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协鑫集团董事长朱共山：

聚焦科技创新 建立共赢合作机制

本报记者 杨烨 孟培嘉

“光伏等新能源正站上时代的C位。 ” 5月24日-26日，第十六届（2023）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上海）大会暨展览会（SNEC）在上海举办，协鑫集团董事长朱共山在展会期间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新能源将充当未来绿色低碳世界的托底角色，产业正从资源、资本主导型向技术主导型转变。

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朱共山主张企业聚焦科技创新主线，同时呼吁行业秉持抱团发展的“共同体”理念，有序发展，建立共赢共生的合作机制。

绿色低碳成为“必选项”

“低碳和零碳是未来生产生活的普遍形态。 对于企业来说，绿色低碳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 ”朱共山认为，绿色低碳是在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基础上，提高全周期、全要素的绿色生产率，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今天我们谈光伏，其实同时在谈风光储氢等新能源产业链，以及源网荷储的多元化变革，包括数字能源革命带来的新型电力系统。 ”朱共山表示，当前正处于一个以光伏、风电、氢能等为代表的新能源与零碳科技同频共振时代，在风光储氢齐头并进、全面迸发的过程中，一幅绿色低碳的图景正在构建。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新能源在能源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数据显示，中国光伏发电装机规模于今年3月底超越水电，成为第二大电源。 从全球层面看，光伏等新能源发展势头迅猛，预计今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将在350GW左右，并于2026年、2027年先后超过天然气、煤炭，成为第一大能源。

“风光储共振效应加大，煤电逐步向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性电源转型，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正在加快建设，新能源产业正在朝着低价时代迈进。 ”朱共山说。

储能方面，在源网荷储一体化背景下，产业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 预计未来三年，新型储能每年将新增80GW左右，到2025年累计规模有望达到230GW左右。 氢能方面，随着电解槽单线产能持续增加和电耗逐步降低，绿氢市场竞争力逐步提升。 预计到2025年，绿氢有望实现与天然气制氢平价，2030年有望与煤制氢平价，未来十年产量复合增长率将保持5%左右。

科技是第一能源

“科技是第一能源，科技带来经济性提升，迭代是客观规律，升级是必然趋势。 ”朱共山说。

当前，新能源多种技术路线百花齐放。 朱共山认为，其本质归根结底是关键材料、核心工艺与生产装备的“单点突破” ，推动产业链“全链起舞” 。

2021年底，朱共山明确了公司战略定位升级迭代方向，其中包括“科技协鑫”“数字协鑫”“绿色协鑫”三个关键词。 所谓“科技协鑫” ，就是指科技是第一能源。 在朱共山看来，这是新能源行业发展的本质，通过系统化的创新研究与应用推动企业发展。

2022年，协鑫集团旗下协鑫科技研发投入达到16.86亿元，同比增长61.96%，占全年营业收入近5%。 朱共山表示，即使在过去巨额亏损的压力下，公司仍坚持研发，坚持投入，最终突破了技术瓶颈，成功实现了FBR颗粒硅规模化量产，并对整个光伏行业产生巨大影响。

业内人士认为，科技既是协鑫的基因，又是其取得成功的路径。 在产品战略上，协鑫科技聚焦颗粒硅。 同时，向上布局纳米硅，向下打通光伏产业应用端，并战略布局新一代钙钛矿技术。

当前，协鑫颗粒硅已获得十余家光伏头部企业客户的青睐。 随着产能不断释放，颗粒硅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 以协鑫科技2023年一季度业绩为例，归母净利润达40.9亿元，同比增长35%。 此外，由协鑫科技主导的新版《流化床法颗粒硅》国标将于今年6月正式发布。 公司颗粒硅核心优势将进一步凸显。

协 鑫 集 团 旗 下 协 鑫 光 电 作 为 钙 钛 矿 电 池 龙 头 ， 其 产 品 转 换 效 率 已 经 超 过 30 % 。

另外，协鑫集团还在半导体领域悄然布局 。 协鑫科技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合资成立江苏鑫华半导体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据介绍 ，该公司是国内率先掌握高纯电子级多晶硅制备技术的企业，近年来不断攻克多种前沿技术，目前已经实现硅片 、硅部件的全面供货。

“2025年，我们集团制造业销售额力争达到2500亿元。 ”朱共山说，集团始终没有停下研发脚步，已经在美国、日本等地积极布局研发机构，国内外研发人员有3000多名。 未来，集团将全面聚焦算力电力融合，开辟国内能源算力产业创新集群建设新赛道。

行业应有序发展

“光伏产业不仅需要自我突破，融合新兴技术，更需主动担当。 光伏同仁共谋、共建，才能赢得未来。 ”朱共山认为，能源转型加速迎来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光伏行业发展迎来重大机遇期。 同时，行业调整优化期接踵而来。

在SNEC举办期间，围绕产能过剩、贸易壁垒以及原料和辅料供应链、行业生态构建等话题，多位行业大佬表示，随着光伏产业的迅速扩容，无序竞争将成为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朱共山看来，光伏行业发展要理性，要从野蛮扩张、无序生长、大起大落的历史周期波动中汲取教训，摆脱低层次的行业内卷，走差异化、互补化协同发展之路。

例如，企业分工做好主业，深耕各类应用场景，避免同质化内卷，让行业发展更健康 。 同时，以更高的战略视野 、更长远的布局，在储能、氢能等新赛道上布局谋篇 ，以组合式创新推动新能源系统建设。

朱共山同时呼吁，尊重知识产权，共同保护行业创新成果。 企业应该以创新为王，在关键技术和“卡脖子”技术攻关方面携手合作，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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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争相引入AI技术 游戏市场持续回暖

●本报记者 于蒙蒙

在缺乏新游戏的背景下，国内游戏市

场仍保持较好韧性。 数据显示，4月，中国

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24.94亿元， 环比

上升2.96%。 而第一季度，中国游戏市场实

际销 售 收 入 675.09 亿 元 ， 环 比 上 升

15.61%。 其中，头部企业腾讯和网易的游

戏业务均在一季度交出靓丽答卷。

值得关注的是，游戏公司加大投入，积

极引入AI技术，持续深入探索AI技术在游

戏研发、发行和运营中的应用，进一步提升

研发效率，优化玩家体验，以获取更大市场

空间。 业内人士认为，游戏产业进入上升

周期， 叠加AIGC降本增效催化及大厂的

重磅产品陆续上线，国内游戏市场将得到

有效提振。

大厂表现优异

一季度，国内游戏市场增速整体承压。

伽马数据显示，今年1-3月，中国游戏

市场实际销售收入675.09亿元， 环比上升

15.61%，同比下降15.06%。其中，移动游戏

市场实际销售收入486.94亿元， 环比上升

18.94%，同比下降19.42%。

对于上述情形， 业内人士分析称，

2022年11月开始大批量发放游戏版号，

拿到版号的新游戏今年才陆续开始付费

测试，因此今年第一季度依然是老游戏唱

主角。

受此影响，部分上市公司一季度业绩

增速放缓。 三七互娱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

入37.65亿元，同比下滑7.94%；归母净利润

为7.75亿元，同比增长1.92%。同期，完美世

界游戏业务实现扣非净利润2.78亿元，同

比下降37.58%。 巨人网络实现营业收入

5.08亿元，同比下降12.55%；归母净利润达

2.45亿元，同比下降9.67%。公司表示，存量

游戏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下滑。

不过， 游戏行业巨头腾讯和网易均有

亮眼表现。历经多个季度的增速下滑后，腾

讯游戏业务迎来强劲复苏， 第一季度网络

游戏收入同比增长11%，环比增长16%，远

超市场预期。

具体来看，腾讯多款老产品贡献颇多。

《王者荣耀》推出“山海经”主题的皮肤系

列和精准营销方案， 今年第一季度流水创

历史新高。《穿越火线》个人电脑游戏以及

手游的流水均创历史新高。 另外，《金铲铲

之战》 日均活跃账户数于今年4月超过

1000万，创下历史新高；《暗区突围》日活

跃账户数和流水均创下历史新高。

同期，网易游戏相关业务收入同比增

长8%，其中手游同比增长16%。 中金公司

认为， 这主要是由于次新游戏 《蛋仔派

对》 收入亮眼； 旗舰级产品稳步增长，如

《第五人格》等产品今年第一季度流水创

新高。

重磅产品陆续上线

进入4月，游戏市场有了明显改观。

伽马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游戏市

场规模为224.94亿元，环比上升2.96%，同

比下降2.16%。 伽马数据方面称，4月移动

游戏新品表现较优，带来可观增量。

大型游戏厂商产品管线充沛，市场有

望在第二季度迎来上行周期。

腾讯的产品储备颇受期待，公司后续

将上线的重点游戏包括：由拳头游戏研发、

腾讯发行的第一人称战术射击端游《无畏

契约》， 内测定档于6月8日； 由韩国厂商

SmileGate研发、 腾讯发行的MMORPG

游戏《命运方舟》将于今年夏季全面开放。

对于产品排期，网易高管直言今年夏

天将非常忙碌，《逆水寒》手游将在6月30

日上线，《超凡先锋》和《巅峰极速》等游

戏也将在国内发行。

另外，三七互娱储备有自主研发的《霸

业》《扶摇一梦》《龙与爱丽丝》等产品。 值

得注意的是，由公司代理发行的MMORPG

手游《凡人修仙传：人界篇》于5月24日全平

台公测。《霸业》《扶摇一梦》 等产品上线

后，将给公司业绩带来新的支撑。

完美世界参股企业研发、公司代理发

行的金庸经典武侠创新游戏《天龙八部2：

飞龙战天》于4月14日全平台公测，游戏上

线后备受玩家关注，位列iOS游戏免费榜、

畅销榜前列。

积极布局AIGC

今年以来，AIGC成为游戏行业的焦

点，各大公司均在积极进行布局。

网易在AI大模型等关键技术方面持续

加大投入。“《逆水寒》手游最新一轮测试

刚结束，吸引了很多玩家，满足了不同类型

玩家的需求。 接下来，团队会继续进行调整

优化。 ” 5月25日晚，网易CEO丁磊在业绩

说明会上介绍，AI技术在游戏中有很多可

应用的地方， 并带来很多新体验。 《逆水

寒》手游在测试期间受到玩家广泛欢迎，其

中最重要的是该游戏为“游戏+AI” 变体，

整个游戏的基座建立在深度学习基础上。

腾讯积极尝试引入AI技术。腾讯公司高

级副总裁马晓轶近期透露， 在工程技术层

面，腾讯游戏正在推进与英伟达等全球顶级

厂商的深度合作，尝试将游戏引擎和工具链

打造成一个可以跨团队、跨公司协作的“联

机游戏” ， 让更多人， 甚至人和程序、 人和

PCG技术、人和AI，都能一起在虚拟空间进

行协作，打造下一代实时协作技术方案。

作为国内老牌游戏厂商， 完美世界已

将AI相关技术应用于游戏中的智能NPC、

场景建模等方面。 此外， 公司内部已成立

AI中心，由公司游戏业务CEO负责，中台

技术部门牵头，各项目制作人深度参与，大

力研究及推行AI技术的应用。 公司高管近

期透露，未来随着AI等相关技术的日益成

熟，公司将持续深入探索AI技术在游戏研

发、发行和运营中更多场景的应用，进一步

提升游戏研发效率、优化玩家体验，获取更

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在具体策略上，巨人网络在利用“游

戏+AI” 提升用户体验、创新游戏玩法等

方面进行了尝试。 巨人网络高管近期在业

绩说明会上介绍，《球球大作战》 推出了

UGC制作工具，可以帮助玩家更快更有效

地创造地图或玩法。《太空行动》及其海外

版《Super� Sus》与生成式大模型的特点

相匹配，公司正在积极探索其玩法与AI技

术的有机结合。

需求不足 钢价回落

●本报记者 董添

受供需不匹配、原材料价格下跌等因素影响，近期螺纹钢等

钢材产品价格出现较为明显的回落。不过，由于钢厂尚有盈利空

间，因此主动减产有限。业内人士认为，随着高温多雨季节到来，

淡季有效需求不足，钢厂减产压力加大。 预计6月份国内钢材市

场将呈现震荡寻底的主基调。

钢厂利润偏低

瑞达期货研报显示，近期，钢材终端需求表现不佳，钢厂利

润偏低。 同时，原材料价格下跌。

5月份以来，钢厂减产操作逐渐落地。 随着钢价回落，市场

在多方博弈之中寻求新的平衡。

找钢网行业大数据研究院院长梅肯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钢材供给端恢复快于需求端，导致供给增量难以匹

配需求强度。

兰格钢铁网数据显示，5月份钢铁流通企业销售量指数为

46.9%，较上月上升3.5个百分点，在收缩区间内有所回升；订单

指数为45.5%，较上月上升2.8个百分点。由于钢材价格在下跌过

程中，伴有阶段性反弹，刺激了部分需求释放，使得在传统旺季

转向淡季的过程中，终端采购需求有所好转。

从库存方面看，5月份钢铁流通企业库存指数为47.8%，较

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 分区域来看，5个区域下降，1个区域上

升。 其中，西北、东北、西南、华东和华北地区库存指数呈下降态

势，分别较上月下降4.5、3.5、1.7、0.5和0.3个百分点；而中南地区

库存指数呈上升态势，较上月上升1.1个百分点。

减产力度较小

从钢厂限产方面看，梅肯介绍，一般分为政策性减产和市场

化减产两种方式。目前，钢厂仍有一定盈利空间，且产量较高。近

期，钢厂减产检修增多，但力度较小。 后期需要观察是否有进一

步限产政策出台。

从高炉开工率看，兰格钢铁网调研数据显示，2023年5月份

前三周，全国百家中小钢企高炉开工率均值为79.6%，较4月份

下降0.2个百分点，较3月份上升0.1个百分点，较2月份上升2.2个

百分点，较1月份上升3.3个百分点。从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生产

数据看，部分品种面临较大亏损压力，大中型钢铁企业产能释放

节奏逐渐放缓。

据找钢网不完全统计，5月16日至5月23日， 国内有17家钢

厂开展检修。 其中，检修影响铁水17.51万吨，螺纹钢8.19万吨，

线材3.97万吨，热轧2.4万吨，冷轧1.89万吨。 5月份，预计40家钢

厂有检修计划。 其中，检修影响铁水111.84万吨，螺纹钢51.69万

吨，线材19.95万吨，热轧31.39万吨，冷轧8.10万吨，中厚板11.16

万吨，其他17.01万吨。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5月上中旬重点

钢企生铁日均产量200.1万吨，环比下降1.6%，同比下降1.5%；

重点钢企粗钢日均产量224.9万吨， 环比下降2.5%， 同比下降

2.3%；重点钢企钢材日均产量211.4万吨，环比下降3.5%，同比

下降3.5%。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预计，5月份国内钢铁产量将呈现高位下

滑态势。 5月份全国粗钢日产将维持在305万吨左右，其中重点

大中型钢铁企业粗钢日产将维持在225万吨左右。

淡季需求不足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副主任葛昕认为， 钢市将呈现短期需求

不足、淡季效应放大、供给高位下滑的格局。 6月份钢市会受到

多重因素影响，包括高温多雨季节到来、淡季有效需求不足等，

钢厂减产压力将加大。 预计6月份国内钢材市场将呈现震荡寻

底的主基调。

葛昕表示，对钢材市场来说，由于北方高温和南方雨季的到

来，天气对于项目施工的影响将逐步增大，将对钢材需求产生明

显的影响。

梅肯表示，价格下跌释放了部分风险。由于钢厂目前还有利

润，主动限产动力不足。 接下来仍要靠市场进行调节，钢厂出现

亏损，会进入被动限产阶段。目前，贸易商应尽量少囤货，快进快

出。 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煤炭价格变动情况。

值得关注的是，铁矿石、焦炭和再生钢铁原料是钢铁生产的

主要原料，其价格波动对成品钢影响较大，相关部门在积极推动

废钢期货上市，以抵御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据大连商品交易所介绍，今年以来，大商所加快开展再生钢

铁原料期货上市推进工作，邀请相关企业、仓库和会员开展模拟

交割，组织开展了7次再生钢铁原料期货模拟交割。

协鑫集团董事长朱共山：

聚焦科技创新 建立共赢合作机制

“光伏等新能源正站上

时代的C位。 ” 5月24日-26

日，第十六届（2023）国际太

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 （上

海） 大会暨展览会（SNEC）

在上海举办， 协鑫集团董事

长朱共山在展会期间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新能源将充当未来绿色低碳

世界的托底角色， 产业正从

资源、 资本主导型向技术主

导型转变。

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

朱共山主张企业聚焦科技创

新主线， 同时呼吁行业秉持

抱团发展的“共同体” 理念，

有序发展， 建立共赢共生的

合作机制。

● 本报记者 杨烨 孟培嘉

今年

1-3

月，中国游戏市

场实际销售收入

675.09

亿元，

环比上升

15.61%

， 同比下降

15.06%

。 其中，移动游戏市场

实际销售收入

486.94

亿元，环

比上升

18.94%

， 同比下降

19.42%

。

67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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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成为“必选项”

“低碳和零碳是未来生产生活的普

遍形态。 对于企业来说，绿色低碳不是

‘可选项’ 而是‘必选项’ 。 ” 朱共山认

为，绿色低碳是在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安

全稳定的基础上，提高全周期、全要素的

绿色生产率，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今天我们谈光伏， 其实同时在谈

风光储氢等新能源产业链，以及源网荷

储的多元化变革，包括数字能源革命带

来的新型电力系统。 ”朱共山表示，当前

正处于一个以光伏、风电、氢能等为代表

的新能源与零碳科技同频共振时代，在

风光储氢齐头并进、全面迸发的过程中，

一幅绿色低碳的图景正在构建。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新能源在能

源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数据

显示， 中国光伏发电装机规模于今年3

月底超越水电，成为第二大电源。 从全

球层面看，光伏等新能源发展势头迅猛，

预计今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将在

350GW左右，并于2026年、2027年先后

超过天然气、煤炭，成为第一大能源。

“风光储共振效应加大， 煤电逐步

向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性电源转型，以

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正在加快

建设，新能源产业正在朝着低价时代迈

进。 ”朱共山说。

储能方面，在源网荷储一体化背景

下，产业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预计未来

三年，新型储能每年将新增80GW左右，

到2025年累计规模有望达到230GW左

右。氢能方面，随着电解槽单线产能持续

增加和电耗逐步降低， 绿氢市场竞争力

逐步提升。 预计到2025年，绿氢有望实

现与天然气制氢平价，2030年有望与煤

制氢平价， 未来十年产量复合增长率将

保持5%左右。

科技是第一能源

“科技是第一能源， 科技带来经济

性提升，迭代是客观规律，升级是必然趋

势。 ”朱共山说。

当前， 新能源多种技术路线百花齐

放。朱共山认为，其本质归根结底是关键

材料、核心工艺与生产装备的“单点突

破” ，推动产业链“全链起舞” 。

2021年底，朱共山明确了公司战略

定位升级迭代方向，其中包括“科技协

鑫”“数字协鑫”“绿色协鑫” 三个关键

词。 所谓“科技协鑫” ，就是指科技是第

一能源。在朱共山看来，这是新能源行业

发展的本质， 通过系统化的创新研究与

应用推动企业发展。

2022年，协鑫集团旗下协鑫科技研

发投入达到 16.86亿元 ， 同比增长

61.96%，占全年营业收入近5%。 朱共山

表示，即使在过去巨额亏损的压力下，公

司仍坚持研发，坚持投入，最终突破了技

术瓶颈，成功实现了FBR颗粒硅规模化

量产，并对整个光伏行业产生巨大影响。

业内人士认为，科技既是协鑫的基

因，又是其取得成功的路径。 在产品战

略上，协鑫科技聚焦颗粒硅。 同时，向上

布局纳米硅，向下打通光伏产业应用端，

并战略布局新一代钙钛矿技术。

当前，协鑫颗粒硅已获得十余家光

伏头部企业客户的青睐。 随着产能不断

释放，颗粒硅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 以

协鑫科技2023年一季度业绩为例，归母

净利润达40.9亿元， 同比增长35%。 此

外，由协鑫科技主导的新版《流化床法

颗粒硅》国标将于今年6月正式发布。公

司颗粒硅核心优势将进一步凸显。

协鑫集团旗下协鑫光电作为钙钛

矿电池龙头， 其产品转换效率已经超

过30%。

另外，协鑫集团还在半导体领域悄

然布局。 协鑫科技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合资成立江苏鑫华半导体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据介绍，该公司是国

内率先掌握高纯电子级多晶硅制备技

术的企业，近年来不断攻克多种前沿技

术，目前已经实现硅片、硅部件的全面

供货。

“2025年， 我们集团制造业销售额

力争达到2500亿元。”朱共山说，集团始

终没有停下研发脚步，已经在美国、日本

等地积极布局研发机构，国内外研发人

员有3000多名。 未来，集团将全面聚焦

算力电力融合， 开辟国内能源算力产业

创新集群建设新赛道。

行业应有序发展

“光伏产业不仅需要自我突破，融

合新兴技术，更需主动担当。光伏同仁共

谋、共建，才能赢得未来。 ”朱共山认为，

能源转型加速迎来从量变到质变的拐

点， 光伏行业发展迎来重大机遇期。 同

时，行业调整优化期接踵而来。

在SNEC举办期间，围绕产能过剩、

贸易壁垒以及原料和辅料供应链、 行业

生态构建等话题，多位行业大佬表示，随

着光伏产业的迅速扩容， 无序竞争将成

为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朱共山看来， 光伏行业发展要理

性，要从野蛮扩张、无序生长、大起大落

的历史周期波动中汲取教训， 摆脱低层

次的行业内卷，走差异化、互补化协同发

展之路。

例如，企业分工做好主业，深耕各

类应用场景，避免同质化内卷，让行业

发展更健康。 同时，以更高的战略视野、

更长远的布局，在储能、氢能等新赛道

上布局谋篇，以组合式创新推动新能源

系统建设。

朱共山同时呼吁，尊重知识产权，共

同保护行业创新成果。 企业应该以创新

为王，在关键技术和“卡脖子”技术攻关

方面携手合作，取长补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