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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殷高峰 贺王娟

2月23日，光伏设备板块涨幅居
前，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
收盘，该板块指数涨幅达2.83%。多
个TOPCon电池概念股飘红，钧达股
份涨停，隆基绿能、东方日升、晶科能
源等均涨超3%。

“近两年来，主流P型电池转换效
率遭遇瓶颈。相较之下，不管是N型
的TOPCon、HJT电池，还是HPBC、钙
钛矿电池等，都具有效率更高和低衰
减的特性，单位面积发电量大，具有
更大潜力和市场空间。”万联证券投
资顾问屈放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光伏电池的技术迭代已经成为
当前光伏行业的焦点，这也是钙钛
矿等新型电池概念近期广受关注的
原因之一。

上游硅料价格企稳
电池技术成业内新焦点

节后小幅反弹的硅料价格近期
企稳。据硅业分会2月22日发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本周国内单晶复投料价
格区间为22.2万元/吨至24.8万元/吨，
成交均价为24.24万元/吨，周环比维
持不变；单晶致密料价格区间为22.0
万元/吨至24.6万元/吨，成交均价为
24.01万元/吨，周环比维持不变。

硅业分会分析称，从市场供需和市
场情绪角度看，短期内硅料价格的走势
理论上可持稳运行。此外亦有市场分
析机构称，近期多晶硅价格重心下移，
市场观望情绪浓厚，预计2月底至3月
初，多晶硅成交价格可能会有下调，从
而带动硅片、电池、组件降价。

多位分析人士认为，今年光伏产
业原料价格重心将下移，上游硅料企
业“躺赚”的情况即将成为过去式。而
新的电池技术将是决定产业链利润分
配的关键，今年以来被“爆炒”的钙钛
矿、HJT、TOPCon等电池技术，无不显
示了资本对新电池技术的激烈角逐。

据捷佳伟创消息，2022年下半年
至今，捷佳伟创依托真空镀膜技术与
精密设备设计能力，已向十多家光伏
头部企业和行业新兴企业及研究机
构提供钙钛矿装备及服务，订单金额
超过2亿元人民币。

降本增效一直是光伏电池产业发
展的主旋律。随着时间推移以及技术
更新换代，P型PERC电池技术的光电
转换效率正在逐渐临近“天花板”。为
进一步提升电池效率、降低电池成本，
光伏厂商们开始寻找新一代电池技
术，以N型硅为基底的电池片凭借更高

的转换效率开始受到关注。
具体来看，目前的新一代电池技

术主要有HJT、TOPCon、IBC以及钙钛
矿等。

屈放表示，TOPCon型电池具备
短期成本优势，其生产线与原来的P
型生产线有70%的重合度，因此不用
新建生产线。但其较低的电池转换
效率以及较高的不良率不利于长期
市场竞争。而HJT型电池优势在于
其工艺流程短，产品良品率高，电池
转换效率较高等。但成本是该技术
最大劣势，不仅需要重新建设生产
线，且在生产过程中，无论是低温银
浆还是硅片薄片化，成本都远高于
TOPCon型电池。因此未来HJT电池
能否在市场中立足，主要取决于能否
快速有效降低成本。

对于钙钛矿技术，有业内专家认
为，目前不会对硅晶电池技术产生冲
击。虽然经历了十余年发展，钙钛矿
电池转化效率获得突破，但由于不稳
定性高、无法实现大尺寸生产，业内
认为实现量产至少仍需5年至8年。

新型电池逐步量产
谁将率先突围？

在新一代电池技术的角逐中，谁

将率先突围？业内普遍看好TOPCon
电池。

“对于光伏行业来说，降本增效、
降低度电成本是行业发展的首要法
则。”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所
长沈文忠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从目前情况看，未来三到
五年时间，TOPCon有可能取代PERC
电池技术的主流地位。隆基绿能的
HPBC电池是差异化定位产品，主要
针对分布式市场，随着未来技术方面
进一步成熟、良率提升和成本下降，
有望实现成本比PERC以及TOPCon
更低。

海 通 证 券 表 示 ，截 至 目 前 ，
TOPCon已投产69.75GW，规划待建
产能近474GW。2023年至2025年为
TOPCon扩产高峰期，2023年TOPCon
设备行业市场空间359亿元。

“公司在TOPCon、HJT、IBC等先
进电池技术上都有研发投入，保持
全球领先并连续刷新世界纪录。”
隆基绿能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单结晶硅电池的理论效
率 是 29.4% ，实 验 室 极 限 效 率 为
28%，量产效率为26%至27%。公
司一直在寻找通过低成本实现该
路径的电池技术，目前在积极推
进中。

上 述 负 责 人 表 示 ，公 司 认 为
TOPCon是一个过渡性技术路线。
HPBC电池是公司针对分布式市场打
造的差异化电池技术，转换效率还有
较大提升空间。

“目前晶硅光伏电池最高的转
换效率纪录就是隆基绿能创造的
26.81%，打破了日本企业保持了5
年的世界纪录，相关技术为HJT电
池技术。”沈文忠表示，技术路线并
无好坏，每个公司各有定位，要根
据具体情况去选择。目前TOPCon
技术相对成熟，但三年到五年之
后，HJT电池技术或是晶硅电池的
主流选择。

“对于光伏企业而言，技术就是
生命，如果企业没有在技术换代中
及时跟上，很有可能会被市场淘
汰。”屈放表示，企业在进行技术路
线选择时首先应该考虑在成本上能
否占据优势。目前无论是TOPCon
型和HJT型，都急需进一步降低成
本，谁先获得成本优势，就能够占据
市场份额。

“同时，选择技术路线要有战略
眼光。技术是否实现突破、什么时候
能够突破、突破过程中是否能做到核
心材料可控，企业需做到心中有数。”
屈放称。

光伏技术突围:
电池革新成利润再分配关键变量

本报记者 许 洁

2月23日晚，阿里巴巴公布了2023财
年第三季度（Q3,自然年2022年第四季
度）业绩。其第三季度的营收为2477.6
亿元，去年同期为2425.8亿元，同比增长
2%；净利润468.15亿元，去年同期为
276.92亿元，同比增长138%。不按美国
通用会计准则（Non-GAAP），净利润为
499.32亿元，同比增长12%。上述财务
数据均好于市场预期，财报公布后，阿里
巴巴美股大涨，截至记者发稿，股价涨幅
已达7%。

电商业务是阿里巴巴的支柱业务
之一。阿里巴巴在财报中表示，去年
12月份，国内消费市场受疫情冲击，淘
宝天猫线上实物GMV（剔除未支付订
单）同比中单位数下降。但凭借多年
建设积累的独特用户价值，截至去年
12月31日，在淘宝和天猫消费超过人
民币10000元的消费者数维持在约1.24
亿，并有98%的留存率。同时，通过短
视频和直播等方式，淘宝不断提升对
消费者的吸引力。本季度，在淘宝和
淘特上M2C商品产生的支付GMV同比
增长超过35%。

在火热的电商出海赛道，阿里巴
巴通过扎实的能力建设、业务协同、跨
境和本地化相结合的策略，消费者体
验显著提升。

亿邦智库特约分析师贾昆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从阿里巴巴上一财季
披露的数据来看，天猫淘宝实物商品
GMV有低位数的下降，这也表明天猫淘
宝电商业务从增量市场走向存量市场。”

而作为另一大支柱业务的阿里
云，本季度在抵消跨分部交易的影响
前和抵消跨分部交易的影响后分别增
长至266.93亿元和201.79亿元，经调整
EBITA为3.56亿元，同比增长165%，连
续多个季度盈利。

值得注意的是，阿里巴巴继续执
行股份回购计划，彰显管理层对公司
业绩增长的信心。财报显示，截至
2022年12月31日止季度，阿里巴巴以
约33亿美元回购了4540万股美国存托
股（相当于3.633亿股普通股）。阿里巴
巴集团首席财务官徐宏表示，此举是
为了持续兑现改善股东回报的承诺。

阿里巴巴在财报中表示，2023年1
月份，高德的使用需求正在恢复，飞猪
出境旅游业务迅速增长。飞猪、小猪
民宿上的1月份乡村民宿预订量同比
去年增长132%，已远超2019年同期。
此外，体现阿里巴巴能力建设进展的
菜鸟、国际零售、自营等业务实现了高
速增长，其中国际零售收入同比增长
26%。在阿里巴巴持续的降本增效下，
淘特、淘菜菜、饿了么、盒马等业务经
营效率实现了改善。

阿里巴巴Q3业绩超预期
斥资33亿美元回购改善股东回报

本报记者 许 洁
实习生 李雪妍

2月23日，香港交易所（即“港交
所”）公布了2022年全年业绩。2022年
收入及其他收益为184.56亿港元，较
2021年的新高纪录下跌12%；股东应占
溢利（净利润）为100.78亿港元，较2021
年的新高纪录下跌20%。

港交所行政总裁欧冠升在财报中
表示：“尽管全球经济及地缘政治环境
充满挑战，香港交易所仍是全球首选
的集资中心，首次公开招股市场于
2022年下半年回暖，全年共有90家来
自不同行业及地区的新公司成功于中
国香港市场上市。”

2022年第四季度财务业绩创新高

财报显示，2022年第四季度，港交
所收入及其他收益为52.01亿港元，较
2021年第四季上升10%，创历年第四季
度的新高。股东应占溢利为29.79亿港
元，较2021年第四季上升11%，创历年
第四季度新高。业绩增长的原因主要
是保证金投资收益净额增加，带动主
要业务收入较2021年第四季度上升
7%，此外，公司资金的投资收益净额较
2021年第四季度增长了52%。

“2022年末，香港交易所表现强
劲，第四季度财务业绩创新高。尽管
来年仍会不乏挑战，我们仍充满希望，
并会继续致力实现‘建设面向未来的
领先市场’的愿景。”欧冠升在财报中
表示。

2022年，港交所在加强互联互通优
势、丰富产品组合，以及提升市场吸引
力、流动性和活力各方面均取得重大进
展。例如ETF纳入互联互通合资格证
券、宣布推出“互换通”以及建议在中国
香港作主要上市的国际公司纳入港股
通；推出了中国香港全新国际碳市场
Core Climate；截至年底已有五家SPAC
在中国香港上市；2022年10月份就建议
推出有关特专科技公司的新上市规则
征询市场意见，这均有助继续提升中国
香港作为环球企业首选上市地的声誉。

“这些新产品及市场优化措施，进
一步拓宽了境内外投资者的投资渠
道，有利于提升中国香港资本市场的
吸引力，提高香港资本市场的流动性，
推进香港金融市场多层次、多元化发
展，对港交所业绩有着较为明显的提
振作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
究所所长陈雳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对今年IPO筹资保持乐观

对于企业赴港上市，欧冠升在财
报发布后的业绩会上表示：“2018年在
上市机制改革下，中国香港成为了公
司上市聚集地，我们是许多新一代企
业的首选集资地，2022年有62只新股
来自新经济行业，占期内集资额的
65%。在此强劲势头下，2023年已见新
股市场回暖迹象，我们也正在处理为

数不少的上市申请。IPO的项目储备
依然是非常稳健的，我们对于2023年
IPO筹资保持乐观。”

陈雳表示：“预计港股市场未来仍
将保持韧性。一是预计今年中国宏观
经济将持续修复，呈现出稳步复苏的
态势，将对港股构成支撑；二是美联储
放缓加息步伐，海外流动性压力有所
缓解；三是互联互通制度不断优化，港
股市场国际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将持
续改善港股市场流动性。整体来看，
随着港股吸引力提升和市场流动性改
善，预计港股上涨行情有望延续，盈利
增速也将稳步提升。”

对于港交所如何提升对企业的吸引
力，汇茂咨询首席宏观经济学家徐阳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第一，应加强中
国香港监管机构与内地监管机构的紧密
合作，优化完善相关制度；第二，进一步
提升港股市场的成熟度。”

陈雳称，首先，港交所需要积极推
动产品创新，扩大投资者基础，吸引更
多的投资者参与市场交易；其次，随着
科技进步和新兴产业发展，港交所可
以推出更多新兴产业板块，为企业提
供更多的上市选择；最后是优化和完
善上市流程，进一步提升港交所融资
的便捷性。

退市监管日趋严格

除了为企业提供融资助力，港交
所也在清退不再符合《上市规则》的企
业。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截至记
者发稿，今年已有10家港股上市公司
被港交所取消上市地位。2022年，港
交所按照《上市规则》的除牌程序取消
了合计47家上市公司的上市地位，创
历史新高。

对此，陈雳表示：“勒令上市公司
退市，是港交所维护中国香港市场秩
序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重要举措，同
时也表明港股市场监管逐步加强，对
上市公司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助
于港股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和投资者
利益保护。对上市公司而言，要严格
遵守港交所的规章制度，合法合规地
经营；加强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减少
财务风险；要保持核心竞争力，积极推
进产品业务创新，提高企业的盈利能
力和市场竞争力。”

徐阳认为，近年来，港交所的监管
日趋严格，以避免长时间停牌所引发
的资源浪费以及“养壳”给港股的声誉
带来损害。

“事实上，从去年被港交所除牌的
47家上市公司来看，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市值较小，总市值在10亿港元以
下的有42家，总市值1亿港元以下的19
家，最小的退市前总市值仅656万港
元；第二，大部分属于消费行业，且无
实质性经营业务，没有足够的业绩支
撑其上市地位。”徐阳分析称。

徐阳建议，对于已经上市和拟于
港股上市的企业而言，需要注意按时
刊发业绩公告，具备足够的营运能力
以及不要长期停牌。

港交所2022年净利润100.78亿港元
IPO项目储备依然非常稳健

本报记者 王思文

开年以来，基金经理离任的消息
不断传出，其中不乏百亿元级知名基
金经理因个人原因宣布离任，也有个
别中小型基金公司的“顶梁柱”卸任，
基金经理的“出走”是否会影响基金产
品业绩以及未来的平稳运行？一时间
基金经理“明星化”后出走的话题再次
引起热议。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多位业内
人士后了解到，随着去年证监会发布

《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扭转过度
依赖“明星基金经理”的发展模式，基
金公司在营销宣传方面出现明显的

“去明星化”趋势。单独宣传某位基
金经理的现象明显减少，更多是对基
金经理与整体投研团队进行并行宣
传，从而进一步构建稳定的团队化、
平台化、一体化投研体系。

实际上，我国基金经理人才流动
趋于常态化，市场对于个别基金经理
的去留应理性看待。东方财富Choice
数据显示，截至2月23日，年内已有279
只基金的掌舵人变更，较2022年同期
的487只基金变更有明显减少。

年内279只基金掌舵人变更
个别中小机构失去“顶梁柱”

2月22日，中银国际证券旗下基金
发布基金经理变更公告，白冰洋因个
人原因卸任全部在管基金，并按规定
在中基协办理注销手续。涉及的产品

有中银证券健康产业、中银证券优势
制造、中银证券价值精选、中银证券聚
瑞，接棒的基金经理依次为李明蔚、张
立新、林博程和吕文晔。

白冰洋是去年市场十分关注的绩
优基金经理，在去年权益基金整体收
益不佳的背景下，其管理的中银证券
优势制造股票A以9.26％的收益率斩
获2022年普通股票型基金第五名，其
余产品也获得了可喜的收益率。

作为2022年绩优基金经理，白冰
洋的离职是否会对所管基金产品的运
作造成影响？对此，中银国际证券回
应《证券日报》记者：“近年来，公司通
过导师制的‘传帮带’等形成了一套公
司内部人才队伍建设体系，培养了优
秀基金经理和投研人员。同时，不断
吸引外部优秀的人才加盟，不断优化
人才结构。随着公募基金规模的不断
扩大和产品的不断创新，人才流动特
别是基金经理的流动逐渐常态化，应
当理性看待，不宜过度解读。”

近期像白冰洋一样“清仓式”离任
的基金经理，还有泓德基金的业内老
将邬传雁。就在白冰洋离任前一天，
业内知名基金经理邬传雁因“工作安
排”卸任泓德远见回报等6只基金产
品，同时离任公司副总经理一职，相关
产品由秦毅、王克玉和于浩成接管。
此外，诺安基金的蔡宇滨则卸任了诺
安低碳经济股票和诺安策略精选股
票，长城基金的何以广卸任了旗下6只
合计超过60亿元的基金产品，恒越基
金的“顶梁柱”高楠也在1月份宣布因
个人原因离任等。

从近两年来看，确有不少公募基
金业知名基金经理离任。例如2022
年，获得基民广泛关注的董承非、周应
波、赵诣纷纷离职，去向包括“公奔
私”、创立私募基金或者“投身”个人系
公募。据Wind资讯数据显示，2022年
基金公司和资管机构新聘基金经理
687人，离职的基金经理人达到325人，
离职人数超过2021年的323人，再次刷
新历史纪录。

随着公募基金行业迅速发展，基
金经理变动逐渐常态化。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显示，截至2月23日，年内
已有279只基金的掌舵人出现变更，较
去年同期的487只明显减少。

对于基金经理人才流动的原因
及影响，一位北京地区公募FOF基金
经理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无论
是百亿元级知名基金经理，还是中小
机构基金经理，离职的原因和影响不
可一概而论。离职的背后有业绩考
核压力、职场发展变化等因素，也有
更好发挥投资理念和投资框架、创建
新基金公司的规划。随着我国公募
基金公司在投研队伍和投研文化的
建设上趋于成熟，行业人员流动对
内部影响有所减少，部分成熟基金
经理的创业需求也能进一步丰富我
国公募基金管理人队伍，形成良性
竞争业态。”

公募“去明星化”成趋势
构建整体投研团队成共识

近年来，公募基金市场迅速发

展，不少基金公司以明星基金经理
助力营销，公司管理规模实现迅猛
增长，一些绩优基金经理的名字开
始广为人知。然而，在2022年股市
债市持续震荡的背景下，多数基金
产品短期净值出现下挫，基金经理
也因短期业绩表现不尽如人意而频
频被“骂上热搜”。

公募基金业如何更健康发展，如
何平衡人才流动与公司内部运营稳
定，引起业内重视。

2022年4月份，证监会发布了《关
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要着力提
升投研核心能力，引导基金管理人构
建团队化、平台化、一体化的投研体
系，提高投研人员占比，完善投研人
员梯队培养计划，做好投研能力的积
累与传承，扭转过度依赖“明星基金
经理”的发展模式。

如今，鲜见基金公司大范围单独
宣传某位基金经理，公募基金业正走
在“去明星化”、构建整体投研团队的
路上。

一位上海地区大型公募市场部人
士近期向《证券日报》记者直言：“我们
从去年开始，不会主动宣传基金经理
本身，而是站在公司长期发展与规划
的角度，从权益团队、固收团队、量化
团队等核心业务出发进行渠道沟通。
我们希望基民在选购基金产品的时
候，不仅仅是关注基金经理是不是‘出
名’，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这家基
金公司的整体实力及产品的过往业绩
及产品特点上。”

多位绩优基金经理“出走”背后：
公募“去明星化”成趋势 构建团队渐成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