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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摘要： 

光伏行业下半年展望：光伏产业链价格在上半年持续下跌，主产业链已出现主动减产、扩产延期等现象，伴随行业去产能的

推进，相关产业链价格已有止跌迹象，下半年产业链价格有望略微回升，或带动主产业链盈利能力少量边际改善，但整体而

言，主产业链的产能过剩出清仍待时日。面对光伏行业竞争激烈，过剩产能较多，各环节开启价格战的行业环境，行业龙头

企业也正加速新技术的研发和导入，用更快更高频的技术和产能迭代，以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新技术导入的先发优势。

今年 0BB 无主栅技术正快速在各个技术路线中渗透应用，成为电池效率提升及加速降本增效的新方向，0bb 的应用对于部分

辅材将带来升级迭代或增量需求，为光伏辅材细分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辅材环节产能格局本身较主产业链更为健康，

部分辅材一直有独立于主产业链的业绩表现。下半年我们较为关注辅材行业的投资机会，尤其是 0BB 技术导入后的辅材行业。 

2024 成无主栅技术元年，头部光伏企业加速导入 0BB 技术。0BB 是 SMBB 技术的进一步升级，一方面直接取消电池片主栅，

进一步降低银耗；另一方面，在组件环节用铜焊带替代原有主栅导出电流的作用。与现有的 SMBB 技术相比，0BB 方案具有

以下三个明显优势：1）节省银浆，实现降本。银浆是电池环节成本最高的原材料。0BB 技术只有细栅，没有主栅，因此电池

银浆耗量将降低约 20%-40%。2）提高转化效率。取消电池片主栅，降低遮光面积，同时电流传输距离更短，串联电阻更低，

从而降低功率损耗。相同电池片，采用 0BB 技术封装，组件功率提升约 0.7%-1%。3）抗隐裂。0BB 采用密集多焊丝的设计，

细栅线与焊丝相接触，增加了汇流接触点，提高了组件抗隐裂的能力，减少因隐裂带来的功率衰减问题。 

0BB 技术未来或形成多种主流技术并存格局。0BB 技术方案大致分为四种，SmartWire、覆膜、点胶和焊接点胶。从目前布

局企业数量来看，IFC 覆膜、点胶和焊接点胶三种方案都有较多头部企业投入研究。从成本上看，覆膜 IFC 方案成本较低，焊

接点胶方案次之。从下游接受度来看，对于存量市场，由于焊接点胶工艺跟当前主流 SMBB 工艺相似度高，可在原有设备升

级改造，预计存量市场接受度更高。对于增量市场，IFC 覆膜方案流程简单，无需助焊剂和胶水，目前正泰电器已实现覆膜方

案的 GW 级量产，预计对于增量市场接受度较高。总的来说，0BB 技术未来可能形成 2-3 种主流技术并存的格局。 

焊带：0BB 技术一方面带动焊带需求进一步向细线径发展，焊带规格将进一步细线径至 0.2mm 左右，随着线径变细，焊带单

位用量也将微降，从 SMBB 的 400 吨/GW 降至 380 吨/GW 左右；另一方面，除焊接点胶工艺外，其他的点胶、Smartwire、

覆膜方案，焊接过程都是在层压工艺中实现的，工艺温度需与胶膜匹配，将推动焊带需求向低温焊带转变。总的来说，0BB

对焊带单位用量影响有限，焊带的细线径、低温焊带的应用，对配方的适配性以及电性能、力学性能的稳定控制、涂层厚度

的均匀性和同心度的一致性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有利于行业竞争格局优化，焊带龙头宇邦新材将受益。 

胶膜：0BB 技术带来了胶膜环节的增量需求，新增承载膜、皮肤膜、一体膜等需求提升胶膜价值量。对于胶膜生产企业来说，

改进配方，提高胶膜与电池片粘结力的同时，实现层压过程对焊带的完美包裹，提高光伏组件制程良率和产品稳定性，成为

了新的挑战。胶膜产品持续迭代，提升价值量的同时，也提升行业竞争门槛，研发技术领先的胶膜龙头福斯特将受益。 

银浆：0BB 技术可显著降低银浆用量，导入 0bb 技术后，perc、topcon、在三种技术路线下分别可降本约 0.032、0.018、0.039

元/w。0bb 技术对于银浆用量虽有负面影响，但 N 型技术的不断迭代，使得银浆企业需要更高频次的根据下游技术迭代不断

调整配方、优化产品，以更好地适配不同电池生产商差异化的技术路线和生产工艺，另一方面头部银浆企业也积极布局半导

体、粘胶剂、胶水等非光伏浆料领域，以开拓第二增长点。我们认为，积极拓展业务布局的银浆龙头企业将受益。 

投资策略：光伏产业链价格在上半年持续下跌之后，主产业链已出现主动减产、扩产延期等现象，伴随行业去产能的推进，

相关产业链价格已有止跌迹象，或带动下半年主产业链盈利能力少量边际改善，但整体而言，主产业链的产能过剩出清仍待

时日，而辅材环节独立于主产业链，产能格局也优于主产业链，随着 0BB 技术的发展，也给辅材领域带来了新的投资机遇。

我们认为随着 0BB 技术快速渗透下，可关注焊带、胶膜、银浆等领域光伏辅材行业的投资机遇。除此之外，建议关注龙头市

占率提升可期的接线盒领域，以及需求高速增长的储能 PCS 领域。相关标的：宇邦新材（301266.SZ）、福斯特（603806.SH）、

通灵股份（301168.SZ）；阳光电源（300274.SZ）。 

风险提示：需求端增长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超预期、公司成本/盈利改善不及预期、海外政策/地缘政治影响超预期。 

行业重点公司盈利预测与评级 



证券简称 
EPS (元) PE 

投资评级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通灵股份 1.37 2.18 2.99 3.51 19.7 12.4 9.1 7.7 推荐 

阳光电源 4.55 5.28 5.47 6.17 15.6 13.4 11.5 10.0 推荐 

宇邦新材 1.46 2.14 3.01 3.74 20.7 14.1 10.0 8.0 未评级 

福斯特 0.99 1.33 1.62 1.98 18.3 13.6 11.1 9.3 未评级 

资料来源：各公司财报、iFinD 一致预期、东兴证券研究所，基于 2024 年 7 月 24 日收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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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业链价格持续下跌，各环节过剩产能待出清 

上半年国内光伏装机高速增长，全年装机增长压力与挑战仍存。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今年 1-6 月国内光

伏新增装机 102.48GW，较去年同期增长 30.68%，仅 6 月新增装机 23.33GW，同比增长 35.6%。但全年考

虑到，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和并网消纳能力的挑战，叠加风光大基地项目的第二批与第三批尚未有明确的实施

时间表，使得光伏装机的整体增速在 2024 年难以重现 2023 年显著的增长。CPIA 预计，2024 年国内光伏

装机将达 190-220GW，而亚太光伏预计，2024 年国内新增光伏装机将达到约 240GW，增速将回落至 11%，

综合来看，24 年装机增速面临降档。从增速节奏上看，全年或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三季度可能会进入传统

的淡季，装机体量环比缩减；而四季度虽然受到年底抢装的光伏翘尾效应影响，装机体量会有所回升，但整

体力度相较于去年将显得较为疲软。 

图1：国内光伏新增装机（GW）  图2：2024 年 1-6 月国内月度光伏新增装机（GW）  

 

 

 

资料来源：CPIA、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东兴证券研究所 

出口拉货动能 Q2 略显疲软，预计全年拉货动能成长有限。根据 infolink 海关数据显示，1-5 月中国共出口约

109.7GW 的光伏组件，较去年同比增长 24.7%。但 3 月开始，同比增速放缓较为明显，拉货动能略显疲软。

尤其是欧洲市场分布式安装意愿波动、集中式项目延期等因素导致需求放缓，Q2 开始组件库存有所推积，

拉货量体增量有限。infolink 展望今年下半年需求，9-10 月有望受欧洲市场传统拉货旺季到来维持进口量体，

但随着四季度逐渐步入传统淡季，需求可能出现走跌，加上印度与巴西进口量体退坡，预估整体下半年拉货

动能成长相对有限。 

图3：2023-2024 中国组件出口（GW）  图4：2023-2024 中国组件出口欧洲（GW） 

 

 

 

资料来源：infolink、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nfolink、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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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产业链价格下跌。今年以来，产业链价格持续下行，截止 07/17，硅料价格已跌至 39 元/kg，210P 型双面

组件价格已跌至 0.82 元/w，较年初分别下跌 40.0%、16.3%。210P 型硅片、210perc 电池片分别跌至 1.7

元/每片、0.29 元/w，较年初分别下跌 43.3%、21.6%。随着硅料端新增持续环比下跌趋势，头部企业在内的

更多企业逐步加大减产或检修规模，有利于当前硅料价格筑底的稳定形势。尽管 Q3 需求端欧洲淡季到来，

组件排产仍然承压，但随着硅料价格基本触底，中下游价格继续下探的空间也将收窄。 

图5：21 年 6 月以来多晶硅料价格  图6：21 年 6 月以来硅片价格 

 

 

 
资料来源：infolink、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nfolink、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7：21 年 6 月以来电池片价格  图8：21 年 6 月以来光伏玻璃价格 

 

 

 

资料来源：infolink、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nfolink、东兴证券研究所 

各环节产能走向过剩，主产业链全面亏损。从 Wood Mackenzie 的数据来看，预计至 2024 年底，中国国内

硅片、电池片和光伏组件的产能均将超过 1TW，光伏行业各环节的产能规划都进入过剩阶段。即使考虑名义

产能的统计中含有部分无效、落后产能，预计主产业链的产能供给能力仍将大幅大于行业需求。在此背景下，

主产业链进入全面亏损阶段。从已披露的部分半年度业绩预告来看，通威股份、隆基绿能、TCL 中环、晶澳

科技、爱旭股份等光伏龙头企业等均出现亏损。我们认为，随着光伏产业链价格在上半年持续下跌，主产业

链已出现主动减产、扩产延期等现象，伴随行业去产能的推进，相关产业链价格已有止跌迹象，下半年产业

链价格有望略微回升，或带动主产业链盈利能力少量边际改善，但整体而言，主产业链的产能过剩出清仍待

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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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1 年 6 月以来双面组件价格  图10：2022-2026 年中国硅片产能预测（GW） 

 

 

 

资料来源：infolink、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伍德麦肯兹、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11：2022-2026 年中国电池片产能预测（GW）  图12：2022-2026 年中国组件产能预测（GW） 

 

 

 

资料来源：伍德麦肯兹、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伍德麦肯兹、东兴证券研究所 

 

2. 0BB 技术加速导入，助力行业降本增效 

面对光伏行业竞争激烈，过剩产能较多，各环节开启价格战的行业环境，行业龙头企业也正加速新技术的研

发和导入，用更快更高频的技术和产能迭代，以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新技术导入的先发优势。在去年

年底，激光辅助烧结技术（LECO）快速导入之后，今年 0BB（无主栅）技术成为了发展元年，0BB 正快速

在各个技术路线中渗透应用，成为电池效率提升及加速降本增效的新方向，0bb 的应用对于部分辅材将带来

升级迭代或增量需求，为光伏辅材细分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辅材环节产能格局本身较主产业链更为健

康，部分辅材一直有独立于主产业链的业绩表现。下半年我们较为关注辅材行业的投资机会，尤其是 0BB 技

术导入后的辅材行业。 

电池片正背面的金属电极用于导出内部电流，可分为主栅和副栅。主栅主要起到汇集副栅的电流、串联的作

用，副栅用于收集光生载流子。栅线图形从 4BB、5BB 发展到 MBB（9-15 栅），而又发展到 SMBB（16

栅以上），主栅变得更细、更多，从而能在保证导电性能的同时减少遮光损失、降低能耗。而 0BB（无主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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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SMBB 技术的进一步升级，一方面直接取消电池片主栅，进一步降低银耗；另一方面，在组件环节用铜焊

带替代原有主栅导出电流的作用。 

图13：电池片栅线发展史 

 
资料来源：宁夏小牛官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与现有的 SMBB 技术相比，0BB 方案具有以下三个明显优势。 

1）节省银浆，实现降本。银浆是电池环节成本最高的原材料。0BB 技术只有细栅，没有主栅，因此电池银

浆耗量将降低约 20%-40%。 

2）提高转化效率。取消电池片主栅，降低遮光面积，同时电流传输距离更短，串联电阻更低，从而降低功

率损耗。相同电池片，采用 0BB 技术封装，组件功率提升约 0.7%-1%。 

3）抗隐裂。0BB 采用密集多焊丝的设计，细栅线与焊丝相接触，增加了汇流接触点，提高了组件抗隐裂的

能力，减少因隐裂带来的功率衰减问题。 

图14：0BB 相对 SMBB 电池效率提升（左轴电池效率，右

轴遮光面积） 
 图15：0BB 相对 SMBB 组件功率提升（单位:W） 

 

 

 
资料来源：《HJT 0BB 互联技术及关键性能研究》通威股份、东兴证券研究

所 
 

资料来源：《HJT 0BB 互联技术及关键性能研究》通威股份、东兴证券研究

所 

从技术路线来看，目前开展研究企业的 0BB 技术方案大致分为四种。 

方案一：SmartWire 

先制作内嵌圆形铜焊带的有机薄膜(铜丝复合膜)，将电池片串接后再通过层压实现焊带与电池片的合金化，

这种方案与其它方案最大的不同在于需要铜丝复合膜。目前，梅耶博格主要采用该方案，已经实现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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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SmartWire 工艺流程 

 
资料来源：绿能电力官方公众号、东兴证券研究所 

方案二：覆膜 IFC 方案 

通过一次性直接覆膜把焊带压接在电池片正背面来进行串连接的工艺方式，再通过层压实现焊带与电池片的

合金化。正泰、晶科、天合、通威、东方日升等都对该方案进行了研究，设备主要由小牛、迈为提供。 

图17：覆膜 IFC 工艺流程 

 
资料来源：明冠新材官方公众号、东兴证券研究所 

方案三：点胶方案 

先在细栅之间施加胶点体(UV 胶、热熔胶等粘合剂)，将整条焊带利用 UV 灯点胶固化在电池片上，再通过层

压实现焊带与电池片的合金化，这种方案与焊接点胶方案不同在于不需要焊接，点胶实现即可固定。如下图

所示。通威、东方日升、一道等都对该方案进行了研究，设备主要由奥特维、小牛、先导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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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点胶方案工艺流程 

 
资料来源：绿能电力官方公众号、东兴证券研究所 

方案四：焊接点胶 

先将焊带焊接在电池片上，串联过程与焊接合金化同时实现，再点胶将焊带进一步粘贴在电池片上，这种方

案与点胶层压方案不同在于需要进行焊接，焊接实现初步的固定、点胶进一步固定。晶科、天合、通威、华

晟等都对该方案进行了研究，设备主要由奥特维、迈为提供。 

图19：焊接点胶方案工艺流程 

 
资料来源：绿能电力官方公众号、东兴证券研究所 

从目前布局企业数量来看，IFC 覆膜、点胶和焊接点胶三种方案都有较多头部企业投入研究。从成本上看，

覆膜 IFC 方案成本较低，焊接点胶方案次之。从下游接受度来看，对于存量市场，由于焊接点胶工艺跟当前

主流 SMBB 工艺相似度高，可在原有设备升级改造，预计存量市场接受度更高。对于增量市场，IFC 覆膜方

案流程简单，无需助焊剂和胶水，目前正泰电器已实现覆膜方案的 GW 级量产，预计对于增量市场接受度较

高。总的来说，0BB 技术未来可能形成 2-3 种主流技术并存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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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四种 0bb 方案优劣比较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2024 成无主栅技术元年，头部光伏企业加速导入 0BB 技术。无主栅技术最早可追溯至 Smartwire 方案，该

方案由 Day4 Energy 提出，2021 年 Day4 Energy 将 Smartwire 专利转让给美耶博格独享，Smartwire 最核

心最重要的专利最早申请于 2003 年，由于美国专利保护期 20 年，叠加该方案成本过高，无主栅技术在此前

并未实现大规模推广。随着 2023 年开始核心专利到期，叠加行业技术进步 SMBB 已发展到极致，进一步迭

代的时间周期已至，国内头部企业在降本增效的压力下，在今年开始加速导入 0BB 技术。如 BC 路线代表企

业爱旭股份已发布基于金属铜涂布开发的 0BB 技术，成为光伏 BC 电池技术路线中首家应用 0BB 技术的企

业；晶科能源称公司未来提效降本路线规划明确，目前 0BB 技术已经按进度导入；通威股份已于去年 7 月导

入 0BB 技术，东方日升、华晟新能源等也已推出 0BB 异质结组件。0BB 技术已从“可选”发展至“必选”，是 N

型光伏组件降本增效的最优解。 

 

3. 0BB 技术对辅材细分领域的影响分析 

3.1 银浆：0BB 技术降低银浆耗量，减银降本效果显著 

首先对于辅材银浆，0BB 技术可显著降低银浆用量，尤其是 HJT 技术路线下，减银降本效果显著。根据 CPIA

的数据，2023 年 p 型电池片银浆消耗量为约 84mg/片，n 型 TOPCon 电池双面银浆（铝）（95%银）平均

消耗量约 109mg/片；异质结电池双面低温银浆消耗量约 115mg/片。银浆是电池环节成本最高的原材料。0BB

技术只有细栅，没有主栅，省去主栅的银浆使用后，各技术路线下电池银浆耗量都将显著降低。 

表1：perc、topcon、hjt 三种技术路线下银浆耗量 

电池技术 单位 perc topcon hjt 

硅片尺寸 mm 182 182 182 

电池片效率 
 

23.40% 25.00% 25.20% 

单片电池片功率 W/片 7.75 8.28 8.34 

单片银浆耗量 mg 84 109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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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W 银浆耗量 mg 10.84 13.16 13.78 

银浆价格 元/kg 5100 5300 6500 

单 W 银浆成本 元/W 0.055 0.070 0.090 

资料来源：CPIA 发布的《中国光伏产业发展路线图 2023-2024》、东兴证券研究所 

我们测算三种电池技术路线下，导入 0BB 后，对银浆耗量和银浆成本的影响。根据绿能电力的数据，我们假

设 perc、topcon、hjt 主栅银浆耗量分别为 58%、26%、44%，则 perc、topcon、hjt 主栅银浆耗量分别为

48.7、28.3、50.6 mg/片，换算成单位 mg/w，分别为 6.29、3.42mg/w、6.07mg/w。在 perc 高温、topcon

高温、hjt 低温银浆价格分别为 5100 元/kg、5300 元/kg、6500 元/kg 的价格水平下，则 0bb 在三种技术路线

下分别可降本约 0.032、0.018、0.039 元/w。 

因此整体而言，0bb 技术对于银浆用量有负面影响，但 N 型技术的不断迭代，使得银浆企业需要更高频次的

根据下游技术迭代不断调整配方、优化产品，以更好地适配不同电池生产商差异化的技术路线和生产工艺，

头部银浆企业一方面立足主业，通过技术的先发优势获得竞争格局的改善，以及加工费的溢价。另一方面也

积极拓展业务领域，布局半导体、粘胶剂、胶水等领域，以开拓第二增长点。 

 

表2：0BB 技术下银浆耗量减少对成本影响测算 

  单位 perc topcon hjt 

单片银浆耗量 mg/片 84 109 115 

SMBB 主栅银浆占比 
 

58% 26% 44% 

主栅银浆耗量 mg/片 48.72 28.34 50.6 

单片电池片功率 W/片 7.75 8.28 8.34 

银浆耗量减少 mg/W 6.29 3.42 6.07 

高温/低温银浆价格 元/kg 5100 5300 6500 

银浆成本下降 元/W 0.032 0.018 0.039 

资料来源：CPIA 发布的《中国光伏产业发展路线图 2023-2024》、绿能电力公众号、东兴证券研究所 

 

3.2 焊带：0BB 技术催生低温焊带需求，同时推动焊带线径进一步细化 

对于辅材焊带，0BB 技术带动焊带需求进一步向细线径发展。焊带用于连接太阳能电池串及接线盒，传输太

阳能电池电流。Perc 组件主流的 MBB 技术，栅线数量为 9-15 栅，焊带直径为 0.26-0.30mm，当前 topcon

组件主流 SMBB 栅线数量为 16 栅以上，焊带直径为 0.20-0.26mm，而 0BB 是 SMBB 技术的进一步升级，

0BB 技术下焊带规格将进一步细线径至 0.2mm 左右。同时 0BB 技术下，随着线径变细，焊带单位用量也将

微降，从 SMBB 的 400 吨/GW 降至 380 吨/GW 左右。  

图21：光伏焊带产品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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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PIA、东兴证券研究所 

0BB 技术还推动焊带需求向低温焊带转变。目前客户端使用的 0BB 焊带多为低温焊带，除焊接点胶工艺外，

其他的点胶、Smartwire、覆膜方案，焊接过程都是在层压工艺中实现的，工艺温度需与胶膜匹配，因此需

使用添加铟的低温焊带。低温焊带其主要技术难点在于低温焊料配方的适配性以及电性能、力学性能的稳定

控制、涂层厚度的均匀性和同心度的一致性等方面。总的来说，0BB 对焊带单位用量影响有限，焊带的细线

径，低温焊带的应用将带来了更高的技术门槛，提升了产品价值量，利好龙头焊带企业的竞争格局优化。 

图22：焊带体系介绍常温焊带与低温焊带 

 
资料来源：CPIA、东兴证券研究所 

 

3.3 胶膜：0BB 技术下新增皮肤膜、一体膜等需求提升胶膜价值量 

对于辅材胶膜，0BB 新增承载膜、皮肤膜、一体膜等需求提升胶膜价值量。0bb 不同技术方案下，对于胶膜

有着不同的需求，焊接点胶方案，对于胶膜的影响不大，仍然采用常规一次铺设封装胶膜的方案。而在

SmartWire 工艺下，需要先制作内嵌铜焊带的有机薄膜，最后再使用封装胶膜进行封装，即增加了铺设铜丝

复合膜的环节，铜丝复合膜也称为承载膜。在点胶工艺和覆膜 IFC 工艺下，要增加使用皮肤膜或一体膜，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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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膜用于固定焊带和电池片, 铺设于焊丝与封装胶膜之间，有效避免电池产生脱焊问题。一体膜则将皮肤膜

和常规封装胶膜合二为一，只需一次胶膜铺设，简化了皮肤膜铺设的设备改造。 

图23：皮肤膜与一体膜解决方案对比 

 
资料来源：赛伍技术公众号、东兴证券研究所 

整体而言，0BB 技术带来了胶膜环节的增量需求。由于 0BB 无主栅技术的结构有很强的特殊性，为了使焊

带与电池片层压过程中达到理想的合金化效果，要求配套封装胶膜的流动性要低，这样才可以避免虚接的情

况出现。因此，对于胶膜生产企业来说，改进配方，提高胶膜与电池片粘结力的同时，实现层压过程对焊带

的完美包裹，提高光伏组件制程良率和产品稳定性，成为了新的挑战。胶膜产品持续迭代，提升价值量的同

时，也提升行业竞争门槛，利好研发技术领先的胶膜龙头。 

 

4. 投资策略 

全球能源发展安全、清洁、低碳、高效的方向已确立，在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背景下，全球光伏新增装

机将持续增长，行业高景气高成长确定性强，随着产业链价格持续下跌，电站投资收益率的提升将持续推动

全球光伏装机需求释放，预计今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将达 390GW 以上。 

光伏产业链价格在上半年持续下跌之后，主产业链已出现主动减产、扩产延期等现象，伴随行业去产能的推

进，相关产业链价格已有止跌迹象，下半年产业链价格有望略微回升，或带动主产业链盈利能力少量边际改

善，但整体而言，主产业链的产能过剩出清仍待时日，而辅材环节独立于主产业链，产能格局也优于主产业

链，随着 0BB 技术的发展，也对辅材领域带来了新的投资机遇。我们认为随着 0BB 技术快速渗透下，可关

注焊带、胶膜、银浆等领域光伏辅材行业的投资机遇。除此之外，建议关注龙头市占率提升可期的接线盒领

域，以及需求高速增长的储能 PCS 领域。相关标的：宇邦新材（301266.SZ）、福斯特（603806.SH）、通

灵股份（301168.SZ）；阳光电源（300274.SZ）。 

焊带：0BB 技术一方面带动焊带需求进一步向细线径发展，焊带规格将进一步细线径至 0.2mm 左右，随着

线径变细，焊带单位用量也将微降，从 SMBB 的 400 吨/GW 降至 380 吨/GW 左右；另一方面，除焊接点胶

工艺外，其他的点胶、Smartwire、覆膜方案，焊接过程都是在层压工艺中实现的，工艺温度需与胶膜匹配，

将推动焊带需求向低温焊带转变。0BB 焊带将对配方的适配性以及电性能、力学性能的稳定控制、涂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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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均匀性和同心度的一致性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总的来说，0BB 对焊带单位用量影响有限，焊带的细线

径，低温焊带的应用将带来了更高的技术门槛，提升了产品价值量，利好龙头焊带企业的竞争格局优化，焊

带龙头宇邦新材（301266.SZ）将受益。 

胶膜：0BB 技术带来了胶膜环节的增量需求，新增承载膜、皮肤膜、一体膜等需求提升胶膜价值量。由于 0BB

无主栅技术要求配套封装胶膜的流动性要低，这样才可以避免虚接的情况出现。因此，对于胶膜生产企业来

说，改进配方，提高胶膜与电池片粘结力的同时，实现层压过程对焊带的完美包裹，提高光伏组件制程良率

和产品稳定性，成为了新的挑战。胶膜产品持续迭代，提升价值量的同时，也提升行业竞争门槛，产能规模、

研发技术领先的胶膜龙头福斯特（603806.SH）将受益。 

银浆：0BB 技术可显著降低银浆用量，尤其是 HJT 技术路线下，减银降本效果显著。导入 0bb 技术后，perc、

topcon、在三种技术路线下分别可降本约 0.032、0.018、0.039 元/w。0bb 技术对于银浆用量虽有负面影响，

但 N 型技术的不断迭代，使得银浆企业需要更高频次的根据下游技术迭代不断调整配方、优化产品，以更好

地适配不同电池生产商差异化的技术路线和生产工艺，头部银浆企业一方面立足主业，通过技术的先发优势

持续迭代获得竞争格局的改善，以及加工费的溢价。另一方面也积极拓展业务领域，布局半导体、粘胶剂、

胶水等非光伏浆料领域，以开拓第二增长点。我们认为，积极拓展业务布局的银浆龙头企业将受益。 

 

5. 风险提示 

需求端增长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超预期、公司成本/盈利改善不及预期、海外政策/地缘政治影响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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