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头企业的产品定价在行业内具有风

向标作用。近日，硅片龙头企业隆基股份、中

环股份相继下调硅片报价，降价幅度达 10%

左右。此轮硅片降价原因是什么？是去库存

还是打价格战？规范行业健康发展需要补齐

哪些短板？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

流中心创新所副所长李锋。

多重因素推动降价

记者：近一年多来，硅料涨价、硅片涨

价、电池涨价、组件涨价⋯⋯光伏产业各环

节轮番涨价。如今，龙头企业却开始调低硅

片价格，原因是什么？

李锋：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成本高企

抑制终端需求，硅片供求关系发生变化。

随着存量企业扩大硅片产能、增量企业

布局硅片生产，以及硅片价格大幅上涨带来

需求下降，硅片供需关系迎来拐点，供给开

始大于需求，并呈扩大趋势。同时，硅料价

格飙涨叠加能耗双控、电力供应紧张导致的

限电影响，光伏产业的电池和组件等环节承

压较大，开工率明显下降，对硅片需求降低。

隆基股份与晶科能源、晶澳科技、天合光

能、东方日升 5 家企业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联

合发布的《关于促进光伏组件市场健康发展

的联合呼吁》称，组件企业很多已签订的订单

将陷入亏损，产能达产率不超过 70%，呼吁抑

制无序涨价。同时，电池和组件企业开工率下

降直接推动硅片企业降低开工率。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调研 10 家单晶硅片

企业发现，个别企业开工率降至 50%。

同时，由于 2021 年产业链上游价格高

企，大部分下游买家和终端企业处于观望状

态。业内普遍预计，2021 年全年新增光伏装

机容量在 55GW 至 65GW，但 2021 年前三季

度全国光伏新增装机容量为 25.56GW，远低

于行业预期，四季度光伏抢装潮也未如期而

至。若光伏组件价格继续维持在 2 元/W 以

上，很多组件企业难以承受，硅片需求还会

进一步下降。

二是在硅料价格大涨的情况下，上下游

产业价格传导效果显现。

2020 年 5 月，硅料价格曾一度跌破 6 万

元/吨，但此后开始步入上行周期，一直到

2021 年 7 月才出现高位回调，成交均价仍在

21 万元/吨左右，之后成交价继续上涨，2021

年 11 月升到 26.5 万元/吨，在一年半的时间

内翻了两番。

硅料价格大涨带动硅料企业扩张产能，

还吸引其他行业企业投资。目前正在扩产

和投资的硅料项目将在 2023 年集中投产，硅

料价格未来几年有可能出现大幅回调。此

轮硅片降价，也是对硅料价格基本见顶的提

前反应。

未来有望回归平稳

记者：硅片价格会不会持续下降？

李锋：目前，硅料价格维持在 23 万元/吨

左右，由于硅片降价对企业利润率影响明

显，在硅料价格没有明显下降的情况下，企

业持续降低硅片价格的可能性不大。

隆基股份和中环股份的调价，主要还是

源于硅片产能扩张与下游企业惜购，是硅片

供求关系发生显著变化、上下游价格传导和

价格周期性波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次硅

片价格下降既是对下游组件需求放缓的应

对，也是对上游硅料价格上涨的限制，有利

于光伏产业链价格的合理化。

随着硅片价格走低，电池、组件企业的

盈利压力有望缓解，可以有效推动下游企业

收益率提升。当硅片价格回归合理区间，组

件企业开工率将会逐步回升，有利于行业持

续发展。

促进产业链企业共赢

记者：如何降低硅片价格波动对行业的

影响？

李锋：应引导硅片价格平稳下行，避免

短期大幅下滑，提升硅片企业生产积极性。

从硅片端来看，硅片利润率不高。所

以，尽管硅片价格高企，但硅片企业生产积

极性并不高，而硅料价格上涨还给硅片企业

带来较大成本压力。隆基股份 2021 年三季

报显示，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562.06 亿元，同

比增长 66.13%，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75.56 亿元，同比增长

18.87%，利润增幅远低于营业收入增幅。

推动硅料价格适当下调，与硅片价格下

降形成联动效应，避免硅料企业未来受到较

大冲击。此前，通威股份、大全新能源、新特

能源和保利协鑫等硅料龙头企业从 2017 年

开始连续两年快速扩产，导致供过于求，硅

料价格不到两年时间下降 50%以上。以此

为鉴，如果硅料价格未来步入快速下行通

道，扩产和新投产企业将面临较大风险。

支持企业协同发展，共建利益共享的产

业链，促进上中下游企业实现共赢。2021 年

硅料新增产能大幅减少，叠加硅片产能大规

模增加，推动硅料价格猛涨，不断拉高硅片

价格，持续推高光伏发电成本，最终抑制了

终端的光伏装机需求，不利于光伏产业持续

发展。

光伏作为重要的清洁低碳能源，在国家

实施“双碳”战略的大背景下，需要引导硅

料、硅片、电池和组件企业协同发展，降低硅

片价格下调对企业的不利影响，共同推动光

伏产业健康发展。

同时，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通过

技术创新降低生产成本，为光伏产业高质量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领军企业

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进产学研深度融

合，携手攻关硅料、硅片、电池和组件等环节

的关键核心技术，进一步提升行业整体竞争

力。支持企业与高职院校探索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的新模式，促进产业链与人才链有机

衔接、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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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岁尾，不少知识付费平台

又到续费节点，不少人频繁收到所

订 阅 的 付 费 APP 续 费 弹 窗 提 醒 。

为知识埋单，是个人成长进步的机

会。但是，一些平台所标示价格并

未体现应有价值，营销套餐甚至成

为 惯 用 套 路 ，需 要 引 起 消 费 者

警惕。

首先，售后无服务，退费无渠

道。为吸引消费者关注，不少知识

付费平台一般会推出试听课程，这

些内容大多比较精彩，但消费者一

旦付费购买，发现后续体验不佳，甚

至出现所提供的内容服务和付费前

承诺大相径庭的情况，想退费却往

往难度很大：一方面在付费页面根

本没有退费指引，无法找到退费渠

道；另一方面，消费者很难联系到售

后服务人员，诉求无法得到回应。

因为知识付费单笔数额不大，很多

消费者最终选择忍气吞声，退费事

宜不了了之。

其 次 ，知 识 注 水 现 象 较 为 普

遍。一些网络平台打着知识付费的

旗号，通过“标题党”吸引消费者注

意，付费后却发现内容含金量较低，

和期待相差甚远；还有不少付费课

程内容大同小异，存在洗课嫌疑，甚

至“ 挂 羊 头 卖 狗 肉 ”，贩 卖 知 识 焦

虑。以次充好的课程屡见不鲜，让

消费者对知识付费既爱又恨。调查

显示，知识付费产品平均到课率仅为 7%，这显示出消费者对

课程付了费仍不认可，这已经影响了知识付费平台的口碑和

行业美誉度。

再次，自动续费陷阱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一些知识付费

平台将自动续费作为默认选项，取消程序十分繁琐。不少消

费者因为下载 APP 众多或者换手机等原因，经常忘记此项隐

形消费。对此，平台应通过明确方式，告知消费者扣款或即将

扣款的情况，并在通知中告知消费者取消续费的途径，充分保

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当前，知识付费有着广阔的产业前景，越来越多的平

台也嗅到了商机。报告显示，我国泛知识付费市场规模近

年来维持了 40%以上增幅。但也要看到，无序野蛮的生长

模 式 ，也 让 不 少 平 台 备 受 诟 病 ，影 响 着 行 业 的 长 远 健 康

发展。

不过，虽然知识付费平台在运作层面还有一些问题，但也

没有必要因噎废食。毕竟，各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都离不开智

力支持。只有多一点诚信，少一点套路，重视其中的问题，清

理其中的乱象，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才能让行业风清气

朗，知识付费才能走得更远。

知识付费套餐不该成套路

郭存举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为驱动力，以

业态和模式创新发展新兴产业、赋能传统

行业，数字经济担纲践行新发展理念，要

持续扩大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共筑城市

智能体提升城市生命体的活力，即构建城

市的“眼 （感）、脑 （知）、手 （用）、脉

（传） ”，让城市像人一样有新陈代谢、生

长发育的更替演进，有应激性、自适应的

调节反应，是数字经济助力城市发展的长

期目标；而新基建正是当前推动数字经济

在城市落地的关键抓手，新基建与城市智

能体技术框架是纲与目的关系，纲举才能

目张，转型方可有序。

人工智能

是新基建的重要选项

当 前 ， 数 据 已 成 为 与 劳 动 力 、 资 本 、

土地等并驾齐驱的生产要素，提升了全行

业生产效率，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新的“石

油能源”。海量数据的挖掘、分析、计算离

不开人工智能新基建的支撑。在“华为城

市智能体峰会 2021”会上，华为公司副总

裁、企业 BG 全球政府业务部总裁岳坤提

出，以人工智能筑基，“一城一智”建设城

市智能体底座，培育城市生命体的自适应

能力；大会重磅发布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

计算平台白皮书》，即以打造满足日常城市

应用的人工智能计算平台为主要思路，创

建安全、机敏的城市智慧原动力。

深圳市龙岗区在已建智慧城市基础上

增加人工智能计算平台设施，覆盖城管、

消防、交通等 6 大领域的 64 类应用，还在大

运人工智能小镇打造“算法训练基地”，面

向区内企业提供“数据+算力+平台”一体

化服务，目前区内多家人工智能企业完成

智慧后厨、智慧小区、垃圾分类监管等几

十项算法研发，平均准确度超过 90%，比企

业以往算法训练周期压缩 80%，树立了全国

人工智能城市发展应用的典范。

一网统管

是新基建的关键应用场景

如 何 解 决 当 前 大 中 型 城 市 治 理 的 难

题，一网统管新基建如何规划和开展？首

先，聚合“端网云安用”全要素，健全机

能 ； 通 过 感 知 系 统 拥 有 视 觉 、 嗅 觉 和 触

觉，以物联网和 IPv6+技术搭建城市骨骼

和脉络，以强大算力和 AI 作为神经中枢分

析 和 研 判 。 其 次 ， 打 造 “ 政 企 民 ” 全 场

景，丰富技能；政务服务不仅要“一网通

办”，城市治理更要能“一网统管”，使政

府能高效地处置一件事，发展才能有良好

的环境和制度保障。作为改革开放起源地

的广东省，当前在“一网统管”上又开始

了新一轮的先行先试，全省构建三级基础

平台、聚焦重点行业应用创新、推动多源

数据融合、强化基础支撑能力、释放数据

资源价值；中山市积极融入广东省域治理

“一网统管”整体战略部署，基于 IPv6+高

规格建设城市云网，加快省市一网统管协

同联动。

锚定服务生产实践领域

作为新基建的主战场

数 字 化 新 基 建 要 加 快 赋 能 生 产 领 域 ，

在智能网联、应急、水务、生态环境、供

热等行业开展实践，促进生产迈上新台阶。

作为城市交通体系面向未来发展的重

要方向，智能网联以车、路、网、云、图

的协同重构产业，塑造数字时代城市竞争

力。湖南湘江新区携手华为，成立智能网

联 创 新 中 心 ， 瞄 准 智 能 网 联 和 智 慧 城 市

“双智”试点的融合应用，共同打造“一

区，一云，一中心”的智能驾驶样板点，

赋能本地传统优势企业智能网联技术，完

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助力湖南“三高

四新”战略落地。哈尔滨太平供热有限公

司联合华为，深入开展智慧供热的创新实

践；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

对原供热系统进行全流程改进，供热企业

可以感知用户室温，AI 能力可以助力调节

供热各环节阈值；在 1400 余万平方米的热

网内，智慧供热方案覆盖了换热站 122 座，

涉及居民 6.6 万户，相较于此前供热方式，

全采暖期间节约标准煤约 5193 吨，减少碳

排放约 3397 吨，在保障居民供热均衡、居

住满意度的同时，为城市空气质量改善作

出贡献。在深圳，智慧水务一期工程，涵

盖了多个系统的数字化应用及解决方案，

助力水务管理提质增效，人工巡检频次减

少 50%，预估减少污水溢流量 3%—5%，减

低污水处理总成本 1%左右。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基建与城市智

能体技术架构都在为城市生命体更聪明、

更智慧积极推进，为数字经济发展擘画光

明前景、注入强大动力。

（数据来源：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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