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于德江 编辑:陈英 2024年3月28日 星期四 Tel:(0755)83509452 A3Company公司

证券时报记者 刘灿邦

上市公司跨界光伏行业的潮水正

在逐渐退去，近期，多家公司宣布终止

光伏项目投资，其中以光伏电池为甚，

官宣终止规模已接近 100GW。业内

人士认为，跨界企业在资金、技术、管

理、市场等方面缺乏竞争优势，叠加产

能过剩、价格崩盘，引发了这轮跨界企

业的溃败。

与此同时，仍有部分跨界企业拿

下了大额订单，向外界展示经营向好

的形象；但对此剖析来看，这些跨界企

业普遍有一线大厂站台。对于这一现

象，业内态度不一，有的认为此举互利

共赢，也有观点认为，一线大厂将跨界

时间不长的企业选为供应商将使其信

誉度遭到质疑。

目前，光伏行业弥漫着“过冬”情

绪，跨界厂商终止项目投资就是表现

之一，一线大厂也正通过人员调整、延

缓投资等手段减少内部资源消耗。多

位受访人士向记者表达了对现金流的

关注，“今年行业将维持低利润水平，

但不会亏多少，各家厂商比拼的关键

是现金流。”

多个跨界光伏项目终止

上市公司跨界光伏的热潮始于

2021年前后，彼时硅料供应紧缺，光伏

行业处于价格上行周期，利润颇丰，行

业内外的众多玩家跃跃欲试，想要分

一杯羹。与此同时，在资本市场，“跨

界转型”概念受到投资者追捧，沾“光”

必涨，造富神话频频上演。

然而，产能过剩的“灰犀牛”如约

而至，最先倒下的也是跨界玩家。记

者注意到，今年3月以来，多家跨界上

市公司披露了拟投建光伏项目的实施

进展。其中，海源复材与聆达股份均

在 3月 18日召开董事会会议，通过了

终止相关项目投资的议案。

回溯前情，2022年末以来，海源复

材与全椒县政府先后签订多份协议，

以全资子公司滁州能源为主体在滁州

市全椒县投建光伏产业基地，该项目

最终确定的实施进度为一期建设年产

10GW TOPCon电池及3GW组件，二期

建 设 5GW HJT 电 池（下 称 滁 州 项

目）。在最新公告中，海源复材表示，鉴

于在滁州项目推进过程中，光伏行业

及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经公司认

真研究，为降低投资风险及管理成本，

优化资源配置，决定终止滁州项目。

聆达股份终止建设的铜陵高效光

伏电池片产业基地项目规划始于2023
年 6月，总投资约 91.5亿元。该项目

原计划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建设年

产 10GW TOPCon 电池产线，二期建

设年产 5GW TOPCon及 5GW HJT电

池产线。最初计划显示，聆达股份铜

陵项目一期开工后 6个月内（2023年

12月）完成全部厂房建设，并在主厂房

交付之日起 3个月内（2024年 3月）完

成设备安装调试并首批投产，2024年

6月左右全面达产；项目二期待项目一

期全部建成达产后适时建设。

上述两个项目的终止并无先兆。

今年 1月底，海源复材仍有心继续推

进滁州项目，公司董事会会议决定对

滁州能源增资，后者注册资本将由

1000万元增加至2亿元。聆达股份铜

陵项目一期建设进度虽未达预期，但

公司在 3月初仍表示将妥善安排并推

进该项目建设。

近期，另一个引发关注的跨界项

目进展来自于沐邦高科，公司终止了

江西省安义县 8GW TOPCon 电池生

产项目及湖北省鄂城区 10GW TOP⁃
Con电池生产项目的投资合作协议。

围绕这两个项目，沐邦高科此前均与

地方政府签订了框架协议，不过并未

形成具体合作协议。此外，沐邦高科

表示，公司位于广西梧州的 10GW
TOPCon电池项目将延期一年半至今

年 9 月底前投产，位于安徽铜陵的

5GW N型电池、5GW切片项目主厂房

钢结构已完成 20%、土建工作完成

35%，工程进度符合预期。

这三家公司都是典型的跨界企

业。2020年之前，聆达股份曾涉猎余

热发电、光伏电站、裸眼3D、工业大麻

等业务，其中不乏当时市场的热点概

念。2020年10月，公司完成了对金寨

嘉悦新能源 70%股权收购，正式进军

光伏电池业务。

海源复材原有业务为复合材料轻

量化制品、新型智能机械装备，公司于

2020年 9月收购赛维电源，开始筹备

进入光伏组件行业。相比之下，沐邦

高科跨界进入光伏行业的时间较晚，

公司主营业务原涉及益智玩具、教育、

医疗器械三大模块，2022年年初，公司

启动了对豪安能源100%股权的收购，

并于当年 5月完成并表，新增单晶硅

棒、硅片生产销售业务。

跨界转型对相关公司业绩形成了

明显支撑，以营收指标为例，聆达股份

2020—2022年的营收规模增速分别为

154.52%，282.49%和 47.94%；沐邦高

科2022年营收规模增长了192.83%。

盲目投资遇上价格崩盘

谈及当前跨界项目纷纷终止的情

况，一家硅料厂商人士告诉记者，光伏

各环节项目审批单位不同，多晶硅项目

的审批权在国家部委。反观中下游电

池、组件项目，甚至不需要惊动市级政

府，县一级发改部门就能批准立项，投

资门槛非常低，发展规模也较难管控。

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以来，光伏

各环节公告的新扩产能为，多晶硅超过

600万吨，硅片超过1200GW，电池超过

1500GW，组 件 超 过 1400GW。 截 至

2023年底，各环节已有产能初步统计为，

多晶硅超过188万吨，硅片超过892GW，

电池超过844GW，组件超过861GW。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

勃华认为，当前光伏行业面临严峻的供

需形势，一方面，产能大幅提升，供应量

增加，叠加部分企业的恐慌性降价；另

一方面，“低价中标”现象带来价格“内

卷”。他提出，在现有利润率下，规划产

能最终会有多少落地值得从业者深思。

王勃华也提到，本轮行业波动与地

方政府盲目招商引资有一定关系，很多

企业也忽视了光伏行业的竞争强度，盲

目扩产或涌入。他认为，中央层面应规

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而地方政

府招商需立足本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

链条件，盲目招商不仅不能实现发展，

反而可能加重地方财政负担。

供需失衡是跨界光伏项目纷纷溃

败的重要背景，而直接导火索是产业

链价格的崩盘。以行业咨询机构 Info⁃
Link上周公示为例，P型电池报价在

0.36元/W—0.39元/W，N型TOPCon电

池报价在 0.46 元/W—0.48 元/W。而

在2022年年中，P型电池报价还在1.3
元/W以上。

电池价格下跌的杀伤力有多大，聆

达股份提供了一个例证。在3月初公告

铜陵项目进度未达预期时，公司提到

“高效光伏太阳能电池价格下滑，短期

内给公司经营带来一定压力”。不仅如

此，聆达股份也于近日对子公司金寨嘉

悦新能源的高效电池生产线实施临时

停产，停产时间至2024年4月15日，后

续复产情况有待进一步披露。

聆达股份表示，随着光伏电池价

格快速下降，金寨嘉悦新能源经营压

力加大，与此同时，近年来因金寨嘉悦

新能源经营资金筹措未达预期，导致

其现有PERC型电池产线经营性现金

流紧张，新建产能TOPCon生产项目建

设进展缓慢。

聆达股份表示，光伏电池业务最

近一年一期收入占比分别为 95.50%
和 94.45%，短期来看，此次临时停产

对公司 2024年的经营业绩会产生较

大不利影响，但长期看，本次实施临时

停产有利于避免由于光伏电池片产品

短期内价格走低引起的亏损。

在一家一线厂商负责人看来，光

伏制造企业的一项重要经营指标就是

开工率，开工率的高低与企业的市场

拓展能力直接相关，如果企业不能通

过连续生产来提升工厂运营效率并降

低成本就面临被淘汰的风险。该负责

人还提醒说，2023年未实现盈利的产

能将不可持续，另外，如果企业不能持

续的进行创新投入、技术革新同样会

面临较大的被淘汰风险。

“资金、技术、管理、市场全方位没

有优势”，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

所长沈文忠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

时，概括了上市公司跨界转型光伏退

潮一事的原因。

绑定一线厂商逆势求生

也有一些跨界上市公司经营得有

声有色，近期拿下了大额订单。

3月中旬，琏升科技公告称，旗下

眉山琏升将向安徽国晟采购1.45亿片

单 晶 硅 片 ，同 时 向 江 苏 国 晟 销 售

700MW的A级G12异质结电池产品。

琏升科技预计，此次采购及销售协议

的签订金额将超过公司 2022年经审

计主营业务收入的100%，绝对金额超

过2亿元。

本月，明牌珠宝全资子公司日月

光能与天合光能及其 4家子公司签订

《电池采购框架合同》，天合光能预计

于 2024年至 2026年向日月光能合计

采购 210系列 TOPCon 双面太阳能电

池约 13亿片，若按照当前市场价格测

算，预估合同销售总额约为58亿元。

仕净科技本月初也宣布，全资子

公司仕净光能与晶科能源及其下属子

公司签订《电池片采购合同》，仕净光

能将于2024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
月 31日向晶科能源及其子公司销售

包含但不限于 182尺寸的太阳能单晶

电池片/A级片约 25亿片。本次协议

的签订金额按照市场价格预计占公司

2022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超过100%，绝对金额超过1亿元。

组件企业外购电池并不罕见，但

是，天合光能、晶科能源等均为一线大

厂，而其采购方明牌珠宝、仕净科技却

是不折不扣的跨界公司，且后者转型

时间不长，市场对上述订单既好奇也

有疑问——跨界厂商能否为头部企业

提供技术含量最高的电池产品？

围绕跨界企业的这一现象可以从

多个维度解读，对跨界企业而言，通过

绑定一线大厂，现阶段经营有了保

障。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专家委副主任吕锦标向记者表示，跨

界企业聚焦资源在一个专业化环节，

背靠一线厂商提供稳定的配套，在光

伏各环节产能超过需求并快速扩张的

当下，不失为好的商业模式。

不过，这种绑定也对跨界公司构

成了限制。记者注意到，日月光能与

天合光能的订单中还附带一份补充协

议，其中提到，日月光能承诺合同有效

期限内不发展、投资任何太阳能光伏

组件的生产、制造等实体业务；若卖方

违反该承诺，买方天合光能有权立即

解除《电池采购框架合同》，卖方应在5
个工作日内向买方退还剩余预付款。

类似协议的实质是，跨界厂商一

定程度上成为一线大厂的代工厂。类

似的代工模式在光伏行业并不少见，

2021年前后，市场上硅料紧缺，一些有

硅料资源的厂商就会找中小型的硅片

厂商代加工硅片产品。

对于跨界厂商依附一线大厂的情

况，也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达了担忧，

“这种现象看上去对跨界企业是利好，

对龙头企业是利空，但合作只是锁量

不锁价，真正的考验是这些跨界者的

产品是否有市场竞争力。”

该人士还指出，一线大厂找跨界

企业“代工”电池等产品，主要是经济

上的考虑，避免自身背上过多产能包

袱，但也需要注意到，电池往往被认为

是光伏行业中最具技术含量的产品。

如今一线大厂却要通过跨界企业供应

产品会引发业内对于一线大厂自身技

术水平不高的质疑，有损大厂信誉度，

而这之前，一线大厂在谁家的电池技

术更先进上是有很多争论的。

记者注意到，仕净科技拿下晶科

能源大单背后，两家企业也有业务合

作，双方将共同出资在资阳市临空经

济区成立项目公司，负责投资年产

20GW硅片+20GW太阳能电池片的研

发制造基地。仕净科技在项目公司持

股 90%，晶科能源持股 10%。该合资

项目厂房建设计划于 2024 年 4 月动

工，预计 2024年四季度末竣工并完成

首片电池下线。

很多跨界企业都瞄准了这类模

式，沐邦高科在宣布终止多笔投资后，

转而与山西忻州市政府签订协议，拟

在当地投建年产16GW N型单晶硅拉

棒项目。沐邦高科表示，一道新能在

忻州建设年产14GW高效光伏电池生

产基地项目，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

拟投资本项目与公司重要客户协同配

套。据悉，一道新能在 2023年全球组

件出货榜中排名第九。

今年要现金流为王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多

个光伏项目受阻，不仅仅是跨界厂商，

也有老牌企业。

除前述项目以外，向日葵终止了

10GW TOPCon电池扩产项目，奥维通

信终止投建 5GW高效异质结电池及

组件项目，亿晶光电滁州年产 10GW
TOPCon电池项目也出现滞后。大全

能源、京运通等公司均有项目延期投

产，金刚光伏、国晟科技则是终止了相

关定增计划。

从宏观层面而言，光伏行业已经

开始“过冬”，众多企业开始“节衣缩

食”。以隆基绿能为例，近期公司被曝

将大规模裁员，公司随即辟谣称，当前

光伏行业面临复杂的内外部竞争环

境，为了应对市场变化，提升组织效

能，公司进行了相关岗位结构优化，网

传“裁员 30%”信息不实，预计人员调

整比例约为全体员工总数的5%。

事实上，隆基绿能 2022年营收破

千亿，净利润破百亿，截至2023年三季

度末账上货币资金还高达567亿元。如

今，作为行业龙头的隆基绿能都已在压

缩开支，为“过冬”做准备，中小厂商的

日子过得如何难免让人打个问号。

记者注意到，去年 5 月的上海

SNEC光伏展期间，隆基绿能总裁李振

国曾提醒说，未来将有超过半数的光

伏企业被淘汰出局。彭博新能源财经

今年 1月发布的报告也指出，安装量

增长正值组件价格维持在纪录低点，

一些制造商今年将亏本销售。鉴于这

些成本压力，预测三家中型制造商将

因无法在当前环境下竞争而破产。

除跨界厂商更多依附于一线大厂

以外，对跨界项目的并购也逐渐浮出水

面。例如，海源复材虽然放弃了滁州项

目，将滁州能源100%股权以3800万元

的价格转让给爱旭股份旗下爱旭科技，

但爱旭股份仍将在此基础上继续投建

TOPCon电池产能。业内普遍预计，今

明两年可能会有更多光伏项目“烂尾”，

行业内的并购活动也将加剧。

“光伏市场继续增长是确定的，不

确定的是增多增少；增长的确定性导

致光伏全产业链连年扩产，直到 2023
年开始出现产能过剩，但去年下半年

开始的全行业低价并没有威胁到行业

主要参与者。”吕锦标向记者说道。在

他看来，新的竞争格局下将开启淘汰

赛，有退出，也有进入，一线企业、新一

线企业今年也将制定高于去年的经营

目标。“一线厂商全部有新的再扩产计

划，除了现有份额，还有新的增量可

抢，特别是倒下的中型企业会腾出一

部分市场。”

吕锦标提示说，2024年行业将维

持低利润水平，但不会亏多少，各家厂

商比拼的关键是现金流。对现金流的

关注也得到了上述一线厂商负责人的

认可，“我认为，二线企业保持现金、活

下来很重要，不要去追逐这些没有利

润的订单。”

该负责人还提到，头部企业的规

模化生产能力、市场竞争能力以及体

系化建设能力肯定会比新晋企业有很

大优势。“很多新晋企业不具备这些能

力，过去几年，因为行业供不应求，只

要资本进来，不管做哪个环节都能赚

钱，但这种情况已不可持续；未来竞争

格局会继续分化，竞争主要是集中在

几家头部企业，头部企业的集中度也

会持续提升。”

上市公司跨界光伏项目批量终止
活下去成行业共识

刘灿邦刘灿邦//摄摄 周靖宇周靖宇//制图制图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映泉

3 月 27 日 晚 间 ，美 的 集 团

(000333)披 露 2023 年 年 报 ，公 司

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3720.37亿元，

同比增长8.18%；净利润337.2亿元，

同比增长14.1%；基本每股收益4.93
元，创下历史最佳经营业绩。

公告称，美的集团拟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30元（含税），合计现金

分红 207.61亿元，约占去年净利润

的61.57%。

在细分业务方面，To B业务成

为美的集团业绩增长的重要贡献力

量，新能源及工业技术板块实现营

收约 279亿元，同比增长约 29%；机

器人与自动化板块实现营收约 311
亿元，同比增长约12%；智能建筑科

技板块实现营收约 259亿元，同比

增长约14%。

2023年，美的集团研发投入超

过 140亿元，且研发投入还在持续

增长。2021年至2023年，美的集团

研发投入合计超过390亿元。截至

2023年12月，公司在全球拥有研发

人员超过2.3万名，占非生产人员比

例超过50%。

目前，美的集团已推进多家“黑

灯工厂”建设，多家海外工厂实现总

装排产在线化，散装件（KD）一键下

单比例提升至98%，实现国内和海外

KD关键物料品质追溯、生产进度实

时可视、异常工时预警等，工时减少

达到30%；加强产研协同，通过工艺

数智化平台赋能，工艺路线生成周期

缩短90%，转产效率提升62.5%。

年报显示，2023 年，美的海外

自有品牌（OBM）业务增长迅速，已

达到海外智能家居业务收入40%以

上，OBM产品在众多海外市场已展

现出较强的竞争力。

在供应链上，美的集团也加大

了海外布局，美的集团全球生产基

地出口业务 2023年累计发运货量

超过 80万标准箱（TEU），其中预付

条款货量占比增长 14%，不断构建

端到端敏捷交付能力。

美的集团业绩创新高
拟现金分红逾200亿

证券时报记者 王小伟

原本从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也可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直接获得

实物分配股票，同时PE/VC机构实

现顺利退出。这种较为新鲜的方式，

发生在科创板公司八亿时空身上。

3月 27日晚，八亿时空发布了

两份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还有一

份股东股票实物分配完成暨股份

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持有公司

8.59%的股东北京服务基金通过占

用集中竞价交易减持额度，以非交

易过户的方式，向投资者实物分配

公司超 1155万股股票。北京首钢

基金有限公司（首钢基金）、北京京

西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京

西创业）成为重要增持方，两者为

一致行动人。其中首钢基金取得

超过 591万股，京西创业取得超过

401万股，另外，石景山国资公司也

取得162万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北京服务基

金不再持有八亿时空股份，相当于

解决了“募投管退”中很重要的

“退”这一环节。

截至今年 3月中旬，首钢基金

除持有八亿时空股份外，还间接持

有首程控股12.57%股份，间接持有

首惠产融 10.04%股份。这两家公

司都是港股上市公司。京西创业

则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情

况，由此推测，对八亿时空的这次

直接持股，或将迎来京西创业成为

上市公司重要股东的“首秀”。

公告中，首钢基金和京西创业

明确在未来 12个月内没有增持八

亿时空股份的计划。值得注意的

是，本次权益变动是北京服务基金

通过占用集中竞价交易减持额度，

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向其投资者

实物分配公司股票。相关股票通过

中国结算非交易过户方式办理交

割。这意味着，在今年一季报中，投

资者大概率就能够看到八亿时空前

十大股东中所涉股东持仓的变阵。

获股票实物分配
首钢基金入股八亿时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