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Con电池明年料快速放量

机构预计2023年出货量有望达到100GW-150GW

本报记者 于蒙蒙

TOPCon电池近来成为新宠儿，引起众多上市公司争相布局。 在产业持续推行降本增效背景下，TOPCon电池的经济性已经优于PERC电池，机构预计2023年TOPCon电池/组件出货量有望达到100GW-150GW。

包括光伏设备、辅材等产业链环节的受益程度也受到市场关注。 业内人士表示，TOPCon驱动POE（聚烯烃弹性体）、EPE（共挤型POE）胶膜市占率提升，预期胶膜环节供应偏紧，能顺利向下游传导涨价，盈利能力趋于改善。 相关设备厂商也将直接受益，凭借成膜速度快、节省能源、运营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PECVD（等离子体增强化学的气相沉积法）技术路线有望大规模应用，届时放量可能会对相关供应商有比较显著的影响。

产能快速放量

在技术迭代加快推进下，N型电池正迎来巨大机遇。

根 据 权 威 测 试 机 构 德 国 哈 梅 林 太 阳 能 研 究 所 测 算 ， PERC 、 HJT 、 TOPCon 三 种 类 型 电 池 技 术 理 论 极 限 效 率 分 别 为 24 . 5 % 、 28 . 5 % 、 28 . 7 %（双 面 ） 。 随 着 PERC 电 池 效 率 迫 近 理 论 极 限 ， N 型 电 池 技 术 迭 代 已 加 快 。 其 中 ， TOPCon 在 转 化 效 率 、 生 产 成 本 方 面 优 势 逐 步 凸 显 。 晶 科 能 源 披 露 ， 公 司 目 前 浙 江 和 安 徽 的 工 厂 已 提 前 实 现 N 型 电 池 量 产 效 率 达 25 % ， 良 率 与 PERC 持 平 。

资料显示，TOPCon电池是一种太阳能电池技术，其电池结构为N型硅衬底电池，背面制备一层超薄氧化硅，然后再沉积一层掺杂硅薄层，二者共同形成了钝化接触结构。 TOPCon可在原有生产线上进行改造升级，拉长原有设备使用周期，在实现较高转换效率的同时成本相对较低。

在三种技术中，目前TOPCon电池量产生产成本已接近PERC电池的生产成本，性价比方面较为突出。 TOPCon是最先落地、规划最多、在建和投产产能最多的N型电池路线。 晶科能源、中来股份、钧达股份、天合光能等行业龙头均在TOPCon路线有布局。 其中，晶科能源目前16GW的TOPCon电池产能满产，钧达股份一期8GW的TOPCon电池产能在第三季度建成，中来股份在泰州累计投建的TOPCon电池产能达3.6GW。 上海证券预计，2022年底已投产和建成TOPCon产能将超过90GW。 按照已有规划，2023年至少新增投产40GW产能。

PECVD有望成新方向

在工序环节，TOPCon相比PERC的增量部分将有望获得市场红利。

TOPCon电池的制备工序包括清洗制绒、正面硼扩散、BSG去除和背面刻蚀、氧化层钝化接触制备、正面氧化铝沉积、正背面氮化硅沉积、丝网印刷 、烧结和测试分选，约12步左右。 其中，氧化层钝接结构制备为TOPCon在PERC的基础上增加的主要工序，也是TOPCon的核心工序 ，工艺路线大致分为LPCVD本征 +磷扩（低压力化学气相沉积法）、PECVD原位掺杂、PVD原位掺杂（即物理气相沉积法）。

总体来看，LPCVD工艺路线成熟度最高，为目前TOPCon电池制备的主流工艺，未来随着PECVD技术不断完善，工艺稳定性不断提升，PECVD有望因其更低成本而逐渐成为主流。

相 关 企 业 已 经 斩 获 大 量 订 单 。 捷 佳 伟 创 近 期 通 过 官 微 披 露 ， 截 至 目 前 ， 公 司 陆 续 收 到 多 家 全 球 光 伏 头 部 企 业 的 中 标 通 知 及 重 复 性 订 单 ， 并 以 PE-poly 路 线 为 主 为 客 户 定 制 产 线 ， 中 标 产 品 包 括 全 品 类 的 工 艺 制 程 设 备 和 丝 网 印 刷 设 备 ， 服 务 于 客 户 境 内 外 N 型 TOPCon 电 池 基 地 。 捷 佳 伟 创 提 供 PE-poly 核 心 设 备 的 产 线 年 产 能 累 计 达 100GW 。

多家公司争相布局POE

在辅材环节中，比较紧缺的当属POE粒子及胶膜。

TOPCon电池与组件对防水性、酸碱度、应力表现要求更高，而POE（聚烯烃弹性体）以其更好的水汽阻隔率与更好的耐候性能、抗PID（诱导电势差衰减）能力，与TOPCon有更好的适配性。

基于上述优势，TOPCon产业化会形成对POE更强大的推动力。 招商证券给出的保守假设是2023年N型电池出货80GW，若全部采用双层POE，对应需求增量达到约8亿平方米（38万吨）。 此外，随着硅料价格合理回调，下游盈利修复，POE胶膜新技术应用有更好的接纳度，且地面电站规模启动后双玻也将是POE需求的有力推动。

供给方面，相较EVA（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POE粒子目前尚未实现国产化，陶氏、三井、LG是主要的POE粒子供应商，其大部分产能有相对稳定的合作市场，光伏胶膜应用占比还比较小。 同时，由于上述企业生产POE的原材料α烯烃主要基于外购，稳定的α烯烃供应（尤其高碳产品类）也是扩产的制约因素。

值得注意 的是 ，国 内相关 上市公司 已经启 动了POE粒 子以及 上游α烯 烃、催化 剂的国 产化。 11月 29日 晚 ，东方 盛虹公 告称 ，三 级控股子 公司江 苏盛景 新材料 有限公司 拟投资 建设POE等 高端新材 料项目 ，项目总 投资达 97 . 30亿元 。 卫星 石化自 主研发 α烯烃 ，解决POE原料 限制 。 连 云港石 化年产 1000吨 α烯烃 工业试 验装置 项目预计 在年底 完成建 设，并进 行调试和 试生产 。 POE研发正 在加快推 进中，争 取能够 配套自 建的α烯 烃项目 ，尽快实 现工业 化。 聚赛龙 子公司 科睿鑫 生产的POE和 EVA胶膜产 品主要 应用于 光伏领域 ，截至目 前科睿 鑫已经 可以实现 小批量 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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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集中供地迎高峰 土拍市场现积极变化

●本报记者 王舒嫄

12月5日，苏州第五批集中供地顺

利收官，10宗地块全部成交， 其中3宗

地块溢价成交 （含2宗地块触顶摇

号），合计揽金132亿元。

随着近期多地发布第四批或第五

批集中供地计划， 年末集中供地迎来

高潮。 业内人士认为，增加土地供应频

次是对集中供地政策的优化调整，也

是各地因城施策的表现， 有利于稳定

房地产市场。

市场冷热各异

相较于苏州第四批集中供地20宗

地块中2宗流拍、18宗底价成交的情

况， 第五批集中供地热度明显回升。

“这与苏州工业园区拿出优质地块有

很大关系， 园区三宗地块合计吸引了

近20家房企参与竞拍。 ” 中指研究院

土地事业部负责人张凯说。

结合北京、杭州、武汉、无锡等近

期第四、第五批集中供地情况看，土拍

市场冷热各异的特征没有改变。 土拍

热度较高的城市仍以核心城市为主，

其中北京第四批集中供地超80%地块

溢价成交、半数地块地价触顶。深圳第

四批超60%地块溢价成交， 同样半数

地块地价触顶。 杭州第四批半数地块

溢价成交，超30%地块地价触顶。

从拿地企业情况来看， 地方民企

参与土拍积极性提高。 此次苏州第五

批集中供地，1宗地块由地方民企独立

竞得，4宗地块由地方国资企业与地方

民企联合竞得。 无锡第四批集中供地

时也出现类似情况， 无锡地方国资竞

得的部分地块引进朗诗、 香港绿地等

企业联合开发。 杭州日前完成的第四

批次集中供地， 仅1宗地块由国资竞

得，其余地块均由民企获取，民企拿地

金额占比达92%。

“预计后续将有更多地方国资企

业在拿地时引入房企代建或联合开发

的市场化运作模式。 ” 张凯说，这种变

化有利于提振行业信心。

政策优化调整

从集中供地频次来看， 不同于去

年各地共开展三批次集中供地的 “整

齐步调” ，今年以来，不少城市推出了

第四批、 第五批甚至第六批集中供地

计划。 在增加年底土地供应的同时，传

递出土地市场政策优化调整的信号。

武汉近日发布通知，即将开展今年

第五批集中供地，第六批集中供地公告

也将于近期适时发布。 此外， 南京、广

州、天津、福州、东莞等城市也于近日陆

续发布第四、第五批集中供地公告。 这

意味着年末土地供应将迎来一波高峰。

增加土地供应频次是各地对集中

供地模式的优化调整， 是因城施策的

表现。 克而瑞研究中心高级研究总监

谢杨春认为， 未来集中供地批次可能

还会增加， 集中供地城市名单也可能

会调整。 东吴证券分析师房诚琦预计，

未来会有更多城市调整供地批次和每

批次供应地块数量， 并合理调整土地

出让底价和溢价率。

在张凯看来， 增加供地批次对稳

定房地产市场具有一定积极作用。“适

度增加供地批次， 有利于补充土地出

让收入；此外，通过合理安排各批次集

中供地时间间隔， 有利于减轻房企短

期资金压力。 ”

阳光电源调整出货预期

户用储能行业前景受关注

●本报记者 于蒙蒙

12月5日，一则传闻让储能和逆变

器板块遭遇较大调整。 据悉，阳光电源

高管近期在交流中透露， 公司明年户

用储能逆变器下调至70多万台。 对此，

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连夜在电话会

上进行解释， 称部分细分产品有调整

很正常，其他地方能补上，并直言看好

公司相关业务的增速。

不过，固德威相关高管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公司未调整相关产品出

货预期。锦浪科技证券部人士也表示，

公司出货没有变化，一切正常。

影响有限

阳光电源的相关传闻立即在资本

市场引起震动，机构在上周末紧急对

此作出研判，而公司董事长也在第一

时间出面进行解读。

国内某中型券商电新团队点评指

出， 根据了解， 阳光电源此前对于

2023年户用储能出货目标为同比增

长400%， 但由于年底欧洲安装工人

有限，出货节奏受到影响，所以今年出

货下调至0.6GWh。 在预计同比增速

不变的情况下，2023年出货也下调至

3GWh，且其它业务并未下调。

“我们产品是全覆盖的， 部分细

分产品有调整很正常。 我们上半年户

用储能受制于IGBT和电芯， 但是下

半年出货7000台-8000台/月。 假设

一套赚2000元， 就算下调3万套也就

6000万元利润，影响不大。 ” 12月4日

晚，曹仁贤在某券商组织的电话会上

表示，户用储能逆变器明年原本出货

预期是80万台-100万台， 现在是70

万台-90万台，差别不大，公司只是更

严谨一些。

虽然户用储能环节微调，但大储

端提供的增量比较可观。 曹仁贤称，

阳光电源的大储业务今年符合预期，

明年出货会在15GWh以上。明年的增

量主要还是大储和工商业储能。

前述券商此前预测阳光电源

2023年业绩为58亿元，此次户用储能

出货下调至3GWh， 理论上对净利润

影响约为4亿元，但由于此前对大储、

EPC业绩预测均较为保守， 如今年第

三季度公司储能系统集成净利率已显

著修复至7%（第一季度为3%），考虑

到大储及EPC业务的盈利改善对

2023年业绩弹性较大且此前预测假

设偏保守， 其认为当前无需下调公司

2022年-2023年的盈利预测。

需求大于产能

对于行业龙头下调出货预期，市

场对于相关企业也表达了担忧。

作为户用储能增长的主要驱动

力， 欧洲的装机需求变化备受市场关

注。据国内某大型券商调研，市场反馈

海外需求持续旺盛， 当下客户催货情

况依然明显，逆变器、电池依然处于供

货紧张状态。以德国为例，今年户用储

能安装量大约40万套，多家公司预测

明年需求量是80万-100万套。

具体公司出货预期方面，该券商预

计， 固德威2022年储能逆变器出货约

25万台，2023年出货50多万台，预期不

变； 德业股份2022年储能逆变器出货

32万台，2023年出货70万台， 预期不

变； 锦浪科技2022年储能逆变器出货

22万台，2023年出货80万-120万台，预

期不变。

产业链环节也在验证行业景气

度。 另一券商的电新团队摸底了部分

储能电池、 集成厂， 得到的反馈均是

2023年出货指引不变，增速会呈现翻

倍及以上增长。 “我们2023年产线基

本被预定了，需求大于产能。 ”一家储

能电池厂商在调研中反馈。

锂盐价格小幅回调

产业链扩产热度不减

●本报记者 李嫒嫒

近日，锂盐价格连续多日出现下

滑。 与此同时，锂电产业链扩产热度

不减。 12月5日，国轩高科公告称，子

公司宜春国轩矿业成功取得江西省

宜丰县割石里矿区水南段瓷土 （含

锂）矿采矿权，这是国轩高科在宜春

获得的第二个矿权。 此外，天齐锂业、

当升科技等锂电产业链企业纷纷宣

布加码扩产。

业内人士表示， 近期锂盐价格出

现回调， 主因是前期驱动锂盐价格上

行的动能边际转弱， 锂盐价格暂失上

行动能，短期内或维持高位震荡。

锂盐价格多日下跌

自11月24日以来，国内锂盐价格

连续多日出现下跌。 12月5日，上海钢

联发布的数据显示， 当日部分锂电材

料报价继续下跌， 电池级碳酸锂下跌

3500元/吨， 均价报57.15万元/吨；工

业级碳酸锂下跌3500元/吨， 均价报

55.50万元/吨； 电池级氢氧化锂下跌

2500元/吨，均价报56.75万元/吨。

东证期货有色分析师陈祎萱表

示， 近日电池级碳酸锂和工业级碳酸

锂报价出现了数月以来的首次回调，

主因是前期驱动锂盐价格上行的动能

边际转弱。

陈祎萱表示，从供给端来看，尽管

远期锂资源产能的不确定性正随着诸

多地缘事件影响逐步放大， 但短期内

供应增量陆续兑现也将逐步削弱矿价

的上行动能。 从需求端来看，10月新

能源车终端产销增速边际放缓；同时，

终端消费的季节性回落压力叠加补贴

政策退坡带来的不确定性， 使得下游

采购观望情绪渐起。

对于锂盐价格未来的走势，12月

5日， 隆众资讯锂行业分析师曲音飞

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终端需求不及预期， 短期来看锂盐

价格会处于稳中走跌的态势。但是，目

前锂盐供应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比较

多，尤其是上周永兴材料、鞍重股份、

康隆达三家企业宣布在江西的生产线

临时停产， 对供应量会造成一定的影

响，且无法判断其停产的影响范围。 ”

华西证券表示， 目前锂盐需求增

速虽有所放缓， 但供给端也将因三家

企业在江西的生产线临时停产导致产

量减少， 叠加目前国内对于疫情的管

理有所调整， 终端需求大概率将逐步

恢复，将支撑锂盐价格维持高位运行。

加快扩产步伐

虽然锂盐价格近期出现小幅回

调，但是锂电产业链扩产热度不减。

动力电池企业方面，12月5日，国轩

高科宣布，近日子公司宜春国轩矿业成

功取得江西省宜丰县割石里矿区水南

段瓷土（含锂）矿采矿权，矿权有效期5

年，设计生产规模为300万吨/年。 国轩

高科表示， 目前公司正在加快项目推

进，争取水南段矿早日开采投入使用。

锂电材料企业方面，12月2日，当升

科技公告称，当升科技联合蜀道新材料

分别与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 射洪市人民政府签订

《30万吨/年磷酸（锰）铁锂项目合作

协议》和《20万吨/年三元正极材料生

产项目合作协议》。 当升科技预计，上

述项目均将于2028年底前建成达产。

锂矿企业方面， 天齐锂业12月2

日公告称，公司2016年在西澳奎纳纳

启动的 “年产2.4万吨电池级单水氢

氧化锂项目” ，于2022年11月30日起

达到商业化生产的能力， 该项目产量

有望自2022年12月起得到稳定提升。

除加快扩产步伐外， 还有部分锂

电公司加码签订保供协议。近日，恩捷

股份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与中创新航

签订了《2023年保供框架协议》。 公

告显示，为确保中创新航2023年度对

高端湿法锂电池隔离膜的需求， 中创

新航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上海恩捷采

购大部分的隔离膜产品。

景气度持续向上

业内人士表示， 锂电产业链企业

加快扩产步伐和加码签订保供协议，

是基于对新能源汽车产业中长期向好

势头不变的乐观预期。

中汽协副秘书长罗军民在日前举

行的2022中国汽车论坛上表示：“我

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今年有望实现600

万辆，占全球60%的市场份额。 ”

东莞证券表示，临近年末，多地纷

纷出台促消费政策，其中扩大新能源汽

车消费成重要抓手之一。国家新能源车

购置补贴政策临近尾声，有望刺激潜在

需求释放，全年料实现稳增长目标。

中信证券研报表示， 未来汽车智

能化电动化将加速演进， 新势力车企

推出多种车型无惧补贴退坡， 新能源

汽车产业景气度将持续向上， 预计

2023年国内新能源车销量为900万

辆，同比增长31%。

TOPCon电池明年料快速放量

机构预计2023年出货量有望达到100GW-150GW

新华社图片

TOPCon电池近来成为新宠

儿， 引起众多上市公司争相布

局。在产业持续推行降本增效背

景下，TOPCon电池的经济性已

经优于PERC电池， 机构预计

2023年TOPCon电池/组件出货

量有望达到100GW-150GW。

包括光伏设备、辅材等产业

链环节的受益程度也受到市场

关注。业内人士表示，TOPCon驱

动POE （聚烯烃弹性体）、EPE

（共挤型POE） 胶膜市占率提

升， 预期胶膜环节供应偏紧，能

顺利向下游传导涨价，盈利能力

趋于改善。相关设备厂商也将直

接受益，凭借成膜速度快、节省

能源、 运营成本相对较低等优

势，PECVD （等离子体增强化学

的气相沉积法） 技术路线有望

大规模应用，届时放量可能会对

相关供应商有比较显著的影响。

●本报记者 于蒙蒙

多家公司争相布局POE

在辅材环节中， 比较紧缺的当

属POE粒子及胶膜。

TOPCon电池与组件对防水

性、酸碱度、应力表现要求更高，而

POE（聚烯烃弹性体）以其更好的

水汽阻隔率与更好的耐候性能、抗

PID （诱导电势差衰减） 能力，与

TOPCon有更好的适配性。

基于上述优势，TOPCon产业

化会形成对POE更强大的推动力。

招商证券给出的保守假设是2023年

N型电池出货80GW，若全部采用双

层POE，对应需求增量达到约8亿平

方米（38万吨）。 此外，随着硅料价

格合理回调，下游盈利修复，POE胶

膜新技术应用有更好的接纳度，且

地面电站规模启动后双玻也将是

POE需求的有力推动。

供给方面，相较EVA（乙烯－

醋酸乙烯共聚物），POE粒子目前尚

未实现国产化，陶氏、三井、LG是主

要的POE粒子供应商，其大部分产能

有相对稳定的合作市场，光伏胶膜应

用占比还比较小。 同时，由于上述企

业生产POE的原材料α烯烃主要基

于外购，稳定的α烯烃供应（尤其高

碳产品类）也是扩产的制约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相关上市

公司已经启动了POE粒子以及上

游α烯烃、催化剂的国产化。 11月

29日晚，东方盛虹公告称，三级控

股子公司江苏盛景新材料有限公

司拟投资建设POE等高端新材料

项目，项目总投资达97.30亿元。 卫

星石化自主研发α烯烃，解决POE

原料限制。 连云港石化年产1000吨

α烯烃工业试验装置项目预计在

年底完成建设，并进行调试和试生

产。 POE研发正在加快推进中，争

取能够配套自建的α烯烃项目，尽

快实现工业化。 聚赛龙子公司科睿

鑫生产的POE和EVA胶膜产品主

要应用于光伏领域，截至目前科睿

鑫已经可以实现小批量供货。

产能快速放量

在技术迭代加快推进下，N型电

池正迎来巨大机遇。

根据权威测试机构德国哈梅

林 太 阳 能 研 究 所 测 算 ，PERC、

HJT、TOPCon三种类型电池技术

理 论 极 限 效 率 分 别 为 24.5% 、

28.5%、28.7%（双面）。随着PERC

电池效率迫近理论极限，N型电池

技术迭代已加快。 其中，TOPCon

在转化效率、生产成本方面优势逐

步凸显。 晶科能源披露，公司目前

浙江和安徽的工厂已提前实现N

型电池量产效率达25%， 良率与

PERC持平。

资料显示，TOPCon电池是一

种太阳能电池技术，其电池结构为N

型硅衬底电池， 背面制备一层超薄

氧化硅， 然后再沉积一层掺杂硅薄

层，二者共同形成了钝化接触结构。

TOPCon可在原有生产线上进行改

造升级，拉长原有设备使用周期，在

实现较高转换效率的同时成本相对

较低。

在三种技术中， 目前TOPCon

电池量产生产成本已接近PERC电

池的生产成本， 性价比方面较为突

出。 TOPCon是最先落地、 规划最

多、在建和投产产能最多的N型电池

路线。 晶科能源、中来股份、钧达股

份 、 天合光能等行业龙头均在

TOPCon路线有布局。 其中，晶科能

源目前16GW的TOPCon电池产能

满 产 ， 钧 达 股 份 一 期 8GW 的

TOPCon电池产能在第三季度建

成， 中来股份在泰州累计投建的

TOPCon电池产能达3.6GW。 上海

证券预计，2022年底已投产和建成

TOPCon产能将超过90GW。 按照

已有规划，2023年至少新增投产

40GW产能。

PECVD有望成新方向

在工序环节 ，TOPCon相比

PERC的增量部分将有望获得市场

红利。

TOPCon电池的制备工序包括

清洗制绒、正面硼扩散、BSG去除和

背面刻蚀、氧化层钝化接触制备、正

面氧化铝沉积、正背面氮化硅沉积、

丝网印刷、烧结和测试分选，约12步

左右。其中，氧化层钝接结构制备为

TOPCon在PERC的基础上增加的

主要工序， 也是TOPCon的核心工

序，工艺路线大致分为LPCVD本征

+磷扩（低压力化学气相沉积法）、

PECVD原位掺杂、PVD原位掺杂

（即物理气相沉积法）。

总体来看，LPCVD工艺路线成

熟度最高， 为目前TOPCon电池制

备的主流工艺，未来随着PECVD技

术不断完善，工艺稳定性不断提升，

PECVD有望因其更低成本而逐渐

成为主流。

相关企业已经斩获大量订单。

捷佳伟创近期通过官微披露，截至

目前，公司陆续收到多家全球光伏

头部企业的中标通知及重复性订

单，并以PE-poly路线为主为客户

定制产线，中标产品包括全品类的

工艺制程设备和丝网印刷设备，服

务于客户境内外N型TOPCon电

池基地。 捷佳伟创提供PE-poly

核心设备的产线年产能累计达

100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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