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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文青

珠海斗门，地处珠江三角洲西
南端，水道交错。在这片总面积近
7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着方
正科技、纬景储能等国内智能制造
的中坚力量，其中，光伏电池N型
ABC（全背接触电池）技术引领者
爱旭股份发展势头尤为迅猛。

当前，国内光伏产品正处于P
型技术路线向N型迭代的关键
期。在这一大背景下，《证券日报》
记者近日前往爱旭股份珠海基地，
探寻这家在光伏电池领域深耕15
年的企业在新一轮行业“洗牌期”
中的应对策略及发展动向。

打造绿色智造新标杆

外界对于爱旭股份的ABC技术
其实早已不陌生。2021年，当光伏
行业还停留在P型技术红利期时，爱
旭股份就发布了国内第一款N型
ABC电池。当时，ABC技术将所有
的金属接触都设置在电池的背面，
因美观、转换效率高等特点，在光伏
行业内引发讨论。随后，爱旭股份
发布了N型ABC组件，业务向下游延
伸。2023年，爱旭股份接连宣布了
ABC电池及组件扩产投资计划。

至2023年底，爱旭股份珠海
基地年产10吉瓦ABC电池及组件
项目达产。

记者走进爱旭股份珠海ABC
电池生产工厂时，各式工业机器人
在一楼不停地运转着，身着整套防
尘服的工人穿梭其中。

面对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的流
水线，爱旭股份一位工程师介绍：

“我们的ABC电池及组件生产工序
复杂，为了保证产品品质，组件生
产过程设有7道检测环节，由机器
和员工共同完成。当产品良率通
过验证后，才会由自动化装置运往
二楼包装。”

一直以来，爱旭股份视产线上
的平均量产效率为发展关键。公
司董事长陈刚表示：“目前公司产

线上，ABC电池的平均效率已超过
27.2%，力争在今年达到27.5%。
ABC组件方面，目前量产交付效率
可高达24.2%，预计今年三季度，可
以给市场带来平均转换效率为
24.8%至25%的ABC组件产品。”

除了珠海基地外，爱旭股份义
乌、济南两大基地的ABC电池和组
件项目产能也将逐步释放。

据爱旭股份工程师介绍，公司
济南基地有望在今年成为行业首
个采用半导体工厂概念设计光伏
电池组件厂房，工厂单位面积产能
将提升50%。该基地也力争在投
产后将ABC组件端单瓦成本降到
比TOPCon低0.03元至0.05元。

此外，济南基地还将工艺制造
与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
相结合，能够实现AI缺陷检测、先
进制程排程及产品全流程追溯管
理。后续，工厂将通过技术及生产
工艺的创新，实现100%绿电使用、
90%水资源循环利用及30%余热
回收率等，并降低近40%的用电
量，为全球光伏行业树立绿色智造
新标杆。

深挖多场景应用价值

在爱旭股份量产ABC产品之
前很长一段时间，光伏行业对于
BC技术（背接触电池技术，包括
ABC、HPBC等）的认知大多为：理
论效率极限和量产效率较高，但复
杂的制作工艺使得规模化量产变
得相对艰难，其制造成本也让许多
厂商踌躇不前。

随着国内光伏电池企业竞争
愈加激烈，P型向N型技改已是大
势所趋，行业也开始重新审视BC
技术路线的价值。在不久前落幕
的第十七届（2024）国际太阳能光
伏与智慧能源（上海）大会暨展览
会上，不少国内厂商已经谈论起其
BC技术研发进展。

“目前，光伏行业的运行逻辑
已经改变。随着组件成本在系统
成本中占比的降低，行业进入了同

等面积下组件功率为王的时代。”
陈刚认为，过去一两个产品就可以
运用到所有的场景里，但这个时代
已经过去了。现在要不断区分运
用场景，挖掘每个场景的应用价
值，并提升客户在每个场景中的收
益，这样才能得到客户的认同。

爱旭股份一直在争议声中寻
找ABC产品的最佳发展路径。迄
今为止，公司已构建满足各主流应
用场景的差异化需求的ABC组件
产品矩阵。

爱旭股份的一位产品经理告
诉记者，公司ABC组件基于同等面
积输出功率高6%至10%的优势，
为客户带来更高发电量。尤其在
系统成本和电价较高的欧洲市场，
ABC为客户带来的价值增量十分
明显。因此，欧洲主要的光伏组件
经销商基本都已成为公司的客户。

自2023年以来，爱旭股份已在
海外1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销售渠
道子公司，并招募本土化的营销团
队，同时公司也在发力国内市场，
完善销售体系。基于产品价值定
价的商业模式基本成熟，公司预计

2024年上半年ABC组件销售量较
去年全年增长200%以上。

让零碳理念照进现实

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以爱
旭股份为代表的光伏电池企业瞄准
市场份额提升的同时，正经历新一
轮调整。去年第四季度以来，由于
供需错配导致竞争加剧，光伏产品
价格一再下探，不少环节经营承压。

陈刚表示，光伏行业本轮拐
点的出现取决于低效产能的出
清。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发
展新质生产力，即能为企业和社
会带来更高价值的生产力。进一
步来说，政府可以通过顶层设计
进行引导，比如在大型基地建设
中建议使用更高效率的组件。当
大家习惯使用更高效率的产品之
后，落后的产能自然会被淘汰。

站在终端产品供应商的角度，
陈刚认为，在光
伏行业下行周
期里，企业面临
的压力是相似

的。但巨大的压力一定会带来转
变，从而延伸出市场机会以及沉没
成本。

爱旭股份始终将创新基因融入
发展，让零碳理念一步步照进现
实。2023年起，爱旭股份联合华发
集团等国企着手打造零碳社区、零
碳公建、零碳园区、零碳农业等重要
示范应用场景和大型示范工程，公
司也在考虑针对交通枢纽光伏发电
设施场景，推出新型轻质组件。

近年来，光伏产品走俏海外，
成为展现中国制造迈向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的“新名片”，也为世
界各国的绿色发展增添新动能。

近期，中奥低碳建筑与能源联
合实验室的成立，标志着爱旭股份
在欧盟地区零碳场景的协同创新
又迈出重要一步。随着爱旭股份
与奥地利布尔根兰能源公司展开
探索，双方将携手将当地清洁能源
比例从51%提升至100%。

光伏行业升级下的“爱旭答卷”：
差异化、价值增量与“零碳”愿景 本报记者 肖 伟 徐一鸣

7月16日，阳光电源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7月
15日，阳光电源与沙特ALGIHAZ成功签约全球最大储能
项目，容量高达7.8GWh。

阳光电源表示，签约项目自2024年开始交付，2025年
全容量并网运行，将有效提高沙特电网稳定性和可靠性助
力沙特“2030愿景”实现。由于2024年已经进入下半年，意
味着阳光电源面临着时间紧、任务重、管理复杂等难题。
目前，阳光电源已调动旗下智能制造工厂和全球化销服体
系来满足项目按期交付需求。预计该项目并网后，可实现
超15年长寿命周期运营，保障电站稳定高效收益。

一位分析人士向记者表示：“阳光电源去年对海外市场
发货量已达到10.5GWh，发货量位居国内企业首位。该公司
储能系统已广泛应用在美国、英国、德国等成熟电力市场，所
有参与的储能项目未出现一例安全事故，为国内储能企业起
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预计随着风力发电设备、光伏发电设
备在海外市场不断取得进展，风、光、储的深度融合势在必
行，更多先进储能企业将走出国门，深耕海外市场。”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随着光伏、风电、电动
汽车等产品大量出口海外，急需先进储能设备为电网稳
定运行保驾护航，储能企业向海外市场输出产品及服务
的速度正大大提升。当前，国内储能企业正处在有效利
用先进产能，抢占海外市场的关键时期。

除了阳光电源之外，尚有多家企业推动先进储能产
品、服务和产能出口，紧追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出口的脚
步，为海外多地的电网稳定运行提供切实保障。据记者不
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有亿纬锂能、宁德时代、瑞浦兰钧、
国轩高科、鹏辉能源、海辰储能、远东电池等多家企业与海
外客户签署了储能系统订单，预计订货量超过32GWh。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曹二保教授表示：“国
内储能市场日趋完善，‘出海’创汇是先进储能企业的必然
选择。从财务报表来看，拥有全球交付能力、全球制造能力
的头部企业在‘出海’后，对应储能业务的毛利率有明显上
升。从市场需求来看，水电、火电受制于自然资源，前期投
入较大、建设周期较长，不如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能带来立
竿见影的效果，而配备了先进储能的新能源发电系统克服
了‘小风寡照’的问题，更受海外市场青睐。从市场供应来
看，国内储能企业已形成上下游科学分工，掌握核心技术，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经受多方论证和不同环境考验，更
有价格上的优势，是海外客户们的理想选择。”

富船私募投资首席执行官黄亚认为：“从我们的调研
走访来看，处于头部的储能企业拥有较强的设计能力、生
产能力和交付能力，与海外客户的具体需求能更好结合，
也能更快响应客户的突发需求，更能得到海外大客户的
青睐。当前，国内储能市场价格竞争激烈，储能系统价格
持续回落，已接近部分企业的成本线。对于储能企业而
言，当下正是‘要么出海，要么出局’的关键选择期。中小
储能企业应结合自身技术长处和海外客户需求，一要找
准自身定位，二要找准细分市场，开发性价比较高、实用
性较好、安全可靠的个性化储能产品。”

储能行业“出海”进行时
多家上市公司签下海外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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