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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3日晚，南玻A发布公告
称，公司与天合光能签订 7万吨高
纯硅料长单采购合同，预计 2023
年至 2026年销售总额合计 212.10
亿元（含税）。

近年来光伏行业延续高景气
度，高纯晶硅供给持续紧张，多家
下游厂商纷纷提前锁定大额采购
长单。业内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硅
价已到阶段性高点，后期或将持续
高位震荡。锁量不锁价地签订长
单，可帮助上下游企业共同规避行
业风险。

签下逾200亿元销售合同

天合光能相关人士告诉《证券
日报》记者：“公司与多家硅料企业
均有合作，此次牵手南玻A，主要
是因为对方的产品质量符合公司
要求，签订长单对公司的供应链可
起到稳定作用。”

天合光能是光伏组件领域的
一家头部企业，今年上半年光伏产
品及系统实现营收378.25亿元，组
件出货18.05GW，同比增长71.9%，
市占率居全球第二位。作为供货
方的南玻A，今年上半年太阳能产
业实现营收 14.34亿元，同比增长
225.49%。

根 据 合 同 条 款 ，2023 年 至
2026年，南玻A将向天合光能销售
7万吨高纯硅料原料产品。按 PV
InfoLink最新公布的多晶硅硅料均
价测算，预计该合同销售总额将达
212.10亿元（含税）。

南玻 A 表示，本次合同的签
订，有利于高纯硅料产品稳定销
售，符合经营规划，将对公司未来
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但不会对

公司目前经营业务产生重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与天合光

能签订的长单合同，是南玻A有史
以来签订的最大一笔单一采购合
同。目前公司拥有年产能 1 万吨
的南玻宜昌高纯晶硅项目。今年6
月份，公司发布公告称，在建的青
海高纯晶硅项目年产能为 5万吨，
建设期为20个月。

硅料长单锁量不锁价

近年来，光伏行业持续升温，
导致高纯晶硅的供给持续紧张，
多家光伏组件企业纷纷与上游企
业提前锁定大额采购长单。签订
锁量不锁价的硅料长单合同，是
目前光伏企业保证硅料供应的主
要方式。

9月 10日晚，通威股份发布公
告称，旗下子公司与晶科能源及其
子公司签订38.28万吨多晶硅产品
长单销售合同，预计销售总额可达
1033.56 亿元。在两个月之前，通
威股份旗下子公司还曾与美科硅
能源签订一笔25.61万吨的多晶硅
长单销售合同，预计销售总额约为
644.1亿元。

上海有色网分析师史真伟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多晶硅市场
价格波动性很强，暴涨暴跌现象时
常出现，锁量不锁价可以帮助上下
游企业共同规避行业风险，是供需
双方双赢的选择。此外，硅料行业
壁垒较高，产能刚性且扩产周期
长，新增产能有限。因此，对下游
厂商来说，锁住未来几年的硅料订
单，对保障原料供给十分重要。”

南玻A也在公告中提醒称，本
次采购合同价格采取月度议价方
式，测算的销售总额未考虑合同履
约风险、未来高纯硅料市场价格等
影响因素，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不

构成业绩承诺。

硅价已到阶段性高点

南玻A 是国内最早进入多晶
硅领域的企业之一，早在 2006 年
便开始筹建高纯晶硅产线。

今年一季度，南玻宜昌高纯
晶硅项目经过技术改造后复产，
产品品质和产能均有所提升。其
中 ，国 标 电 子 三 级 产 能 占 比 近
95%，对应的产品达到N型电池客
户的使用要求，迅速进入天合光
能、晶澳科技、阿特斯等知名企业
的供应链。

南玻A的复产及扩产，折射出
硅料行业的高景气度。兴储世纪
总裁助理刘继茂认为，目前硅料
已占据行业 60%以上的利润。上
市公司发布的 2022 年半年报显
示，通威股份、大全能源、新特能
源等硅料龙头企业今年上半年实
现的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幅均超过
3倍。

9月 8日，硅业协会表示，为避
免发布的多晶硅价格被市场过度
解读，决定暂停发布采集价格。光
大证券发布的研究数据显示，国
产多晶硅料（一级料）现货价已从
2020年5月末的8.1美元/千克一路

攀升至 9月 13日的 44.5美元/千克
（按最新汇率计算，约合人民币
307.57元/千克），涨幅高达449%。

光伏产业链的博弈愈演愈烈，
导致硅料价格不断上涨。对此，多
位分析人士对记者表示，当前的硅
料价格已基本处于历史价格高位
了。

隆众资讯光伏行业分析师
方文正认为，“硅料价格走势仍
将取决于产能释放情况。预计
今年下半年硅料价格仍将维持
高位震荡，旺盛的市场需求会对
硅料价格在 280 元/千克之上运
行提供支撑。”

南玻A签下逾200亿元长单采购合同
专家：帮助上下游企业共同规避行业风险

本报记者 施 露

在传统的旺季，集装箱运输行
业（以下简称“集运行业”）却提前感
受到了寒意。

“从广州出发的运往美国西
部 航 线 的 集 装 箱 价 格 已 跌 破
3000 美元 /FEU，宁波的价格仍保
持 在 3000 美 元 /FEU 之 上 ，这 与
2021 年集装箱价格被货代叫到 2
万美元 /FEU 高价（实际成交可能
不到）相比，跌幅已高达 85%。”
中外运集团内部人士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

在此之前，集装箱价格曾被炒
得一天一个价，被誉为“疯狂的箱
子”。原本 9月份是集运行业的传
统旺季，但无论是从即期运价还是
从货代业务方面来看，今年这个传
统旺季显得有点儿冷清。如今，即
期运价已跌去八成多，是否意味着
集运行业的上涨周期已彻底结束，

行业景气度开始下行？

即期运价全线下跌

受全球通胀和地缘因素的影
响，全球集装箱运输需求继续走弱，
各条干线集装箱运价几乎全线下
跌。

上海航交所 9月 9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SCFI指数上周下跌285.5点
至 2562.12点，跌幅高达 10.03%，比
前一周 9.7%的跌幅进一步扩大，回
落至 2020 年 12 月下旬以来的低
点。与年初相比，SCFI指数接近“腰
斩”，已累计下跌43.9%。

美国西部航线曾是去年的热门
航线，但如今，上海至美国西部航线
集装箱运价仅为3484美元/FEU，周
跌幅达13.21%，同比下跌44.9%，自
历史高位下跌以来，至今已累计下
跌超过57%。美国东部航线集装箱
运价相对有较强支撑，运价跌至

7767美元/FEU，周跌幅为6.62%，与
历史高位相比累计下跌超35%。

一向平稳的欧洲航线集装箱
运价也开始下跌。SCFI数据显示，
上海至欧洲集装箱运价为 3877美
元/TEU，环比下跌 8.8%，同比下跌
48.2%，与历史最高位相比跌幅超
过50%。

长协价格稳步上涨

对于集装箱即期运价暴跌的原
因，一位海运业内人士对《证券日
报》记者分析称：“一方面，需求端出
口增速放缓，全球集装箱货物运输
量减少；另一方面，全球多数港口拥
堵情况出现缓解，集装箱船的供需
格局逐渐转为宽松，2023年新船订
单将迎来交付高峰，集运行业供给
充足，此前集运行业供需错配的情
况将得到根本解决，将令运价继续
承压。”

国泰君安证券在研报中表示，
2022 年 7 月 份 全 球 集 运 货 量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5%。其中，亚洲
至北美航线 6月货量仍处高位，而
旺季增长疲弱，载运率下降。美国
内陆与港口拥堵显著缓解，集运公
司订舱与结算价格传统旺季开始
明显回落。

华泰证券在研报中表示，三季
度为集运行业传统旺季，货品通常
集中在 9月份出口，以满足感恩节
及圣诞节货品上架和销售。但今
年 9月份以来，国际集装箱运价加
速下滑。其中，9月份的第二周，美
国西部航线/欧洲航线的运价均环
比下滑，凸显市场货量不足。舱位
供应方面，预计 9月份欧美航线舱
位均将供大于求。欧线停航运力
已上升至 24%，以应对货量不足的
影响。

“能源价格高企、通胀上升、欧
美实物消费减速、库存被动积累

等指标均预示，今年第四季度集
运需求仍存在进一步下滑风险。”
华泰证券分析师沈晓峰在研报中
表示。

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贾亦真
认为，就算即期货代运价一直下
跌，对船公司的影响也不大，A 股
上市的集运行业个股的整体业绩
应该是向好的，因为船公司的长协
价格在上涨，所以对应的上市公司
业绩不会太差。股价是对未来运
价的预期，我觉得当前市场的反应
有些过度了。”

“以中远海控为例，它的集运业
务长协比例占比非常高，可能超过
60%。而且，美线长协运价同比翻
番，欧线一年期合约价格同比增长
200%至 400%。”贾亦真补充称，有
长协价的托底，相关上市公司今年
三季度的业绩可能会与二季度基本
持平，全年业绩基本能够维持在相
对高位。

集装箱运输行业“旺季不旺”
热门航线即期单价跌破3000美元

本报记者 许 洁

9 月 14 日，美股上市公司一起教育科技发布
2022年中报数据。

中报显示，今年上半年，一起教育科技实现营
收 3.67亿元，同比减少 68%；净利润亏损 5119.7万
元，与上年同期亏损 9.26亿元相比，亏损额大幅收
窄。一同收窄的还有公司的研发支出，从去年中期
的4.39亿元压减至1.33亿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
司根据业务调整进行了人员优化。

回归校内业务初见成效

从今年第二季度财报数据来看，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净收入 1.335 亿元，较 2021 年第二季度
的 6.709亿元同比下降 80.1%；实现毛利率 52.2%，
去年同期为 63%。今年第二季度净亏损 2640 万
元，较 2021 年第二季度的净亏损 2.667 亿元大幅
减少。

收入大幅下降主要是受“双减”政策的影响，公
司于 2021年年底停止在线K12辅导服务。一起教
育科技早期就是从校内业务起家，“双减”后再度回
归校内业务。公司称，将更加专注作业等核心教学
应用场景，全面转型成为一家助力中国基础教育数
字化转型升级的SaaS软件服务商。

值得注意的是，在剔除在线K12辅导服务的净
收入后，一起教育科技的净收入从去年同期的 890
万元大幅增加至今年第二季度的1.335亿元。这表
明，公司转型后推出的校内教学软件服务（SaaS）业
务已成为公司今年第二季度乃至未来的重要收入
来源。

对此，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畅
表示：“2022年第二季度，公司积极推进校内教学软
件SaaS服务业务，探索符合中国适用法律法规的校
外个性化自主学习产品。我们于 2022年第二季度
成功交付了一套基于智能作业的精准教学和自适
应学习系统，覆盖上海闵行区。该学习系统在整个
教学过程中定期使用，并在疫情时受到教师、学校
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好评。这体现出一起教育科技
在该领域的开创性能力。”

公司董事兼首席财务官杜超表示：“与 2021年
同期相比，公司2022年第二季度按GAAP计算的净
亏损继续收窄。随着我们运营效率的不断提高，过
去三个季度均实现按非 GAAP 计算的连续净盈
利。”

对于今年第三季度的业绩，一起教育科技预
计，总收入在1.2亿元至1.4亿元之间。第三季度总
收入将完全来自公司业务转型后正在进行的校内
教学软件SaaS服务业务。

教育信息化赛道竞争激烈

“双减”政策实施后，一起教育科技转型瞄准的
是其具备先发优势的教育信息化赛道，其转型成果
已在收入规模上有所体现。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个
赛道同样也是其他科技企业以及教育企业转型的
重要赛道之一。

有券商分析师表示，2021年是国内教育课后服
务政策落地的一年，为减轻家长负担，同时解决学
生课后看护问题，教育部陆续发布政策推动课后服
务落地，据粗略估算，国内课后服务市场规模可达
千亿元级。艾瑞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
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经费投入达1634亿元，投入呈
现学段差异，总体来看，软件资源类投入占比11%，
硬件设备类投入占比 43%，专业服务类投入占
46%。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数字生活分析师陈
礼腾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数字化浪潮下，
SaaS服务迎来新一波发展机遇。目前，在教育领
域，从事教育信息化业务的企业有校宝在线、晓羊
教育、翼鸥教育、百家云、松鼠 AI、校管家、昂立
STEM、致学教育、极课大数据、精准学等。此外，阿
里巴巴、腾讯、华为、科大讯飞等大厂也在教育信息
化领域有所布局。”

“进校业务的竞争是激烈的。首先，要符合进
校的资质条件；其次，要解决和学校、教育部门的合
作问题；此外，一些外部环境也会影响进校业务。”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虽然我
们手握重金，但这个市场还是很难开拓。像科大讯
飞这样的企业，可以通过智慧城市等一揽子工程，
直接把自己的智慧教育项目植入到当地学校中
去。相比之下，我们还缺乏这样的实力。”

在A股市场，主营教育信息化及信息服务的全
通教育今年上半年业绩几乎全面滑坡。上半年，全
通教育实现营收2.45亿元，较去年同期的2.76亿元
减少11.1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35.09
万元，较比上年同期的773.13万元减少30.79%。其
中，教育信息化项目建设与运营业务实现营收
4482.52万元，同比减少34.33%。

全通教育解释称，教育信息化项目受到客户招
投标时间节点影响，存在无规律波动特点。其中，
教育信息化平台相关项目过程复杂、周期较长，多
数在下半年验收交付。还有部分教育信息化项目
受到疫情不同程度的影响。

对此，陈礼腾也表示，“校内教育的数字化转型
是教育行业升级、提升教学效率的必经发展阶段，
但教育信息化赛道的主要痛点就是学校数量众多、
资源分散，且传统教育体系比较固化，需要不断进
行市场教育，因此，数字化改革需要经历一个较长
过程。”

一起教育科技
上半年亏损额同比收窄

校内教学软件服务业务已成为重

要收入来源

本报记者 谢 岚
见习记者 李如是

9月 14日，神火股份发布关于
控股子公司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云南神火”）受限电影响
情况的公告。

无独有偶，9月13日晚间，云铝
股份也发布关于受限电影响的公
告。根据供电部门用能管理通知，
云南省电解铝行业从9月10日起限
电，9月14日前压降用电负荷10%。

上海钢联铝事业部电解铝分
析师姚馨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在云南省各项招商引资政策的鼓
励下，省内电解铝产能逐年增加，
神火股份、山东魏桥等多家电解铝
公司均在当地建厂。Mysteel 统计
数据显示，云南省电解铝耗电量占
第二产业用电量的 41%，占全省用
电量近 30%。电解铝产业已成云
南省耗电大户，因此将承担更大的

节能责任。”

电解铝企业“限电”

上海有色网(SMM)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 9月初，云南省电解铝建成
产能 561 万吨，运行产能 521.8 万
吨，占全国总运行产能的12.8%。

云南省现有 4 家大型电解铝
冶炼企业，分别是云铝股份、云南
神火、港股上市公司中国宏桥旗
下子公司云南宏泰新型材料有限
公司、云南其亚金属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分析师袁艺博预计，“本
次限电或影响电解铝产能 70万吨
至 80万吨。”

姚馨表示：“压降10%用电负荷
只是初步政策，后续仍存在继续加
大压降力度的可能。电解铝企业要
做好长周期减产的准备，可通过停
槽来降低用电量，预计复产时间大
概率会在明年 3月份之后。另外，

还要关注云南省会否调高电价，一
旦工业用电价格调高，将导致电解
铝冶炼成本上升。”

在当地 4 家电解铝冶炼企业
中，云铝股份的建成产能已达 330
万吨。公司表示，本次压降用电
负荷将对公司及下属电解铝企业
的生产经营产生一定影响。公司
将通过安排设备检修维护、合理
组织生产等方式积极应对，同时
也 将 积 极 与 相 关 部 门 就 电 力 保
障、稳定生产经营等方面加大沟
通协调。

云南神火的电解铝产能为 90
万吨。公司也表示，按照通知要求，
9月14日前公司的用电负荷调整至
不高于131.6万千瓦，公司将积极应
对限电影响。

渤海证券在研报中表示，受限
电影响，看好电解铝价格的涨势。
同花顺数据显示，LME铝现货价格
在9月13日上涨0.92%，已达2309.50

美元/吨，周涨幅达2.19%。

加大“绿电”利用率

云南省此次限电的主要原因
是，今年 8月份以来，云南省澜沧江
流域来水偏枯，整体电力供给偏
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
云南水电的发电量占全省发电规模
的 79.09%，省内工业生产对水电依
赖较大。

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总裁祁海珅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云南省连续两年出现
区域电力供需偏紧的情况，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在构建以新能源为
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过程中，各类
电力供给的稳定性、及时性和适配
性仍面临挑战。在供电偏紧的情
况下，对高耗能产业限电、让电于
民、提升工业用电电价，将成为必
然趋势。”

电解铝冶炼企业积极应对生
产用电受限的影响。首先是错峰
用电，尽量在 22:00 至 7:00 之间的
用电低谷时段内进行生产；其次是
加大水电以外的其他绿色电力的
利用率。

云铝股份表示，今年公司将持
续提升全产业链绿色用能水平，充
分利用工业厂房屋顶等实施分布
式光伏及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提
高风电、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利
用水平。预计公司及下属企业与
电力企业合作项目的总装机容量
将超过 20万千瓦，每年可提供绿色
清洁电力约24000万千瓦时。

景鉴智库创始人周鸣岐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在火电关停、
绿电项目逐步落地的过程中，限电
现象有望缓解。虽然目前云南省
电力供需仍存在偏紧的情况，但在
5年后或实现基本平衡，甚至有所
剩余。”

云南电解铝产业启动用能管理 相关上市公司表态积极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