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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刘灿邦

“当前，中国光伏行业确实存在

一定阶段性和结构性过剩风险，但总

体属于行业发展正常范围。”11月 15
日，工信部对光伏行业现状的这一表

态受到各方关注，而在 11月 13日启

幕的 2023第六届中国国际光伏产业

大会上，如何实现行业良性发展同样

是业内热议的话题。

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表

示，如何在保持行业竞争压力、竞争

效率的同时，适当考虑竞争生态，值

得全行业共同思考、共同探索。刘汉

元认为，当下的产能过剩会在短时间

内迎来新的平衡，“不用过多担心，市

场的事情交给市场，政府适当引导就

可以应对这次所谓的过剩危机。”此

外，隆基绿能、天合光能等多家头部

企业负责人也分享了对行业的看法。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大会期间，

各地政府和光伏龙头企业抢抓招商

契机，成都、乐山、眉山等地的重大合

作项目先后签约落地，签约总金额累

计已超过 500亿元。四川省及相关

地市负责人均表态将大力推动光伏

产业发展，加快打造成乐眉光伏产业

经济走廊。

推动能源转型应摒弃成见

本次大会期间，通威集团董事局

主席刘汉元在接受证券时报等媒体

采访时被问及如何看待当下光伏行

业产能过剩问题，刘汉元回应称，光

伏行业的发展才刚刚开始，未来需要

比今天大得多的产业规模才能够支

撑能源转型。

“市场的事情尽可能交给市场。”

刘汉元说，市场条件下，所有投资与

需求都是不断的平衡、过剩、再平衡，

周而复始的螺旋式运动，“市场经济

的本质就是发现需求和平衡需求，以

及投资、减少投资、扩大投资的反反

复复的过程，所以我认为当下的情况

很正常。”

在刘汉元看来，未来光伏行业的

潜力、增长空间还很巨大，产业过剩

几乎会在短时间内——半年、一年或

者稍微长一点的时间——重新取得

新的平衡。

构建良性行业生态也是刘汉元

频繁提及的内容，在本次大会主论坛

上，刘汉元表示，如果行业参与者缺

乏理性、无序地参与竞争，很难说是

在用光伏改变世界。“如何在保持竞

争压力、竞争效率的同时，适当考虑

行业竞争生态，值得行业同仁共同思

考、共同探索。”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汉元进一

步补充说，行业参与者应当多增加

“我对你的环节的支持，你对我的环

节的支持”，相互有所差异、有所侧

重，然后相互成全、彼此兼顾，这实际

上才是最好的生态。“不要搞简单的

重复、简单的内卷，否则会让行业生

态很难维持。行业同仁逐渐会有这

种共识，哪怕有时卷了，哪怕有时过

度竞争了，理性还是会重新回归。”

谈及当前光伏行业面临的国际

贸易形势，刘汉元表示，在这一轮全球

低碳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中国将有望

成为引领全球能源转型的大国，同时

特别希望和呼吁与欧美日韩等国家深

入交流，共同推动全球的能源转型。

“在人类生存权、发展权、全球气

候变化等关乎全人类命运问题面前，

没有任何国家经得起这一轮折腾。我

们推算，假如美国要关起门来，在可再

生能源产业与中国脱钩，关起门来打

造自己的制造产业链，10年到15年的

时间难以完成；欧洲如果要做同样的

事情，15年到20年的时间难以完成。

但是留给全人类碳中和的时间，发达

国家只剩下不到30年，发展中国家也

只有不到40年，已经没有徘徊和倒退

的时间了。”刘汉元呼吁，各国应以大

局为重，放开各种成见，推动全球可再

生能源产业供应链的共荣共享，加快

推进能源转型的步伐。

多家企业负责人密集发声

除刘汉元以外，多位光伏行业大

佬在本次会议上密集发声，分享了对

行业热点的看法。

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表示，降

本增效是光伏行业永恒的主题，科技

创新是光伏度电成本下降的核心驱

动力。与此同时，实现“双碳”目标，

需要研发出更高效、更环保、更低成

本的光伏产品，需要构建出更稳定、

更可靠、更智能的光伏电力系统，需

要探索出更公平、更公正、更可持续

的光伏市场机制。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理事长、阳光

电源董事长曹仁贤表示，目前，全球

光伏产业链各环节市场供需呈现旺

盛趋势，光伏产业链增长势头强劲，

这不仅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对行业

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

“近日，工信部召开了光伏产业

链座谈会，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在全球对绿色能源的热烈关注及行

业发展过热的背景下，行业内部竞争

愈发激烈，同质化越来越严重，光伏

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受到了挑战。”

在曹仁贤看来，当下行业值得关注的

情况还有，国际贸易环境变得更加复

杂，一些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对

我国的出口产品进行限制和打压，严

重影响供应链全球化国际化发展；各

种“光伏+”应用正在逐步成型，快速

发展；此外，高比例消纳，新能源的送

出、用地，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都在

困扰着行业高质量发展。

他呼吁，面对挑战，行业企业要

树立长远意识，在日益竞争的全球市

场中积极谋划，其中，创新是推动行

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我们应持续

推进技术创新、提高市场核心竞争

力，支撑和引领行业健康发展。”

天合光能董事长兼CEO高纪凡

表示，目前光伏行业机遇与挑战并

存，今年以来，虽然产量和出口表现

亮眼，但背后是各个环节价格的大幅

下降，出现了量增价跌的隐忧。同时

投资过快，影响行业健康发展。技术

迭代引起折旧损失压力，国际环境加

大贸易壁垒深度。

在高纪凡看来，为推动光伏行业

高质量发展，要努力做好三件事情，一

是通过进一步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

领支撑作用，助推光伏行业高质量发

展；二是通过四链融合建立光伏产业

新生态，助推光储行业高质量发展；三

是通过支持龙头光伏企业高质量走出

去，打造世界一流的光伏企业。

“世界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也

参与了本次会议的讨论，在接受证券

时报·e公司等媒体采访时，马丁·格林

称，目前，光伏电池技术间的竞争比较

激烈，包括PERC（钝化发射极和背面

接触电池）、TOPCon（隧穿氧化层钝化

电池）、HJT（晶体硅异质结电池）以及

IBC（交叉指式背接触电池），其中

PERC占比正在下降，但谈论未来究

竟哪种技术路线会胜出还为时尚早。

马丁·格林认为，未来5年将是观察哪

种技术更可行的关键期，就其个人而

言更看好 IBC技术，“我觉得在未来5
年甚至更长时间里，（IBC）会替代其他

技术路线，发展得最好。”

地方政府抢签光伏项目

记者了解到，本次大会期间，各

地政府和光伏龙头企业抢抓招商契

机，携手共谋合作，其中成都、乐山、

眉山、双流、保山、泰州、盐城、金堂等

地的重大合作项目先后签约落地，签

约总金额累计已超过 500亿元，项目

投资涉及硅料、硅片、电池片、组件等

光伏全产业链，为我国绿色低碳发展

再添崭新动能。其中，通威股份与天

合光能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

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全球光伏

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大会主论坛上，四川省副省长

郑备表示，四川产业基础雄厚，创新

资源丰富，推动光伏产业发展的基础

好、前景空间大。“四川将以本次大会

为契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着力锻

长板、补短板，促进光伏产业高质量

发展。”

成都市委常委、秘书长，成都市

新能源产业链链长杜海波表示，成都

始终坚持以“双碳”目标为引领，把光

伏产业建圈强链作为推动绿色低碳

发展的重要抓手，加快打造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千亿级光伏产业集群，已成

为光伏产业要素汇聚的“高地”、投资

兴业的“热土”。

乐山市委书记马波表示，乐山坚

定不移把晶硅光伏产业作为全市“头

号工程”，举全市之力、集各方之智，

全力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全球光伏龙头企业已有 7家在乐山

投资兴业，以通威、协鑫、晶科、京运

通、高测为代表的行业领军企业扎根

乐山、繁荣发展，形成了集群成链、互

惠共赢的光伏产业生态体系，支撑乐

山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光伏产业的重

要一极。”

眉山市委书记胡元坤表示，眉山

有全省最多的 3个省级化工园区，已

形成较为完备的产业配套，拥有与甘

孜共享留州电量的电价优势，光伏产

业发展空间巨大。

记者在本次大会乐山展区看到，

当地已具备 36 万吨硅料年生产能

力，其中高纯晶硅年产 26万吨，颗粒

硅年产 10万吨，代表企业包括四川

永祥多晶硅有限公司、乐山协鑫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等。

拉 棒 切 方 环 节 ，乐 山 已 具 备

67GW年生产能力，直拉单晶技术处

于全球领先水平；硅片年产能达到

38GW；电池片方面，乐山开展制造业

重大项目百日攻坚行动，建立健全看

板管理、项目推进机制，推动在谈项

目早签约、签约项目早开工、开工项

目早投产。目前，乐山正重点加快推

进通威股份 32GW一体化等项目，力

争2024年形成50GW电池片产能。

乐山被称为“绿色硅谷”，而在素

有“中国晶硅光伏制造基地”的眉山

展区，记者了解到，当地将晶硅光伏

产业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方向，其

中包括 TOPCon、HJT、IBC 等 N 型电

池，低损耗、超薄片大尺寸硅片，智

能逆变器、控制器等电力电子器件，

长寿命、高安全的BIPV光伏构件、光

伏瓦等。

据悉，眉山已先后引进通威太阳

能、琏升光伏、凯盛光伏、美科新能源

等企业投资，光伏产业从无到有。根

据眉山市的规划，到2027年, 全市晶

硅光伏产业规模达到 1300亿元, 硅

片产能 50GW、高效晶硅电池总产能

100GW、组件产能 30GW, 协同打造

成乐眉光伏产业经济走廊, 建设世

界级晶硅光伏产业基地。

多家光伏巨头密集发声：
产能过剩或短期内再平衡

证券时报记者 叶玲珍

“今年以来，负极材料行业因产能

供大于需、下游电池客户进入去库存

阶段，供求环境阶段性失衡，行业普遍

面临产能消纳和价格下行的压力，大

部分企业的利润空间已经压缩至成本

线附近，甚至很大比例企业已经开始

亏 损 。” 11 月 15 日 下 午 ，璞 泰 来

(603659)在 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

会上表示，未来几年，负极材料行业中

具备差异化产品优势、研发技术优势、

资本优势和海外产能布局能力的头部

企业有望迎来新一轮行业整合机遇。

作为负极龙头企业，璞泰来虽受

负极材料价格下行影响，但得益于涂

覆加工、隔膜基膜、粘结剂、自动化装

备等其他业务板块持续放量，业绩仍

保持一定韧性。

今年前三季度，璞泰来实现营收

116.88 亿元，同比增长 2.4%；净利润

16.29亿元，同比下降 28.35%。主要产

品销量方面，前三季负极材料出货量

约11万吨，占总体营收比重约40%；涂

覆出货量约 36亿平，PVDF出货量近 7
千吨。

除业绩之外，投资者重点关注的

话题集中在产能扩张、自动化装备资

产分拆上市、新兴赛道布局等领域，其

中复合集流体项目的投产进度及在手

订单情况被屡次问及。

今年4月，璞泰来设立全资子公司

江苏卓立，投建复合集流体研发生产

基地一期产 1.6万吨复合铜箔项目，项

目计划总投资为 20 亿元。璞泰来透

露，前述项目已启动基建工作，预计

2024年有望根据客户需求逐步实现产

能投放和量产。据悉，公司复合铜箔

工艺技术方案已获国内头部客户认

可，正在配合客户进行各项认证工

作。10月9日，璞泰来与宁德时代达成

战略协议，拟深化复合铜箔集流体在

锂电池领域全方位合作，共同开拓新

能源海内外市场，在同等条件下，宁德

时代将优先采购璞泰来生产的复合铜

箔集流体。

相比于复合铜箔，璞泰来复合铝

箔的业务进展更快。在本次业绩说明

会上，公司表示第一代复合铝箔已在

消费类客户中有小批量出货，第二代

复合铝箔产品正在加速研发和验证过

程中，第三代复合铝箔产品预计未来

产品成本将和传统铝箔持平。

梳理负极、膜材料与涂覆、自动化

装备等既有三大业务板块，璞泰来有

明确的产能规划：力争 2025年底实现

50万吨的负极材料产能、25亿平米基

膜产能、4万吨PVDF产能、140亿平方

米的涂覆隔膜加工能力及65亿自动化

装备产值。

在建项目方面，四川紫宸年产 28
万吨一体化负极材料建设项目一期已

基本完成厂房建设，部分工序已分批

次逐步进入设备安装和调试阶段，预

计自2023年底逐步投产；二期、三期分

别预计在 2024年下半年、2025年完成

建设投产；四川卓勤基膜及涂覆生产

基地一期年产 4亿平方米基膜涂覆一

体化项目已完成产能建设，处于产品

认证并逐步批量出货阶段，二期 9.6亿

平方米基膜涂覆一体化项目已完成设

备产线预定，正逐步展开基建工作，预

计 2024 年底建成投产；PVDF 产能方

面，新建产能一期 1万吨 PVDF+1.8万

吨 R142b 已 经 投 产 ，二 期 1 万 吨/年
PVDF+2.7 万吨/年 R142b 预计今年年

底建成。

除传统业务外，璞泰来表示正着

力布局其他新能源应用领域，如光伏

PV、钙钛矿光伏、BC及氢能等。据悉，

公司水电解制氢PEM膜电极生产设备

已通过客户初步验证，钙钛矿量产涂

布设备通过客户终端验收，钙钛矿封

装设备通过客户现场测试，与此同时，

璞泰来还在积极开展光伏新型主流生

产路线中关键设备样机的研发工作。

资本运作方面，为做大做强锂离

子电池自动化装备业务，璞泰来目前

正在推动控股子公司嘉拓智能分拆上

市事宜。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璞泰

来官宣了分拆上市进展情况：今年 2
月，嘉拓智能完成股份制改造，并于

2023年6月引入比亚迪等21家投资人

参与增资扩股。目前，嘉拓智能分拆

项目在江苏证监局辅导备案阶段并在

积极准备各项申报材料。

璞泰来复合铜箔项目
明年有望逐步量产

证券时报记者 李曼宁

11月15日晚间，中国东航、中国国

航、南方航空、春秋航空等多家上市航

司披露最新月度运营数据。尽管四季

度为民航业传统淡季，但10月份，头部

航司在运力投入、旅客周转量等主要

指标上均同比提升。

先来看国有三大航司的表现，在

供给端，2023年 10月份，中国国航、中

国东航、南方航空的客运运力投入（按

可用座公里计）分别同比增长247.9%、

243.58%、194.89%，且环比均有所增

长。需求端，在运载量指标上，中国国

航、中国东航、南方航空10月旅客周转

量（按收入客公里计）亦均实现翻倍式

增 长 ，同 比 增 幅 分 别 为 315.1% 、

302.30%、257.30%。

从运载率指标看，10月份，南方航空

客座率同比上升 14.17 个百分点至

81.15%，该指标在国有三大航司中领

先。此外，中国国航平均客座率为

76.7%，同比上升12.4个百分点；中国东

航客座率为77.08%，同比上升11.26个百

分点。

其他航司中，客座率长期领跑的

春秋航空 10 月份继续同比增长。当

月，春秋航空客座率达到90.20%，同比

增长 14.25%。此外，吉祥航空同期客

座率为83.90%，同比上升18.00%。

拆解航司 10月份经营数据，主要

指标同比提升主要来自国内、国际航

线客运量的全面回暖。其中，国际航

线客运指标增幅尤为突出。以中国国

航的国际航线业务为例，10月份，其国

际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上升 936.5%，旅

客周转量同比上升1545.4%。

最新公告还显示，多家航司于 10
月份密集增开国际航线。例如，中国

东航新开上海浦东-万象、杭州-新加

坡等航线；复航上海浦东-旧金山、上

海浦东-布里斯班、上海浦东-长崎等

航线；加密上海浦东-曼谷、上海浦东-

新加坡、广州-曼谷等航线。

航旅纵横行业发展总监赵楠向证

券时报·e公司记者表示，今年以来，随

着国际航班的进一步恢复，旅客出行需

求逐渐释放，出境旅客量呈现稳步向上

的趋势。10月，国内航司的出入境航班

量和旅客量均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60%左右。目前，中美直飞航班不断增

加和恢复，11月下旬会有更多航线恢复

及增班，市场供给的增加给中美两国人

员和经贸往来提供更多便利，中美直飞

航线票价也会有所回落。

今年以来，航空客运市场复苏已

得到持续印证，头部航司业绩亦探底

回升。接下来行业供需趋势如何，已

成为业内关注焦点。多家航司于近期

公开分享了对行业的预期判断。

海航控股在近期接待机构调研时

表示，国内方面：随着宏观经济的复

苏，预计国内民航海南、西北、西南等

旅游休闲市场恢复明显，伴随消费产

业复苏，北上广深等重要公商务市场

稳步复苏，旅客出行需求将不断增加，

预计行业供需关系和远期价格将持续

保持良性发展。国际方面：预计 2024
年为国际航线全面恢复期，行业供应

量及需求量可能持续增加，预计票价

略有下降。

春秋航空则在三季报业绩交流会

上表示，供给方面，未来2-3年，行业供

给还是会偏弱一些，飞机和发动机供应

链方面仍然比较紧张。再加上未来几

年飞机的租赁价格较高，公司认为航司

还是会比较谨慎地去对待机队数量和

成本之间的平衡。需求方面：国内的需

求结构出现一些变化，旺季市场量价齐

升比较猛烈，淡季的量价表现有待更细

致的观察，但总体上来说国内需求是不

错的。国际也在积极恢复中，各家航司

都在积极响应国际航线的进一步复苏，

海外的保障能力也在持续恢复，公司认

为未来国际航线的需求持续向好，未来

的恢复也可以期待。

上市航司披露10月数据
主要客运指标均同比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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