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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行业走出低谷调查

欧盟“依赖症” 减弱 浙江光伏企业开工率升两成

证券时报记者 李小平

虽然欧盟对华光伏产品征收惩罚

性关税一事还没有定论，但国内的光伏

产业已蒙上了一层阴影。对于这场早已

预料到的危机，中国的光伏企业是否已

经做好准备？危机面前，又将何去何从？

带着这些疑问，证券时报记者近日对浙

江的光伏企业进行了一番调查。

新兴市场出口订单渐增

“两头在外”的现状，使得国内光

伏企业备受市场诟病。 但是，欧盟“双

反”调查的启动，迫使中国光伏企业的

出口结构正在发生改变。

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是

国内最大的民营太阳能发电系统开发

商，拥有

800

兆瓦

/

年（

1

吉瓦

=1000

兆

瓦，

1

兆瓦

=1000

千瓦）的晶体硅太阳

能电池组件生产能力。 与国内许多光

伏企业一样， 欧盟也是该公司产品的

主要出口地。不过，欧美对中国光伏产

品进行双重打压之后， 正泰太阳能被

迫将市场的目光瞄准了发展中国家，

意外地取得了成功。

正泰太阳能总裁仇展炜告诉记

者，目前，除了主要向欧盟继续保持出

口外，日本、美国、印度、东南亚、非洲、

中东市场等新兴市场的订单正在逐步

增加。 虽然欧盟“双反”的最终税率还

没确定， 但大势已定。 市场形势的变

化， 使得公司已把新兴市场作为重要

的目标市场在经营。

向日葵（

300111

）也嗅到了来自新

兴市场的商机。 公司董秘杨旺翔对记

者称，今年以来，欧盟依然是最大的出

口市场，但公司对日本、澳大利亚等新

兴市场取得了一定的收获， 来自新兴

市场的出口订单在明显增长。

浙江光伏企业在新兴市场的发力

不是个案 。 今年以来， 东方日升

（

300118

）、杭州福斯特热熔胶膜有限公

司、浙大桑尼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

欧达光电有限公司等一批企业，虽然出

口市场欧盟国家依然是主力，但新兴市

场的出口却出现了激增的态势。

记者从杭州海关获得的数据显

示，今年

1~4

月，浙江省光伏企业对

欧盟出口太阳能电池

271.4

万个，同

比减少

5.38%

， 占同期全省太阳能电

池出口总量的

41.3%

。对非洲、加拿大

和印度分别出口

116

万个、

61.2

万个

和

60.7

万个， 分别同比增长

7.7

倍、

60.8%

和

26.3%

，占同期全省太阳能电

池出口总量的

17.9%

、

9.3%

和

9.2%

。

新兴市场崛起的主要原因包括：

一方面，太阳能电池组件价格的下降，

激发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

另一方面，以世界银行、联合国代表的

扶贫组织， 每年在发展中国家都有光

伏项目的援建计划， 电池组件价格的

下降，也意味着采购量的增加。

“

1

瓦晶体硅组件的价格，原来售

价约

20

多元，在去年上半年，还可以

卖到

7

元，但去年下半年突然跳水，如

今售价只需要约

4

元。 组件价格的下

降，意味着同样的补贴政策下，投资者

的回收周期缩短， 所以新兴市场启动

比较快。 ” 近年来电池组件的不断走

低，让仇展炜记忆犹新。

尚未在新兴市场斩获的企业，也

在积极寻找商机。 亿晶光电（

600537

）

董秘刘旗党告诉记者， 如果从实际订

单来说， 公司来自新兴市场的销售还

没有体现。但是，公司正在积极投入新

兴市场的开拓， 并且已经与当地的经

销商建立起了初步的合作意向。

内需市场正在启动

在海外新兴市场崛起的同时，国

内市场的光伏装机容量也正在启动。

“对于国内光伏企业来说，今年的

内需增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

鼓励企业在中西部地区建设光伏电站；

另一方面，在东部沿海地区鼓励发展分

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并对多余电量并网

给予补贴， 今年以来，“金太阳示范工

程”的落实，对陷入困境的中国光伏企

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浙江省太阳能

行业协会秘书长沈福鑫对记者称。

当前， 国内用于光伏项目的补贴

政策有三种形式： 大型光伏电站上网

电价补贴、 金太阳示范工程补贴与光

电建筑一体化补贴。 其中始于

2009

年，由财政部、科技部、能源局联合推

出的“金太阳示范工程”，尽管补贴政

策存在一些问题， 但仍是国内光伏应

用市场启动的重要推手。

“以今年为例，‘金太阳’ 补贴为

5.5

元

/

瓦， 而光伏系统成本在

10

元

/

瓦左右，两者相差

4.5

元

/

瓦。 按照

0.6

元

/

度的电价计算， 回收成本约

10

年

时间。这对于光伏企业来说是合算的，

也愿意去做。 今年上半年接单情况可

以看出，‘金太阳示范工程’的实施，拯

救了很多光伏企业。 ”仇展炜称。

资料显示，

2012

年，第一批“金太

阳” 工程的总装机量为

1.71

吉瓦，第

二批的总装机量达

2.83

吉瓦。 至此，

2012

年“金太阳”工程的总装机量是

2011

年的两倍，并且超过了此前三年

该工程的装机总规模。 这其中的绝大

部分项目，会在今年组装。

除了“金太阳示范工程”外，仇展炜

认为，今年光电建筑和光伏电站项目的

建设，有望分别带来

500

兆瓦和

5

吉瓦

的装机量，三项工程共计

10

吉瓦。与年

初国家能源局确立了

2012

年中国光伏

发电装机

10

吉瓦的目标一致。

太阳能专业研究机构

Solarbuzz

数据显示，

2012

年， 中国光伏装机容

量约为

4.5

吉瓦，较之

2011

年的

2.89

吉瓦增长

55.7%

， 成为继德国之后的

全球第二大光伏装机大国。也就是说，

若

10

吉瓦目标能够实现，将意味着国

内需求增幅超过

1

倍。

不过，市场对今年国能光伏企业能

达到

10

吉瓦的装机容量还存在一定分

歧。 其中，对分布式光伏发电和光伏电

站的建设，部分企业不太乐观。 以分布

式光伏发电为例，去年

10

月，国家电网

公司发布《关于做好分布式光伏发电并

网服务工作的意见》，若按此方案，居民

投资的回报期将近

20

年， 所以市场对

此政策实施的效果并不看好。

当然， 看好分布式光伏发电的也

不在少数。多家市场机构曾预计，今年

国内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可达

6

吉瓦

（包括金太阳示范工程）， 这将占据全

年

10

吉瓦光伏总装机规模的六成。

记者采访过程中，很多企业认为，

目前《意见》的不足已经暴露，最终出

台的方案会有一定的修正。

整体开工率提升两成

新兴市场的崛起和内需市场的启

动，让浙江光伏企业的开工率有所提升。

记者通过对正泰太阳能的实地走

访，也能感受到这家公司较旺的人气。厂

区泊车区域，停满了各式各样的私家车；

车间内的

6

条生产线开工正常， 一片片

组件在经过终检后装箱入库。 当时正值

晌午，但叉车司机顾不上休息，他们将包

装成箱的组件，从库房运往出货区。厂区

的一侧，是一幢正在建设中的厂房。

当记者问及今年公司的效益，正泰

太阳能的总裁助理许女士感慨：“除了

春节放了半个月假，其他时间都是正常

工作，今年在食堂吃饭的人都明显多起

来了。 ”

仇展炜称，从

6

月份起，公司自建电

站项目的需求会逐渐释放。下半年，国外

在建电站项目大概还有

100

兆瓦装机，

再加上国内自建的

250

兆瓦， 总共还有

350

兆瓦装机容量，按照这个数量来算，

下半年开工率应该问题不大。

浙江省太阳能行业协会向记者提供

的数据显示，今年

1~4

月份，浙江光伏企

业整体开工率已经从原来的

30%

提升至

50%

，其中，产能排名前

10

位的光伏龙

头企业开工率

90%

。

沈福鑫称， 今年以来， 国内市场的

“金太阳”工程正在启动；另外，欧盟“双

反”引发了的抢装潮。 内外需求的增长，

使得浙江省光伏企业整体开工情况已出

现好转，特别是一些龙头企业，甚至出现

了满负荷运作的现象。

去年下半年，光伏产品的价格下跌，

让很多企业陷入被动。但在今年，光伏产

品的价格已经趋稳，且略有回升，这更有

利于企业的成本把握。 不少接受采访的

企业表示， 光伏企业的今年日子过得不

差，特别是进入二季度后，扭亏为盈的情

况更多。

“现在，我们每个月都能出

10

多个

集装箱货柜， 每出一个柜子都有至少

2

万元的利润。 虽然不能与前两年的辉煌

时期相比， 但现在的行情对我们这样的

小公司来说，也还不错。 ”欧达光电销售

总监张女士说。

浙江省太阳能行业协会提供的数据

显示，

2012

年， 浙江光伏企业的产值从

上一年度的

680

亿元下降至

480

亿元，

亏损

30

亿元。 今年前

4

月，浙江光伏企

业产值为

140

亿元，盈利

2

亿元。

光伏企业整体业绩改善 机构忙增持

证券时报记者 李欣

在国家政策的扶持和自身努力下，

光伏行业逐步走出低谷。 据同花顺

iFinD

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

A

股市场

31

家光伏类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0.73

亿元，同比下降

6.4%

；实现净利

润为

-2.36

亿元，同比下降

161.65%

，其

中有

10

家亏损。相比而言，去年年报显

示，有

12

家企业亏损。

从净利润来看，今年一季度以来，

虽然整个光伏行业仍然亏损， 同比去

年净利润仍大幅下滑， 但是环比去年

四季度下降

1500%

的净利润， 已经有

了明显的改善。 特别是就目前已发布

今年中报业绩预告的

17

家公司来看，

其中有

3

家将扭亏，

3

家同比去年预

增，

7

家同比预减， 只有

3

家续亏和

1

家首亏。 光伏行业业绩整体得到改善

已是事实。

电池组件环节受益较快

分环节来看， 光伏主产业链上电

池、组件上市公司受益速度较快。 这主

要是由于全球光伏电池、组件价格的上

涨和开工率的提升，光伏组件价格从年

初低点的

0.60

美元

/

瓦上涨到现在的

0.72

美元

/

瓦。 而组件电池成本自去年

以来大幅下降，并未同步回升。

以其中

8

家组件制造上市公司为

例， 组件的平均成本从

2011

年的

7~8

元

/

瓦大幅下降到

2012

年的

4~4.8

元

/

瓦，降价幅度超过

40%

。其中亿晶光电、

东方日升组件成本降至

4.2

元

/

瓦以下，

处于行业领先地位。预计随着出货量的

提升和光伏组件价格的上涨，他们将首

先受益。

东方日升公告显示，

2013

年一季

度公司实现扭亏， 实现净利润

762.32

万元，同比增长

2060.21%

。 一季度综合

毛利率达到

28.45%

，同比增加了

20

个

百分点。

设备环节回暖尚需时日

受产能过剩和前景不明朗等影响，

光伏设备供应商仍在继续经历寒冬，订

单下滑开工率下降导致企业运营缺乏

规模效应， 盈利能力下滑明显。 虽然

2013

年

1

季度设备环节环比扭亏，但

是否能够持续，尚需观察。

数据显示， 剔除光伏电站建设期

长、 收入确认短期不稳定因素外，

2012

年设备环节营业收入下降

52.3%

，

2013

年

下降

25.19%

，均为各环节中下降幅度最大

的。另外从销售净利率来看，

2012

年度，设

备环节的销售净利率下降

66.35%

，今年一

季度下降

91.15%

，不仅下跌幅度为各环节

最大，而且下跌势头不改。

从数据上来看，耗材环节的需求相对

刚性，

2012

年和

2013

年度营业收入降幅

不大，分别下降

14.35%

和

2.06%

，随着产

品价格的下降，盈利能力虽然渐弱但净利

润仍为正。

逆变器环节相对景气，

2012

年度逆变

器营业收入同比上升

11.41%

，逆变器环节

所处的竞争环境较之组件环节相对缓和。

相信随着技术的提升，逆变器的景气度有

望继续保持，国内市场大规模启动会成为

大概率事件。

光伏电站环节前景不明朗， 数据显

示，

2012

年度电站收入同比下降

57.44%

，

2013

年一季度下降

56.05%

。 而光伏电站

的收入和利润与上网电价密切相关，前景

需等待光伏补贴政策靴子落地。

一季度机构忙增持

随着光伏行业的好转，资本市场的热

情也逐渐升温。

证券时报数据部统计显示，今年一季

度末，

31

家光伏企业机构的持股数量共

计

5.47

亿股， 整体持股数量较去年年末

增长了

9.84%

。 其中，机构持股数量增加

的公司

17

家，占比

54.84%

。 机构对新大

新材、 恒星科技和东方日升持股比例，分

别增长

689%

、

483%

和

256%

。向日葵机构

持股比例更是从年末的零提高到一季度

末的

12.18%

。

电池组件生产企业中，向日葵和东方

日升被大幅增持，

*ST

超日被大幅减持，其

余持股数量变动不大。

生产逆变器、耗材的光伏企业，则普

遍获得了机构的增持。 其中，逆变器环节

的科士达和阳光电源分别被增持

30%

和

74%

。 奥克股份和爱康科技两家企业，则

是今年一季度机构新进入的耗材类光伏

企业。

� � � � 浙江省太阳能行业协会提供的

数据显示，今年1~4月份，浙江光伏

企业整体开工率已经从原来的30%

提升至50%，其中，产能排名前十位

的光伏龙头企业开工率90%。

欧盟“双反”

逼出国内光伏企业新活法

证券时报记者 李小平

欧盟“双反”案犹如悬在国内光

伏企业头上的剑， 牵动着市场各方

的神经。

6

月

6

日，欧盟将对华光伏“双

反” 案进行投票表决。 但据记者了

解，从今年

3

月开始，欧盟对来自中

国光伏产品已实施登记制。 这一举

措，被部分企业视为“追税期”的信

号。若真如此，很多光伏企业在二季

度可能会“白忙一场”。于是，部分企

业绕道其他经销商进入欧盟市场。

显然， 这只是国内光伏企业的

短期应对措施。 对于来势汹汹的欧

盟“双反”，国内光伏企业需要做好

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目前，已经有企业提前布局。自

建电站和开拓新兴市场， 成为国内

光伏企业缓解欧盟“双反”冲击的重

要手段。其中，自建电站的上市企业

就包括阳光电源、海润光伏、航天机

电、向日葵、中环股份、

*ST

超日等。

不可否认， 向下游光伏电站方

面发展确实具有一定投资价值，但

应该注意的是， 光伏电站投资周期

较长、收费难，只有实力相对雄厚的

企业有介入的可能。

在几年前，光伏企业的融资不是难

事。 但今非昔比，自江西赛维、无锡尚德

爆出危机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光伏

企业避而远之。 用受访企业的话说，“别

说增加融资，不抽贷就算不错了”。

不过，在诸多光伏企业为“钱景”

忧虑的时候，浙江部分中小光伏企业，

却早已走出危机。鲜明的对比，让记者

对部分特色企业颇有感受。

杭州福斯特热熔胶膜有限公司，

是一家普通的光伏薄膜生产企业，他

们的薄膜并非用于光伏电站， 而是销

售给玩具生产商、小电池、圣诞灯等细

分市场，差异化的竞争，让他们在去年

收获颇丰，销售额过亿。

浙大桑尼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一家

电池组件企业，若是拼产能规模，或许早

已倒闭。 但他们将精力用在发展太阳能

路灯等特色产品上，规避了行业风险。

与此同时，一家浙江光伏企业已将

海外设厂纳入议程，还聘请了摩根士丹

利作为投资顾问。 他们认为，在海外设

厂，是避免欧盟“双反”的最有效手段。

对于中国光伏产业来说， 停产容

易去产能化难。欧盟“双反”的实施，会

迫使国内光伏企业去寻找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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