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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舒娅疆

今年以来，光伏产业链公司业绩持续承压。作为
光伏产业的重要环节，多晶硅何时能恢复供需平衡备
受市场关注。从第四季度来看，多晶硅的减产态势渐
趋明显。

近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以下简称
“硅业分会”）发布消息称，目前多晶硅各类产品的价格
底部在本轮低价周期内已逐步明确，根据统计，12月份
多晶硅的排产计划较为明确，龙头企业将继续带头减
产，供应量预计有10%以上的下滑。

多位分析人士表示，光伏行业已进入磨底阶段，随
着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关系改善，行业有望在2025年上
半年迎来拐点。

浙商证券认为，光伏行业四大环节均处于承压状
态，且时间跨度已达多个季度，预计光伏主产业链拐点
可能出现在 2025年第二季度至第三季度。国金证券
表示，考虑到当前行业资本开支已显著放缓，随着落后
产能逐步淘汰出清，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关系正在持续
改善，光伏各环节景气底部夯实明确，主产业链盈利拐
点最快有望于2025年第二季度到来。

在中国民协新质生产力工委联席秘书长高泽龙看
来，产能过剩、电网和储能基础设施限制、非市场因素
介入，是光伏行业在本轮周期中持续磨底的主要原因，
而随着头部企业主动进行调整，有望为行业止跌回暖
带来积极影响。

“行业龙头之间的共识正逐步达成，由‘卷价格’向
‘卷质量’演进。头部企业开始主动降产并挺价，这有
助于缓解产能过剩问题，稳定市场价格。此外，政策的
引导和支持也将促进光伏行业健康发展。”高泽龙说。

政策利好也有望助力光伏行业向好发展。日前，
工信部正式发布《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本）》
和《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办法（2024年本）》，旨
在进一步推动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遏制行
业无序扩张。

此外，龙头企业持续发力研发创新，以进一步增强
自身竞争力。公开信息显示，隆基绿能围绕BC技术平
台不断推出差异化的高效产品，产品矩阵日益丰富，公
司表示，将持续注重技术研发，保持产品领先优势，不
断优化产能布局，为后续业绩改善打好基础。通威股
份储备了包括 TOPCon、HJT、XBC、钙钛矿硅叠层电池
及组件等新技术，并取得了丰硕的研发成果，公司表
示，将积极把握行业技术迭代的机遇，让公司在千帆竞
发的技术变革中抢占发展先机。

畅力资产董事长宝晓辉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政策支持和自身整合持续推进，这是光伏行业实现止
跌回暖的重要条件。展望未来，行业会呈现集中化的
特点，市场份额继续向优势企业集中。

“随着新材料、新工艺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光伏
产品的性能和效率将不断提高，生产成本将进一步降
低。未来市场将更加多元化，这将为光伏行业提供更
多的市场机遇和发展空间。同时，中国光伏企业将继
续扩大海外市场份额，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推动全球
光伏产业的繁荣发展。总体来看，随着头部企业调整、
政策引导和支持、技术创新升级以及市场需求增长等
因素的推动，光伏行业有望走出困境并实现稳健发
展。”高泽龙说。

多晶硅企业减产情况受关注
光伏行业或在明年迎来拐点

本报记者 王镜茹

12月1日晚，松发股份发布公告称，已于11月29日
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置换等议案，相关议
案将提交于12月17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表决。

公告披露，松发股份拟以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恒力重工100%股权，并拟向
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方案分为三部分，一是拟以持有的截至评估
基准日全部资产和经营性负债与中坤投资持有的恒力
重工50.00%股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二是拟以发行
股份方式，向中坤投资购买上述重大资产置换的差额
部分，并向苏州恒能、恒能投资、陈建华购买其合计所
持恒力重工剩余50%股权；三是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
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通过此次交易，松发股份将战略性退出日用陶瓷
制品制造行业，恒力重工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上市公司未来主营业务为船舶及高端装备的研
发、生产及销售。

“本次交易将助力上市公司完成战略转型，有利于
公司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改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
力，进而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松发股份表示。

恒力重工成立于2022年7月份。据松发股份披露，
随着2024年恒力重工船舶制造业务逐步步入正轨，开
工订单增加，盈利能力将大幅提升。截至2024年10月
17日，恒力重工船舶已确定排产新造船舶140艘，货值
约108亿美元，船型包含散货船、VLCC、VLOC和集装箱
船等。

公告显示，2022年、2023年以及2024年1月份至9月
份，恒力重工营业收入分别为1951.47万元、6.63亿元和
33.06亿元，净利润分别为-2610.84万元、113.71万元和
1.34亿元。以2024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上述交易
标的资产合并口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29.89亿元，
评估值为80.06亿元，评估增值50.17亿元，增值率为
167.84%。

松发股份在回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重组考虑到
以下原因：一是陶瓷行业需求萎缩，公司近年来营业收
入情况不佳；二是恒力重工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的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船舶制造及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涵盖
上游发动机自主生产、中游船舶制造等多环节业务，具
备技术领先、设备先进、产业链一体化的综合竞争优
势。交易完成后，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发展质量。”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并购重组活跃度的提升，对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推动产业升级起到了促进作用。目前造船行业正处于
需求景气上行的早期阶段，预计未来将迎来广阔的市
场空间。”

松发股份拟置入恒力重工100%股权

本报记者 张晓玉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火热也推
动了汽车产业链的升级。作为汽
车零部件行业的重要力量，凌云
股份凭借自身在汽车流体传输与
控制、结构件以及新能源领域的
技术积累与创新能力，力求在智
能制造、轻量化、绿色制造等领域
走在行业前列。

近日，《证券日报》记者跟随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组织的

“了解我的上市公司，走进地方特
色”系列活动，深入凌云股份，全
面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技
术创新以及未来发展布局。

艰难起步：
从手工到机械化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 80年代，
国内汽车制造业尚处在“摸着石
头过河”的阶段。凌云股份的前
身——一家不起眼的汽车零部件
加工厂悄然诞生。虽然工厂的设
备简陋、技术落后，但每个凌云人
都怀揣着一个梦想——用自己的
双手改变中国汽车工业的面貌。

彼时，凌云股份的生产线几
乎都是手动操作，工人们在简陋
的车间里，一件一件地做着零部
件。回忆起那段艰苦的日子，一
位凌云股份的老员工感慨万千：

“那时候，自动化、智能化的概念
都没有。”

凌云人正是用汗水和智慧，
开始了从手工生产到机械化的艰
难转型。虽然工艺水平有限、设
备简单，但他们依然坚持技术创
新，想尽办法提高生产效率，不断
摸索与学习。此后，公司逐步进
入机械化生产阶段，车间里的机
器轰鸣声取代了工人的敲打声。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2007
年，凌云股份迎来了一个标志性
的历史时刻——成功研发出国内
首条汽车管路自动化生产线。这
条生产线的问世，标志着凌云股
份正式踏入了自动化、现代化的
制造时代。

“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无比激
动，因为这条自动化生产线不仅
是技术的突破，更是我们对未来
信心的体现。”回忆起那个时刻，
一位参与研发的工程师激动不
已。这条生产线的成功，使得凌
云股份在制造领域的竞争力大大
提升。产品的精度和生产效率得
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凌云股份

的零部件开始逐渐进入更多汽车
品牌的供应链。

随着自主研发技术不断成
熟，凌云股份的视野逐渐扩展。
从单一的金属汽车零部件领域起
步，公司开始不断探索新技术，并
迅速在汽车结构件、热管理系统、
新能源电池管理系统等多个领域
展开布局。

业务扩展：
从单一到多元

正是凭借持续的创新和对未
来的精准把握，凌云股份逐步从
一家普通的汽车零部件厂，发展
成为一家涵盖汽车零部件和智能
制造的多元化企业，成功实现了
跨越式发展。

走进凌云股份的生产车间，现
代化制造业的气息扑面而来。车
间内机器轰鸣，自动化生产线高效
运转，工人们有条不紊地操作着各
种设备，一件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在机器臂的精准操控下诞生。

“这是我们的挤出工序，这条
自动化生产线是国内首创，极大
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公
司生产负责人指着其中一条生产
线自豪地介绍说。

凌云股份在汽车金属零部件
领域技术优势明显，尤其是在车身
结构件制造方面，公司通过采用高
强度钢材和创新的热成型工艺，不
仅增强了产品的强度和安全性，还
实现了车身重量的显著减轻。

公司技术负责人介绍说：“我
们自主研发的高强度热成型技术，
能够将钢材的强度提升至1700兆
帕，这使得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上具
备极强的竞争力，特别是在面对高
端车型时，深受客户青睐。”

记者在成型工序区域看到，这
里有着全球先进的成型设备，正在
全自动化生产汽车管路产品。讲
解员指着一台设备说：“这台设备
实现了管路的三线距离控制，每个
零件上都有单独的推送，确保了管
路产品的高精度和高质量。”

凌云股份的技术创新不仅体
现在产品设计和制造流程中，还
体现在对新领域的重视上。凌云
股份董事长罗开全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在公司的发展历程
中，我们始终坚持以技术创新为
驱动力，特别是在当前全球汽车
产业快速变革的背景下，我们不
断加大在新材料、新能源以及智
能制造等领域的研发投入，积极

布局汽车流体控制系统、汽车热
管理系统、汽车线控转向系统及
智能制造工程等。”

新能源板块已成为凌云股份
的一个重要增长极。记者在参观
过程中看到了公司自主研发的新
能源电池托盘系列产品，这些产
品广泛应用于宝马、奔驰等高端
品牌的新能源车型。公司技术负
责人称：“我们的电池托盘采用铝
挤出加上激光焊接的工艺，确保
产品的强度和轻量化。这不仅满
足了客户对产品轻量化的要求，
也提升了整车的续航能力。”

除新能源汽车外，储能市场
也是凌云股份未来的发展重点。
走进储能业务生产车间，工作人
员向记者展示了最新的储能壳体
和冷却管路系统的制造过程，并
介绍了公司在这一新兴市场的布
局规划。公司高层表示，随着全
球对清洁能源需求的增长，凌云
股份在储能领域的业务规模也将
随之扩大。

稳健经营：
从国内到海外

新能源汽车、智能化、轻量化
等趋势正在重塑整个行业格局。

凌云股份深知，汽车产业正在经
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这样的背
景下，公司拟通过技术创新和全
球市场布局，确保在这一场变革
中占据主动。

在座谈会上，公司高管进一
步解释了企业在新能源领域的战
略：凌云股份不仅关注国内市场
动态，也将加快国际市场布局。

凌云股份董事会秘书兼总会
计师李超说：“目前，公司已与奔
驰、宝马等知名企业展开深度合
作，共同开发新能源车用电池壳
体及组件业务，并通过持续的技
术创新，确保公司在新能源产业
链中保持技术领先地位。”

凌云股份在国际市场的足迹
越来越广，特别是在轻量化和新
能源产品领域，取得了显著进
展。罗开全提到：“凌云股份的国
际化进程已取得显著成果。未
来，我们的国际业务收入占公司
总收入的比例将继续提升。”

目前，凌云股份已经在德国、
墨西哥等地设立了生产基地，并
与宝马、保时捷等知名汽车厂商
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尤其是在
德国，凌云股份收购了当地一家
汽车零部件企业，为公司进入欧
洲高端汽车市场奠定坚实基础。

李超表示：“德国的收购项目
帮助凌云股份顺利进入了欧洲高
端汽车市场，与此同时，我们在北
美市场也取得了一定进展，我们
计划利用摩洛哥的地理优势和贸
易政策优势，为公司打造一个辐
射全球市场的低成本生产基地。”

通过拓展海外市场、采取稳
健的经营策略，凌云股份近年来
业绩稳步提升。2024年三季报显
示，公司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
133.48 亿元，归母净利润为 5.01
亿元，同比增长13.23%。

罗开全表示：“我们在高质量
发展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利
润增速超过收入增速，这为我们
提供了良好的现金流支撑。良好
的现金流，一方面支持企业的再
发展再投入，特别是近几年研发
投入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我们要
回报股东。”

截至 2023年度，凌云股份累
计现金分红金额已超过 11.42 亿
元，每年的分红金额均占归母净
利润的30%以上。2024年公司继
续加强投资者回报力度，7月份至
9 月份，连续实施了 2023 年度和
2024年半年度分红方案，每 10股
派发现金分别为 2.5元和 1元，分
红总额达到了3.3亿元。

技术创新+全球化布局

凌云股份：打造汽车零部件龙头企业

张晓玉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以
及智能化、轻量化、环保化等趋势
的加速推进，汽车零部件行业面
临着巨大的技术挑战和市场机
遇。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产业
升级，在全球化竞争中占据有利
位置，成为所有汽车零部件企业
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在走访多家行业代表性企业
后，笔者对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未
来发展有了深入的思考。

第一，技术创新是行业发展的

核心驱动力。随着新能源汽车的
兴起，零部件企业不仅要满足传统
汽车市场需求，还需要应对新能源
汽车所带来的新技术要求。电动
化、智能化和轻量化趋势迫使零部
件企业必须不断进行技术突破和
创新，以适应市场的变化。

例如，在车身结构件的生产
中，随着对车身轻量化要求的增
加，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开始逐步采
用高强度钢材、铝合金等轻质材
料。部分零部件制造商通过自主
研发新型合金材料和优化工艺，成
功研发了更为轻量化且强度更高

的车身结构件，满足了新能源汽车
对轻量化和安全性的双重需求。

第二，智能制造与自动化引
领生产变革。随着全球制造业智
能化、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智能制
造和自动化生产线的引入，极大
地提升了汽车零部件企业的生产
效率，提高了产品的一致性和可
靠性。

在许多领先企业中，智能制
造已经成为其日常生产的一部
分。例如，通过机器人技术、自动
化检测、数据监控与反馈系统，企
业能够实时掌握生产线的运行状

态，并根据实时数据调整生产流
程，大幅提高了生产线的灵活性
和响应速度。

第三，国际化布局加速全球
市场拓展。随着全球市场对绿
色、智能化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
国际化布局已成为汽车零部件企
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企业必
须通过全球化布局，扩大市场份
额，提高品牌影响力。

例如，凌云股份等零部件制
造商已经开始加快国际化步伐，
通过并购、合作以及自主建厂等
方式布局全球市场。此外，部分

领先企业在欧洲、北美等地设立
了生产基地，通过与当地汽车厂
商开展合作，进一步巩固市场竞
争优势。通过国际化战略，零部
件企业不仅可以满足全球市场需
求，还能够依托海外生产基地降
低成本，提高供应链的灵活性。

总体来看，汽车零部件行业
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技术变革与
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智能制造、
全球化布局与绿色制造已成为推
动行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企业
必须抓住机遇，确保在这场变革
中占据主动，赢得未来。

汽车零部件企业何以应对行业变革？

图①凌云股份技术负责人介绍公司生产技术 图②凌云股份生产车间展厅
图③凌云股份装配车间 图④凌云股份生产车间奔驰产线

张晓玉/摄

本报记者 赵彬彬

11月29日，南山智尚年产8万吨
高性能差别化锦纶长丝项目成功投
产，这标志着南山智尚在纺织纤维
新材料领域迈出关键一步，同时也
预示着其转型升级步伐全面提速。

南山智尚董事长兼总经理赵
亮表示，在“全产业链协同”的战略
引领下，公司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
设备，不断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
量。以新质生产力为驱动，以传统
业务为稳固根基，南山智尚积极借
助新材料业务这一新引擎，致力于
开辟公司的第二增长曲线。

据了解，此次投产的锦纶项目
是2024年山东省重大项目之一，涵
盖了原料仓库、加弹车间、纺丝车
间、公用工程车间和综合智能仓库
等多个部分。

南山智尚锦纶新材料公司总经
理戎智宗表示，公司锦纶项目按照
高标准建设，采用了行业领先的德
国巴马格和日本TMT的纺丝设备，
以确保产品质量和性能的稳定性。

记者在锦纶项目车间注意到，
一根根锦纶丝线飞速卷绕成丝饼
后自动落桶，并传送到下一环节。
在包装环节，机器人负责自动抓
取、拆分、套袋、码垛和装箱。整个
生产流程中，除了接线头环节有少
量工人参与外，其余环节均已实现
了无人化操作。

本次投产的8万吨高性能差别
化锦纶长丝项目中，锦纶66是公司
重点布局的产品。锦纶66因其独
特的性能——“像蛛丝一样细，像
钢丝一样强，像绢丝一样美”，被广
泛应用于户外及运动服饰、休闲、
内衣、家纺、健康、汽车、军用装备

等诸多领域。
例如，在瑜伽服饰领域，锦纶

66正逐渐受到高端品牌的青睐。
据公司透露，南山智尚的锦纶66
产品下游制成锦纶布料后，终端
客户包括波司登、始祖鸟、迪桑
特、Canada Goose、lululemon、Nike、
Adidas等知名企业。

由于其优异的性能，锦纶66的
需求量正在快速增长。根据华安
证券研报预测，到2025年，全国锦
纶66的需求量有望达132万吨；到
2030年，这一需求量将进一步增长
至288万吨。2026年至2030年间，
其年均复合增速将达到17%。

本次锦纶项目的投产是南山智
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的一个缩影。

2020年12月份，南山智尚上
市。作为全球为数不多的毛纺织
服装产业链一体化企业，公司拥有

从羊毛到成衣的完整产业链。
“上市后，我们仅用三年时间

便实现了公司净利润的翻倍增长，
从 2020年的 8750.80万元增长至
2023年的2.03亿元。”赵亮表示，这
几年公司不仅实现了从高端纺织
面料到智能服装制造的转型，还从
传统纺织服饰领域拓展至新型化
学新材料领域，成为平台型企业，
始终走在行业前沿。

2021年，南山智尚开始布局超
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领域。一期
产能600吨的项目于2022年7月份
投产；二期产能3000吨的项目也于
2023年8月底投入运营。截至目
前，南山智尚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
维的产能规模已达3600吨。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是一
种新材料，主要应用于下游特种防
护装备、绳缆、渔网、养殖网箱、防

切割手套、高端纺织品以及航天飞
机的降落伞和飞机吊索等领域。
这已成为公司业绩的新增长点。

2023年8月份，公司又启动了
锦纶项目建设。锦纶纤维具有断
裂强度高、耐热性强、耐磨、耐腐蚀
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民用领域
（如纺织服装行业中的超轻风衣、
冲锋衣、羽绒服等）以及特种防护、
航空航天等工业领域。南山智尚
此次投产的锦纶项目将极大地填
补国内外市场对该产品的需求，为
公司带来新的增长点。

“此次8万吨锦纶项目的投产，
标志着公司在纤维新材料领域又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赵亮表示，公
司未来还计划扩大超高分子量聚
乙烯和锦纶产能，以进一步巩固和
扩大公司在纤维新材料市场的领
先地位。

南山智尚锦纶项目成功投产 积极开辟第二增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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