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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上半年光伏制造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加剧，价格持续探底，

行业整体亏损面扩大，相关企业面临的财务挑战和信用风险有所上升。

对此光伏企业采取降低开工率、延缓项目投产时间等措施，行业已进

入去产能阶段；而考虑到光伏发电装机较大的增量空间以及多项引导

行业健康发展的措施出台，阶段性供需错配导致的波动不会改变行业

发展长期向好的趋势。 

要点 

 2024 年以来国内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增速明显放缓，欧美各国和

其他新兴市场持续推进能源结构转型，海外光伏装机需求相对旺

盛，整体来看全球光伏装机高增长预期不变，但我国光伏制造行

业面临的贸易摩擦有所抬头。

 在前期大幅扩产的背景下，目前我国光伏主材产业链各环节均呈

现产能过剩状态，2024 年以来供需错配的情况加剧，产品价格

低于企业成本线，行业亏损面扩大，财务压力亦进一步上升。但

上述因素也间接造成制造端企业生产和项目投产受阻，扩产进程

减慢，可一定程度上缓解产业链阶段性产能过剩。

 落后产能出清进程的加快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价格回归正常供需

逻辑，预计反弹空间有限，2024 年下半年行业盈利水平和获现

能力仍处于周期低谷。但阶段性供需错配导致的波动并未改变行

业发展长期向好的趋势，同时针对光伏行业供需缺口加大的困

境，国家相关部门及行业协会均提出一系列有助于行业高质量发

展的政策，总体看中国光伏制造产业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mailto:yliu01@ccx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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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关注因素 

2024 年以来国内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增速明显放缓，但 “碳中和”大背景下叠加海外各国持续推进

能源结构转型，全球光伏装机高增长预期不变。 

在“双碳”目标的推进以及光伏组件价格下降的刺激下，2023年国内光伏新增装机增速达到

近150%，创下历史新高，太阳能累计装机容量亦超过水电成为全国第二大电源。2024年上半

年国内新增装机光伏为102.48GW，虽仍然保持30.7%的增幅，但增速较上年大幅放缓，其中

3月出现近四年来的首次单月同比下滑，主要系土地资源限制、并网消纳问题以及上网电价变

动影响光伏装机收益等因素所致。展望下半年，随着消纳红线放开至90%、第二批和第三批

大基地项目建设加速、电网建设进程加快以及各地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分布式光伏发展，预计

国内全年光伏装机仍有较好的增长空间。  

图 1：全球及国内光伏新增装机情况 图 2：海外部分国家 2024 年一季度新增装机情况（GW） 

 

国家 光伏新增装机 同比变化 

美国 11.8 增长 79% 

印度 10 增长 400% 

巴西 4 增长 20% 

德国 3.7 增长 19% 

意大利 1.72 增长 64% 

法国 1.01 增长 59% 
 

资料来源：CPIA，诚信国际整理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诚信国际整理 

海外方面，欧洲议会已将2030年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从40%提高到42.5%，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

容量将达到6亿千瓦，需求缺口仍然显著；巴西分布式退补抢装表现积极；印度积极推进能源

转型，7月宣布免除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生产设备及部分辅材的基本关税，在政策优惠及产业链

成本下跌的驱动下，海外光伏装机有望进一步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光伏行业持续面

临复杂的海外贸易环境，贸易摩擦事件频发1，部分国家为保障能源自主性而对产品地做出限

制或是建设本土产能，未来海外产能或将对中国市场份额造成一定影响。根据国际能源署(IEA)

的预测，2024年全球新增装机约为402.3GW，而为达成203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光伏装

机量需要达到6,101GW，即每年需要新增约682.97GW、平均增速需达到14.16%；CPIA也对全

球光伏市场保持较为乐观的预期，其预计2024年全球新增装机最高将达到420GW，整体来看

全球光伏装机高增长预期不变。 

2024 年上半年，光伏产业链各环节产能的陆续释放叠加终端支撑有限使得行业发生供需错配，企业

竞争进一步加剧，光伏主材各环节价格处于下行通道并持续探底，行业出现大面积亏损，开工率亦

                                                        
1 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东南亚反规避调查，以及印度的 BCD 关税、ALMM 清单及生产补贴计划（Production Linked Incentive 

Scheme, PLI）等，欧洲也因中国组件价格冲击开始审视对进口产品限制的必要性。2024 年 6 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通过了东南亚四国光伏产品

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关于损害的初步裁定，或对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布局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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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降低。 

从光伏设备端来看，经过近年来的持续大幅扩产以及产能爬坡，从国内新增光伏装机容量测

算，考虑到容配比、硅耗、产业链周转等因素后，目前我国光伏制造行业各环节均存在一定

阶段性产能过剩；将2024年上半年128.69GW的组件出口数量考虑在内后，仍约有100GW左右

的硅料、硅片及组件产品超出装机容量所需，光伏产业链供需格局进一步失衡，短期竞争博

弈加剧。针对目前行业阶段性产能过剩现状，2024年国务院提出要持续推进光伏行业供给侧

改革，工信部就《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本）等公开征求意见，在新建项目最低资

本金比例、光伏产品技术指标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助于引导光伏企业减少单纯扩大

产能的光伏制造项目，优化光伏制造产业发展环境；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也鼓励行业兼并重组，

畅通市场退出机制并加强对低于成本价格销售与恶性竞争行为的打击力度。 

具体来看，在2023年硅料供需关系已发生明显改变以及高质量发展政策出台的情况下，2024

年以来头部企业产能提升计划有所放缓，但仍保持在一定规模；多个在建项目处于施工或预

投产阶段，预计年内多晶硅新增产能将超过110万吨，年末合计产能将超过370万吨。2024年

上半年，国内多晶硅产量为106.67万吨，同比增长约64%；新建产能的集中释放令硅料价格持

续处于下行通道，并进一步降至历史低点。硅料企业全部处于亏损状态，因而其在保现金流

的前提下采取各种措施最大化减少亏损，大部分新投产能延迟投放，较多企业选择进行暂时

的停产检修；还有一些企业选择打造差异化产品，少数企业凭借资金实力满开。截至2024年

6月末，国内多晶硅在产企业数量为19家，已经开始检修停产的企业数量为13家，有2家逐渐

恢复正常生产状态；整体来看，目前国内多晶硅开工率不足60%，工厂仍面临较大考验。 

受益于国内硅片切割技术的创新、低成本生产以及市场渠道优势，近年来光伏硅片规模亦持

续扩张。2024年上半年，国内硅片产量约360GW，按目前产能静态测算的开工率亦不足60%。

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协会硅业分会测算，隆基绿能和TCL中环的开工率维持在 50%~80%，一体

化企业开工率分别维持在40%~70%之间，其余企业开工率维持在30%~60%。价格方面，多晶

硅价格的快速下降带动硅片价格随之下修，叠加硅片市场供应和库存仍处相对高位以及下游

电池片厂家需求偏弱等因素，企业面临较大的降价压力，2024年以来N型及P型单晶硅片价格

均从上年底的3~4元/片跌至1.6~1.7元/片；特别是二季度以来硅片价格快速下跌，价格已低于

全行业公司硅片生产的现金成本，预计三季度硅片环节排产将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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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24 年多晶硅月度生产情况（万吨） 图 4：近年来多晶硅致密料均价（元/千克） 

 

 

资料来源：中国有色金属协会硅业分会，中诚信国际整理 资料来源：Choice，中诚信国际整理 

图 5：近年来硅片/电池片/组件价格走势情况 图 6：不同环节主要企业毛利率情况 

 

 

资料来源：Choice，中诚信国际整理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诚信国际整理 

作为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产业链上集中度偏低的环节，电池片和组件的竞争更加激烈2，目前

相关企业主要发展更高光电转换效率的N型产能，亦有隆基绿能、爱旭股份等公司发布BC电

池产能扩产规划。电池的技术发展与路线选择使得其扩张速度相对滞后，供需情况相对其他

环节略有优势，但2024年以来其价格也呈现较大幅度下滑，P型182mm和210mm电池片的价格

分别下降了约17%和19%，N型TOPCon电池片的价格则从0.47元/Ｗ降至0.32元/Ｗ。国内市场

招投标维持弱势3拖累了组件端的价格走势，P型182mm和210mm单晶组件价格分别下降约32%

和14%，N型TOPcon 182mm双玻组件和HJT 210mm双玻组件的价格则分别下滑了35%和15%，

2024年7月初组件中标价格已跌至0.77元/W，且仍呈环比下降态势，对产业链盈利能力造成较

大考验。 

                                                        
2 2024 年上半年，Top4 厂商组件出货量合计超过 140GW，市场占比超过 52%；其中晶科能源仍以 44~46GW 的出货量保持行业第一，天合光能、晶澳科技

等企业的差距逐渐缩小。 
3 2024 年上半年国内光伏组件公开定标规模约 172GW，同比增长 40%；2023 年上半年组件定标量增幅约为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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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公布的半年度业绩预告来看，目前行业过剩和供需错配压力对利润的影响加剧，产业

链上的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未来新增装机能否持续呈现超预期的大幅增长，产品技术路线

能否保持竞争力4，是考验光伏企业产能消纳情况的关键所在。 

表 1：主要光伏制造企业业绩预告情况 

资料来源：中诚信国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024年以来光伏产业链扩产热潮趋向降温，但前期在建项目的投建以及经营流入的减少造成行业

内企业对外部融资仍有一定依赖，债务规模及财务杠杆水平维持上升态势，对相关企业的财务表现

及信用质量有一定负面影响。 

根据公开资料，2024年以来光伏制造企业产能建设投资支出同比有所减少，但仍维持一定规

模，加之行业盈利能力下滑、经营获现水平下降，整体对外融资依赖度依然较大，全行业债

务规模持续攀升。中诚信国际认为，早期扩产潮带动光伏产业整体负债率及总债务的走高，

随着行业增速放缓、产品价格回落以及融资政策的收紧，企业亦面临着产能出清、去杠杆化

及维持资金链条稳定性等多重挑战，而资产流动性差、财务杠杆高、短债占比大、经营不善

的企业更易面临信用风险。 

在光伏产业链价格均大幅下跌的情况下，新建项目的预期经济效益势必会受到一定影响，且

随着A股市场再融资政策收紧，近期部分项目已放缓实施进度，多个规划产能或募投项目宣

布终止或延期，其中大量跨界企业暂停投资光伏项目，新增产能的投产节奏存在不确定性，

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光伏行业的无序扩张和盲目投资。整体来看，在供应链库存积压尚未

出清、产能过剩叠加需求端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预计行业经营业绩和投资增速将进一步放

缓。 

表 2：部分企业 2023 年以来规划产能宣布终止或延期情况 

                                                        
4 目前光伏产业正处于从 P 型电池产能转换到 TOPCon、HJT 等 N 型电池产能的过程中，在此过程中，过剩产能主要为低效电池产品的产能，即 P 型光伏产

能。 

企业 产业链环节 业绩预告 

通威股份 硅料-硅片-电池片-组件 2024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30 亿元至-33 亿元 

TCL中环 硅片 2024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29 亿元至-32 亿元 

隆基绿能 硅片-电池片-组件 2024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48 亿元至-55 亿元 

晶澳科技 硅片-电池片-组件 2024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8 亿元至-12 亿元 

爱旭股份 电池片-组件 2024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14 亿元至-20 亿元 

京运通 光伏设备-硅片-光伏电站 2024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7.56 亿元至-11.30亿元 

弘元绿能 光伏设备-硅棒-硅片 2024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8.00 亿元至-11.00亿元 

亿晶光电 晶棒/硅锭生长-硅片-电池片-组件 2024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4.00 亿元至-6.00 亿元 

企业 终止/延期项目 

亿晶光电 滁州年产 10GW TOPCon 光伏电池项目滞后 

大全能源 包头二期年产 10 万吨高纯多晶硅项目投产时间延期 

京运通 乐山 22GW高效单晶硅棒、切片项目投产时间由 2023 年 12 月延期至 2024 年 12月 

晶澳科技 将“包头晶澳（三期）20GW拉晶、切片项目”建设完成期由 2024 年 6 月延长至 2025 年 6 月 

合盛硅业 20 万吨硅料项目延期投产 

中来股份 终止山西省古交市投资年产 20 万吨工业硅及年产 10 万吨高纯多晶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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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带“*”企业均为跨界光伏企业。 

资料来源：各公司年报、公告等公开资料，中诚信国际整理 

结论 

2024年上半年，受前期扩产带来的行业产能过剩影响，光伏主材各环节价格大幅下跌，多环

节价格跌破现金成本，行业竞争和亏损情况加剧；光伏企业降低开工率、终止或延期扩产项

目等不断发生，行业进入去产能阶段。阶段性供需错配导致的波动并未改变行业发展长期向

好的趋势，但行业内企业经营压力依然较大。面对产能过剩的挑战，国家和地方政府也发布

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促进光伏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规划行业发展秩序。展望2024年下

半年，落后产能出清进程有望加快，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价格回归正常供需逻辑，但预计反弹

空间有限，行业整体盈利能力和获现能力保持在较低水平；中诚信国际认为，仍需对后续太

阳能装机规模、相关政策有效性和执行力、行业扩产及产能释放进度、产品价格变动、技术

路线选择、行业供需失衡的调整以及相关企业盈利能力的修复等情况保持关注。 

 

  

沐邦高科* 
终止安义县 8GW TOPCon 光伏电池生产项目、湖北省鄂城区 10GW TOPCon 光伏电池生产项目，广西梧州

10GWTOPCon 光伏电池生产项目延期至 2024 年 9 月 

聆达股份* 终止建设铜陵 20GW高效光伏电池片项目 

海复新材* 终止滁州 15GW N 型电池及 3GW光伏组件项目 

向日葵* 终止 10GW TOPCon 电池投资项目并注销项目公司 

山煤国际* 终止高效异质结（HJT）太阳能电池产业化一期 3GW项目 

奥维通信* 终止投资建设 5GW高效异质结（HJT）太阳能电池及组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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