阵痛中

破茧成蝶的重要转换期。行业正在

经历的，不是以往三五年一轮的周

期性迭代，而是光伏大变局时代来

临之前的一场预演。”朱共山认为，

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不可取，中国光

伏亟待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

形之手”同时施力，进行以提高技术

标准和市场准入门槛为主要手段的

结构性调控。

2023 年，以新能源汽车、锂电

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合

计出口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

元大关。

亮丽的数据背后，市场竞争形

势日益严峻。产能建设一哄而上，

同质化竞争问题凸显。2024 年一

季度，光伏行业普遍性亏损。

在赛拉弗集团董事长李纲的记

忆中，自从 2008 年加入光伏行业，

这样的情形还是第一次看到。他

说，当前淘汰赛的枪声已经打响，确

实比较惨烈。

“无序扩张导致了阶段性的供需

错配。”李纲表示，一方面，企业为了

保证开工率，兑现投资人和地方政府

的承诺，无底线低价抢单。另一方

面，买方买涨杀跌，持续观望，再加上

低价中标，“内卷”变得更加严重。

天合光能董事长兼 CEO 高纪

凡表示，各方要下定决心，破除行业

无序竞争的乱象。政府部门要统筹

规划，不能一哄而上，要提升招商引

资的质量，避免招商以后留下一堆

“烂摊子”。

高纪凡还表示，要进一步压实

相关管理部门、金融机构、行业主管

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在市场准

入、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等各个环

节，要严格执法，才能形成健康有序

的营商环境，促进地方经济、保障金

融安全。

事实上，光伏产业的供需关系

随着新老玩家的扩产已经发生变

化。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董事长武飞表示，2021 年和 2022

年，光伏行业的暴利注定了今天这

个惨烈现状。“我们不能总是归因别

人，也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通过

三年发展，光伏行业也不再是暴利

了。我们应该对这个行业有一个充

分认识，将来要走差异化竞争。”

武飞还说：“光伏已经变成一个

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品牌密集

型的行业了。如果刚刚跨界进来，

不具备技术、资本、品牌，从投资的

角度来说应尽早止损，否则会亏得

很惨。”

破除无序竞争乱象

摆脱低门槛、无序的同质化竞

争，光伏产业必须依靠创新，尊重

及保护知识产权。这也是行业参

与国内外竞争的新模式与新路径。

谈及光伏市场供需严重错配现

状，通威股份金融总监邱艾松近期

表示：“由于整个光伏行业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欠缺，技术门槛低，类似草

台班子的企业很容易搭建起来。”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副

会长石永红也有类似的看法。在

他看来，知识产权纠纷的案例警示

了光伏行业发展模式转型和行业下

一步发展的方向。光伏行业过去的

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过去大家

追求技术创新，但对尊重技术创新、

保护知识产权做得并不到位，因此

只要有资本就能进入这个行业，但

结果是产能持续扩张，经过几年高

速发展，很快就会供需失衡。

石永红还表示：“中国光伏企

业第一阶段出海，走向全球化是被

动性的，没有主动地谋划，如今在

东南亚四个国家的产能已经受到

美国的刁难，这种发展模式也不可

行。下一步企业全球化发展要依

靠什么？依靠技术创新、知识产权

保护才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点所在。”

可见，不管是在国内“内卷”还

是参与全球化竞争，光伏企业的竞

争方式必须换挡升级。

高纪凡表示，以创新为引领，同

时保护好创新成果，构建知识产权背

景下的协同合作格局，逐渐打破各自

为战、过度投资的状态。在他看来，

如果知识产权没有得到有效保护，侵

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大行其道，不能得

到严惩，就不可能走出“以创新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也表

示，光伏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成本

不断降低，最核心的驱动力还是技

术创新。但是，过去这些年，我们

对知识产权保护有所缺失，大家都

是“拿来主义”，导致整个技术扩散

太快。因此，光伏行业要加大保护

的力度，促进产业良性发展。

尊重及保护知识产权

本报记者 张英英 吴可仲 上海报道

光伏市场正面临短期需求增

速放缓的挑战。

展览会期间，在 InfoLink 会员

限定光储峰会上，第三方咨询机构

InfoLink Consulting 光伏资深分析

师赵延慧表示，2024年和2025年全

球光伏市场短期需求增速将放

缓。“以组件需求规模口径来说，乐

观估计 2024 年全球光伏需求将有

12%左右的增幅，悲观估计则将开

始面临零增长的考验。”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作

为全球范围内新增和累计光伏装

机规模最大的市场，中国在2024年

也将面临光伏市场需求增幅放缓

考验。

赵延慧表示，尽管去年中国光

伏新增装机规模创造了近217GW

的历史新高，但是目前行业处于一

个险象环生的环境，2024年保持去

年的新增装机水平压力较大。目

前，光伏市场需求增长的压力主要

在于分布式光伏，需求在下半年可

能出现下降，而地面光伏市场的需

求预计仍将保持较为明显的增长。

除了中国之外，欧洲和美国也

是全球重要的光伏市场。赵延慧

预计，2024年欧洲光伏市场的组件

需求承压，预计下降至 85GW—

97GW。另外，由于美国对中国和

东南亚光伏产品实施了一系列的

贸易压制，中国光伏企业已经深感

美国释放的“寒意”。

回望过去，全球光伏市场保持

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据 InfoLink

Consulting测算，截至2023年年底，

全 球 光 伏 累 计 装 机 规 模 超 过

1500GW，2023 年全球组件需求规

模为 466.8GW。到 2023 年，全球

GW 级光伏市场已经从 26 个增加

至31个。

但赵延慧也指出：“未来一段

时间内哪些市场可能面临停滞

或负增长？这是当下中国光伏

从业者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点

事项或风险因素。另外，尽管目

前整体海外制造规模相对于海

外需求而言仍存在较大差距，但

是美国和欧洲的本土制造能否

在未来 10 年或 20 年掀起新的浪

潮同样值得关注。”

在全球光伏市场需求趋缓的

同时，以中国制造为主的全球光伏

产能正在进行新一轮供需关系的

调整。

“2024 年—2025 年，光伏产能

供 过 于 求 形 势 严 峻 。”InfoLink

Consulting 光伏分析师杜加恩表

示，当前，光伏产业链四个环节（硅

料、硅片、电池、组件）基本处于亏

损阶段。由于行业的非理性发展，

2024 年光伏产业链的价格反弹迹

象不明显，很难出现反转。

与此同时，记者也注意到，目

前光伏行业各个环节已经进入加

速出清阶段。2023年下半年，光伏

市场有关裁员、放假、减产停产、项

目延期或终止的消息不绝于耳，落

后产能也将有望被加速淘汰。

通威股份首席技术官邢国强

博士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光伏产业经过 20 多年的发

展，历经四次危机，呈现出一个螺

旋式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到，当前

人类对于清洁能源的需求仍然没

有改变，我们的光伏技术不断进

步，发电成本不断降低，可以更大

促进光伏市场的发展。随着光伏

市场规模的扩大，未来市场有望消

纳更大规模的产能，长期来看这个

周期一定会过去。”

杜加恩建议，光伏头部企业应

积极加强研发，在同质化的竞争中

寻找短期无法取代的产品和布局

路线。专业化、二线企业由于较难

改变行业发展，需设法掌握最前沿

的技术选型与商业模式。

杜加恩还提醒道：“海外市场

侧重低碳技术发展。在考虑光伏

玻璃、背板和边框的情境之下，双

面双玻组件与双面单玻组件的碳

排差距将反映出一定的碳税差

额。五年后，碳成本对企业营运方

针与布局策略的影响将开始大幅

显现。”

基于国内竞争加剧、海外需求

旺盛、部分地区贸易壁垒等因素考

量，如今光伏出海已经从“全球卖”

向“全球造”转变。

InfoLink Consulting 光伏分析

师赵艺说：“东南亚地区的光伏主

辅材布局已趋于完备，美国的激

励政策与本土产能缺口正吸引全

球光伏企业布局。除此之外，中

东地区拥有稳定增长的需求与输

往欧美市场的渠道优势以及‘一

带一路’的营商环境，潜力也不容

小觑。”

值得关注的是，类似光伏产

业，当前储能市场也面临着同样的

市场供需形势。在此背景下，受上

游原材料价格下降、市场供给增

加、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2023 年

以来储能产业链的价格持续下降。

InfoLink Consulting 储能分析

师宋忠铬表示，碳酸锂价格在2024

年将会持续震荡，并保持在一定区

间内波动，价格不会突破供需对应

的边际成本。另外，由于供需严重

错配和厂家拼抢市场占有率，电芯

价格走势已与碳酸锂脱钩。

“‘内卷’之下，储能厂家纷纷

选择出海，其海外产能将自2026年

起开始放量。”宋忠铬说。

产业链价格反弹迹象不明显 机构预测2024年光伏市场承压

伴随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叠

加以美国为代表的海外国家将贸易

“大棒”挥向东南亚，中国光伏产业

链必须加速从“全球卖”向“全球造”

格局转变。

“向‘内卷’越卷越深，走出去才

能危中寻机。当前，全球产业链深

度重构，中国光伏全面出海成为必

然。”朱共山表示。

朱共山还表示，欧美、印度等国

家和地区愈发重视本国的产业链自

主性与可控性，不断挥起的“关税大

棒”，倒逼中国光伏从取道东南亚的

“曲线出海”向全面出海转变，从单一

的技术、产品出海，向包括设备、原材

料等在内的产业链抱团出海转变。

晶澳科技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武廷栋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与其他传统行业类似，光伏企业

的供应链要贴近应用市场或客户。

未来，不仅晶澳科技，还有更多的同

行可能会走出中国和东南亚，进入

美国、欧洲、中东甚至南美、非洲等

国家和地区，去建设自己的供应链，

这是一个长期发展趋势。

眼下，美国和中东正是中国光

伏制造进一步向海外拓展的两大方

向。其中，以天合光能、隆基绿能、

晶科能源、阿特斯、晶澳科技为代表

的光伏一体化龙头企业已经纷纷在

美设厂。另外，以协鑫科技为代表

的光伏硅料龙头瞄准了阿联酋。

“三到五年内中国光伏行业将

完成第一阶段的全产业链出海，面

向美国、欧洲、东南亚、印度、中东、

北非、南美等全球重点区域，汲取第

一阶段的出海经验教训，合理利用

WTO 规则，建立全球化运营新优

势。”朱共山预计。

那么，何谓真正地走出去？

在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李

俊峰看来，国际化不是把产品卖出去，

也不是到国外建一个企业，一定要“把

他乡作家乡”，真正实现国际化。

出海“他乡作家乡”

编者按/6月11日，SNEC PV+第十七届（2024）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上海）大会暨展览会拉开帷幕。这场全球最大的光伏盛会，被视为行业

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当前，中国光伏产业正处于阵痛期，可谓内忧外患。一方面，国内市场竞争加剧，企业盈利承压；另一方面，因贸易壁垒掣肘，出海受挫。

在此次大会上，朱共山、钟宝申、高纪凡等诸多光伏大佬齐聚一堂，大家直面行业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共同为光伏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文/张英英

展览会期间，《中国经营

报》记者走进展馆内，展台内外

人潮涌动，各家活动秀场的声

浪扑面而来，场面异常火爆。

尽管光伏产业正处于周期低谷

期，但是现场气氛似乎又丝毫

未受影响。数据显示，这场

SNEC 盛会聚集了国内外超

3600家的企业，预计观众高达

50万人次，为历年来规模最大

的展会。

InfoLink Consulting 首 席

分析师林嫣容关注到了 2024

年 SNEC 展会的一些新变化

和新亮点。她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不少涉足光伏和

储能行业的厂商亮相 SNEC，

这些新面孔也为整个展馆注

入了新鲜的活力。与此同时，

部分龙头光伏企业也跨入到

储能领域，呈现了出光储一体

化对能源转型的重要地位。

从技术角度看，在 N 型电池

技术方向确定后，今年 SNEC

展会上也有一些细微新技术

变化的展示。此外，除了 BI-

PV，更多适用于水上、沙漠以

及更多应用场景的组件产品

出现，这同样值得关注。”

作为跨界者，格力电器董事

长兼总裁董明珠一如既往地慷

慨直言。在展会开幕前夕的

SNEC大会上，董明珠表示：“流

泪没有用，市场不相信眼泪”，只

有两个字“斗争”。

董明珠表示：“我觉得光伏

是有前景、有希望的产业，大家

不要说今天我们变成了穷人，就

失去信心，我们还要继续撸起袖

子加油干！今天来的人虽然比

去年穷了一点，但希望明年依然

可以成为一个富人。”

除此之外，在展会现场，记

者发现三一硅能、合盛硅业、创

维光伏等不少跨界者的身影。

比如，自2021年以来合盛

硅业便以垂直一体化模式进入

光伏领域。在SNEC展会现场，

合盛硅业携多晶硅、硅片、电池、

边框、胶膜、玻璃、电池、组件等

全制造光伏产业链产品亮相。

此外，不少光伏老玩家开

启了SNEC“新品秀”。它们不

仅在 BC 和 TOPcon 技术上不

断精进迭代，也更加细化应用

场景的需求。

其中，隆基绿能发布了

Hi-MO X6 别墅款组件，这

也是光伏行业内的首款高端

别墅专用组件。据了解，Hi-

MO X6 别墅臻享款售价为

298 元/平 方 米 ；Hi-MO X6

别墅悦享款售价为 268 元/平

方米。

除了隆基绿能之外，另一家

BC技术的代表企业为爱旭股

份。6月12日晚间，爱旭股份发

布新一代 ABC 组件产品——

“满屏”组件。这款“满屏”组件

的转换效率突破25%。据悉，面

向工商业、户用、集中式场景的

ABC全系组件产品将在四季度

全面应用满屏技术。

记者注意到，这两家企业对

BC技术路线方向都非常有信

心，不过外界也更渴求其价格更

加“亲民”。在SNEC展会现场，

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表示，光

伏技术迭代在加快，BC时代已

经来临。隆基对“BC技术是未

来5—6年的主流技术”这一判断

没有改变。

晶澳科技推出了两款技术

新品，分别为 0BB（无主栅）高

效组件和单玻防积灰组件，主

要采用TOPcon技术。晶澳科

技产品技术部总监张军博士向

记者表示，当前光伏行业内卷

严重，这也要求企业不断创新

以在行业内继续生存。展望未

来，新的电池和组件技术的推

出也将促进光伏进一步降本

增效。

张军认为，从电池技术路线

上看，未来三到五年主流技术仍

以TOPcon技术为主，异质结、

BC和钙钛矿技术也将具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

通威股份首席技术官邢

国强在展会现场接受媒体记

者采访时表示，N型技术取代

P 型技术的速度非常快，到

2024年年末，预计N型技术（以

TOPcon为主）的市场占比将超

过70%。

记者注意到，光伏企业还

在打造第二条增长曲线。记者

在晶科能源、晶澳科技、阿特

斯、天合光能、隆基绿能等光伏

企业展台均看到了除了光伏产

品之外的储能或氢能产品的展

示。这些企业凭借在光伏领域

的品牌和渠道优势，迅速抢占

市场份额。

2023 年，隆基绿能旗下的

隆基氢能营业额突破亿元，成为

国内碱性电解槽中标规模最大

的厂商。截至2023年，其已经

建成2.5GW产能，规模和出货

量分别位居全球首位和全国前

三。天合光能希望未来五至八

年，储能销售收入过千亿元，跻

身行业前三。另外，晶科能源也

将储能作为公司第二个业务支

柱，争取在3—5年间成为全球前

三大储能供应商。

SNEC火热依旧
新老玩家争奇斗艳

记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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