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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文青

SNEC 第十七届（2024）国际
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上海）
大会暨展览会（以下简称“SNEC
上海光伏展”）正在上海举行。
当前光伏行业正处于深度调整
阶 段 ，产 业 链 企 业 盈 利 普 遍 承
压，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四大
环节的价格均已跌破企业成本，
更是引发业界关注。对此，全力
鼓励技术创新被视为破解行业
内卷的关键一招。

在 此 次 SNEC 上 海 光 伏 展
上，多家光伏产业链企业发布了
最新技术或产品。其中，作为国
内 为 数 不 多 量 产 N 型 BC 产 品

（背接触电池）的企业，爱旭股份
展出了全新一代 ABC 组件。据
爱旭股份相关负责人介绍，最新
一 代 ABC 组 件 最 高 功 率 达
700W，转换效率突破 25%，再创
新高。

爱旭股份副总经理夏恒亮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光伏行
业归根到底就是两个词——降
本、提效。公司希望通过技术创
新，让整个行业能够更多地回归
到“卷”价值上，而不仅仅是“卷”
价格。

爱旭股份董事长陈刚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公司仍在持续提升 ABC 技
术、质量、产能、产品及产业价

值，为更多细分场景下的客户提
供更高价值的 ABC 产品，预计公
司 ABC 组件端的成本在今年 6
月份能够和 TOPCon基本持平。

据悉，自爱旭股份 ABC 产品
实现规模化销售以来，截至 2024
年 3 月份，公司签署的各类有关
ABC 组件协议涉及销售规模已
超过 10GW，并且公司 ABC 组件
已销往海外多地。

“下一步，公司将开拓亚非
拉市场。我们希望通过三到五
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全球布局，并
且我们会深耕这些市场做本土
化。”陈刚说。

产能方面，陈刚表示，目前，
爱旭股份已经规划 100GW 可建

ABC 产 能 。 其 中 ，珠 海 基 地
10GW 已经投产，义乌基地 15GW
正在投产，济南基地 10GW 正在
建设中，“公司会根据市场需求，
加 快 利 用 剩 下 的 65GW 产 能 空
间。如果市场有需要，公司考虑
在半年、一年或者是一年半左右
的时间内，提升新的产能。”

对于外界一直关注的“光伏
产 业 链 拐 点 何 时 出 现 ”这 一 问
题，陈刚回应称：“我们还在观
察 ，但 是 暂 时 还 没 有 看 到（拐
点）。估计拐点最早会出现在今
年第四季度，至于说哪一个环节
最先出现拐点，不会像过去那样
非常清晰，最终要看硅料、硅片、
电池、组件四个环节中哪一个低

效产能先出清。”
此 外 ，在 目 前 的 市 场 环 境

下，爱旭股份也在思考如何与客
户 和 合 作 伙 伴 分 享 更 多 的 价
值。今年 3 月份，公司对外宣布
将 义 乌 基 地 现 有 25GW PERC
（发射极和背面钝化电池）电池
产能升级改造为 TOPCon 电池产
能。在 SNEC 光伏展上，陈刚表
示：“公司业务包括电池销售和
组件销售，由于原先购买 PERC
电池的客户需求发生了变化，因
此公司将 PERC 电池产能升级到
TOPCon 电池产能，新增了少量
TOPCon 电池产能。公司未来所
有新增的产能都是（用于）ABC
电池和组件。”

爱旭股份董事长陈刚：

将根据市场需求提升产能

本报记者 王镜茹

作为实现人车交互的新窗口，
HUD（Head Up Display，抬头显示
系统）车载应用渗透率正逐步提升。

据盖世汽车研究院数据，国内
一季度智能座舱装机量攀升至
322.1 万套，同比增长 37.8%。其
中，HUD渗透率增长尤为明显，一
季度渗透率为 12.9%，去年同期仅
为8.9%。

在此背景下，中国厂商的市场
份额增长迅速，其产品在本土车型
中快速渗透。 6月12日，华阳集团
在接受调研时表示，公司HUD产品
已连续多年实现高增长。目前，
HUD产品市场开拓进展迅速，今年
以来新获长城、长安等客户项目定
点。随着较多新项目进入量产阶

段，预计HUD产品仍将保持良好增
长态势。

HUD 产品亦成为驱动华阳集
团一季度业绩高增的重要因素。财
报显示，公司2024年一季度实现营
收约 19.91亿元，同比增长 51.3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 1.42亿元，同比增长 83.52%。中
金公司发布研报称，得益于优质客
户放量，一季度华阳集团HUD国内
市占率高增，超过27%。

中国数实融合 50 人论坛智库
专家洪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此前中国HUD市场
多以国际巨头为主导。但近年来，
凭借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坚实基础，
以及国内供应商显示技术的快速
迭代，目前国内 HUD 生产企业已
占据市场份额的半壁江山，未来优

势有望进一步扩大。”
前装增速持续抬升的同时，龙

头公司亦不断推动研发创新，布局
高端产品。其中，AR-HUD（增强
现实抬头显示）凭借大画幅、与智
能座舱融合等优势，引发行业广泛
关注。

据悉，AR-HUD 是将 AR 和抬
头显示融合，在前挡玻璃上实现相
关参数与数据投影。高工智能汽车
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
市场乘用车（不含进出口）前装标配
W- HUD 及 AR- HUD 交 付 新 车
225.43 万辆，同比增长 50.26%，渗
透率首次突破10%大关。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
对《证 券 日 报》记 者 表 示 ：“AR-
HUD通过结合虚拟现实技术，充分
融合了智能座舱及智能驾驶等相

关功能，具有投影范围更广、成像
距离更大等优势，满足了用户在不
同场景下的需求，已成为车企差异
化竞争的重要保障。”

在此背景下，行业龙头不断推
进高端产品布局。水晶光电表
示，公司在光学系统设计和技术
迭代上具有较为明显的领先优
势 。 在 LCOS（Liquid Crystal on
Silicon，反射式投影显示）等中高
端产品的布局上，2024 年会加速
推进进程，尤其是在中高端车型
和海外客户的推广进程上。

华阳集团表示，公司持续投
入研发，保持产品具备先进性。
AR-HUD产品涵盖多种成像方案，
并前瞻性布局研发光波导、裸眼
3D等技术应用。在国内率先推动
HUD 向全景式 HUD 进阶，已推出

VPD（Virtual Product Development，
虚拟产品开发）产品并获得定点
项目。

歌尔股份则于 2023 年率先推
出新一代车载AR-HUD PGU（Pic⁃
ture Generation Unit，图像生成单
元）模组PGU4620。公司表示，会长
期在 AR 领域积极投入，并不断深
化在相关核心零组件和关键技术上
的布局。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叶银丹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不管是通
过规模化降本，还是技术创新，国产
AR-HUD产品已日益成熟。考虑到
智能汽车的快速迭代，软硬分离或
成为趋势，具备 AR 导航等功能的
AR-HUD将成为更多车型的标配，
拥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行业龙头企
业有望持续获益。”

国产HUD厂商市场份额大增 多家企业加速推进产品布局

本报记者 张晓玉 殷高峰 曹琦

SNEC第十七届（2024）国际太
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上海）大会
暨展览会（以下简称“SNEC上海光
伏展”）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如
火如荼举行。

6月13日，《证券日报》记者在
展会现场看到，从高效光伏组件到
智能逆变器，从柔性光伏技术到储
能技术，各种创新成果令人目不暇
接。各展位人气火爆，讲解人员详
细介绍着自家产品的特点和优
势。同时，一些企业还通过现场演
示的方式，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产
品的实际应用效果。

对于此次展会的亮点，弘扬太
阳能创始人刘继茂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降本增效是
光伏行业目前的趋势，在今年展会
上，很多组件厂家推出了0BB电池
技术，组件的正面效率和背面效率
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此外，可以
看到光储向更深层次的融合，不仅
并网逆变器厂家推出了储能产品，
绝大多数组件厂家也推出了储能
系统。”

企业竞相发布新品

走在 SNEC上海光伏展现场，
琳琅满目的光伏产品让人眼花缭
乱，各大光伏厂商纷纷拿出了“看
家本领”。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整个
展会基本上是 N 型产品的天下，
TOPCon、HJT（异质结）等新产品新
技术纷纷亮相，组件转换效率也持
续创出细分领域新高。

“在电池技术方面，实际上今
年整个市场已经完成了从P型向N
型的转变。基于N型，现在又涌现
出许多新的高效电池技术，其中以
TOPCon 和 HJT 最为引人注目，市
场份额最大。”现场一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晶科能源是 N 型 TOPCon 技
术的头部企业，2023 年组件出货

量全球第一。在本次展会上，公
司推出全新一代 Tiger Neo 2024
光伏组件产品矩阵，以及晶科蓝
鲸 SunTera 5MWh 大型储能系统
和晶科海豚 Sungiga 261kWh一体
机等储能解决方案。

HJT 作为 N 型技术的一个分
支，目前只有少数几家公司布局。
其中，东方日升是目前市场上主要
的HJT组件供应商。本次展会东
方日升推出了伏羲组件，在多项技
术上实现突破，最高功率达到了
767.38Wp，组 件 转 换 率 达 到 了
24.70%。

光伏组件转换效率的提升是
行业一直追逐的目标。6月13日，
爱旭股份新一代ABC组件——“满
屏”组件在此次展会上亮相。据介
绍，新组件实现了从硅片、电池、组
件全流程技术与工艺的全面突破
与提升，组件效率提升至 25%以
上。

晶澳科技产品技术部总监张
军博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本届展会公司带来了两款全新
产品，一个是全新技术 0BB 高效
光伏组件，另一个是专门针对分
布式屋顶场景的单玻防积灰产
品。前者依托于新一代的 Byci⁃
um+电池技术叠加 0BB技术，实现
了功率与效率的双重飞跃。其最
高功率高达 645W，转换效率达到
了23.1%。”

据介绍，Bycium+电池的量产
效率达到了26.5%。

除了在功率和效率上重点
发力，轻薄化也是部分光伏企业
打造优势的突破点。在中能创
展位，记者看到公司发布了“轻
刚”系列 N 型高效太阳能组件。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该产品适
配低载荷工商业及户用分布式，

“最大的特点就是轻薄，重量仅
为 6kg/㎡，而一般的 N 型组件要
15kg/㎡-16kg/㎡。”

此外，隆基绿能在此次展会发
布了全球首款别墅专用光伏组件
Hi-MO X6，组件发电功率最高可

达450W。

聚焦技术创新

新技术新产品惊艳亮相的背
后，是光伏企业在技术研发和创
新方面的持续投入。

一道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刘勇表示：“创新始终是
这个行业最核心的驱动力。”

当前，随着全球能源结构的
转型和环保意识的提升，光伏行
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然而，行业内的激烈竞争也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各大光伏企
业纷纷以技术创新作为破局之
道。多位受访人士表示，当前的
行业情况下，更考验企业在技术、
资金等方面的厚度。

“技术积累厚，就能构建自身
的护城河。”在展会现场，协鑫科
技联席首席执行官兰天石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在行业内卷加

剧的情况下，企业更要构建差异
化竞争优势。

兰天石进一步解释称，只有
持续不断的创新和研发，才能让
企业在光伏行业的未来发展中保
持持续的竞争力。而如果继续走
同质化竞争道路，即使现在是最
先进的技术，也会很快面临淘汰，
光伏企业要不断超越自己。

另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
“从长期来看，光伏行业仍然是一
条长坡厚雪的赛道，先进技术和
产能是不会被淘汰的，现在行业
仍然处于调整阶段。”

事实上，打造差异化也是此
次展会上不少企业提到的一个话
题。而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构建，
对企业在研发等方面的投入提出
更高要求。

隆基绿能创始人、总裁李振
国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公司在BC技术研发上、在
专利方面做了大量布局，包括在

专用设备等方面也进行了布局，
以构建BC技术的护城河。”

除了技术创新外，此次展会
上，降本增效也成为光伏企业提
到的关键词之一。

过去，由于光伏企业的大规
模扩张，行业出现供需错配，去年
以来，光伏产业链产品价格持续
下跌。

刘勇表示，光伏行业是制造
业，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在
于成本，归根到底一定要把握成
本这个核心环节。如果能够把成
本做到有竞争力，这家企业至少
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在兰天石看来，度电成本越
来 越 低 是 光 伏 发 展 的 趋 势 ，当
前 的 价 格 还 有 下 行 的 空 间 ，而
行 业 降 本 ，不 仅 仅 是 几 家 企 业
几 个 环 节 的 事 情 ，这 需 要 整 个
行 业 去 推 动 ，让 产 业 链 协 同 成
为中国光伏产业锻造新质生产
力的“助推器”。

直击2024年SNEC上海光伏展：
研发创新与降本增效成关键词

本报记者 李万晨曦

6月 12日晚间，湖北广电披露公告称，拟以全
资子公司湖北广电网络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数科公司”）作为平台和载体，与武汉华鑫
信股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鑫信”）
共同投资建设光谷智算中心，计划投资规模为 25
亿元人民币，部署算力规模不少于 25000P。

6月 13日，湖北广电开盘一字涨停，截至当日
收盘，股价报收 3.91元/股。

“事实上，湖北广电近年来一直试图切入热点
板块以寻找业绩增长点，然而基本面颓势并未扭
转，此次布局算力能否扭转基本面，仍有待观
察。”艾文智略首席投资官曹辙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拟部署算力规模不少于25000P

公告显示，湖北广电和华鑫信双方基于对未
来趋势的共识，拟共同打造全国领先的数字经济
产业生态高级聚落基地，并对上下游产业集群中
的项目或公司进行培育和孵化，进一步壮大数字
经济的生态系统，以发展AI生态产业。

双方计划以数科公司为主体，基于“数据中
心机房”（位于湖北广播电视传媒基地长江文创
产业园 1 号楼）建设光谷智算中心，以支撑广电
以及互联网等企事业的 AI 算力需求，预计部署
算力规模不少于 25000P，基建投资为 25 亿元，后
期将根据项目具体落实情况适度扩大建设规模。

据悉，数科公司定位于开展 IDC 综合性服
务、超算智算等业务，同时，数科公司也是湖北
广电首个智算型数据中心——光谷智算中心项
目的投资备案主体。

本次项目的合作方华鑫信是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第一批备案通过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机构。公司重点投资硬科技、大健康、AI 领域等
项目；围绕合作的落地，湖北广电与华鑫信达成
了一系列的约定。

同时，光谷智算中心将利用湖北广电现有的
数据中心机房和网络传输架构资源展开，其主体
建筑已完工。

本次布局算力是出于何种考量？能否为业
绩带来积极影响？《证券日报》记者致电湖北广
电，该公司相关人士表示，本次同华鑫信合作布
局算力，是积极寻求转型突围，对于业绩的影
响，也将随双方合作的推进陆续公开。

湖北广电还表示，在光谷智算中心项目建成
后，能支撑公司快速构建开放、多元，且可以大
规模普及的数字三维智能生态系统（千世界），
可以让公司用户更便捷享受国家提供的民生公
共服务，全面提升用户的体验感和便捷性。

业绩持续下滑

资料显示，湖北广电主营业务为电视收视
业务、宽带业务、广电 5G 业务等。事实上，公司
自 2017 年起，业绩就开始持续下滑，并在 2020
年由盈利转为亏损。财报显示，2020 年至 2023
年，公司分别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6.9 亿元、-4.46 亿元、-5.95 亿元、-6.47 亿
元，已连续四年亏损。

2024 年一季度，公司归母净利润亏损 1.01 亿
元。公司表示，受互联网及新媒体发展等多重因
素影响，用户的消费观念和方式发生变化，整个
有线收视行业内用户出现持续流失。

面对业绩的持续低迷及用户流失，湖北广电
也曾进行业务的升级转型，然而，在采取一系列
举措后，公司业绩并未有所好转。

2020 年 8 月份，湖北广电发布非公开发行预
案，拟募资 18.45 亿元，投入光谷 IDC 数据中心、
5G+工业互联网基础能力建设等。该预案先后获
得湖北省文资办、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方案实施
的前期条件只待证监会审核批准。然而，此后定
增事项再无进展，直至 2023年初，公司公告，终止
该定增计划。

2022 年初，元宇宙概念火爆时，湖北广电曾
因子公司威睿科技沾边“元宇宙”概念，公司股价
在 8个交易日内收获 6次涨停板。但随着热度的
下降，其股价也随之震荡回落，业绩亏损的趋势
并未改善。

记者梳理过往公告注意到，湖北广电曾多次
与国内行业头部企业签署合作协议。例如，与腾
讯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签署《业务合作协议》，还与中电兴发子
公司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尝试在大数据、云计算领域开展深入
合作。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袁帅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湖北广电布局算力
业务力求实现转型突围，有望为公司带来新的盈
利点和市场机会，但同时也面临市场竞争和技术
的挑战。公司需要加强自身的技术研发和市场
营销能力，以实现相关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湖北广电拟部署算力业务
能否扭转业绩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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