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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根据泸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2024年5月22日召开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现将2023年度利润分配

实施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分配方案

以总股本2,717,752,062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9元人民币（含税），共计

派发现金股利244,597,685.58元（含税）。

二、派息对象、方式及日期

（一）派息对象

截至2024年5月31日，名列本行股东名册的内资

股股东和H股股东。

（二）派息方式

本次利润分配，以派发现金红利方式实施。

（二）派息日期

自2024年6月21日起开始派息。

三、实施办法

（一）自然人内资股股东

1.已与本行签订《自然人内资股股东现金分红账

户绑定协议》 的自然人内资股股东， 本行将于派息

日， 按照法律规定按20%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后，

自动将分派股息转入其绑定的银行账户，届时请注意

查看手机短信（动账）提示。

2.未与本行签订《自然人内资股股东现金分红账

户绑定协议》的自然人内资股股东，需本人携带股金证

原件、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本行银行卡或存折，到本行

签订股金分红账户绑定协议后方可领取股息。 自然人

内资股股东委托他人办理的，需提供股东股金证原件、

股东有效身份证原件、 经公证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及代

办人有效身份证原件、股东银行卡或存折方可办理。

（二）法人内资股股东

1.� 已与本行签订《法人内资股股东现金分红账

户绑定协议》的法人内资股股东，本行将于派息日自

动将分派股息转入其绑定的银行账户，届时请注意查

看账户入账信息。

2.未与本行签订《法人内资股股东现金分红账户

绑定协议》的法人内资股股东，凭股金证原件、单位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授权委托书、经办

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到本行签订股金分红账户绑定协

议后方可领取股息。

四、分红办理及咨询机构

（一）分红办理机构

已与本行签订股金分红账户绑定协议的内资股

股东， 可在本行各营业网点持绑定银行卡领取股息；

未与本行签订股金分红账户绑定协议的内资股股东，

请到本行总部大楼 （泸州市江阳区酒城大道一段1

号）10楼董事会办公室办理。

（二）咨询机构

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830-2670386

� � � �五、备查文件

泸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

泸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泸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增强差异化竞争力

光伏企业加速“出海”

●本报记者 刘杨

在光伏产业竞争日趋激烈

的背景下，不少企业积极“走出

去” 布局海外市场，同时寻找差

异化竞争路线。 业内人士表示，

光伏市场需求趋于平缓，供应链

竞争加剧，光伏头部企业应强化

差异化竞争能力，同时加快碳足

迹管理体系建设。

布局海外市场

光伏产品“出海”依旧是业

内关注的热点。晶科能源副总裁

钱晶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公司

“出海”不局限于已有的马来西

亚、越南及美国市场，在考虑其

他“出海”新基地。

InfoLink� Consulting 分

析师赵艺认为，海外市场占全球

光伏需求的50%左右。 “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选择去

美国建厂，可以享受本地制造激

励等。其风险在于政策法规和营

商环境差异，以及海外人员管理

和专利布局等。 ”

在谈及“出海” 问题时，协

鑫科技联席首席执行官兰天石

表示，光伏产业全球化才刚刚开

始， 光伏企业既面临地缘政治、

贸易壁垒等不利因素，也受到国

际市场巨大需求、碳关税等增值

因素影响，风险与机遇并存。 中

国光伏企业要从“走出去”变成

“融进去” ， 在海外市场充分发

挥先进技术优势。

协鑫集团董事长朱共山表

示， 当前全球产业链深度重构，

中国光伏产业全面“出海”成为

必然。 据介绍，去年全球光伏吉

瓦级市场国家达到32个， 今明

两年将拓展到50多个。“预计三

到五年中国光伏行业将完成第

一阶段的全产业链‘出海’ ，面

向美国、欧洲、东南亚、印度、中

东、北非、南美等全球重点区域，

要合理利用规则，建立全球化运

营新优势。 ”

应对行业调整

SEMI中国光伏标准委员

会联合秘书长吕锦标对记者表

示，为应对行业调整，一些光伏

企业关掉相对低效的产能，把成

本降下来。

部分光伏企业放缓扩张步

伐。TCL中环日前公告，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方案进行调整，发行总额由

不超过138亿元调整至不超过

49亿元。 同时，N型TOPCon高

效太阳能电池工业4.0智慧工

厂项目产能规模由25GW减少

为12.5GW， 拟投入募集资金

降为19亿元，总投资额为46.24

亿元。

去年4月，TCL中环公告，

拟发行不超138亿元可转债方

案。 其中，N型TOPCon电池项

目是重头戏，拟投入资金103亿

元，投资总额达到106.65亿元。

公司彼时称， 募投项目的建设

有利于实现光伏产业差异化纵

深发展，充分发挥G12战略产品

的规模优势、 成本优势及市场

优势。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TCL中

环放缓扩张步伐，有助于减轻整

体运营压力。 当前，产业环境已

经发生变化，TOPCon技术的先

发红利逐渐减弱。

TCL中环董事长李东升在

年报致辞中提出，展望2024年，

全球经济面临衰退风险， 地缘

政治形势复杂， 光伏行业中短

期仍将处于市场周期底部，供

需关系严重失衡， 产品技术转

型加速， 优胜劣汰推动落后产

能出清。

实现供应链溯源

对光伏行业而言，2023年

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点。 In-

foLink� Consulting分析师杜

加恩表示，在此之前，光伏行业

高速发展，需求急剧上升，企业

纷纷扩产等。 2024年以来，市场

需求趋于平缓，供应链竞争加剧

态势明确，相关企业盈利受到明

显影响。

杜加恩认为，光伏头部企业

应强化差异化竞争能力，寻找短

期无法被取代的产品和技术布

局路线。

在第十七届国际太阳能光

伏与智慧能源大会暨展览会期

间，协鑫集成执行总裁张坤告诉

记者，协鑫集成近期将交付具有

德国莱茵TüV认证标识的首笔

协鑫碳链组件订单，由此通过协

鑫碳链管理平台得到业主方进

一步认可，增强了组件产品的差

异化竞争力。

“我们的组件可以实现供

应链溯源和碳足迹的可查可信，

由此构建差异化竞争力。 ” 张坤

表示， 通过真实可信的溯源数

据、科学有效的防伪手段，协鑫

碳链及其上链产品可有效实现

从源头降碳控碳脱碳，并大幅降

低生产和运营成本。

张坤介绍，目前协鑫碳链及

其产品的开发处于1.0阶段，该

阶段目标是实现链上每一个产

品的商业化，为碳链产品在市场

竞争中带来溢价； 后续的2.0阶

段，公司将积极参与行业低碳相

关标准的编写、制定，通过数据

基础支持光伏全产业链碳减排

路径规划，并赋能光伏主辅材供

应链精准降碳，一起推动光伏产

业低碳化发展。

数据显示，作为组件的上游

硅材料供应商，协鑫科技每生产

1千克颗粒硅，其碳排放仅为37

千克二氧化碳当量，相较于西门

子法棒状硅的55千克二氧化碳

当量，碳排放大幅减少。

为应对国际贸易新变局，加

快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将对国

内光伏产业的发展产生长远影

响。 今年6月5日，生态环境部等

15个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建立

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

强调要 “鼓励重点行业企业先

行先试。选取重点外贸行业开展

产品碳足迹试点，鼓励重点行业

企业建立产品碳足迹数字化管

理系统” 。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当前，光伏产业正处在重要转

换期，行业将面临大变局。” 协鑫集团

董事长朱共山在本届展会开幕式上

表示。

光伏产业进入调整期，考验产业链

企业的生存能力。 在本次展会期间，记

者注意到，参展企业规模空间，但同质

化问题突出。 对此，InfoLink� Con-

sulting分析师杜加恩建议， 光伏头部

企业应积极加强研发，寻找短期无法取

代的产品和技术布局路线，掌握前沿技

术与可持续商业模式。

“内卷加剧、 产业链价格持续下

跌，光伏行业走到一个‘坎’上。 ” 中国

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石永红在

展会期间表示，光伏行业过去的发展模

式已不可持续。

在石永红看来，对知识产权保护不

够，行业进入门槛低，资本加速进入，而

需求不能完全匹配。“这次调整可能导

致新的大洗牌，很多企业可能会被兼并

重组。真正优秀的企业需具备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创新能力，并在全球合理规

划产业布局。 ”

针对行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天

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表示，光伏产业应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同时要保护好创新

成果。“天合光能在太阳能电池和组件

技术上有一些核心专利，我们授权给了

一些企业，打破各自为战的状态，构建

产业创新协作新格局。 ”

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认为，光伏

行业高质量发展既要从供给侧发力，也

要关注需求侧的变化。而行业对知识产

权保护的缺失， 导致大家信奉拿来主

义，不利于行业高质量发展。

同质化问题突出

光伏产业进入新一轮调整期

光伏市场正面临需求增速放

缓的挑战。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第

十七届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

源大会暨展览会 （简称“SNEC�

2024” ）上注意到，参展企业规模

空前， 重点厂家新品发布数量攀

升，但同质化突出。相比去年，今年

展出的新品以N型产品为主，P型

产品大幅减少。

业内人士表示， 今明两年全

球光伏市场需求增速将放缓，光

伏产业进入新一轮供需关系调整

期。 过去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

光伏企业应在同质化竞争中寻找

短期无法取代的产品和技术布局

路线， 同时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创新能力，并在全球合理规划

产业布局。

● 本报记者 刘杨

第十七届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上海）展览会现场

本报记者 刘杨 摄

N型技术加速渗透

随着P型电池技术转换效率接近

“天花板” ，N型技术路线加速渗透。 在

展会现场，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相

比去年，今年参展商展出的新品以N型

产品为主，P型产品大幅减少。

一家参展商告诉记者，受市场环境

影响， 公司已将P型相关产能全部关

停，通过相应的技术改造，切换到N型

赛道，以获取订单。 据了解，目前基于P

型电池产线的升级改造成本大约在每

吉瓦1亿元。

“在去年的SNEC上，N型产品很

少出现， 而今年N型产品 ‘横扫’ 展

会。 ” 一位光伏行业从业者对记者表

示，率先布局N型产能的企业可以在新

周期中占据有利位置。

此前， 业界对BC、TOPCon和异

质结（HJT）三种不同的N型技术路

线争议不断。 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

相关产品均有头部光伏企业展出。 以

天合光能为例 ， 公司展出了基于

TOPCon、HJT和BC技术的多款组件

产品； 隆基绿能的重点放在BC技术

上 ， 其展出了基于BC技术打造的

Hi-MO� X6别墅款组件；东方日升则

展出其研发的异质结新品伏曦系列

组件。

天合光能全球营销总裁杨豹在展

会期间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TOPCon具备技术的延展性和自我

升级能力。 至少未来三年内，TOPCon

作为光伏行业主流技术路线的地位将

是稳定的。

晶科能源副总裁钱晶表达了同

样的观点。“未来三至五年，TOPCon

将依旧是光伏市场主流电池技术。 ”

钱晶表示， 未来要看TOPCon与钙钛

矿的结合 ， 目前晶科的钙钛矿和

TOPCon叠层电池最新转换效率为

33.24%。

对于钙钛矿相关产品为何迟迟未

能量产， 钱晶坦言：“其中涉及很多问

题，比如材料的稳定性、产业化的成熟

度等都需要解决。 ”

需求增速放缓

眼下， 光伏行业面临需求增速放

缓 的 挑 战 。 在 新 能 源 研 究 机 构

InfoLink� Consulting举行的光储峰

会上，该机构资深分析师赵延慧表示，

2024年和2025年全球光伏市场需求增

速将放缓。 “从组件需求规模口径看，

乐观估计2024年全球光伏需求将有

12%左右的增幅， 悲观估计可能面临

零增长的考验。 ”

InfoLink� Consulting预计，2024

年全年组件需求为469GW至527GW，

增幅为0%至12%；2025年组件需求为

513GW至573GW，增幅为8%至9%。

作为全球范围装机规模最大的光

伏市场，2024年中国光伏市场同样将

面临需求增速放缓的考验。

“2023年，中国光伏新增装机规模

创造了近217GW的历史新高，2024年

保持去年的新增装机水平压力较大。从

目前情况看，市场增长压力主要来自分

布式光伏。 ”

在全球光伏市场需求趋缓的背景

下，光伏产业正在进行新一轮供需关系

调整。 InfoLink� Consulting分析师杜

加恩表示，2024年至2025年，光伏产业

形势严峻。当前，硅料、硅片、电池、组件

四大产业环节基本上都处于亏损状态。

2024年以来， 光伏产业链价格反弹迹

象不明显，很难出现反转。

通威股份首席技术官邢国强在展会

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光伏产

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历经四次危机，并

呈现出螺旋式发展态势。 光伏技术不断

进步，发电成本不断降低。随着光伏市场

规模扩大， 未来有望消纳更大规模的产

能。 长期看，光伏产业值得期待。

视觉中国图片

直击隆基绿能股东大会：推动BC电池加快量产

●本报记者 何昱璞

6月17日，隆基绿能召开2023年度股

东大会，现场参会股东超过50位，其中不

乏追随隆基绿能多年的资深投资者。 公

司创始人、 总裁李振国参与此次股东大

会，并与投资者展开交流。 李振国表示，

隆基绿能重视技术的研发和创新。 未来，

公司将继续坚持科技创新， 将先进技术

快速转化为先进产能， 为客户创造更大

价值。 多位股东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坚信光伏赛道“长坡厚雪” ，看好行业长

期发展。

发力先进产能

6月6日，隆基绿能发布公告称，拟公

开发行不超100亿元公司债券。 公司后续

提到，此次募资拟用于“泰睿” 硅片、BC

二代电池等先进产能建设等， 加速推动

BC等新技术产业迭代。根据公司规划，未

来三年公司BC电池产能将达到100GW。

面对行业“内卷” ，李振国表示，隆基

始终坚持产品设计可靠，保障客户电站安

全稳定运营。“为客户30年的资产安全着

想，保障30年全生命周期的收益。 ”

国金证券研报显示，组件价格下降对

需求的刺激作用逐步显现。据国家能源局

数据，2024年1月-4月， 我国光伏新增装

机60.11GW，同比增长24.4%。在组件、储

能产品均大幅降价背景下，光储项目吸引

力提升。

坚持技术引领

在此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夕，隆基再度

宣布创造一项新纪录。

在备受瞩目的第十七届国际太阳能

光伏与智慧能源大会暨展览会上，隆基绿

能宣布其研制的晶硅-钙钛矿叠层太阳

能电池取得重大突破。据欧洲太阳能测试

机构（ESTI）的权威认证，该电池的光电

转换效率高达34.6%，再次刷新隆基团队

此前创造的晶硅-钙钛矿叠层电池效率

世界纪录。

作为下一代超高效太阳能电池的主

流技术路线， 隆基绿能于2023年11月将

晶硅-钙钛矿叠层太阳能电池效率提升

至33.9%。 为实现再次突破，隆基绿能研

发团队通过优化电子传输层薄膜沉积工

艺、引进高效缺陷钝化材料、设计开发高

质量界面钝化结构， 实现了0.7%的电池

绝对效率提升。

隆基绿能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开

发的叠层电池技术可与现有晶硅底电池

工艺相匹配，实现对现有太阳能电池技术

的升级迭代。 ”

李振国表示，隆基绿能重视技术的研

发和创新， 拥有比较完善的科技管理体

系。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科技创新，将先

进技术快速转化为先进产能，为客户创造

更大价值，为行业作出更多贡献。

坚信赛道“长坡厚雪”

2023年，隆基绿能实现营收1294.98

亿元， 同比增长0.39%； 归母净利润为

107.51亿元，同比下降27.41%。 今年第一

季度， 隆基绿能营业收入为176.74亿元，

同比下降37.59%；归母净利润为亏损23.5

亿元，同比下降164.61%。 对于业绩下滑

的原因，隆基绿能表示，组件、硅片价格下

降，联营企业投资收益下降，同时存货等

资产减值增加。

在此次股东大会上， 李振国坦言，在

经营层面，公司对行业的非理性竞争预判

不足。 为此，公司在今年年初优化了组织

结构，更加精准务实，建立了一个与客户

对接更紧密、研发场景化更靠前的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受产业链价格回落等

因素影响，光伏行业多家上市公司一季度

业绩表现不佳。 数据显示，在光伏设备板

块58家公司中，34家公司一季度营收出

现下滑，净利润下滑的企业达43家，其中

20家公司净利润亏损。

在2023年年报的股东信中， 隆基绿

能董事长钟宝申表示，2023年光伏产业

链价格大幅下降，叠加复杂的地缘政治环

境，使得公司发展遇到严峻挑战。 但是我

们坚信， 全球能源转型赛道的 “长坡厚

雪” 没有变。

李振国透露， 隆基绿能技术储备领

先，为下阶段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资金方

面，公司有比较好的现金保留。 2024年，

公司硅片出货量目标为135GW， 电池加

组件出货量目标为90GW至100GW。

同质化问题突出

光伏产业进入新一轮调整期

本报记者 刘杨

光伏市场正面临需求增速放缓的挑战。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第十七届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大会暨展览会（简称“SNEC� 2024” ）上注意到，参展企业规模空前，重点厂家新品发布数量攀升，但同质化突出。 相比去年，今年展出的新品以N型产品为主，P型产品大幅减少。

业内人士表示，今明两年全球光伏市场需求增速将放缓，光伏产业进入新一轮供需关系调整期。 过去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光伏企业应在同质化竞争中寻找短期无法取代的产品和技术布局路线，同时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创新能力，并在全球合理规划产业布局。

N型技术加速渗透

随着P型电池技术转换效率接近“天花板” ，N型技术路线加速渗透。 在展会现场，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相比去年，今年参展商展出的新品以N型产品为主，P型产品大幅减少。

一家参展商告诉记者，受市场环境影响，公司已将P型相关产能全部关停，通过相应的技术改造，切换到N型赛道，以获取订单。 据了解，目前基于P型电池产线的升级改造成本大约在每吉瓦1亿元。

“在去年的SNEC上，N型产品很少出现，而今年N型产品‘横扫’展会。 ”一位光伏行业从业者对记者表示，率先布局N型产能的企业可以在新周期中占据有利位置。

此 前 ， 业 界 对 BC 、 TOPCon 和 异 质 结（HJT ） 三 种 不 同 的 N 型 技 术 路 线 争 议 不 断 。 记 者 在 展 会 现 场 看 到 ， 相 关 产 品 均 有 头 部 光 伏 企 业 展 出 。 以 天 合 光 能 为 例 ， 公 司 展 出 了 基 于 TOPCon 、 HJT 和 BC 技 术 的 多 款 组 件 产 品 ； 隆 基 绿 能 的 重 点 放 在 BC 技 术 上 ， 其 展 出 了 基 于 BC 技 术 打 造 的 Hi-MO � X6 别 墅 款 组 件 ； 东 方 日 升 则 展 出 其 研 发 的 异 质 结 新 品 伏 曦 系 列 组 件 。

天合光能全球营销总裁杨豹在展会期间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TOPCon具备技术的延展性和自我升级能力。 至少未来三年内，TOPCon作为光伏行业主流技术路线的地位将是稳定的。

晶 科 能 源 副 总 裁 钱 晶 表 达 了 同 样 的 观 点 。 “未 来 三 至 五 年 ， TOPCon 将 依 旧 是 光 伏 市 场 主 流 电 池 技 术 。 ” 钱 晶 表 示 ， 未 来 要 看 TOPCon 与 钙 钛 矿 的 结 合 ， 目 前 晶 科 的 钙 钛 矿 和 TOPCon 叠 层 电 池 最 新 转 换 效 率 为 33 . 24 % 。

对于钙钛矿相关产品为何迟迟未能量产，钱晶坦言：“其中涉及很多问题，比如材料的稳定性、产业化的成熟度等都需要解决。 ”

需求增速放缓

眼下，光伏行业面临需求增速放缓的挑战。 在新能源研究机构 InfoLink� Consulting举行的光储峰会上，该机构资深分析师赵延慧表示，2024年和2025年全球光伏市场需求增速将放缓。 “从组件需求规模口径看，乐观估计 2024年全球光伏需求将有12%左右的增幅，悲观估计可能面临零增长的考验 。 ”

InfoLink� Consulting预计，2024年全年组件需求为469GW至527GW，增幅为0%至12%；2025年组件需求为513GW至573GW，增幅为8%至9%。

作为全球范围装机规模最大的光伏市场，2024年中国光伏市场同样将面临需求增速放缓的考验。

“2023年，中国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创造了近217GW的历史新高，2024年保持去年的新增装机水平压力较大。 从目前情况看，市场增长压力主要来自分布式光伏。 ”

在全球光伏市场需求趋缓的背景下，光伏产业正在进行新一轮供需关系调整。 InfoLink� Consulting分析师杜加恩表示，2024年至2025年，光伏产业形势严峻。 当前，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四大产业环节基本上都处于亏损状态。 2024年以来，光伏产业链价格反弹迹象不明显，很难出现反转。

通威股份首席技术官邢国强在展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光伏产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历经四次危机，并呈现出螺旋式发展态势。光伏技术不断进步，发电成本不断降低。随着光伏市场规模扩大，未来有望消纳更大规模的产能。长期看，光伏产业值得期待。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当 前 ， 光 伏 产 业 正 处 在 重 要 转 换 期 ， 行 业 将 面 临 大 变 局 。 ” 协 鑫 集 团 董 事 长 朱 共 山 在 本 届 展 会 开 幕 式 上 表 示 。

光伏产业进入调整期，考验产业链企业的生存能力。 在本次展会期间，记者注意到，参展企业规模空间，但同质化问题突出。 对此，InfoLink� Consulting分析师杜加恩建议，光伏头部企业应积极加强研发，寻找短期无法取代的产品和技术布局路线，掌握前沿技术与可持续商业模式。

“内卷加剧、产业链价格持续下跌，光伏行业走到一个‘坎’上。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石永红在展会期间表示，光伏行业过去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

在石永红看来，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行业进入门槛低，资本加速进入，而需求不能完全匹配。 “这次调整可能导致新的大洗牌，很多企业可能会被兼并重组。 真正优秀的企业需具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创新能力，并在全球合理规划产业布局。 ”

针对行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表示，光伏产业应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同时要保护好创新成果。 “天合光能在太阳能电池和组件技术上有一些核心专利，我们授权给了一些企业，打破各自为战的状态，构建产业创新协作新格局。 ”

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认为，光伏行业高质量发展既要从供给侧发力，也要关注需求侧的变化。 而行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缺失，导致大家信奉拿来主义，不利于行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