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帝科股份董事长史卫利：

把 握 光 伏 行 业 技 术 路 线 切 换 战 略 机 遇 期

帝科股份董事长史卫利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收购Solamet光伏银浆业务，能够强化公司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提升市占率。 同时，公司获取Solamet全部光伏浆料的知识产权，能够弥补国产浆料相对薄弱的局面。 下一步，公司将加大全球研发投入与设施升级，加速PERC产品改良，提振出货量，强化下一代N型电池技术领先优势，把握行业技术路线切换的战略机遇期。

●本报记者 刘杨

实现优势互补

史卫利指出，光伏电池技术从P型向N型切换，将成为2022年最值得关注的行业事件。 “光伏电池技术进步离不开关键原材料的支撑，过去十多年来金属化浆料一直是推动光伏电池技术革新、工艺制程创新，从而不断提升发电能力、降低制造成本的关键。 ”从P型电池向N型电池切换，金属化浆料的重要性更胜以往，甚至成为企业制胜的关键。

2021年7月，江苏索特完成对美国杜邦公司旗下Solamet光伏金属化浆料业务的全方位收购，Solamet迎来了全新的发展篇章。2021年12月，帝科股份公告拟12.47亿元收购江苏索特100%股权，交易对价为12.47亿元。此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通过江苏索特拥有Solamet光伏银浆业务。

史卫利表示，公司收购Solamet光伏银浆业务是经过综合考量的决定，通过本次交易，能实现优势互补，以进一步提升综合实力，强化公司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提升市占率。

史卫利透露，目前公司对Solamet光伏银浆业务的收购正在顺利推进，公司已于近日向交易所正式提交申报文件。

保持技术领先

据 了 解 ， Solamet 深 耕 电 子 浆 料 行 业 多 年 ， 在 玻 璃 、 银 粉 、 有 机 体 三 大 体 系 形 成 了 较 强 的 市 场 竞 争 力 以 及 核 心 技 术 。

“通过本次收购，帝科股份可以获取Solamet全部光伏浆料的知识产权，能够弥补国产浆料相对薄弱的局面。 ”史卫利介绍，导电浆料是光伏电池生产制造的关键原材料，因此铅碲技术专利也成为光伏电池与组件，乃至整个光伏产业的核心基础专利，铅碲技术将极大地推动光伏产业提效降本。

“铅碲技术 让光伏 电池的 浅掺杂发 射极 LDE工 艺成为 可能，奠 定了现代 光伏电 池发射 极技术框 架并沿 用至今 。 Solamet铅碲技 术专利不 仅用于 当下主 流的P型 电池技术 ，还可以 用于市 场公认的 下一代 主流N型 TOPCon电池及 IBC电池。 ” 史卫 利说 。

史 卫 利 表 示 ， 帝 科 股 份 此 次 收 购 Solamet 光 伏 银 浆 业 务 ， 将 对 公 司 现 有 的 产 品 体 系 进 行 重 要 补 充 。 依 托 Solamet 在 N 型 PERT 电 池 、 TOPCon 电 池 、 IBC 电 池 、 HJT 电 池 、 钙 钛 矿 电 池 等 先 进 太 阳 能 电 池 领 域 的 领 先 水 平 与 产 品 口 碑 ， 将 有 效 补 充 、 完 善 公 司 的 产 品 体 系 。 此 外 ， 公 司 在 光 伏 浆 料 领 域 的 专 利 布 局 也 将 进 一 步 丰 富 。

加大研发投入

中 国 光 伏 行 业 协 会 数 据 显 示 ， 铅 碲 技 术 与 浅 掺 杂 发 射 极 LDE 工 艺 相 得 益 彰 ， 持 续 推 动 光 伏 电 池 转 换 效 率 提 升 。 中 国 光 伏 行 业 协 会 预 测 ， 2025 年 全 球 新 增 光 伏 装 机 规 模 将 达 330GW ； 同 时 ， N 型 电 池 产 品 市 场 规 模 将 快 速 提 升 ， 其 单 片 银 浆 耗 量 较 P 型 产 品 也 有 显 著 提 升 。

在全球光伏装机规模高速增长、N型电池片产量稳步提升的背景下，光大证券预计，全球银浆市场空间仍将维持稳健增长态势，预计2025年全球银浆用量将达5689吨。 随着国产银浆企业产品质量的稳步提升和生产规模持续扩大，银浆国产化率将保持稳步提升。

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海外企业对我国光伏产业频频发起专利纠纷，帝科股份此次收购Solamet光伏银浆业务，有助于帝科股份强化自身技术与专利领先地位、促进业务发展，同时有助于中国光伏产业化解知识产权风险。

史 卫 利 表 示 ， 收 购 Solamet 光 伏 银 浆 业 务 后 ， 下 一 步 公 司 将 加 大 全 球 研 发 投 入 与 设 施 升 级 ， 加 速 PERC 产 品 改 良 ， 提 振 出 货 量 ， 强 化 下 一 代 N 型 电 池 技 术 领 先 优 势 ， 把 握 行 业 技 术 路 线 切 换 的 战 略 机 遇 期 ， 通 过 创 新 性 产 品 引 领 行 业 技 术 变 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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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旺盛 培育钻石行业成“香饽饽”

●本报记者 吴勇

培育钻石行业快速崛起，多家上市公司

积极扩产。 力量钻石日前公告，拟20.60亿元

投资商丘力量钻石科技中心及培育钻石智

能工厂建设项目。

机构预计，2025年中国培育钻石饰品市

场规模将达到737.9亿元。 随着生产技术提

升、产能扩张，行业将进入爆发期。

多家上市公司布局

相比天然钻石，培育钻石的物理、化学、

光学等特性完全相同，但价格较低，是近年

来新兴的珠宝材料。根据贝恩咨询发布的报

告，2020年培育钻石终端零售市场主要在美

国、中国、印度等，预计到2030年培育钻石将

占全球钻石市场总量的15%。

随着行业景气度持续上升， 多家上市

公司积极布局培育钻石领域。

2022年一季度，力量钻石实现营业收入

1.92亿元，同比增长126.88%；净利润为1.01

亿元，同比增长147.81%。 公司表示，高毛利

产品培育钻石销售占比明显提升。 同时，工

业金刚石产品市场需求旺盛， 供给紧张，价

格较去年同期上涨明显。

力量钻石指出，2021年公司培育钻石和

金刚石单晶的产能利用率均超过95%，产能

不足限制了公司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而供

货时间延长， 对公司优质客户资源的培育、

品牌经营也造成一定影响。

力量钻石透露， 未来5年培育钻石市占

率会逐步提高，公司募投项目计划购置1800

台设备， 其中300台用于工业钻石生产，

1500台用于培育钻石生产。

黄河旋风2022年一季度实现归母净利

润2871.74万元，同比增长179.05%。 黄河旋

风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主营业务超硬材料

产品结构调整已见成效，培育钻石产品产销

大幅增加，盈利能力得到较大提升。 公司充

分受益于培育钻石行业爆发，净利润实现大

幅增长。

行业迎来爆发期

近年来，钻石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然而

全球毛坯天然钻石产量持续下降，导致培育

钻石渗透率不断提升。

平安证券认为， 培育钻石供需两旺，行

业迎来爆发期。培育钻石理化性质和天然钻

石完全相同，成为钻石消费新选择。 上游生

产商技术走向成熟， 产品品质持续提升；下

游品牌商和零售商推进市场教育，加速产品

渗透。 供需两旺形成合力，推动培育钻石行

业快速成长。

长城证券表示，近年来全球天然钻石

生产商、培育钻石生产商、时尚珠宝品牌

以及新兴珠宝品牌都在积极开展培育钻

石零售端布局。 同时，消费者对于培育钻

石的认知也在提升， 凭借低价优势与环

保低碳属性， 培育钻石的市占率有望进

一步提升。

戴比尔斯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

和日本人均钻石消费分别为105.60美元

和40.07美元， 而中国和印度人均消费分

别为4.96美元和2.95美元。 随着新兴市场

的发展和成熟，培育钻石市场空间有望进

一步打开。

行业景气度高 碳纳米管龙头企业被机构密集调研

●本报记者 吴勇

碳纳米管行业龙头企业天奈科技日前

发布公告，拟投资约30亿元建设天奈科技西

部基地项目、碳纳米管及相关复合产品生产

项目以及天奈科技成都研发中心。受益于碳

纳米管行业高景气度， 天奈科技近期被440

家机构调研， 包括94家基金公司、35家证券

公司、100家私募、29家保险公司等。

加快替代传统导电剂

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 （GGII） 预计，

2022年中国碳纳米管导电浆料出货量将突

破12万吨，至2025年将突破32万吨，成为锂

电池导电剂领域中成长性最高的种类，将加

快对传统导电剂的替代。

作为生产碳纳米管的龙头企业，天奈科

技备受机构关注。 对于机构关注的公司行业

地位及市场份额，公司表示，据高工产研锂

电研究所统计分析，近两年天奈科技碳纳米

管导电浆料产品销售额稳居行业首位。2021

年，中国新型导电剂浆料市场总规模达到9.8

万吨，同比增长61.5%。 其中，碳纳米管导电

浆料7.8万吨，同比增长62%；天奈科技2021

年市场份额为43.4%，产销规模、客户结构、

产品研发实力等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

天奈科技指出，随着高品质动力电池需

求增长，碳纳米管导电浆料会逐步替代传统

导电剂，推动公司营业收入持续快速增长。

对于公司西部基地项目、产能利用率等

情况，天奈科技表示，公司IPO募投项目正按

计划有序推进，部分产能已释放投产，预计

今年年底募投项目将全部完成建设。

碳纳米管市场向好

GGII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市场锂电

池用导电剂粉体出货量同比增长109%，达

2.1万吨。 其中，常规导电剂出货量（不含复

合导电剂）为1.8万吨，碳纳米管粉体导电剂

（含其复合导电剂） 出货量同比增长60%，

为0.3万吨， 折合碳纳米管导电浆料达7.8万

吨， 成为导电剂市场中增长最为强劲的部

分，预计2022年碳纳米管市场继续向好。

中信证券认为，多因素推动碳纳米管加

速渗透。 与传统导电剂相比，碳纳米管具有

更好的导电性能，将提升电池的能量密度和

充电效率。 碳纳米管在高镍三元和磷酸铁锂

正极材料中均有望加速渗透。 另外，硅碳负

极作为新一代技术预计得到快速应用，在

4680电池中有望率先添加单壁碳纳米管。

海螺创业

布局锂电池全产业链

●本报记者 倪铭

“设备将于5月20日进场，一期5万吨磷酸铁锂正极

材料项目预计9月底投产。对于小试样品，已与下游的电

池厂交流过，满足后者要求。 ” 海创新能源公司负责人

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据了解， 海螺创业总体规划新建年产50万吨磷酸

铁锂正极材料项目，拟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北片区

建设，用地约1100亩，计划总投资约150亿元。

项目建设快速推进

2021年10月8日，海螺创业与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签订项目合作协议。 同时，海螺创业注册成

立海创新能源公司，启动项目前期工作和工程施工。 项

目建设快速推进，实现了当季签约、当季开工。

上述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一期年产5万吨项目土

建工程已建设完成70%，钢结构完成85%；公辅设施完

成60%。主辅机设备已全部完成采购，即将进场安装，预

计今年9月底陆续建成投运，预期今年完成3000吨产品

销售。

在原材料价格处于高位的背景下，海创新能源多措

并举降本增效。 在优化工艺方面，“公司与设备厂家共

同开发了新型烧结炉， 每条产线的产能达13000吨，生

产效率提高30%-40%。 ”该负责人表示。

同时，海创新能源加大对设备智能化的投入。 该负

责人介绍：“公司与设备厂家合作设计了一套控制系

统，从原料投料开始智能化识别，便于产品追溯，进行质

量控制，并提高成品率。 ”

磷酸铁锂材料优势显现

头豹研究院数据显示， 磷酸铁锂电池的库伦效

率达到95%-97%，循环次数达3500次。 磷酸铁锂电

池的稳定性、循环寿命、库伦效率及成本方面均优于

三元电池，在补贴退坡的背景下，磷酸铁锂电池的渗

透率回升。

上述负责人表示，一期生产的磷酸铁锂既可以用于

储能电池，也可以用于动力电池，将根据下游需求动态

切换生产线。 “我们与动力电池厂家进行了技术交流，

小试产品的指标满足其需求。 ”

储能方面，海创新能源拟结合海螺水泥厂高电耗情

况，针对电力需求侧管理，配套建设储能电站项目。除了

自用，也会向市场推广。

“公司的目标是布局锂电池全产业链，包括电池生

产、回收等，发展循环经济。 目前，电池回收中试线已经

投产。 ”该负责人表示。

二期15万吨磷酸铁锂项目已开始办理前期规划手

续，预计明年投产。“现在下游需求大，而我们的产线规

模大， 又有稳定成熟的技术和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有

望进一步开拓市场。 ”该负责人透露。

市场需求高速增长

头豹研究院认为，受益于动力电池、消费电池及储

能电池市场需求高速增长， 预计2026年全球磷酸铁锂

市场需求量将逾300万吨，市场规模逾1000亿元。其中，

中国市场规模超过700亿元。

该负责人表示，磷酸铁锂行业的投入较大，流动资

金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制约点。 海创新能源的一大优势

在于背靠海螺创业， 后者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平台

优势。

原材料稳定供应也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该负责

人表示，“磷酸铁正与意向单位进行验证， 碳酸锂已与

有关企业达成明确的合作意向。 ”

对于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产品的盈利能力， 该负

责人表示，“需要考虑碳酸锂原材料价格和产品销

售价格的联动、主要消耗成本、优惠政策等因素。 按

目前市场因素考虑，一期5万吨项目投运后，可实现

约75亿元的销售收入和3亿元的利润总额。 待50万

吨项目全部达产后，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将非常

可观。 ”

帝科股份董事长史卫利

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

者专访时表示， 收购So-

lamet光伏银浆业务，能够强

化公司在海外市场的影响

力，提升市占率。 同时，公司

获取Solamet全部光伏浆料

的知识产权，能够弥补国产

浆料相对薄弱的局面。 下一

步，公司将加大全球研发投

入与设施升级，加速PERC产

品改良，提振出货量，强化

下一代N型电池技术领先优

势，把握行业技术路线切换

的战略机遇期。

●本报记者 刘杨

史卫利指出， 光伏电池技术从P型向

N型切换，将成为2022年最值得关注的行

业事件。“光伏电池技术进步离不开关键

原材料的支撑，过去十多年来金属化浆料

一直是推动光伏电池技术革新、工艺制程

创新，从而不断提升发电能力、降低制造

成本的关键。 ” 从P型电池向N型电池切

换，金属化浆料的重要性更胜以往，甚至

成为企业制胜的关键。

2021年7月，江苏索特完成对美国杜邦

公司旗下Solamet光伏金属化浆料业务的

全方位收购，Solamet迎来了全新的发展篇

章。 2021年12月，帝科股份公告拟12.47亿

元收购江苏索特100%股权， 交易对价为

12.47亿元。此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通过江

苏索特拥有Solamet光伏银浆业务。

史卫利表示，公司收购Solamet光伏

银浆业务是经过综合考量的决定，通过本

次交易，能实现优势互补，以进一步提升

综合实力， 强化公司在海外市场的影响

力，提升市占率。

史卫利透露，目前公司对Solamet光

伏银浆业务的收购正在顺利推进，公司已

于近日向交易所正式提交申报文件。

据了解，Solamet深耕电子浆料行

业多年，在玻璃 、银粉 、有机体三大体

系形成了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以及核心

技术。

“通过本次收购， 帝科股份可以获取

Solamet全部光伏浆料的知识产权， 能够

弥补国产浆料相对薄弱的局面。 ” 史卫利

介绍，导电浆料是光伏电池生产制造的关

键原材料，因此铅碲技术专利也成为光伏

电池与组件，乃至整个光伏产业的核心基

础专利，铅碲技术将极大地推动光伏产业

提效降本。

“铅碲技术让光伏电池的浅掺杂发

射极LDE工艺成为可能，奠定了现代光伏

电池发射极技术框架并沿用至今。 So-

lamet铅碲技术专利不仅用于当下主流

的P型电池技术，还可以用于市场公认的

下一代主流N型TOPCon电池及 IBC电

池。 ” 史卫利说。

史卫利表示， 帝科股份此次收购

Solamet光伏银浆业务，将对公司现有的

产品体系进行重要补充。依托Solamet在

N型 PERT电池 、TOPCon电池 、IBC电

池、HJT电池、钙钛矿电池等先进太阳能

电池领域的领先水平与产品口碑， 将有

效补充、完善公司的产品体系。 此外，公

司在光伏浆料领域的专利布局也将进一

步丰富。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显示，铅碲

技术与浅掺杂发射极LDE工艺相得益

彰，持续推动光伏电池转换效率提升。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预测 ，2025年全球

新增光 伏 装 机 规 模 将 达 330GW； 同

时，N型电池产品市场规模将快速提

升，其单片银浆耗量较P型产品也有显

著提升。

在全球光伏装机规模高速增长、N型

电池片产量稳步提升的背景下，光大证券

预计，全球银浆市场空间仍将维持稳健增

长态势， 预计2025年全球银浆用量将达

5689吨。 随着国产银浆企业产品质量的稳

步提升和生产规模持续扩大，银浆国产化

率将保持稳步提升。

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海外企业对我

国光伏产业频频发起专利纠纷，帝科股份

此次收购Solamet光伏银浆业务， 有助于

帝科股份强化自身技术与专利领先地位、

促进业务发展，同时有助于中国光伏产业

化解知识产权风险。

史卫利表示， 收购Solamet光伏银

浆业务后， 下一步公司将加大全球研发

投入与设施升级，加速PERC产品改良，

提振出货量， 强化下一代N型电池技术

领先优势， 把握行业技术路线切换的战

略机遇期， 通过创新性产品引领行业技

术变革。

实现优势互补

保持技术领先

加大研发投入

帝科股份董事长史卫利：

把握光伏行业技术路线切换战略机遇期

帝科股份光伏导电银浆研发与生产检测场景 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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