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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产业链价格逐步回落

2022年1—11月，光伏产业链各环节产
品价格不断上涨。

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2022年前
11个月，多晶硅价格较年初上涨31.30%；硅
片价格较年初上涨24.84%；电池片价格较年
初上涨26.41%；组件价格较年初上涨4.45%。

针对这一情况，相关部门先后出台多项
政策促进光伏产业链供应链健康发展。8月
24日，工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
光伏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的通知》，提出
部署促进光伏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规范
行业秩序，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全国光伏市
场建设。10月9日，上述三部门集体约谈了
部分多晶硅骨干企业及行业机构，引导相关
单位加强自律自查和规范管理。10 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
促进光伏产业链健康发展有关事项的通
知》，从八方面着力纾解光伏产业链上下游
产能、价格堵点，提升光伏发电产业链供应
链配套供应保障能力。

相关部门的指导对光伏产业链供应链
的协调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自10月底
起，光伏产业链上游价格开始松动，硅片环
节率先降价。10 月 31 日，TCL 中环下调各
尺寸单晶硅片价格，降幅为3.1%～4.1%。11
月24日，隆基绿能将主流166mm、182mm单
晶硅片的报价分别下调1.4%和1.6%。紧接
着11月27日，TCL中环再度下调单晶硅片
价格。目前，硅片已成为光伏产业链价格跌
幅最大的环节。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
会 硅 业 分 会 最 新 数 据 ，166mm、182mm、
210mm三种型号的单晶硅片成交均价分别
降至5.08元/片、5.41元/片、7.25元/片，周环
比跌幅分别为 15.2%、20%、18.4%。12 月 23
日，隆基绿能和 TCL 中环再次下调硅片价
格，相较之前，全线降幅均超过20%。

硅料价格也进入下行通道。公开数据
显示，目前，多晶硅致密料均价为255元/千
克，周环比下降 7.9 个百分点，连续 5 周下
跌。单晶复投料主流成交价格为280元/千
克，较上周减少了5.08%；单晶致密料从285
元/千克跌落至275元/千克，跌幅为3.51%，
低价区间达到 265 元/千克，距离 2022 年内

高点309元/千克，降幅近15%。
此外，硅料、硅片价格下调也已传导至

产业链下游电池片、组件环节。目前，
182mm、210mm电池片现货均价均跌至1.15
元/瓦，环比分别下降6.5%、5.7%；182mm单
面单玻组件和210mm单面单玻组件现货均
价均跌至1.91元/瓦，环比均下降1%。

隆基绿能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电子
报》记者，本轮硅料价格的下跌主要是与供
需关系有关。一方面，硅料产能持续释放，
供应压力有所缓解。另一方面，每年第一季
度是传统装机淡季，受新年、冬季施工等多
方面因素影响，下游装机需求有一定萎缩。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第三季度，硅料年化
产能已超过400吉瓦，第四季度硅料年化产
能将快速爬升至超过500吉瓦，创下近三年
来的季度最大增幅。

而硅片环节价格的下跌，则是受上游硅料
价格走势的影响，随行就市。“在硅料价格下
降的基础上，硅片价格持续走低符合产业链
的趋势。上游产业链供应持续缓解，硅片企业
开工率快速爬坡，低价硅料生产的组件逐渐进
入市场，组价价格也有望回归下行。这有利于

刺激下游装机需求快速增加，推动行业健康
发展。”上述负责人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

在中信建投电新行业高级分析师崔逸
凡看来，本轮硅料降价主要得益于供给放
量，这将进一步刺激行业需求释放。短期来
看，硅料、硅片由于2023年年初需求复苏或
将出现阶段性触底趋势，但长期来看，相对
充足的供给还是会带来硅料硅片价格趋势
性下滑。

产业链利润或将向下游转移

光伏制造产业链主要分为硅料、硅片、
电池片和组件4个环节。

在过去两年间，硅料价格涨势凶猛，光
伏行业一度“拥硅为王”。数据显示，自2021
年年初起，硅料价格从80元/千克上涨至今
年第三季度的超过300元/千克，累计上涨超
3倍，创下十年新高。硅料企业拿走了光伏
产业链大部分的利润，成为最大受益者。据
统计，今年前三个季度，硅料龙头企业通威
股份、大全能源分别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217.30亿元和150.85亿元，同比增长

265.54%和 237.23%。大全能源前三季度销
售毛利率甚至高达近74%。

大全能源称，本期业绩的显著增长主要
得益于硅料供求关系持续紧张，加上公司年
初新增产能释放，前三季度硅料销售量利齐
升，盈利能力持续提升。通威股份表示，高
纯晶硅产品市场需求持续旺盛，价格同比上
涨，叠加公司新产能快速爬坡达产，实现量
利大幅提升。

剩余环节中，硅片企业掌握一定的定价
权，可以较好地将上游硅料的涨价向下传
导，从而相应挤压了电池片、组件环节的利
润。例如，组件厂商晶澳科技前三季度的毛
利率为13.44%，天合光能前三季度的毛利率
为13.45%，均相较去年同期微降。上述公司
表示，毛利率的微降主要是受上游硅料价格
较高影响。

然而，业内专家认为，随着硅料供应瓶
颈逐步解除，产业链利润将由上游环节向下
游转移，电池片和组件环节有望在产业链利
润重新分配中受益。

安徽华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晓华表示，目前，光伏产业链利润已经开
始从硅料环节转移。预计在2023年，利润分
配会往高效电池片方面转移。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与电力
设备首席分析师姚遥认为，2023年能分享到
硅料利润转移的环节，一定是产能或者供给
增长慢于硅料扩张，或者集中度提升趋势明
显的环节，例如，电池片、石英砂、坩埚辅材
等。“电池片虽然扩产很多，但是由于技术路
线仍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它的扩产规模和硅
料供应增幅基本匹配。因此，我们预计2023
年电池片的利润水平有可能扩张，而硅片利
润则有可能受到压缩。”姚遥说。

崔逸凡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硅料降
价时制造端利润如何演绎，核心决定因素在
于需求。需求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制造端能
够截留住部分硅料降价的利润空间，而在需
求萎缩的情况下，制造端盈利同样也会被压
缩。“我们预测，2023年全球光伏需求仍会维
持快速增长，保守预估增速至少 40%，因此
硅料降价带来的利润空间将大概率转移至
电池、组件等下游制造环节。而电池、组件
是否能留存利润，还需要关注供需情况、竞
争情况、产品差异化等。当前，电池单瓦利
润还在持续上行，组件格局也有望向好，对
客户的议价能力有望不断提升，但后续发展
还有待持续观察。”崔逸凡说。

光伏产业链价格迎来拐点

本报记者 张维佳

日前困扰光伏行业多时的产业链
各环节产品价格上涨问题终于得到
缓解。

2022年12月以来，光伏产业链各
环节产品价格均开启下跌趋势。PV
Infolink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多晶致
密料均价下跌7.9%，硅片价格降幅区
间为9.8%～11.1%，电池片各尺寸均
价降幅在4.2%～6.5%，组件价格下跌
约1%。

专家表示，本轮硅料降价的主要
原因在于供给放量，这将进一步刺激
行业需求释放，产业链利润即将迎来
再分配，电池片、组件环节有望受益。
后续光伏产业链价格仍将继续波动。
短期来看，硅料、硅片由于2023年年
初需求复苏或将出现阶段性触底趋
势，但长期来看，相对充足的供给还是
会带来硅料硅片价格趋势性下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