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价格博弈日趋激烈

降价或成2023年光伏产业链主旋律

本报记者 杨烨 康曦

光伏产业链价格在2022年底骤然降温。 自2022年10月硅片

价格先于上游硅料环节出现大跌，价格战全面开打，降价潮迅速

向下游电池环节蔓延。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一线走访调研多家

光伏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后了解到， 由于供应端新增产能持续释

放及季节性终端需求锐减，上下游的心理拉锯战变得愈加敏感，

“买涨不买跌”的观望情绪浓重。 产业链价格仍未见底，短期内

跌势还将持续。

业内人士表示，降价会成为光伏产业链2023年的关键词，硅

料价格会回归到8万元至12万元/吨的正常区间。 随着组件产品

价格下降， 此前受低收益率压制的地面电站装机或迎来复苏，

2023年光伏装机规模有望提升。

大幅减产

“实际成交价格会比官方数据更低， 现在市场价格混乱，观

望情绪很浓，上下游正处于博弈阶段。 ”一位光伏产业链公司的

采购负责人告诉记者。

尽管业内对产业链降价大趋势已有共识， 自2022年11月以

来硅片降价促销的氛围也日益浓厚， 但不少业内人士还是对目

前降价潮引发的连锁反应感到惊讶。 记者从多家光伏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处获悉，一方面下游对于原材料降价持观望态度，因此

在下行市场中采购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按目前原材料和硅片

降价速率来看，拉晶环节利润基本无法覆盖硅料成本，多数企业

面临单瓦净利润亏损的风险。

“因此，产业链中上游企业开始大幅降低开工率，近期好多

一体化头部企业开工率维持在70%-80%，其余企业开工率下降

至55%-70%。 尽管目前电池环节仍有部分利润，但头部企业开

工率也降至70%-80%。 ” 国内某大型企业生产负责人对记者坦

言。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简称“硅业分会” ）统

计，2022年12月国内硅片产量减少至27.5GW，环比下降23.8%，

减少量主要来源于一线企业降低开工率。 其中，单晶硅片产量为

26.7GW，环比下降24.4%，多晶硅片产量维持在0.8GW，环比持

平。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全产业链价格继续“跳水” 。 1月5日，硅

业分会最新数据显示， 硅片价格继续下跌。 M6单晶硅片

（166mm/155μm）价格区间在3.2元/片-3.55元/片，成交均价

降 至 3.5 元 / 片 ， 周 环 比 跌 幅 为 20.5% ；M10 单 晶 硅 片

（182mm/150μm）价格区间在3.6元/片-3.8元/片，成交均价

降 至 3.74 元 / 片 ， 周 环 比 跌 幅 为 17.4% ；G12 单 晶 硅 片

（210mm/150μm）价格区间在4.75元/片-5元/片，成交均价降

至4.9元/片，周环比跌幅为25.3%。电池端，主流电池片报价在0.8

元/W-0.85元/W，环比下跌26%。

一直坚挺的硅料价格也步入下降通道。PV� InfoLink发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多晶硅致密料现货均价为190元/KG，最低价格

为160元/KG。

组件价格也在下降。 PV� InfoLink数据显示，182mm、

210mm单晶PERC组件现货均价为1.83元/W，较前一周报价下

降3.4%。

剧烈的降价调整引发不少业内人士对行业洗牌的担忧。 据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不完全统计，2021年初至2022年11月， 我国

光伏规划扩产项目超480个。

供求关系逆转

供过于求是本轮光伏全产业链降价的主因。 北京特亿阳光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祁海珅告诉记者：“受圣诞节的影响，

目前是海外光伏装机的淡季，加上国内市场装机需求没有上量，

大大降低了对于组件产品的需求。 组件产品的上游是电池，层层

传导，导致硅料、硅片的供求关系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过去五六年时间里，硅片是整个光伏

产业链超额收益最高的环节， 由此吸引了一大批跨界玩家涌入

并急剧扩产，这也导致在这波产业链的降价中，硅片价格降幅最

大。“硅片的产能远远大于硅料产能，甚至超过硅料产能的一倍，

硅片厂家为了保持出货，就需要牺牲一部分利润。 同时，硅片向

薄片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原有的普通硅片产能很可能就会过剩，

产能过剩面临的就是价格挤压，所以硅片价格跌幅最大。 ”祁海

珅说。

上游硅料环节的博弈程度也日趋激烈。 记者了解到，硅料环

节正在经受用料需求急速萎缩的市场变化， 而且随着前期订单

陆续完成履约和交付， 部分硅料企业已经开始面临缺乏新订单

的境遇。 此外，硅料环节的异常库存也开始提升。

“硅料市场目前也处于供大于求状态， 龙头厂家价格坚挺，

因为他们与下游企业之间存在紧密合作。 同时，很多大厂已经签

订了长期订单，相对于中小硅料企业来说压力较小。 而中小硅料

企业为了抢占市场， 就会优先降价， 硅料价格下降已是大势所

趋。 ”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说。

产业链价值逻辑重构

2023年降价将是光伏产业链的主旋律。不少业内人士表示，

2023年光伏装机体量会继续增加，但由于后端电池、组件环节的

扩产速度慢于前端硅料、硅片环节，前端产能会处于过剩状态。

这种情况下，降价是大势所趋。

“从硅料、硅片到电池片再到组件，2023年会持续降价。 硅

料价格会回归到正常状态，之前30万元/吨是暴利，未来会回归

到8万元至12万元/吨的正常区间。 ”一位业内人士说。

虽然正在经历价格震荡， 但多家券商均对光伏行业的中长

期前景表示看好。中信证券分析研判，2023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

规模将达到1.4亿千瓦。 特别是随着2023年起硅料等环节新产能

释放，成本逐步回落，此前受低收益率压制的地面电站装机或迎

复苏，装机比例有望回升，预计地面电站同比增速有望达80%，

而分布式同样有望维持近40%的增速。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此轮上游硅料、硅片环节价格调整向下

传导，光伏产业链下游环节利润有望增厚。 隆众资讯光伏行业分

析师方文正表示，光伏产业链处于价格博弈阶段，利润将进行重

新划分以实现产业链平衡。 在他看来，当前上游硅料环节作为利

润大头的格局暂时不会改变，但其他环节利润或将产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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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万亿市场

多地出台政策推动预制菜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张冉

春节临近，预制菜概念持续火爆。

近期，四川、山东、广东、上海等多地纷

纷发布预制菜产业领域相关政策指

引，推进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

会长朱丹蓬表示， 预制菜是蓝海市

场，未来潜力很大。 相关企业要想实

现较大发展，需要完善产业链，建立

产品标准作业程序，搭建食品安全生

产检测体系，在品质以及品牌打造上

下足功夫。 此外，预制菜的迭代更新

十分迅速， 只有更具有个性元素，才

能形成更强的关注度和吸引力。

政策指引频出

近日，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商务厅、科技厅、农业农村厅、省市场

监管局5部门联合印发《支持预制菜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出台

10条举措支持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

展，推动川菜进一步向规模化、标准

化、产业化转型升级，助推乡村振兴。

此次出台的政策将拿出真金白银开

展扶持，最高奖补300万元。

2022年11月，山东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推进全省预制菜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 提出建设标准化生

产基地、培育壮大加工企业、发展冷链

物流、推动产业集群集聚等措施，夯实

产业发展基础， 梯次培育预制菜优质

企业。 意见提出，要培育预制菜“十大

品牌、百强企业、千优产品” ，推动预制

菜销售模式创新， 支持预制菜企业发

展电商，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除山东、 四川在新赛道发力外，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2022年

11月以来，包括福建、浙江、江西、上

海、辽宁等多个省市出台相关产业的

政策指导文件， 并结合当地菜系特

色，为区域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上市公司积极行动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2年中

国预制菜市场规模预估达4196亿

元， 预计未来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

度，2026年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有

望达10720亿元。

二级市场方面， 同花顺数据显

示，预制菜概念板块去年11月、12月

涨幅均超过10%。 个股方面，去年12

月，“预制菜第一股” 味知香涨幅超

过20%，老字号全聚德股价翻倍。 多

个上市公司在预制菜赛道实现布局，

抢占市场。

据全聚德相关负责人介绍，全聚

德瞄准年夜饭市场，携旗下预制菜餐

饮食品推出迭代升级的高品质年夜

饭家宴礼盒。 其中，新推出的兔年年

夜饭家宴礼盒德团圆和全家福两款

“品牌集合款” 家宴礼盒主打菜系融

合，包含了全聚德、四川饭店、丰泽园

和仿膳面点四大所属品牌。 目前，预

制菜产品在自有线上商城及天猫、京

东、拼多多官方旗舰店销售。

国联水产旗下 “海鲜预制菜精

选品牌” 小霸龙汇集水产食材，创新

研发海鲜预制菜产品，推出了“小霸

龙年鱼礼盒” ，并通过线下、线上联

合营销的方式触达消费者。

味知香自2021年上市以来，受

到各界高度关注。味知香成功开发对

口B端和C端的“馔玉” 和“味知香”

两大品牌体系， 产品多达300多种。

除此之外，味知香根据季节变化向消

费者推出时令美食，满足不同消费者

的口味需求。

东海证券研报表示， 在便利性、

成本节约的刚性需求引领下，预制菜

产业底部驱动仍为冷链物流。在当下

竞争者快速提升的阶段中， 渠道壁

垒、客户壁垒、供应链壁垒将成为该

阶段企业发展的三大基石。

大幅减产

“实际成交价格会比官方数据更

低，现在市场价格混乱，观望情绪很浓，

上下游正处于博弈阶段。 ”一位光伏产

业链公司的采购负责人告诉记者。

尽管业内对产业链降价大趋势已

有共识， 自2022年11月以来硅片降价

促销的氛围也日益浓厚，但不少业内人

士还是对目前降价潮引发的连锁反应

感到惊讶。记者从多家光伏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处获悉，一方面下游对于原材料

降价持观望态度，因此在下行市场中采

购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按目前原材

料和硅片降价速率来看，拉晶环节利润

基本无法覆盖硅料成本，多数企业面临

单瓦净利润亏损的风险。

“因此， 产业链中上游企业开始

大幅降低开工率， 近期好多一体化头

部企业开工率维持在70%-80%，其余

企业开工率下降至55%-70%。尽管目

前电池环节仍有部分利润， 但头部企

业开工率也降至70%-80%。 ” 国内某

大型企业生产负责人对记者坦言。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

会（简称“硅业分会” ）统计，2022年

12月国内硅片产量减少至27.5GW，环

比下降23.8%，减少量主要来源于一线

企业降低开工率。其中，单晶硅片产量

为26.7GW，环比下降24.4%，多晶硅

片产量维持在0.8GW，环比持平。

值得关注的是， 目前全产业链价

格继续“跳水” 。 1月5日，硅业分会最

新数据显示，硅片价格继续下跌。 M6

单晶硅片（166mm/155μm）价格区

间在3.2元/片-3.55元/片， 成交均价

降至3.5元/片， 周环比跌幅为20.5%；

M10单晶硅片（182mm/150μm）价

格区间在3.6元/片-3.8元/片，成交均价

降至3.74元/片， 周环比跌幅为17.4%；

G12单晶硅片（210mm/150μm）价

格区间在4.75元/片-5元/片， 成交均

价降至 4.9元 /片， 周环比跌幅为

25.3%。电池端，主流电池片报价在0.8

元/W-0.85元/W，环比下跌26%。

一直坚挺的硅料价格也步入下降

通道。 PV� InfoLink发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 多晶硅致密料现货均价为190

元/KG，最低价格为160元/KG。

组件价格也在下降。 PV� In-

foLink数据显示，182mm、210mm单

晶PERC组件现货均价为1.83元/W，

较前一周报价下降3.4%。

剧烈的降价调整引发不少业内人

士对行业洗牌的担忧。 据中国光伏行

业协会不完全统计，2021年初至2022

年11月， 我国光伏规划扩产项目超

480个。

供求关系逆转

供过于求是本轮光伏全产业链降

价的主因。 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总裁祁海珅告诉记者：“受

圣诞节的影响， 目前是海外光伏装机

的淡季， 加上国内市场装机需求没有

上量， 大大降低了对于组件产品的需

求。 组件产品的上游是电池， 层层传

导，导致硅料、硅片的供求关系也发生

了较大变化。 ”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 过去五六

年时间里， 硅片是整个光伏产业链超

额收益最高的环节， 由此吸引了一大

批跨界玩家涌入并急剧扩产， 这也导

致在这波产业链的降价中， 硅片价格

降幅最大。 “硅片的产能远远大于硅

料产能，甚至超过硅料产能的一倍，硅

片厂家为了保持出货， 就需要牺牲一

部分利润。同时，硅片向薄片化发展是

大势所趋， 原有的普通硅片产能很可

能就会过剩， 产能过剩面临的就是价

格挤压，所以硅片价格跌幅最大。 ” 祁

海珅说。

上游硅料环节的博弈程度也日趋

激烈。记者了解到，硅料环节正在经受

用料需求急速萎缩的市场变化， 而且

随着前期订单陆续完成履约和交付，

部分硅料企业已经开始面临缺乏新订

单的境遇。此外，硅料环节的异常库存

也开始提升。

“硅料市场目前也处于供大于求

状态，龙头厂家价格坚挺，因为他们与

下游企业之间存在紧密合作。同时，很

多大厂已经签订了长期订单， 相对于

中小硅料企业来说压力较小。 而中小

硅料企业为了抢占市场， 就会优先降

价，硅料价格下降已是大势所趋。 ” 一

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说。

产业链价值逻辑重构

2023年降价将是光伏产业链的

主旋律。不少业内人士表示，2023年光

伏装机体量会继续增加， 但由于后端

电池、 组件环节的扩产速度慢于前端

硅料、硅片环节，前端产能会处于过剩

状态。 这种情况下，降价是大势所趋。

“从硅料、 硅片到电池片再到组

件，2023年会持续降价。 硅料价格会

回归到正常状态，之前30万元/吨是暴

利，未来会回归到8万元至12万元/吨

的正常区间。 ” 一位业内人士说。

虽然正在经历价格震荡， 但多家

券商均对光伏行业的中长期前景表示

看好。 中信证券分析研判，2023年我

国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将达到1.4亿千

瓦。 特别是随着2023年起硅料等环节

新产能释放，成本逐步回落，此前受低

收益率压制的地面电站装机或迎复

苏，装机比例有望回升，预计地面电站

同比增速有望达80%， 而分布式同样

有望维持近40%的增速。

值得关注的是， 随着此轮上游硅

料、硅片环节价格调整向下传导，光伏

产业链下游环节利润有望增厚。 隆众

资讯光伏行业分析师方文正表示，光

伏产业链处于价格博弈阶段， 利润将

进行重新划分以实现产业链平衡。 在

他看来， 当前上游硅料环节作为利润

大头的格局暂时不会改变， 但其他环

节利润或将产生变化。

光伏产业链价格在2022年

底骤然降温。 自2022年10月硅

片价格先于上游硅料环节出现

大跌，价格战全面开打，降价潮

迅速向下游电池环节蔓延。中国

证券报记者近日一线走访调研

多家光伏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后

了解到，由于供应端新增产能持

续释放及季节性终端需求锐减，

上下游的心理拉锯战变得愈加

敏感，“买涨不买跌” 的观望情

绪浓重。 产业链价格仍未见底，

短期内跌势还将持续。

业内人士表示，降价会成为

光伏产业链2023年的关键词，硅

料价格会回归到8万元至12万元/

吨的正常区间。 随着组件产品价

格下降， 此前受低收益率压制的

地面电站装机或迎来复苏，2023

年光伏装机规模有望提升。

价格博弈日趋激烈

降价或成2023年光伏产业链主旋律

● 本报记者 杨烨 康曦

国家医保谈判正式启动

多款肿瘤、罕见病新药首次“开谈”

●本报记者 傅苏颖

1月5日，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的现场谈判正式开始。此次谈判的药品

涉及肿瘤、罕见病、新冠病毒感染治疗

等上百种临床用药。 业内人士表示，随

着医保谈判常态化进行，创新药的谈判

规则和流程愈加清晰成体系，续约和新

增适应症降幅温和，大部分创新药品将

实现以价换量。

多个热门药品参与竞逐

国家医保局此前公布 《2022年国

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药

品名单》， 共343种药品正式通过形式

审查，包括目录外的西药和中成药198

个， 以及目录内的西药和中成药145

个。 通过率方面， 目录外药品比例为

60%，目录内药品比例为91%。

此次谈判中，新冠药、PD-1/PD-L1、

全球首个肿瘤免疫双抗、 百万一针抗

癌药、罕见病Castleman病“救命药”

等多个热门药品的谈判结果备受市场

关注。

PD-1/PD-L1方面，此次共计6个

国产药物参与谈判，包括既往已进入医

保目录的恒瑞医药的注射用卡瑞利珠

单抗、君实生物的特瑞普利单抗、百济

神州的替雷利珠单抗、信达生物的信迪

利单抗，本次将谈判新增适应症。此外，

复宏汉霖、康宁杰瑞/思路迪/先声药业

两款新获批PD-1/PD-L1参与此轮谈

判。 券商预计，本轮PD-1谈判预计较

为温和。

德邦证券认为，通过医药魔方样本

医院数据分析，2022年前三季度恒瑞

的卡瑞利珠单抗销售额最高，其次是百

济神州的替雷利珠单抗，接下来是帕博

利珠单抗和信迪利单抗。 综合来看，已

纳入医保的4款国产PD-1单抗市场份

额不断提升，尤其是百济神州的替雷利

珠单抗去年三季度销售实现反超，跃居

国内第一。随着后续各大适应症纳入医

保及产品降价，国产PD-1将进一步扩

大国内市场份额。

康方生物PD-1/CTLA4双抗卡度

尼利为首次参与医保谈判。作为全球首

个肿瘤免疫双抗，该药于2022年6月获

批，其上市弥补了二三线宫颈癌靶向治

疗的需求，并开启康方生物自主商业化

的新阶段。

药明巨诺的抗癌药CD19� CAR-T

瑞基奥仑赛注射液（信诺达）也是首次

参与医保谈判， 能否进入医保值得关

注。据悉，瑞基奥仑赛注射液（信诺达）

是中国第2款CAR-T产品， 每支定价

129万元， 该药目前获批2个适应症，分

别为治疗经过二线或以上系统性治疗

后成人患者的复发或难治性大B细胞淋

巴癌（r/r� LBCL）与治疗经过二线或

以上系统性治疗的成人难治性或24个

月内复发的滤泡性淋巴瘤(r/rFL)。此次

参与谈判为第一个适应症。

值得一提的是，与前几轮目录调整

相比，本次调整向罕见病、儿童等特殊

人群适当倾斜。 西南证券研报显示，本

次通过初步审查药品中，罕见病药共计

19个，包括百济神州从EUSA� Pharma

引进的司妥昔单抗，罗氏旗下的脊髓性

肌萎缩症(SMA)口服药物利司扑兰口

服溶液用散，赛诺菲用于治疗法布瑞氏

症的注射用阿加糖酶β等。

此外， 新冠治疗药物也备受关

注 。 阿兹夫定 、 辉瑞新冠口服药

PAXLOVID （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

片组合包装） 通过了此前的初步形式

审查。 不过，阿兹夫定此次参与谈判的

仅为HIV感染适应症，新冠适应症并未

包含在其中。

一家药企内部人士对记者表示，药

品谈判结果受多个因素影响，包括谈判

药品所处的竞争格局、临床疗效以及产

品的销售现状，企业也会根据上述因素

进行具体考量。 从往年的经验来看，竞

争格局较为激烈，产品将出现迭代更新

的谈判药品降价幅度较大。

价格降幅预计较为温和

医保谈判目前已趋于常态化。国家

医保局此前介绍，2018年以来，每年动

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共进行4次，四年

累计调入507种，调出391种，目录内的

西药和中成药数量增到了2860种。 其

中，整合全国需求谈判议价将250种新

药纳入目录，平均降价超过50%。

华创证券认为，从过去几年医保谈

判结果来看，医保局的降价标准一直保

持在较为理性的范围内，首次谈判品种

的表观平均降幅保持在40%-60%区

间，两次较大规模的续约谈判平均降幅

可控。

德邦证券认为，医保准入模式已从

过去的营销优势导向转向产品和价格

优势导向，药品本身的获益与成本比将

成为准入核心， 产品的质量和疗效提

升、临床的需求程度、竞争格局等将共

同决定医保价格。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6月29日，

国家医保局发布 《谈判药品续约规

则》，简化创新药续约流程，规范续约

药品价格降幅。 按照简易续约程序，降

幅最多可能只有25%。 德邦证券认为，

随着医保谈判常态化进行，创新药的谈

判规则和流程愈加清晰成体系，续约和

新增适应症降幅温和，大部分创新药品

将实现以价换量。

针对首次谈判产品， 申万宏源认

为， 在谈判产品格局不断优化的趋势

下， 国产创新药价格降幅也将更加理

性，对于竞争格局好的稀缺产品，预期

谈判结果较为乐观。

甘肃：

到2025年氢能年产值达100亿元

●本报记者 何昱璞

甘肃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的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氢能

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到2025

年， 甘肃将引进培育氢能企业20家

以上，年产值达到100亿元。 目前，甘

肃省内多家上市公司已布局氢能赛

道。 业内人士表示，可再生能源制氢

空间大，是各地规划和企业发展的重

点内容。电解水制氢有望成为未来制

氢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计划2025年绿氢产能达20万吨

《意见》指出，甘肃将立足于本

省各地区资源禀赋， 利用 “一带一

路” 通道优势和西气东输天然气管

道过境的有利条件，以短期就近消纳

为原则，长期外输消纳为目标，基于

现有产业基础，融入国家和区域发展

战略，布局建设“一个走廊，两个示

范区，两个基地” 。

其中，一个氢能走廊指沿“一带

一路” 通道节点城市布局可再生能

源制氢及就近消纳体系，打造甘肃氢

能走廊。两个示范区是基于河西地区

可再生能源优势，依托酒泉、张掖先

行先试，建设绿氢生产及综合利用先

行示范区。 在陇东地区，以庆阳为核

心，基于多种能源富集的优势，布局

氢能-多能互补综合能源示范区。 两

个基地是指借助建设“兰白两区”契

机，发挥高校、科研院所聚集和人才

优势，打造氢能产业创新基地。 依托

兰州、 定西及周边地区制造业优势，

布局氢能装备制造业基地，重点发展

氢能基础材料和氢能装备制造产业。

《意见》明确指出，到2025年，

建成可再生能源制氢能力达到20万

吨/年左右的制氢、储氢基地。 氢能

在各行业减碳作用明显， 计划减少

碳排放200万吨/年左右。 引进培育

氢能企业20家以上，年产值达到100

亿元。

上市公司积极布局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在甘肃

省发布氢能产业发展指导意见之前，

省内上市公司已“落子” 氢能赛道。

兰石重装于2022年9月发布氢

能装备产业发展规划纲要， 明确到

2025年， 公司在 “制、 储、 运、用

（加）” 等产业链关键技术领域取得

突破性进展，实现自主设计、自主制

造、自主销售的新局面，产业创新能

力总体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工艺水平大

幅提升，带动氢能在甘肃省交通领域

的示范应用取得显著成效。建设各类

加氢站10座左右，建成1-2家国际一

流的创新研发平台，氢能产业链产业

规模占到公司总体营业收入的20%。

公告显示，2022年12月，兰石重

装与内蒙古宝丰煤基新材料有限公

司相继签订绿氢与煤化工耦合碳减

排创新示范项目相关合同，涉及总金

额达6.12亿元，合同约定于2023年底

之前完成设备交付。

兰石重装表示，公司是国内领先

的能源装备制造商， 截至2022年12

月末，公司现已完成高压气态储氢装

备 (45Mpa/75Mpa/98MPa)的研究

开发任务，正在开展高压气态储氢装

备（98MPa）制造工作；同时公司已

完成“渣油POX造气制氢” 技术的

工程开发与设计，现正在与投资方洽

谈合作。 2023年公司将进一步围绕

“高压气固组合储氢容器”“固态储

氢容器” 和“液态储氢容器” 开展研

究工作。

同时， 氢能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2022年12月21日， 中国能建在辽宁

朝阳市、甘肃酒泉市的5个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涵盖压缩空气储能、风光

氢储一体化以及源网荷储一体化等

领域，总装机容量达2555兆瓦，总投

资超200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以来，已

有东华能源、洪涛股份、粤水电、杭氧

股份、 广汇能源等公司布局氢能赛

道。 上市公司的布局方式呈现多样

化，包括成立子公司、设立产业基金

等， 涉及燃料电池材料及零部件、氢

能应用等产业链环节。能源行业分析

人士表示，在氢能产业链上游，可再

生能源制氢尤其是PEM制氢空间

大，也是各地规划和企业发展的重点

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